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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汉，浙江杭州人，企
业家，中国染料工业的创始
人之一。
吴光汉一家在永嘉路

569号生活了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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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汉与永嘉路   号
周边漫步●▲●

安亭古镇的严泗桥和石榴树
申景如画

严泗桥，又名集庆桥，位于嘉定

区安亭镇老街中心，跨安亭泾，单

拱，北接严泾、泗泾，因而得名。

“十里一亭，以安名亭，以亭为

镇”，安亭之名自汉代沿袭至今。安

亭水网密布，河道纵横，交易的货物

得借助舟楫才能运抵，先后在河津

要道上建成了严泗桥、井亭桥等桥

梁。

严泗桥始建于明洪武七年

（1374年），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重修，清道光六年（1826年）重

建，更名集庆桥。安亭是颇有名气

的水乡古镇，清代嘉庆十三年《安亭

志》标有古桥20余座，其中“十字合

分两线界”就是描写严泗桥的。

严泗桥为单孔石拱桥，原为石

阶、石栏桥面，1949年后改为平缓

坡弹石桥面，2005年重修并恢复石

阶桥面，跨度约7.4米，宽6.5米。现

桥南北两面都镌刻着“集庆桥”三

字，南侧桥洞边则有楹联：“十字河

分两县界，百廛市聚四方人。”这里

的两县，指的便是嘉定和昆山。旧

时，严泗桥上商贩走卒吆喝声不绝，

桥下船夫常常因为卸货矛盾发生争

吵，周边一派热闹景象。清代嘉定

诗人张锡爵游览安亭时也曾写下

“小市人烟晚寂寥，寒江曲折路迢

迢。月明偏送孤舟梦，一夜流过廿

四桥”的诗句。

值得一提的是，严泗桥的桥南

侧石缝中有一株石榴树，树身枝繁

叶茂，名为花石榴，根呈扁形，粗25

厘米，迄今树龄有100多年，历经百

年风雨和多次病虫侵害后依旧生机

盎然，被评为上海市古树名木。每

年夏天，石榴树花朵盛开，秋天累累

果实则像小红灯笼挂在枝头。

夏菁岑

永嘉新村
地址：永嘉路   弄

建于1947年，公寓式

里弄，砖木结构，共有19

栋二层，4栋三层新式里

弄公寓建筑，东西向排列，

东高西低，每栋均朝南。

水泥拉毛墙面，四坡红瓦

屋面；西部为两层楼房，双

坡青瓦屋面，山墙花、入口

雨棚略具西班牙式风格。

上海的里弄从老式石

库门、后期石库门，发展到

花园式里弄、公寓式里弄，

永嘉新村是发展末期的代

表。其单元建筑面积标准

比起上世纪30年代的花

园式里弄有所降低，功能

主义倾向明显，形象也变

得十分简洁。但它与石库

门里弄相比，仍然保持着

较高的标准。最早为交通

银行职工宿舍，现为民居。

永嘉路   弄

建造于上世纪30年

代，由九幢欧式风格假

三层小花园住宅组成，

砖木结构，外墙面是水

泥抹成的鱼鳞纹，具有

很强的装饰效果。前后

两排，式样统一。室内局

部装饰为西班牙式。屋

顶南北陡峭的斜坡顶相

对中间平顶过渡，南大北

小，呈倒W形，南首二楼小

阳台，北面中间有平台。

现为民居，每幢楼住3—6

户居民不等。

永嘉路   弄

法商赉安设计，中法

营造厂承建，建于1932

年，建筑面积1582平方

米，英伦风格的现代式花

园住宅。共有5幢2至3

层建筑，都为双坡屋面，假

3层砖木（局部砖混）结

构，水泥拉毛墙面，墙隅镶

嵌红砖；入口开间顶部为

三角形山墙，二层设有阳

台、三层退台处理，形成多

层次的空间对比。其中，

除527弄1号内建汽车库，

其余四幢均单独在院落里

配建汽车库。

自己设计染化厂厂房

1925年，14岁的吴光汉考进

浙江大学，受父亲的影响选择了土

木工程专业。

经过6年寒窗苦读，他从浙江

大学毕业，被当时的上海浚浦局建

筑部录用，担任助理工程师。工作

期间，他参与设计了张华浜码头、

炮台湾码头、虬江码头、煤气公司

码头、高桥石油公司码头、溶剂厂

码头等项目。其中，他较为得意之

作是吴淞口灯塔。为了减少水下

作业，他的设计采用空罐式钢筋混

凝土结构，先在船坞里做好，然后

浮上江面，用小轮船拖到目的地，

往里灌水使其下沉，平衡地放在江

底，在露出水面的顶部安装预先设

计制成的钢板灯塔。

1935年，中国市场充斥着洋

货，民族工业应时兴起，与外商抗

衡。吴光汉当时已是持证土木工

程师，积累了一些资金，他便和浙

江大学化学系毕业的朱紫光办起

了“华元染料厂”，生产当时市场

上尤其是农村最需要的黑色的硫

化元染料，为中国老百姓提供了

价廉物美的国货。因为厂房由自

己设计，吴光汉仅投资3万元，便

办起了一家像样的染化厂。后

来，维大、天工、天中、六合、德星、

华亨染化厂都来请吴光汉设计厂

房，不再请外国人设计，既实用又

省钱。

1949年之后，吴光汉资助朱

紫光研究室专事染料中间体的研

究，后来创办了“华亨”化工厂，寓

意为“中国的化工大王”；“丽华”染

料厂，寓意为“使中华更美丽”，寄

托了对国家美好前景的展望。

1952年11月，吴光汉由朱紫光、林

哲介绍加入民主建国会。吴光汉

的社会工作重心在上海市工商联，

他担任市工商联常委。

1979年，吴光汉赴京参加了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创建工

作，任房地产部总经理，首创“自行

总承包”方式，负责筹建31层国际

大厦，国际大厦建成3年后收回成

本。1984年，他负责筹建56层京

城大厦，1992年7月京城大厦全部

建成。吴光汉赴京工作十年，晚年

仍在为国家建设出力。

旧居由赉安洋行设计

抗战胜利后，吴光汉便买下了

位于永嘉路569号的洋房，并且进

行了翻修。永嘉路569号建筑面

积386.4平方米，占地面积833平

方米，设计者是赉安洋行。

这幢洋房分为三个单元，主楼

及两栋副楼，房屋主体为法式风

格，拉毛外墙为主，清水窗柱、窗

台、清水砖拱进行点缀，窗柱与部

分墙面由红砖贴面进行装饰与点

缀，二楼阳台部分采用塔司干柱式

的柱廊，三楼有弧形凸起的阳台，

采用了涡卷铁艺，檐部为拱券状。

据吴光汉女儿介绍，“父亲和母亲

带着我在花园里玩，花园有500多

平方米大，种植着各式花木。春

节、大年初二，花园里坐满了父亲

工厂里的工人，大家喜滋滋地吃起

了新年饭，花园里有很多孩子在嬉

戏，有蝴蝶在采蜜，有轻盈的小鸟

在花园里欢唱。”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吴光汉

退休回到上海，除了在家，他时常

去香港路的爱建公司坐坐。吴光

汉写过三本书，一本叫《忆趣录》，

记述自己家庭和个人的一些往事，

另两本叫《经营随笔》和《经营随

笔》（续编二），总结自己几十年的

经营心得。他在《忆趣录》卷头语

说：“我今年85岁，以前话不多，近

10年话逐渐多起来了，而且年纪

越大话越多”，感叹“人老话多，性

也”，正因为有了吴老的这些“话”，

才有了如今的历史记录。2001年

11月6日，吴光汉在上海逝世，享

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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