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导“新上海”建设
董大酉 1899 年生于浙江杭州 ,

1922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

先后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和哥伦比
亚大学。1928年，他学成归国，在上海

庄俊建筑师事务所上班，同年加入中
国建筑师学会。1929年，董大酉被推

选为中国建筑师学会会长。1930年，

他在上海创办董大酉建筑师事务所。
1929年，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

为打破上海公共租界与上海法租界
垄断城市中心的局面，计划以江湾为

市中心区，建设道路、市政府大楼和
其他公共设施，启动“大上海计划”，

建造“新上海”。“大上海计划”聘请董
大酉任顾问，同时兼任主任建筑师，

对虬江码头、机场、水厂、道路、铁路
枢纽等设施进行了规划，其中包括市

府大楼、图书馆、运动场、博物馆、市
立医院、市立公园和工业区、住宅区

的建设。
受过现代建筑教育的董大酉没

有一味追求西方风格，也没有完全采
用中式传统建筑方法，而是在民族风

貌外表下，设计了钢筋混凝土结构的

现代建筑，内部设施亦力求现代化，
电梯、卫生与消防设备等一应俱全，

可以说是中西合璧。对于“大上海计
划”中由董大酉主持设计的一系列建

筑，梁思成在其所著的《中国建筑史》
上评论道：这些建筑“能呈现雄伟之

气概”。

打造现代民族建筑
抗战爆发之前，“大上海计划”完

成的道路与公共设施，分别有旧市府

大楼、京沪京杭两路管理局大楼、市
立图书馆、市立医院、市运动场、市博

物馆、市卫生试验所、上海航空陈列
馆等项目。

旧上海市政府大楼目前是上海

体育学院的办公楼，是上海市文物保
护单位、上海市第一批优秀历史建

筑。大楼始建于 1931年，1933年 10

月 10日落成，为中国古代传统宫殿

式建筑风格，坐北朝南共四层，飞檐
翘角，华美精致。旧上海博物馆仿北

京鼓楼样式建造，坐西朝东，主楼三

层，辅楼两层，立面布局呈“工”字形。

旧上海博物馆始建于 1934 年，1935

年竣工，当时征集到文物 2万余件，
于 1937年 1月 1日开馆。如今，大楼

已改建为长海医院影像楼。
旧上海市图书馆总占地面积约

1.5万平方米，始建于 1934 年，1936
年竣工，坐西朝东，仿北京钟楼样

式建造，立面布局呈“井”字形。建
筑分上下两层，一层为阅览室和书

库，二层是展览室、借书室与目录
室，藏书达 40 万册，每个阅览室可

容纳 300人。旧上海市图书馆，目前

为杨浦区图书馆新馆。旧上海市体
育场现为江湾体育场，1935 年建

成，当时是远东设备最完善、规模最
大的综合性体育场。体育场包括运

动场（即田径场）、体育馆、游泳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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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大酉与“大上海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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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建筑业曾
有“北梁南董”之说，与“北梁”梁思成齐
名的“南董”即董大酉。董大酉的设计理
念是将国外建筑艺术精华与我国传统
风格融合，打造了旧上海市政府大楼、
旧上海市图书馆、旧上海市体育场等
一系列壮观的建筑作品，留下了《中
国艺术》《建筑记事》《大上海发展计
划书》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