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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守护神”徐森玉晚年住在淮海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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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森玉，中国著名文物鉴定家、金石学家、版本学家、目
录学家、文献学家。徐森玉为查访、发掘祖国文物奔走于神
州大地，数十年中发现了无数中华瑰宝。他还为国家征集、
鉴定了大量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无愧于学界“文物守护
神”的称号。徐森玉是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公布的首批
“上海社科大师”，他晚年居住在淮海中路上的淮海公寓。 化学奇才成为文博大家

徐森玉，名鸿宝，1881年生于浙江
吴兴，母亲闵氏出自浙江名门，世代以

刊刻古籍为业。徐森玉少年

时就读于家塾，后求学于江

西白鹿洞书院、山西大学
堂。

有人说，徐森玉是文博
界的翘楚，却不知其学问之

路的起点，并不在金石学、
版本学，也不在目录学，却

是在风马牛不

相及的化学。在

山西大学堂读

化 学 专 业 期

间，徐森玉便

著有《无机化

学》《定性分

析》等书，被

称为“奇才”。

时任山西学政、清朝宗室爱新觉罗 ·宝

熙对徐森玉格外赏识，尽出所藏供其研
习。从山西大学堂毕业后，徐森玉历任

奉天测图局局长、清廷学部图书局编译
员等职。之后，他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

馆长，当时图书馆、博物馆和文化艺术
工作由社会教育司管理，鲁迅为该司一

科科长。在这段时间，因两人都对摆弄

“黑老虎”（古碑拓片）兴趣浓厚，便经常
结伴游览书肆鳞次栉比的琉璃厂。从

此，文献、古物成就了徐森玉。
1924年 11月，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

紫禁城，随即由摄政内阁组织了清室善
后委员会，徐森玉作为时任教育部佥事

参加此项工作，与马衡、庄尚严等负责清
点、接收清宫的文物和财产。此后，他又任

古物保管委员会顾问、故宫古物馆馆长。

晚年喜欢赏读文学作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森玉不

顾年迈，全力投入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

会的工作，先后担任副主任委员、主任
委员，兼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

处长，负责筹办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
馆。1960年，徐森玉兼任上海博物馆馆

长及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主任，

同年 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

馆长。其间，徐森玉先后主持了苏州潘
祖荫滂喜斋、顾氏过云楼等重量级文物

的捐赠工作，并收进大量稀世珍品，对
上海文物收藏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1959年，徐森玉一家搬进了淮海
中路 1202号的淮海公寓。淮海公寓其

实是位于淮海中路 1202号、1204-1218

号的两幢公寓住宅，由万国储蓄会出资
于 1935年建造，赉安洋行设计，中法营

造厂承建，钢筋混凝土结构，现代派风
格。建成后以盖司康公寓命名，1954年

改为淮海公寓。由于当时家里人口较
少，加之“体量最大”的书籍多寄存于公

家的仓库之中，徐森玉认为没有必要占
用很大的房子，一家人就住进主楼二层

一套 6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搬入淮海
公寓时，徐森玉已年近八旬，多数时间

他都是在家里静静读书，甚至难得读专
业书籍，更多的是赏

读古诗词等文学作

品。1971年 5月，徐
森玉去世，徐家人也

搬离了淮海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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