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江地标性建筑圆应塔，位于

松江区中山中路666号的西林禅寺

内，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西林禅寺原名“西林精舍”，初

建于唐咸通十三年（872年），元初

毁于兵燹，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

重建。院内有崇恩宝塔，为纪念南

宋云间接待院创始人高僧圆应禅

师，又称圆应塔，俗称“西林塔”。塔

身七层八面，高46.5米，砖木结构，

塔势峥嵘庄严，是上海地区最高的

一座古塔。

圆应塔各层四面设壶门，方向

依次转换，底层外加砖体围廊，南北

设拱形门洞，每面墙体宽3.05米，往

上逐层收缩。塔身系砖砌，每层外

墙嵌以摹印佛像砖。塔的背立面有

两块石碑：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西林禅院圆应塔记》，正统十三

年（1448年）《重建西林大明禅寺圆

应塔记》碑刻。圆应塔在明万历四

十一年（161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

（1793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曾先后予以修缮。1992年，上

海市文管委立项修复，修理过程中

发现各类有价值的文物600余件，

为1949年以来江南古塔中所罕见，

为圆应塔建筑史的研究，以及古代

松江及至上海的社会经济、宗教、文

化、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珍贵

的实物资料。

1962年1月22日，圆应塔被公

布列为松江县文物保护单位，1982

年9月29日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

护单位。

夏菁岑

申景如画

圆应塔矗立松江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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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字挺岫，号听涛，
浙江浦江人，兼作家、记者、学
者、教授于一身。抗战时期，
他持笔从戎，担任战地记者，
抗战胜利后与舒宗侨合著《中
国抗战画史》，力求公正、真
实，留下珍贵的抗日史料。上
海虹口区溧阳路1335弄5号
正是这部作品的诞生地。

中共四大纪念馆
地址：四川北路    号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

28支弄8号处召开。会址原为

坐西朝东的砖木结构假三层石

库门民居，后毁于淞沪会战。

中共四大通过了《中国共

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

言》《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

案》《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

《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中

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等

文件。1987年，中共四大遗址

被公布为上海市革命纪念地。

2011年择址四川北路1468号

筹建中共四大纪念馆，2012年

9月7日正式开馆。

沈尹默故居
地址：海伦路   号

1946年，沈尹默自重庆来

沪，定居于此，直至1971年病

逝。上海解放第三天，陈毅市

长即来此访问沈尹默，他也是

市长访问的第一位高级知识分

子。沈尹默在此筹组上海中国

画院，倡议成立市书法篆刻研

究会，被聘为中央文史馆副馆

长，任1959年、1963年全国政协

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等。

故居为沿街庭院式洋房，

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三层。底

层入口处凹入，三层后退，有阁

楼，红瓦木门窗。故居底楼是

陈列室，橱里陈列着沈尹默生

前用过的眼镜、笔筒等遗物和

书法集、诗词集、书法理论著作

等。二楼是书房和卧室。1988

年7月15日，沈尹默故居被公

布为虹口区文物保护单位。

2014年4月4日被公布为市文

物保护单位。

    老场坊
地址：沙泾路  、  号

1933老场坊是英国建筑

设计大师巴尔弗斯的作品，体

现了古典英式建筑特质和古罗

马巴西利卡式元素的完美结

合，是历史保护建筑中的瑰

宝。1933老场坊的前身是远

东第一屠宰场，主体建筑呈“内

圆外方”的格局，平面布局和空

间组织依据功能要求设计，流

线复杂，室内主空间采用无梁

楼板结构。蜿蜒的沙泾港与虹

口港两条河流交汇于这幢建于

1933年的建筑脚下。

从讲台奔赴战场
1900年6月26日，曹聚仁出生

于浙江省浦江县蒋畈村（今属浙江

省兰溪市）。童年，他在父亲曹梦

岐创办的育才学堂度过，曾逐篇逐

句地阅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打

下了良好的史学根底。

1916年，曹聚仁考入浙江省立

第一师范，师承单不庵，学问大有

长进。由于父亲开办的是公益性

学校，家境并不宽裕。为赚取零花

钱，曹聚仁通过单不庵的介绍接触

了新闻事业，每月靠写稿收入四到

五元。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浙江

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们自发建立

起学生自治会，要求变革学校制

度，曹聚仁正是其中一员。1921年

毕业后，他先后任教于上海艺术专

科学校、暨南大学等校。教书之

余，他活跃于新闻出版界，在1931

年创办《涛声》周刊，对时局作“赤

膊打仗，拼死拼活”的讽刺。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突

袭上海闸北，发动了著名的一二

八事变。暨南大学所在的真如地

区为战区，遭到日军的狂轰滥炸，

曹聚仁被迫迁往法租界金神父路

花园坊107号居住。战乱并没有

浇灭他的革命热情，他一边在复

旦、大夏等大学执教，一边坚持挥

笔呐喊，与徐懋庸创办《芒种》半

月刊，并为《申报 ·自由谈》《立报》

等刊物撰稿。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曹

聚仁决心离开讲台，奔赴炮火连

天的前线。他曾目睹四行仓库保

卫战的残酷，也曾率先向海内外

发出台儿庄之战的捷报。同年10

月3日，当29架日本战斗机轰炸

闸北时，敌方发言人向各国散布

中国军队即将溃退的假消息。面

对这一情报，曹聚仁并没有选用

激烈的言辞加以驳斥，而是通过

描写师部士兵们真实生活的新闻

稿让谣言不攻自破。

旧居位于溧阳路
溧阳路是上海虹口区一条历

史悠久的街道，始建于1889年，南

起黄浦江畔虹口港，北达四川北

路，中段被四平路隔开。在溧阳路

街头漫步，两侧是古色古香的里弄

洋房宁静雅致，与热闹繁华的四川

北路商圈判若两界。

曹聚仁旧居位于溧阳路北端

的长春小区，近长山路和四川北

路。今从小区大门直入左拐，便可

看到1335弄5号，曹聚仁曾居住在

底楼。这幢房子坐北朝南，为典型

的石库门里弄建筑。与4号赵家璧

旧居毗邻，为双拼联体别墅。二层

砖木结构，三角式屋檐，外墙原为

黑色，在窗檐处添红色修饰。一楼

采用几何形拱门，上端为梯形，饰

有花纹浮雕，工艺精致。二楼的露

台设在一楼住房的房顶，有田字

窗，白砖墙面和木质窗框相映，带

有浓浓的怀旧风情。

抗战中期，曹聚仁萌生了为抗

战作史的念头，为此多年搜集材

料，立志要还原战争的真实面貌。

1946年夏，曹聚仁结束战地记者的

工作回到上海，在虹口区溧阳路

1335弄5号底楼的寓所埋头赶写

《中国抗战画史》。据说，他每日能

写五六千字，坚持奋斗六个月后，

这部巨作终告完成。1947年5月，

40万字、1200张照片的《中国抗战

画史》一经出版就引起轰动，同年6

月再版，更是成为东京审判日本战

犯的重要物证。曹聚仁用稿费加

盖了一间书房，那间书房成为儿子

曹景行童年时最爱的去处，他总躲

在书房角落看书。曹聚仁在溧阳

路居住了3年，直至1950年8月离

沪前往香港。2017年6月9日，曹

聚仁旧居被公布为虹口区文物保

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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