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

本报专刊部主编 |第869期 |

    年7月  日 星期二
本版编辑：蔡 瑾 夏菁岑 视觉设计:窦云阳
编辑邮箱：                

  小时读者热线：      读者来信：                新民网：             16

孟宪承在铜仁路度过最后的时光
孟宪承，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与

教育理论家，华东师范大学首任校长。
从圣约翰大学、大夏大学、华东师

范大学到度过人生最后时光的静安铜
仁路寓所，上海是孟宪承人生轨迹中
一个重要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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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琪大戏院
地址：江宁路  号

美琪大戏院始建于1941年，上海

市第一批优秀历史建筑，由著名建筑

师范文照设计。建成之时，定名美琪，

“美轮美奂，琪玉无瑕”之意。1941年

10月15日开幕，首映美国影片《美月

琪花》，为上海专映西片的首轮影院。

新中国成立初期，京剧表演艺术大师

梅兰芳抗战胜利后首次复出，在此演

出轰动一时。美琪大戏院是现代式建

筑，观众休息厅采取一、二楼共用空间

的设计。

百乐门舞厅
地址：愚园路   号

建筑由华商顾联承出资兴建，著

名设计师杨锡镠设计建造，包括百乐

门舞厅及百乐门大饭店两部分。建筑

为六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总体为装饰

艺术派风格，立面强调垂直线条，转角

处的主入口为立面构图的中心，上作

竖向长条窗，顶部高耸的圆柱形霓虹

灯塔为其特色。楼顶设计成圆柱状的

梯形造型，层层裹以霓虹灯广告，楼的

左右两翼安置了从楼顶直贯楼底的流

线型灯柱，曾被誉为“远东第一乐府”。

姚家圈探“古”
孕育远古人类文明的

姚家圈古文化遗址位于松

江小昆山镇姚家圈，1985年

7月被公布为松江文物保护

单位。

崧泽文化是一种以农业

和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活动的

原始文化，距今5000年左

右。当时，上海地区已成为

长江三角洲平原一部分，松

江九峰地区为丘陵山地，湖

泊、港汊密布，自然条件优

越，先民择高埠而居。

1980年，姚家圈东北侧

发现一个井口，继而发现大

量券井青砖，砖的两端有榫

头、卯孔，四周井壁用砖砌

成，12块长方形小青砖块块

相嵌形成井圈，并由两道竹

绳紧紧系住，挖到4米多深

仍不见井底。经考证，水井

属唐代遗物，但在古井中挖

出来的砖泥埋积层下层发现

了不少新石器时代遗物，有

残缺的平底陶盆、夹心灰陶、

红陶片、鼎足等10余件。其

中，发现一件精致完好的石

锛，这是原始社会时期的劳

动工具。古井西面不远处的

一条新挖小河边，在河岸断

面上发现了古文化层，又采

集到了大量的古陶残器。初

步确定，在砖井周围较大的

范围内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

遗址。专家在实地考察时又

采集到大量实物标本，并发

现一件崧泽文化类型的陶

罐，轮廓清楚，鼓腹，腰间有

一圈精致的弦纹，据考证有

5000余年历史。根据遗址

地名命名为姚家圈遗址，面

积数千平方米。1989年，上

海市文管会试掘，面积127

平方米，出土了一批红陶、黑

陶遗存。 沈琦华

躬身大学教育
孟宪承14岁时从常州走出，在

上海开启求学之路，之后远赴英美

求学，曾在华盛顿大学师从著名哲

学家、教育家杜威。作为华东师范

大学的创建者和首任校长，孟宪承

近半个世纪的教育生涯几乎都与大

学相连。

在他1934年出版的《大学教

育》开篇中，孟宪承这样写道：“大学

是最高的学府，这不仅仅因为在教

育的制度上，它达到了最高的一个

阶段；尤其是因为在人类运用他的

智慧于真善美的探求上，在以这探

求所获来谋文化和社会的向上发

展，它代表了人们最高的努力了。

大学的理想，实在就含孕着人们关

于文化和社会的最高的理想。”孟宪

承认为，现代大学的理想包括三个

方面：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民

族和社会的发展。

孟宪承任华东师范大学首任校

长，家也搬至华师大内。孟宪承的

孙子孟蔚彦回忆，“星期天，我们一

家四口去华东师范大学，整个上午

母亲在厨房帮助祖母料理午饭，父

亲则陪着祖父在客厅说话，祖父一

边吞云吐雾，一边高谈阔论，父亲端

坐着执礼恭听，哥哥和我或者在祖

父的书房翻书看，或者穿过花园来

到河边打水漂，那是茅盾《子夜》里

写的丽娃河。”

爱吃西式早餐
漫步铜仁路，在北京西路路口，

邬达克在中国的最后一件设计作品

“绿房子”静守时光，对面看上去不

起眼的三幢多层建筑其实也出自邬

达克设计，1932年竣工的爱文公寓

如今仍能看出当时不凡的品质。

1914年，孟宪承迎娶谢纫惠为

妻，婚礼就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

路）举行，由此结成一段长达53年

的良缘。孟宪承终其一生，穿的是

谢纫惠手制的布鞋，即使出洋，外面

套的是西服，里面还是妻子手缝的

粗布衣服。孟宪承的早餐必定是谢

纫惠用铁丝夹在煤气灶上烘焦的面

包，一点奶油和一杯牛奶。

孟宪承与历史学家吕思勉是挚

友，当时住在苏州的吕思勉每次到

上海上课，就必定要去拜访孟宪承，

一定要品尝“孟太太的菜”，而后一

起进行学术探讨。据称，吕思勉的

著作《燕石札记》和《燕石续札》都是

这些谈话的启示。

20世纪60年代，孟宪承一家三

代寓居于铜仁路。1967年，古稀之

年的孟宪承还搭乘公交车辆，从市

区去华师大上班。当年7月，据孟

蔚彦回忆，“一天晚饭后，祖母先去

睡了，一觉醒来，发现祖父床上是空

的。祖父还坐在阳台上，斜倚在藤

椅上，还夹着一支

烟，人已经昏迷过

去了。因为脑中

风，他昏迷了十天，

再也没有醒来。”

文 沈琦华
图 金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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