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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京京西西路路··

专题

一条历史名街 悠悠陕北深情
品味陕北居民区的过去与现在

宋宋家家老老宅宅

陕北居民区位于南京西路街道的北部，地处繁华路段，东起江宁路，南临南京西
路，西至西康路，北靠北京西路，一纵一横的马路将它分割成了四个街区。

虽然面积仅约 0.08 平方公里，但陕北居民区不仅有老上海传统的旧式楼房，还有
高耸入云的商业楼宇。这些建筑互相交错，将过去与现代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了一起。在
这里，叶琳亲手抚摸过历史建筑带来的岁月痕迹，亲眼见证着恒隆和中信泰富拔地而
起，感受陕北居民区多面的魅力。

历史建筑见证
中西文化碰撞交融

有人说，“一条西摩路，半部近代史”。
西摩路今名陕西北路，是上海开埠后，中西
多元文化交融的代表性路段，2013 年被命
名为“中华历史名街”。 陕北居民区，正是
因为这条“陕西北路”而得名。 宋家老宅、
怀恩堂、许崇智旧居、西摩别墅……陕西北
路上的这些历史建筑所承载的人文价值和
它们本身的美， 共同带给陕北居民区别致
的风韵。

在陕西北路 369 号， 有一排在上海已
经很少看到的黑色竹篱笆墙，墙高 6 米，颇
显神秘、沧桑。 掩于其中的，是一栋典型的
英式花园别墅———宋家老宅。 这栋建于
1908 年的住宅是宋庆龄的娘家，一百多年
的岁月里， 它见证了多少风流人物在此共
商要事。

这里曾居住过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及
宋美龄、宋子文等姐妹兄弟，蒋介石与宋美
龄的婚礼也曾在此举行。 解放初期，宋庆龄
在这里创办了中国福利会托儿所，邓颖超、
许广平、胡子婴、廖梦醒等应邀来到宋宅参
加开幕典礼。 2005年 10月，宋家老宅被公

布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次年 11 月，被
公布为静安区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的宋家
老宅，是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的办公地址。

当人们在陕西北路上漫步， 多半会被
一栋红白相间的建筑所吸引，这栋建筑，便
是沪上著名的基督教堂———怀恩堂。 它创
立于 1910 年（清宣统二年），最初位于虹
口北四川路。 淞沪会战开始后，虹口沦为战
场， 怀恩堂被迫搬迁至爱文义路 605 弄王
家沙花园 32 号。 由于信徒人数不断增加，
1940 年， 主持牧师戚庆才购置了西摩路
（今陕西北路）375号的基地。 堂内可容纳
千人以上， 是上海基督教主要教堂之一。
1936 年起，戚庆才在这里忠心事主、牧养
信徒达 54 年之久。 新中国成立后，戚庆才
牧师作为基督教界酝酿起草三自革新宣言
的 40位发起人之一，坚持不懈推进三自爱
国运动， 将怀恩堂与美南浸信会彻底脱离
关系。 现在，由静安区人大代表詹敏担任怀
恩堂三自主任。

位于陕西北路 342 弄 1-17 号的西摩
别墅，也是这条历史名街上的著名建筑。 西
摩别墅原是在陕西北路 332弄内，由于市政
扩路， 原 332弄扩建成了奉贤路的延伸段，
原在弄内的西摩别墅现在成了临街建筑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摩别墅的门外，躺
了头石狮子， 石狮子边的石碑上有这样一
首诗：“我等原野的风， 我等云彩带来的消
息，朱莉叶的阳台，窗帘飘起，玫瑰花就会
显现我注视来往的人们，我等点亮的灯，照
亮我爱的人们，和爱我的人。 ”

摩登楼宇构建商圈魅力

在南京西路核心商业圈， 有一个著名
的办公楼 “金三角”， 他们分别是恒隆广
场、中信泰富广场和梅龙镇广场。 其中，恒
隆广场和中信泰富广场都位于陕北辖区
内。

恒隆广场建成于 2001 年， 建成时是
浦西地区的第一高楼，集购物中心和写字
楼于一体。 5 层高的购物商场聚集了世界
100 多个知名奢侈品牌，众多世界顶尖品
牌以在恒隆开设专卖店为荣，有些品牌还
专门将其在中国大陆的首家专卖店甚至
旗舰店落户于此。 它在 2006 年被选为上
海第一购物商场，2019 年被评为国家五
星购物中心。 恒隆广场写字楼则被誉为知
名国际甲级商厦， 并在 2007 年被选为中
国第一办公楼。两幢楼高 66 层及 48 层的
写字楼深受跨国公司、科技和时装企业的
欢迎。

中信泰富广场建成于 2000年，外立面
由全玻璃幕墙构成， 基座配以淡黄色花岗
岩。 楼内开放式设计，没有支柱占据的空间
提高了租户的空间使用率。 同样是集购物
商场和国际甲级水平写字楼于一体， 众多
全球知名奢侈品品牌和世界 500 强公司纷
纷入驻于此。

此外， 陕北居民区还有金富得商业广
场、金鹰国际购物中心等楼宇，这些楼宇不
仅为周边居民带来了便利， 还吸引了世界
各地的游客、白领前来光顾和工作。 叶琳每
天看着前来上班的白领和购物的顾客来来
往往， 深感他们为这一片土地增添了不少
激情与活力。

社区名人推动自治文化传承

陕北居民区内居住着许多知名人士，
一栋江宁大楼就汇聚了不少名家。曾为《铁
道游击队》《庐山恋》《焦裕禄》 等经典影
视作品作曲的著名作曲家吕其明就居住在
江宁大楼，已故著名作家白桦、导演谢晋、
滑稽界大师周柏春生前也居住于此。 此外，
麝香保心丸发明者之一戴瑞鸿等名人，也
在陕北居民区居住。

陕北居委会的门外走廊有一堵名人
墙， 名人墙的介绍就是已故著名作家白桦
老先生亲自撰写完成， 并提名为 “芳邻
谱”。叶琳说，由于辖区内住着大批医务界、
文艺界知名人士， 陕北居委会就充分利用
这些资源，经常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如戴
瑞鸿会向社区提供医学书籍， 为居民讲解
养生保健知识，深受居民的广泛欢迎。 还有
吕其明更是发挥自身特长， 指导配合居委
会开展文艺活动， 还为居委会的合唱班担
任顾问，提供指导。

这些名人， 对陕北社区工作的参与和
支持，为社区营造了“名人与百姓零距离，
名人也是老百姓”的和谐氛围，这让居民都
深受感动。

（内容由街道党政办提供）

“重楼联翩倚华亭，古柏茂盛北窗宁；霓虹一陕汇南北，威凤祥麟海波清；国泰民安万事兴，新绿成荫舞升平；锦瑟华年安乐业，延绵梦中凯
歌鸣。 ”———相信读者已经发现了，这首诗中藏有南京西路街道 13 个居民区的名字。作为南西居民，你可能一直都有这样的好奇：南西作为一个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社区，它的过去是什么样子的？ 在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的时间里，它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

眼下，“四史”学习教育正当热潮，为了贯彻人民城市理念，展现南西街道各居民区的往昔、变化与发展，本报特设立“南西印记”专栏，邀请
一群来自南西“本土”的达人带领大家走进街道的 13 个居民区，他们之中有土生土长的南西居民，有对南西怀有深厚感情的社区青年，也有为
社区群众奔走服务的居委干部。 这些达人将用他们的故事，带读者领略 13 个居民区的风采。

本期的“南西印记”达人叫叶琳，是陕北居委会主任。 叶琳在陕北居民区生活了多年，因此也对这一方土地有着深厚而不可割舍的感情。 下
面，他将带领读者一起，了解陕北居民区的过去和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