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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记者 黄志强

上海开埠后，风琴、钢琴等西洋乐器
由于传教和办学的需要也随之传入。清同
治九年（1870 年），英商开办谋得利洋
行，专营风琴和钢琴的进口生意。继之在
闸北宝山路开设谋得利琴厂，进口风琴和
钢琴散装的部件，利用上海的廉价劳动力
进行装配，配制琴壳后整架出售，获取高
额利润。19世纪末，除了几家西洋琴行外，
上海出现了一批国人自己开设的琴行。

自创“施特劳斯”品牌

这些华人琴行的创始人大都是原谋
得利琴行的技工，用在洋行学得的技术和
经营之道开办自己的琴行。原谋得利工人
黄祥兴等人于 1890 年在现汉口路福建中
路开办的祥兴琴行是国人开办的第一家
西乐琴行。此后，原祥兴琴行工人程定国
在四川北路开办了永兴琴行。

永兴琴行即上海钢琴厂的前身，创建
于 1895年。琴行最初设在四川北路 819
号，承接钢琴修理，并仿制新琴，自创“施
特劳斯”、“上海”等品牌钢琴。1937 年
12月，日军轰炸上海，为保琴行正常运营，
工厂搬至当时租界内的南京西路403号。

抗战胜利后，各厂纷纷重振旧业。
1947 年，永兴琴行已发展为三家，分别为
永兴兴记、永兴顺记、永兴利记。然而好景
不长，全面内战爆发，社会动荡、民不聊
生，钢琴业经营艰难，但仍在勉力支撑。

国产钢琴制造业先驱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大力发展文教事
业，按国家“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稳定
人心，各琴行相继增产，呈现出产销两旺
的局面。1956 年，全行业实施公私合营，
合并包括永兴三家琴行在内的上海 29家
琴行，其间生产出中国第一架 9尺卧式钢
琴。1958年 4月，在原英商谋得利琴行原

址惠民路 927 号
成立了上海乐器厂，实现了集
中生产、规模生产。
1962年，在科研人员的努力下，上

海乐器厂首创了不饱和树脂漆涂饰工艺，
该漆种已成为当今世界最普及的涂装方
式。1964 年，由于原材料匮乏，开创性试
制成中国独立的多层毡呢弦槌。
1967年 2月，上海乐器厂更名为上海

钢琴厂。自 1976年起，工厂大力引进德
国、荷兰、日本、美国等先进工艺与技术，并
投资 1235万元建设杨东生产基地，形成
现代化规模生产线。为了迅速发展钢琴工
业生产，扩大上海钢琴产品在国内外市场
的覆盖面。1987年 11月，上海钢琴厂、上
海乐器修配厂等合并组建上海钢琴公司，
并将公司的大门调整到了江浦路627号。

制定首部《钢琴制造国家标准》

1997 年 11 月，上海钢琴公司更名为
上海钢琴有限公司。那段时期，企业研制
了多款钢琴生产专用机床、大批专用工
具，并提供了大量人员、设备、技术以支援
了北京、广州、营口等地的钢琴厂的建设。
公司具有独立设计、制造全系列立式、卧
式钢琴的能力。公司的主打品牌“施特劳
斯 STRAUSS”被评为上海市著名商标。
1988 年，公司受轻工部委托，制定了首版
《钢琴制造国家标准》，为中国乐器制造
业的标准化工作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如今，上海钢琴有限公司销售地址仍

设在杨浦区惠民路 927号，而江浦路的厂
房已改建为“E朋汇”创意园区。

（资料图片源于《百年工业看杨浦》）

杨浦这些地名、路名怎么来的？
老杨浦都不一定知道

以地形命名

大家熟知的“五角场”，便是以地形来命
名的。“五角场”，顾名思义是因为筑路时中间
是环岛，四周有黄兴路、四平路、邯郸路、淞沪

路、翔殷路五条马路像触角一样向外辐射，故
有此名。

以河流命名

杨浦区的地名中也有一些是以河流来命

名的，例如“浣沙浜”原名“园沙浜”，因为过
去殷行一带的农民经常在园沙浜中洗纱，联
想到越国时期美女西施为浣纱女，词曲牌名
中又曾有“浣溪沙”一名，故改“园沙浜”为
“浣沙浜”，也称“浣沙浜”。

以建筑物命名

“八埭头”、“十八间”、“牌楼路”等地
名与路名则是以建筑物来命名的。如“八埭
头”是因为 1908 年在当地造了八排二层楼
砖木结构的里弄房屋，每排 14 间，房屋建成
后成为当地明显的标志，而本地人又习惯称
“排”为“埭”，因此“八埭头”成了一个独特
的地名而流传至今。

以方位等因素命名

杨浦区的地名中还有一些是以方位名
称、宗教名称、动植物名称或者历史人物名
称来命名的，例如“虬江路”、“杨树浦路”
是以方位名称为地名；“东方子桥”、“西方
子桥”是以宗教名词为地名；“茭白园路”是
以动植物名称为地名；另外以祈愿祝福名称
来命名的有“三星路”、“福禄街”；以名人
名称来命名的有“黄兴路”、“中山北二路”
等等。

因“大上海计划”得名

1931年上海特别市政府公布道路规划
图时，将五角场地区这一带劈为新市区，其

中的路名一律以“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九
字为词头命名，如“中原路”、“华山路”、
“民庆路”、“国权路”、“上达路”（已废
止）、“海通路”、“市京路”（今民京路）、
“政立路”、“府南左路”（今黑山路）等，加
上具有政治色彩体现孙中山主张的有 “三
民路”（今三门路）、“五权路”（今民星
路）、“世界路”、“大同路”（今北京西
路）。

因聚集人群得名

杨树浦路平定路一带，历史上一直俗称
“山东街”，因为这里的世代居民大多是从
山东逃荒到上海的，是山东人的集中地；又
如杭州路上的一条里弄，俗称“苏北村”，看
看这个村名，就可知道这里的大多数居民是
苏北籍。

因地理位置得名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更改了一批以
人名为名称的地名。如将“魏德迈路”改为
“邯郸路”、将“齐美路”改为“四平路”、将
“马玉山路”改为“双阳路”、“营口路”等。
新增加的马路和新村，因为地处上海东北，故
以吉林、黑龙江、辽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县市
命名：如 “阜新路”、“抚顺路”、“松花江
路”、“敦化路”、“图们路”、“延吉路”等，
“靖宇路”则是一条以东北抗日名将杨靖宇
将军名字命名的道路。

（最忆杨浦）

杨浦
撷趣

�钢琴被誉为“乐器之
王”。作为西洋乐器，起初
完全依靠进口 ， 直至
1890年， 第一家由国人
开办的琴行才在上海开

业。上海是中国乐器制造
业的发源地，作为全国第
一家钢琴制造企业，上海
钢琴有限公司始自 1895
年，历经百年春秋。 本期
“杨浦老字号” 的主角便
是其前身上海钢琴厂。

中国第一家钢琴制造企业
———上海钢琴厂

1958年全国乐器会议（惠民路 927 号）2007年拍摄的上海钢琴厂厂门

1923年拍摄的英商谋得利琴行厂房， 位于惠民路
927 号。1956 年琴行公私合营后为上海乐器厂（后
更名为上海钢琴厂）厂房

杨浦区的地名、路名是杨浦区历史文化的见证。 长期以来，由于受
语言、习惯、环境、政治等因素的影响，杨浦的地名、路名形成了许多纷
繁复杂、称谓各异的叫法和名称。

上海牌钢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