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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珍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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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北路
曾是上海仅次
于南京路、淮海
路的第三大商
业街。与南京
路的繁盛和淮
海中路的华贵
相比，这里充满
了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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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北路旧称北四川路，1896

年，公共租界在虹口购地建造租界

义勇队的靶子场，后又在1905年辟

造虹口公园，四川北路也随之延伸

到今虹口公园处。因为它与苏州河

南岸的四川路相连，故名北四川

路。1946年改名四川北路。

“楼不在高，有人则灵。”20世

纪30年代，四川北路就有“神秘之

街”“生之欣悦之街”之称。正如《良

友》画报主编梁得所说：“单以都市

生活为观点，北四川路在上海应该

首屈一指。这条路一带，影戏院不

下十间，跳舞场十余所，食物馆，尤

其是广东食物馆，大小不计其数。”

鲁迅之子的出生地
四川北路上的福民医院是当时

上海最大的日侨综合医院。尽管创

设人顿宫宽是一位日本医学博士，

但医院打破了一般上海日本医院只

为日本人服务的习惯，它将中国人

作为主要的治疗对象，其次才是欧

美人和日本人。医院的名字是中国

慈善家王一亭先生起的。1934年，

福民医院建成了高7层的新大楼，

是当时四川北路上最高的建筑，建

筑费四十万，也是王一亭先生担保

的。新大楼建成后，福民医院精心

制作了英文广告：“福民医院是上海

唯一的日本大医院，7层医学大楼，

配备了来自美国、德国和日本最先

进的医疗设备，使它成为远东地区

杰出的医疗中心之一。”

经内山书店创设人内山完造介

绍，鲁迅先生与顿宫宽相识，福民医

院成为鲁迅在上海治病的主要医院

之一，鲁迅之子周海婴就是在福民

医院出生的。1929年9月26日下

午，许广平被送入医院，是夜，鲁迅

在医院陪伴。次日早晨八时，因难

产，由福民医院副院长兼妇科主任

的高山章三博士用钳子引出胎儿。

鲁迅为祝母子平安，捧上一盆文竹

到医院看望。当天中午，鲁迅在给

谢敦南的信中写道：“广平于九月廿

六日午后三时腹痛，即入福民医院，

至次日晨八时生一男孩。大约因年

龄关系，而阵痛又不逐渐加强，故分

娩颇慢。幸医生熟手，故母子均极

安好。”10月1日下午，鲁迅去福民

医院，与许广平商定给孩子取名海

婴。10月10日，许广平母子出院。

在许广平生孩子住院的15天

里，鲁迅几乎天天到福民医院探

望。许广平出院后，鲁迅经常携周

海婴到福民医院诊察。1930年1月

6日上午，还特地去福民医院，邀请

中国女护士给周海婴洗浴。2月6

日上午，同许广平携周海婴前往福

民医院种了三粒牛痘。

文化场所的聚集地
四川北路一带有众多的电影

院、戏院、茶楼、咖啡馆、舞厅、按摩

院等形形色色的消费场所，吸引来

自上海各处的各色人等，也吸引着

像鲁迅这样的电影爱好者。

1932年开业的融光大戏院（今

国际剧场）十分富丽堂皇，它位于海

宁路乍浦路口。走进大门，大厅可

以让观众休息和散步，布置得精雅

而新颖，这样的设计，在当时是独一

无二的。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当

时最新式的：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

气，温度适宜。放映的影片，基本都

出品自米高梅公司，票价却十分亲

民：分三角、五角、八角三种，日夜一

律。除了融光大戏院，上海歌舞伎

座（后改名永安电影院）和东和剧场

（后改名解放剧场）等也是当时比较

新型的电影院，为市民看电影提供

便利的条件。

鲁迅喜欢看电影，一个原因可

能是电影院离鲁迅家很近。鲁迅和

许广平到上海后第一次看电影，就

在奥迪安大戏院，看的是一部美国

片，名字叫《怕妻趣史》。他也常去

明星戏院、上海大戏院看电影。

上海大戏院，位于四川北路虬江

支路东南向转角处（今四川北路1408

号），其前身为“中华大戏院”，是鲁迅

去得最多的电影院。影院1916年初

开业，起初上演粤剧。20世纪20年

代中期大修改为电影院，二层仿美新

式建筑，楼下正厅，楼上正面为楼厅，

两侧为包厢，座位宽敞，装潢华丽，为

华商电影院之首。这里也曾被俄侨

的亚洲影片公司租用，放映苏联电

影。1935年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节

时，苏联驻沪领事邀请鲁迅观看了

苏联影片《夏伯阳》，第二年4月，该

片在上海大戏院公映，鲁迅立刻邀

请胡风、萧军、萧红一同观看此片。

这一年的10月10日，他同广平携海

婴并邀侄女玛理前往该院观看根据

普希金小说《杜布洛夫斯基》改编的

苏联电影《复仇艳遇》，当日还写信

给友人黎烈文和黄源，推荐他们快

去观看。九天后，鲁迅先生病逝。

在四川北路听大戏，指的就是

广东戏。四川北路很少有京剧舞

台，所以在戏院演出的主要是粤剧

戏班。广东戏的舞台主要是1931

年开幕的广东大戏院（今群众剧

场），戏院开幕当天，演出粤曲、国

技、平剧等节目，各界人士前往参观

者达两千余人。门前车水马龙，算

是当时四川北路罕见的盛况。

粤东伶界泰斗千里驹，享盛名

于珠江流域者，历二十年而不衰。

梅兰芳三次入粤，必一再往观驹之

所演。1935年6月，广东大戏院为

满足旅沪粤侨看戏的愿望，特派专

员赴粤请他来沪。千里驹来沪后连

日排演，上座甚盛，极得各界观众之

佳评，后应观众要求，又将早年杰作

之大悲剧《舍子奉姑》重新上演。

广东馆子的集合处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广东人

有二十万之多，主要居住在四川北

路地区，所以除了粤剧，这里的烧鹅

烧鸭也随处可见，不脱五羊城的风

味。四川北路上的粤菜，又称“海派

广东菜”，淡雅清爽。广东人以好食

闻名，虹口提供了食材供应的好环

境，如著名的国际化三角地菜场在

那里，附近还有冰厂，食物宜藏；这

里靠近码头，所以时鲜常勤。因此，

与南京路的粤菜馆相比，四川北路

一带的广东酒家，原料地道，价格比

较低廉，精致而有广东的故乡味。

1925年，《申报》曾刊登“粤人

之食品”的文章，介绍四川北路的广

东美食。这一带，广东人开设了不

少餐馆，“皆座客常满，樽酒不空，斯

亦可见粤人喜饮嗜食之一斑。”从那

时起，广东人的吃食就无奇不有，

“蛇狸猫鼠、狗鱼山瑞等，均视为珍

品，顾嗜蛇者尤众”。烹蛇则愈毒愈

佳，“烹时配以肥鸡、鲍鱼、木耳等

品，故益觉鲜美，闻其效能袪风补血

云，若以蛇与鸡同烹，则名龙凤会，

亦名龙凤配。”

位于四川北路、武昌路口的粤

商酒楼的全部名厨，皆在广州特聘，

这一带的酒楼布置雅致，座位宽敞，

酒楼中还提供各式点心，光甜点就

有凤凰鸡蛋挞、玉叶金腿蛋糕、鲜奶

露凉糕、桂花莲蓉条、脆皮烧腰饼

等，味道鲜美可口，定价却很平民

化。粤商酒楼几乎日日满座，想去

尝个鲜，得隔日先预订。最令食客

们叫好的是，酒楼的点心菜单每星

期更新一次。

广东人的菜馆，一般早晨七八

时到十一时卖茶卖点心，中午供应

酒饭，下午再卖茶卖点心，晚上卖酒

饭。从季节上分，夏天卖冷饮，秋天

卖月饼，冬天卖年糕。馆子门口，还

带卖烧鸭、烧猪以及各种卤味，花头

比上海本地的馆子多。如安乐园菜

馆，早市自上午七点开始，具各色茶

点、粥品，中午十一时至一时为中餐

小食，下午一时至五时更换各色点

心，与清晨不同，到了星期日又更换

全部点食，别制菜点。晚上五时至

深夜二时，供应正式的广州酒菜。

除了酒菜，酒楼还兼办广东土产食

品以及中西烟酒、龙凤礼饼、应时鲜

果等。此外，夏季自制冰淇淋，秋季

自制月饼，冬季自制腊味。酒楼的

唐炉月饼，因为制法精巧，质料优

良，每日能卖掉八千盒。

广东菜馆和点心茶室原来是分

开经营的，后来茶室里卖酒，酒馆里

卖茶，相互竞争，就慢慢

地合而为一。除大酒楼，四川北路

还有许多广式小店和粥饭店，为不

同层次的市民提供日常生活所需。

中外名校的风貌情
四川北路是充满文化风情的街

道，沿街的几所中外名校、背着书包

上下学的学生，是那里一道特殊的

风景线，也在某种程度上为虹口的

文化教育水平奠定了基础。

1915年，工部局经营的西童学

校由蓬莱路移至四川北路，1925年

学生国籍达到 24国，学生数 310

名。校舍建于1913年，法国文艺复

兴风格，很有气派。

上海最早的日本人学校，日本

北部寻常小学校也于1917年在四

川北路建造新校舍。由挪威建筑设

计师摩拉（E.J.MURA）设计，采用先

进的防火钢筋水泥构筑，西洋风格，

高四层。当时日本国内小学校舍大

多是旧式木质结构，如此气派的北

部小学建筑不要说与日本国内相

比，在上海也是一流的。

除了男童学校与日本小学，广

肇公学新校舍借助旅沪广东人的同

乡之力，1926年也在四川北路福德

里隆重登场。新校舍占地五亩余，

设讲堂（附音乐室）、教室八间、理化

实验室、博物室、美术室、书艺室、图

书室等。除了操场，还有篮球场、网

球场、风雨操场。与其他学校不同

的是，广肇公学还设有宿舍、浴室、

食堂等。学校在夏季为学生备制

帽、制服，帽子上还绣了校徽、校名，

有点像棒球队运动员的帽子。制服

则采用西式，用紫花布，衣之腰部有

带，短裤。冬季没有制服，但有专门

的帽子，用的是青莲色光绒制成，也

绣了校徽。

广肇公学新校舍诞生以后，引

起社会关注。同年11月10日，《时

报》摄取校舍图及记录内容，登诸报

上。11月28日，《大陆报》誉该校

“为上海华人自办中小学校之不可

多得者”。同一天，《申报》登载校舍

摄影并记录内容，《新闻报》《时事新

报》登载校舍、图书馆、礼堂等摄影

并记录校况内容。

众多中外名校同时开设在四

川北路上，“每天许多男女学生往

来，把这条路点缀得分

外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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