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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松江寻访府城旧城墙

本报专刊部主编 |第847期 |

    年 月  日 星期二
本版编辑：蔡 瑾 视觉设计:窦云阳
编辑邮箱：                

  小时读者热线：      读者来信：                新民网：             15

陆绍云武夷路   号与 的故事
●▲● 周边漫步

松江自唐天宝年间设县开始建

城，到南宋，城墙已经初具规模。元

末，张士诚委署史文炳镇守松江、扩

建土城墙，明洪武年间包城。由于

历史原因，松江府城原貌现已不可

寻，但仍可循着城墙遗址一窥悠悠

历史。

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松江

已经筑起一座颇具规模的府城，“城

周围九里七十三步，高丈有八尺，池

（护城河）广十丈，深七尺余”。城上

建有敌台20座、窝铺26座、雉堞（垛

口）3389垛。

松江府城当时开有4个陆门、

4个水门。水门主要让城内外河道

沟通，潮汐流畅，还可供船只进

出。4个陆门分别是东门披云门、

西门谷阳门、南门集仙门、北门通

波门。今谷阳路中山路路口位于

西门稍东，西城墙走向与谷阳路平

行，位置在谷阳路西侧，谷阳路因谷

阳门而得名。4座城楼，东门城楼

名迎生、西门城楼名宝成、南门城楼

名阜民、北门城楼名拱宸，都由明代

书画家董其昌题写。明、清两代，松

江府城屡有修缮。辛亥革命之后，

府城渐毁。

目前可以追寻的城墙遗址，位

于松江区迎宾路2号。据了解，墙

体残长127米，基宽15至20米不

等。土垣东侧尚存护城河，西南至

北流向，长561米，宽11米。遗址为

研究松江古代建置与城市建设的重

要实物证据，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2013年6月8日被公布为松江区文

物保护单位。另有学者在中山东路

东首松东路南面发现还有一段松江

府城旧城墙与旧城河，边上是古时

盐铁塘，与东城门前城河相连。

夏菁岑

陆绍云，我国
著名纺织专家，一
生从事生产管理和
科技工作，曾试制
成小型纺纱机；倡
导先进技术，研究
皮圈式大牵伸工
艺，缩减纺纱工序；
编著《纺织日用手
册》和《化学纤维纺
织法》等书。陆绍
云家先后培养出了
两位院士：儿子陆
钟武是中国工程院
院士，被称为工业
生态学之父；女儿
陆婉珍是分析化学
与石油化学家，中
国科学院院士。
1947年至1954年，
陆绍云曾居住在武
夷路1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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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西路  号

建于1889年，是李鸿章为

其母亲建造的，占地面积380

平方米，建筑面积760平方米，

平面呈八角塔形，钢板网混凝

土结构，外墙墙体中空，面贴小

鹅卵石，内层墙板条抹灰。堂

屋顶棚用30厘米原木作井字

构架，重檐，八个戗角反翘，有

吻兽，顶尖原有一立鹤。整幢

建筑均采用上乘檀木，东侧内

室门罩为檀木镂空挂落，门窗

都有木刻浮雕，局部镶嵌贝、

骨。现为民居。

郭氏住宅
地址：延安西路   弄

建于1910年，占地面积

390平方米，建筑面积1170平

方米。原为瑞典人产业，1917

年由永安公司郭氏兄弟买下。

建筑属北欧风格，坐北朝南，砖

木结构假三层，底层中间为圆

拱门廊。干粘鹅卵石和红砖清

水外墙。屋顶呈三面坡，平瓦

陡坡屋面，开天窗，大屋檐挑

出。现为民居。

达华宾馆
地址：延安西路   —   号

建于1935年，占地面积

1950平方米，建筑面积7846平

方米。由邬达克设计，系现代

小高层建筑，有“小国际饭店”

之称，1999年9月28日被公布

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麦加利银行
高级职员住宅旧址
地址：江苏路   号

建于1911年，由一英籍人

建造，占地面积432平方米，建

筑面积927平方米。当时，麦

加利银行租用此地供高级职员

居住。建筑坐北朝南，砖木结

构假三层，四开间。外墙水泥

砂浆刷面。底层中央两间用花

岗岩料石筑拱券大门。二层每

个房间都有落地长窗，有露台

或阳台。三层在整个屋顶内，

用屋顶老虎窗通风采光。烟囱

造型别致，有花岗岩铺砌踏步

和平台。现为上海复旦大学附

属医院办公用。

一生与纺织有缘
陆绍云，幼年曾名培基，生于书

香之家。祖父陆雪香、父亲陆舜卿

都曾在川沙县任教。1910年，陆绍

云考入上海龙门师范学校，1914年

毕业，随后在江苏省常熟县模范高

等小学任教员一年。

1915年，陆绍云东渡日本求

学，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攻读纺

织技术。1920年上海宝成纱厂厂

主赴日选聘纺织人才，陆绍云应聘

成功。1921年回国之后，他出任宝

成第一、第二纱厂工程师。随后，宝

成厂主在天津创办宝成第三纱厂，

由陆绍云担任总工程师、厂长。勇

于创新的他，改两班12小时工作制

为三班8小时工作制，令宝成纱厂

成为中国纺织行业首家试行“三八

制”的工厂。陆绍云在宝成三厂工

作十余年，女儿陆婉珍和儿子陆钟

武都在天津出生。

抗战期间，陆绍云在重庆经营

维昌纺织厂，带着一家人顶着炮火

生活。1944年，陆绍云由重庆飞沪

接收日本纱厂，不久受中国纺织建

设公司之聘，任上海第七纺织厂厂

长兼总工程师，曾经掩护工人的正

义斗争。

1947年至1954年，时任中纺公

司上海第七纺织厂厂长兼总工程师

的陆绍云，受英商纶昌纺织公司的

邀请，出任该厂第一任华人厂长。

这期间，陆绍云一家就居住在武夷

路199号这栋洋房中。武夷路199

号是纶昌纺织公司（后改为国棉十

厂）于1937年为其高级职员建造的

宿舍。建筑属于英式二层楼六幢双

拼房，成“非”字型，分12个号。

培养出两位院士
也是在1947年，陆绍云的女儿

陆婉珍通过考试取得了公派留学的

资格，9月奔赴位于美国芝加哥郊

外的伊利诺伊大学留学。3年之

后，她的弟弟陆钟武从上海大同大

学化工系（前三年在南京国立中央

大学就读）毕业。毕业不到一个月，

陆钟武便告别家人和舒适的上海，

只身一人去了东北学习。

1953年7月，陆钟武从东北工

学院冶金炉专业研究生毕业，留在

东北工学院任教，此后一直留在东

北。“从南方到北方，从学化工到搞

钢铁，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抉择，

这同父亲主张的实业兴国及其言传

身教给我的东西有相通之处，稍有

不同的是父亲从事轻工（纺织），而

我从事重工（钢铁）。”陆钟武曾说，

“父亲把‘创’字作为家训刻在了墓

碑上，这给我的学业和事业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陆钟武的姐姐陆婉珍与丈夫闵

恩泽，也放弃在美国的优越生活和

科研条件，克服重重困难辗转香港，

于1955年10月回到祖国。同年底，

陆婉珍被分配至石油部石油炼制研

究所筹建处，具体负责油品分析研

究室的筹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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