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卖屋迁居租界
1939年3月8日，73岁的张

元济举家迁居上方花园24号。

张元济原住极司菲而路（今万航

渡路）40号，那是一幢耗费张元

济半世辛劳建造起来的老式大洋房，蔡元

培、胡适等文化名人常常光顾。

然而，1937年淞沪抗战之后，极司菲

而路、愚园路一带成为日伪军警、特务盘踞

的大本营之一，张宅西面就是臭名昭著的

“76号”魔窟，许多爱国志士在那里惨遭杀

害。1938年4月，沪江大学校长、商务印书

馆董事刘湛恩在愚园路寓所附近遭日伪特

务暗杀。张元济深感居住环境险恶，他的

儿子张树年曾回忆说：“父亲决定售屋，当

然家境窘迫是主要因素，但政治和自然环

境促使他坚定决心。”

1939年，浙江兴业银行在霞飞路（今

淮海中路）建造的上方花园落成。张家了

解到购买上方花园24号的主顾愿意出租，

就以每月300元的价格租下了房子。

蛰居上方花园
张元济搬入上方花园24号时，上方花

园还被称作沙发花园，因为此处原址为英

籍犹太人沙发的私家花园。1933年，浙江

兴业银行购下此地，用于建造职员住宅，建

成后一部分供职员居住，另一部分则由与

银行有业务往来的客户购买。住宅由英商

马海洋行设计，是公寓式花园里弄，总体布

置五排整齐的行列式住宅70余幢，三层砖

木结构。小区住宅类型多样，有独立式、联

列式、行列式等，大多是西班牙风格建筑。

张元济的居所共三层，每层有两间并

排朝南的大房间，屋前有一个小花园。据

张树年先生回忆，底层东侧为客厅，西侧为

餐室。餐室内放有一张长方餐桌、八把椅

子，旁侧碗橱两只，近窗放置三只书橱，内

藏《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二楼

西侧为张元济卧室，东侧是侄孙女张祥保

的卧室。三楼两间，西间为张树年夫妇住，

东间为其女儿张珑卧室。张元济的卧室里

除了几件简朴的家具，就是大堆的书，他曾

经说过“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好事还

是读书”。

1950年 代 ，沙

发花园改名为上方

花园，由张元济题名

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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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在上方花园
度过人生最后岁月

张元济，近代著名学
者、出版家。张元济清末中
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
后在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

1902年，张元济进入商
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
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
职，为中国文化出版事业作
出了卓越贡献。1949年后，
他担任上海文史馆馆长，继
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
上方花园在徐汇区淮

海中路1285弄，自1939年
至1959年去世，张元济一直
居住于此。

神州导览

寨英古镇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

西南部，始建于明洪武年间，至今已有600多年历

史，有“梵净古都”的美誉。

寨英古镇拥有梵净山下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

的古建筑群，古城墙、古城门、红石板梵净古道，别具

一格；金山寺、万寿宫、福寿宫、观音山、乌龟董、独岩

冲、小金顶，景态万千。古镇建筑结构严谨，雕梁画

栋，古朴典雅，集苗族建筑与徽派建筑之大成。

自明朝以来，寨英人每年春节都会滚龙，古镇

是“中国滚龙艺术之乡”。寨英人用竹篾扎龙头、

龙骨、龙肋，用绸布做龙皮，再在各洞点上用石蜡

纸做成捻子，使龙身发出光亮，从正月初六一直玩

至正月十五，以此庆贺新春。 夏菁岑

寨英古镇
梵净古都

河南省遂平县域内的嵖岈山又名玲珑山、石猴

仙山，系伏牛山东缘余脉。嵖岈山既有南方青山之

灵秀，又有北方峻岭之雄浑，众峰峥嵘，层峦叠翠。

嵖岈山怪石林立，秀蜜湖、琵琶湖、百花湖、天

磨湖点缀其间，构成了一幅奇特秀丽的画卷。花

岗岩象形石、花岗岩奇峰、花岗岩洞穴等地质现

象，对研究我国秦岭造山带划分早期燕山运动具

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地质遗迹宝库中的珍品，享有

“中华盆景”“江北石林”等美誉。相传，唐代大书

法家颜真卿游历嵖岈山后曾亲书“别是洞天”，留

于北峰顶的一块岩石上。

嵖岈山风景区历史悠久，人文资源璀璨。相

传，春秋时期吴楚在嵖岈山争雄，吴王死后，葬于

天磨峰下，如今“吴王墓”仍在；清乾隆皇帝也曾三

上嵖岈山，现存“乾隆探险洞”和“顺天宫”。还有

传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也是在嵖岈山的美

景中找到了创作灵感，挥笔著成这一传世经典。

沈琦华

遂平嵖岈山
雄奇壮观

广西八音、茶泡、寒山诞、木偶戏、剪纸……非

物质文化遗产在广西玉林的鹏垌村生长开花，也

让这里成为自然、现代与历史和谐共存的历史文

化名村和优秀传统村落。

鹏垌村原名“康乐庄”，始建于明朝弘治年间，

距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村里的康乐庄古村落至

今留存着明清时期的古民居、古石桥、古码头、古

城墙、碉楼、护城河等遗址遗迹。鹏垌村还通过修

旧如旧的方式，修复了庄内88间古民居等，恢复

了明清时期的格局。沿着鹏垌村的青石板路漫

步，灰瓦青砖的岭南建筑流淌着时光和文化的

魅力。鹏垌村留住了乡愁，也涵养了乡风、重铸

了乡魂。 夏菁岑

玉林鹏垌村
古色古香

申景如画

位于嘉定娄塘小东街53号的朱氏住宅

是娄塘“朱森泰”轧花厂旧址，见证了娄塘私

营工商业的发展。

清末，随着上海商埠开放，洋务运动的兴

起，民间设厂成为一股潮流。在嘉定娄塘，一

批实力雄厚的手工业主引进机器，成立了轧

花厂，俗称“花行”，这也是娄塘镇出现得较早

的民族工业。其中，以“朱森泰”轧花厂和“陈

公茂”花行规模最大，最为出名。

当时，娄塘镇人朱诵清所办的“朱森泰”

轧花厂主要以收购籽棉，用脚踏滚轮挤出棉

籽制成皮棉，再将皮棉打包成二百斤一件外

运出售为主。轧花厂所在的朱氏住宅始建于

清代，坐南朝北，面向街市开门，布局为二进

院落，硬山式，前罩房东西两端山墙和第二进

厢房的北部两处山墙建有具有江南民居特色

的观音兜，主体建筑为砖木结构二层楼，现存

占地面积近300平方米。民国三十三年

（1944年），朱诵清之子朱述熹等合资将轧花

厂改为海麟纱厂。 夏菁岑

朱氏住宅见证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