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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京京西西路路··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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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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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达人来带领大家走进街道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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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个居民区的风采。

本期的“南西印记”达人叫朱磊，是华山医院血管外科的一名主治医师，曾在新冠疫情初期，加入华山医院支援武汉医疗队，毅然决然地奔
赴抗疫第一线。 自 1979 年出生，朱磊就居住在古柏，直至 2007 年成家后才搬离。 现在，他的父母、外祖母依然居住在古柏。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
的“古柏人”，他眼中的古柏社区又是怎样的呢？ 下面，就让他带着读者了解古柏居民区的故事。

遍览古屋美 共赏文化情
游历古柏居民区的历史沿革

□记者 沈冠君 整理报道

古柏，满载着朱磊儿时的记忆。这
是一个静谧、和谐、便利又充满文化气
息的社区。 儿时的古柏恰如“静安”之
名，富民路、长乐路、巨鹿路、襄阳路这
一带是中心城区中少有的安静区域，
鲜有吵杂的车辆、马达之声。始终记得
小学、中学的那段日子，放学后和小伙
伴们穿梭在古柏的绿茵、花丛，嬉戏欢
闹。 那时小区里常有老人们坐在绿化
带对弈，带着宠物散步，一派和谐、舒
心。在襄阳路的自由市场、长乐路的邮
电医院、 巨鹿路和富民路的新成中学
（逸夫职校）和华模中学给社区带来了
无限的便利， 他还记得小时候就觉得
生活在这里就是万事不愁。 “而四明
村、 模范村简直就是文化名人的集体
宿舍，真是好厉害！ ”

领略“古拔”的美学范畴

祖辈都在古柏小区居住生活的朱磊，从
小耳濡目染文化的历史传承。 青葱翠柏，时
光荏苒， 当童年的小脚丫跑过岁月的土地，
斑驳的树影投射在古老的砖墙上，仿佛回放
着孩童时期的咿呀学语声。那是上世纪三十
年代在上海滩上十分知名的“四行储蓄会”，
由他们出资建造的一座座建筑，经历过抗战
炮火的洗礼，目睹了泱泱大国在侵略者面前
屹立不倒的身影，也曾深深拥抱那些为国捐
躯的七尺男儿的血肉。 在繁华喧闹的都市
中， 有这样一个他们当年出资建造的小区，
如今依然静静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

古柏小区旧称“古拔公寓”，正是“四
行储蓄会”为本银行职员所造的公寓。这些

三层联排的新式里弄， 最早建成时便有了
独立煤卫，让当时不少的市民们开了眼界。
即便建筑师采用了砖木结构， 经历过近百
年岁月的洗礼，依旧完好无损，毅然挺立在
这块土地上。

又过几年， 更新一批的房屋落地建成。
难能可贵的是， 设计师采用了混凝土结构，
甚至还使用了钢制的窗户。虽然没有了往昔
美人靠窗、半隐半露地向外张望，但是带有
英式复古风格的装饰，强烈地表达了设计师
折衷主义的建筑风格。看似规整拘谨的造型
里，繁杂的装饰细节，自由而流动的建筑线
条，仿佛由内而外迸发出的自由灵魂，对人
来人往的行人倾诉过去的岁月。第三批兴建
的是一栋栋公寓式房屋，建筑师的设计风格
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从华丽的装饰中抽身
出来，进入了一种更为实用的美学范畴。

在这些建筑中，最为特殊的便是富民路
197 弄 60 号楼房，那是专为四行储蓄会总
经理吴鼎昌设计建造的。 初时，醒目的“吴
公馆”牌匾高悬于门口，建筑底层有前后
两个客厅，厅前饲有小金鱼以供观赏。一楼
进门有大理石雕像， 二楼三楼是总经理及
家人卧室，四楼是厨房及服务人员卧室。前
门有大扶梯， 后门有小扶梯供服务人员上
下。厨房烧好的饭菜有小电梯传送下来，再
送进客厅。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楼内建有
锅炉房，烧水蒸汽使整栋房屋供暖。

不远处， 富民路 197弄 69号的“大礼
堂”是古柏小区标志性的地方之一。 最初的
“大礼堂”共有四层楼。一楼层高很低，彼时
的花匠、修理工、巡捕、司机等云集此处。 此
外，一楼的公共电话由专人看管，承担着居
民沟通交流的重任。“大礼堂”二楼层高足
有 5米，内设讲台，可供开会、宴会使用。 当
时谁家要是办红白喜事，只要支付一些场地
使用费，“大礼堂”就提供各种配套设施。

“大礼堂”第三层是职工俱乐部，有弹

子房、图书室、棋牌室。 第四层是单身职工
宿舍，内有小餐厅、浴室、卫生间，并派有 2
名勤务工照料单身职工生活。 后来，“大礼
堂”又加盖了两层。2011年，经过一番修旧
如旧之后，“大礼堂”以“福民会馆”的身
份全新亮相，重新对辖区居民开放，成为社
区文化活动场所使用至今。

听戏剧、看沪剧、闹元宵、做重阳糕，社
区居民们在富民会馆里听琴声悠扬、 檀板
阵阵，赏汤圆糕团，品美食美味。 不仅如此，
企业招聘会、市民修身主题活动、书画艺术
展览……也纷纷登场。 这些活动，或是为了
五斗米的干劲，或是自我精神家园的满足，
只要你想得到的， 福民会馆就会在合适的
时机将其呈现。

目前，福民会馆正在更新升级，再过不
久，将以全新的姿态和居民见面。

“巨富长”里的文化气息

从小生活在古柏， 朱磊感觉最适合消
磨时光的就是轧马路了。 富民路、巨鹿路、
襄阳北路、长乐路，都藏身于此。 选一个春
风和煦的日子，走一走那些幽静的小马路，
感受让人留恋的光阴故事。

东起金陵西路，西至常熟路，这条全
长 2239 米的巨鹿路， 至今已有百余年的
历史。 路段沿途主要为居民住宅，在富民
路东首南侧有上海市文联及其下属的十
六个协会，还有《上海歌声》《收获》《采
风》《上海戏剧》《上海文学》等杂志的编
辑部。

早在 1980 年代末，《收获》推出了余
秋雨的散文专栏———《文化苦旅》。“我就
这样边想边走，走得又黑又瘦，让唐朝的
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
疲惫地伏在边地旅舍的小桌子上涂涂抹
抹，然后向路人打听邮筒的所在，把刚刚

写下的那点东西寄走。 走一程寄一篇，逛
到国外也是如此，这便成了《收获》上的
那个专栏……”余秋雨回忆道。很多年后，
“文化苦旅”成为余秋雨代名词，他也因
此成为大众和媒体追逐的对象。

在出过的一本本杂志里， 那些妙手偶
得的中短篇， 淋漓尽致地展现着各色人等
情绪微妙碰撞，作者的语言俏皮又有深度，
让人读后只觉说不出的熨贴、 合适和心悦
诚服。就是在这些一个又一个的故事里，读
者领略到了可一望即知并非有意赚人热泪
的惨凄，也看到了洞明世事之后的无奈。 如
同这一条似短又长的马路， 一眼望得尽的
是飘满落絮的马路牙子， 看不到头的却是
这条路上走过的风景。

不知道是该说路边的人创造了文化，
丰满了这条浅浅的马路； 还是说这条路用
自己并不算宽大的身躯，滋养了居住、生活
在这里的人。

富民路，曾经是上海法租界所在地，始
筑于 1913年。曾以原法国侵华舰队司令古
拔名字作路名，1943 年改以云南省的富民
县名命名并沿用至今。记忆中的富民路，有
各色令人垂涎的老网红，高脚杯冰淇淋、跨
界沪菜馆、充满老上海风情的酒楼、有帅哥
做主厨的日式料理， 还有让你喝到不醉不
归的各类精酿啤酒……想要在这里自称老
饕，那确是一件难事。

东起淡水路，西起华山路，沿途布满花
园住宅的长乐路，是眼睛和心灵的休憩地。
长乐路以其幽静雅致的身段， 讲述着这个
时代的新故事。

古典与现代在这里交融， 艺术与时尚
在这里蓬勃发展。 古柏小区历经近一个世
纪的历史变迁，成就了如今新旧交汇、和谐
宜居的古柏社区。居民们置身其中，在这里
学习、成长、工作，享受浓郁的文化生活，同
时他们也给小区留下了自己的历史印记。

福福民民会会馆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