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国豪，桥梁力学家、教育家、社会活
动家，1955年选聘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
委员（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首批
院士。李国豪的上海旧居是位于复兴西路
34号的卫乐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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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豪桥梁力学家
●▲● 周边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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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居在卫乐公寓
复兴西路  弄

复兴西路44弄是一

条幽静的弄堂，里面有7

幢风格迥异的花园别墅，

建造于1940年前后。因

弄堂门口地面原砌有“玫

瑰”两字，俗称“7间房”或

“玫瑰别墅”。44弄2号为

现代式花园住宅，建筑为

三层砖木结构，平面呈L

形，主入口朝北凹入，门套

上有菱形装饰。二层以上

凸出弧形，由底层圆柱支

撑。三层挑出阳台，镂空

栏杆，转角开弧形窗。平

屋顶，绿色钢窗，粉色拉毛

外墙，一、二层间有线脚装

饰。每层均设有厨房、备

餐间、卫生间、客厅、卧室

等房间。

汾阳路  号

这座红瓦白墙的小洋

楼建于1932年，是典型的

西班牙式花园洋房。建筑

为三层砖木混合结构，对

称式平面布局，正立面底

层入口以连续拱券柱廊围

绕，设开敞式露台，立面多

带拱券窗洞。建筑室内保

留大量历史原物，诸如各

种几何纹样的石膏和木质

天花线脚、装饰壁龛、壁

炉、楼梯、几何纹样木窗帘

盒及挂镜线等。

上音花园
地址：淮海中路汾阳路口

上音花园中的“音乐

城堡”近来人气十足，这座

倍高洋行设计的典型德国

文艺复兴风格花园住宅，

始建于1926年，3层砖木

结构，建筑面积1218平方

米。作为曾经的上音图书

馆，中国第一部由海外交

响乐团演出的管弦乐作品

《怀旧》手稿、风靡世界的

中国小提琴协奏曲《梁

祝》手稿等都在此珍藏。

建筑经整体修缮，如今与

3300平方米的上音花园

映衬生辉。此外，建成于

1912年的淮海中路1209

号，是一座法国文艺复兴

风格花园住宅，作为上音

校园内最古老的建筑也

值得一看。

“悬索桥李”
1913年4月13日，李国豪出

生于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莲塘村

一个贫苦农家。由于父亲在印度

尼西亚经营杂货小生意，他从小

与母亲相依为命，闲暇时经常帮

母亲做农活。1929年，16岁的

李国豪只身来到上海，考入国立

同济大学，家境贫寒的他坚持读

完了2年德语、5年本科学业，以全

优成绩毕业。

大学毕业后，李国豪留校担任助教，

协助教授结构力学和钢筋混凝土课程的

贝勒教授。1938年秋，他由德国洪堡奖

学金资助到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进

修，因学习成绩特别突出，被破例批准直

接考取博士学位。1939年，李国豪在《钢

结构》杂志发表了博士论文《悬索桥按二

阶理论的实用计算方法》，在桥梁工程界

引起了极大反响，从此李国豪以“悬索桥

李”闻名于世。这时，学有所成的李国豪

准备回国，却因为战火纷飞，只能留在德

国继续做研究。其间，他发表了近10篇

重要论文，成为首位获得德国“特许任教

工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他的论文

至今仍作为经典悬索桥二阶理论的宝贵

历史遗产，被各国教材所引用。

二战结束后，即便多人挽留，李国豪

还是毅然选择了回国。那时交通不便，回

国之路漫长又艰辛，在途经法国马赛时，

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他便为孩子取名

“归华”。历时多月后，李国豪偕同妻子于

1946年夏终于踏上祖国的土地。到达上

海后，他回到同济大学教书，此后再也未

曾离开。

李国豪自1956年起担任同济大学副

校长，1977年起任校长，他倡导并直接组织

了同济大学的两个转变：从一所以土木为

主的理工科大学向多学科大学转变；恢复

与德国的传统联系，向国际化大学转变。

为上海造桥
从20世纪50年代到2005年去世，

李国豪参与了我国几乎所有重要桥梁的

建设，从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

到上海南浦大桥、江阴长江大桥、东莞虎

门大桥、汕头海湾大桥……都留下了他的

足迹。

1987年，上海计划在黄浦江上修建

一座新桥，因为国内造桥水平不高，所以

有人倾向于邀请日本的公司来设计施

工。李国豪当即给上海市市长写信，全面

陈述中国桥梁人的实力和渴望，提出中国

工程界需要实践的机会，来提高自己的水

平。后来，年逾75岁的李国豪亲自担任

专家组组长，负责全面工作。除了钢梁的

钢板和拉梁的钢丝是进口的，其他设备零

件均为国产。1991年11月19日，上海南

浦大桥顺利竣工，它像一条昂首盘旋的巨

龙横跨在黄浦江上，实现了几代上海人

“一桥飞架黄浦江”的夙愿。

李国豪的上海旧居是位于复兴西路

34号的卫乐公寓，他在这里居住了很长

时间。卫乐公寓原名卫乐精舍，建于

1934年，赉安洋行设计，占地面积1720

平方米，建筑面积3797平方米，汽车间

附屋802平方米，属现代点式建筑风格

的公寓住宅。卫乐公寓为十三层钢筋混

凝土结构，两翼跌落一层，立面对称，竖

三段布置，中间凸出，设一串挑出的半圆

阳台为构图中心，两边为卧入式阳台形

成竖向线条。水泥砂浆外墙，立面中部

竖线条及突出的半圆阳台为暗红色粉

刷，其余部分为浅黄色粉刷。山墙顶部

及南侧有重复线条装

饰，楼前有小花园。

1994年2月15日，卫

乐公寓被公布为市优

秀历史建筑。

文 沈琦华
图 金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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