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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蝶的永利村时光影星
周边漫步胡蝶，原名胡瑞华，著

名电影演员，有“电影皇后”
的美誉。胡蝶出生在上海
提篮桥辅庆里，曾在余庆
坊、光华里等地居住，1935
年与潘有声结婚后住在永
嘉路459弄5号。而在结婚
之前，胡蝶住在有“影人村”
之称的新乐路永利村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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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公寓
地址：新乐路   弄 号

建于1933年，装饰艺

术派风格，今名新乐公寓，

占地面积142平方米，建

筑面积706平方米。建筑

为混合结构，中间七层，两

侧六层。主立面中间以四

根直达檐口的壁柱形成构

图中心，两侧以连续玻璃

窗和窗间墙突出水平线

条。主入口在中间，挑出

水泥拱形顶雨厦。两侧有

次入口，皆有拱券雨篷。

水泥粉刷外墙饰方格纹，

钢窗，硬木地板。现为民

居。

新乐路  号

建于上世纪30年代，

联排住宅。建筑为三层砖

木结构，机平瓦坡屋顶，清

水红砖外墙，门、窗套等装

饰局部为素色水泥线脚，

南侧多边形阳光房独具特

色。2015年被公布为上

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炙手可热的影坛明星
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胡蝶自幼

跟着家人辗转各地，小小年纪就会普

通话和多种方言。1924年，16岁的胡

蝶跟着父母回沪，考入中国第一所电

影演员训练学校——中华电影学校。

那年报考的有2000多名学生，但只有

演什么像什么的她给主考官留下了深

刻印象，大家都认为她天生就该做这

一行。1925年，还是学生的胡蝶收到

了徐欣夫导演的橄榄枝，参演张织云、

王元龙主演的电影《战功》，由此步入

影坛。三年之后，已经小有名气的胡

蝶进入明星影片公司，一部《火烧红莲

寺》让她红遍大江南北。

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

丹》让胡蝶成了顶流明星，在1933年

《明星日报》发起的“电影皇后”评选

中，她收到了超过5万张有效选票，最

终高票当选。1934年，胡蝶代表作

《姊妹花》上映，这部郑正秋导演的家

庭伦理悲剧受到了观众热烈追捧，连

映两月有余，创造了当时国产片的最

高票房纪录。

从新乐路搬到永嘉路
艺术事业走上巅峰之时，历经感

情波折的胡蝶也找到了归宿，决定跟

相爱6年的圈外人潘有声结婚。

胡蝶和潘有声相识于明星影片公

司，当时任职于德兴洋行的潘有声经

常到明星公司来谈业务。1931年底，

与林雪怀解除婚约后，情绪低落的胡

蝶经人介绍与潘有声结缘。因为前车

之鉴，两人谈起了地下情。潘有声每

天下班之后便到亨利路（今新乐路）永

利村29号胡蝶的寓所去约会。假如

胡蝶在家，他们便谈谈心或是出去看

电影，偶尔一起参加私密聚会。假如

胡蝶在公司拍戏，他便安心等候，直到

胡蝶回家后才回自己的寓所——西爱

威斯路（今永嘉路）459弄5号。

新乐路100弄也称永利村，建于

1932年，单面行列布置44幢，属新式

里弄。建筑为三层砖木结构，弄口建

筑立面为装饰艺术风格，弄内前后共

五排，每排约有八个单元。单元之间

两两对称分布，南侧设有小庭院，屋面

为人字坡顶，水泥砂浆外墙粉刷为黄

色，窗间墙拉毛处理。上世纪二三十

年代，张织云、胡蝶、高占非、高倩苹等

“影帝”“影后”曾云集于此。

1935年11月23日，胡蝶与潘有

声在上海举行盛大婚礼，洞房新居在

永嘉路459弄5号的潘宅。当时的报

纸这样描述两人的新居，“那是一条极

华贵的里弄，潘胡新居藏在第二条的

弄底。朝西向，门前有一棵垂杨，进门

向左是一间精致的会客室，三面布置

了一堂花丝绒的沙发椅，当中一张圆

桌，墙壁上挂着胡蝶与潘有声的结婚

相片……新夫妇的洞房是在二楼，一

共有两个房间，南边的一间布置比较

富丽，中央是床，床的对面正对着一面

五尺直径的大圆镜，从那里边可以看

到全室景物，在窗

口是几张安乐椅。

在床的一头壁上，

挂了一张胡蝶的小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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