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西求学路漫漫
生于1920年的张仲礼，5岁进入成都路的

和安小学就读，当时他家就住在学校附近的新

闸路成都路。在和安小学读了四年之后，张仲

礼转到南模读高小，当时南模校园设在交大

内。张仲礼后来回忆，交大的很多活动小学生

都可以去看，“记得有一次暨南大学和交大举

行足球比赛，输掉了，给暨南大学踢了个10比

0。队员不高兴了，差一点打起来。结果大概

没有打。这个印象比较深。小学生和中学生、

大学生都在一个校园里，现在这样的学校恐

怕不大有了。”

南模的住宿生活也让张仲礼记忆深刻，

“学生回家次数比较少，几个星期回家一次

……刚开始住校的时候，见到周末人家家里有

人来，我家没人来，不习惯，还哭了。”在住宿生

管理方面，南模比较严格，“平时学生不能随意

出校门，只能在校园里玩玩，锻炼锻炼，例如踢

踢小皮球等。学校对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也

比较注重，要求学生自己的毛巾、袜子等自己

洗，重的、大的衣服和被单等，由家人带回去

洗，洗干净再带来换，不来就没得换。”

在南模高小读了半年左右，张仲礼转回离

家较近的、山海关路上的育才公学，而且直接

跳级读了初一。当时的育才不仅有外教，中国

教员也大多是教过大学、留学归来的人才，因此

英文教学在上海的中学里算是一流的。张仲礼

透露，他在高中阶段就已经看英文原版书籍，如

《金银岛》《双城记》等。课余时间，他还喜欢去杜

美路（今东湖路）附近的一个电影院看外国原版

影片，那时候原版电影下面没有中文字幕，对于

英语听力的提高很有帮助。

1937年，张仲礼从育才中学高中毕业，进

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虹口支行工作，当时就

住在虹口。因为战争失业后，他进入圣约翰大

学医科就读，一年后转入经济系。张仲礼回

忆，入学前两年，学校因战事在南京东路慈淑

大楼（现南京东路353号大楼）上课，两年后才

回到万航渡路老校舍。

大学毕业后，张仲礼到格致中学教书。赴

美留学前的半年，他转到市西中学教书。抗战

胜利后，张仲礼决定去海外留学。当时他申请

了美国的三所大学，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华盛

顿大学和科罗拉多大学，最后入读华盛顿大

学，并于1953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后，张仲礼在华盛顿大学经济

系教书并获得终身教职，当时主要讲授四门

课程，包括经济学原理、美国的工业结构、远

东经济问题和中国经济史。

被誉为“议案大王”
1958年，张仲礼放弃在美国的优厚生活

和工作待遇，举家回国效力，进入圣约翰大学

原校址上新落成的学术单位——诞生于1958

年的上海社会科学院。自1958年回国，张仲

礼夫妇就把家安置在长宁区镇宁路一座公寓

的底层，此后没有搬过家。

张仲礼后来享有崇高的社会威望，很大程

度上因为他的议案总是在关切民生和发展，他

也被誉为“议案大王”。在20年的全国人大代

表生涯中，张仲礼领衔提交了61个议案，其中

8个是著名的“一号议案”，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

响。当时，家门口的镇宁路菜场是他经常去调

研的地方，“民生、发展的问题我关心了多少年，

买菜就买了多少年。别的菜场也去。有些菜市

场，初看东西很好，什么都有。等检查、视察的人

走了，就不对了，马上变，卖的东西都换了。你

得回过头去，私下里再看一眼，到底怎么样。”

张仲礼居住的公寓离镇宁路要走一条很

长的弄堂，他几乎每天都要去社区转转，到菜

市场买菜，“一来可以运动

运动，锻炼身体；二来也可

以搞些实地调研，除了了解

物价和听到居民反映情况

外，还可以观察到市容、设

摊、市场管理等种种细节。”

文 沈琦华 图 金 晶

华园
地址：万航渡路   号

建于1923年，建筑面积

约1120平方米。这是一幢二

层砖木结构的外廊式建筑，

屋顶平缓，出檐较大，檐下做

木装饰，底层立面设连续半

圆券落地窗或敞廊。南面底

层有7个开间统为券柱外廊，

用清水红砖拱券，券柱直升

二楼，房屋系机制红平瓦四

坡屋面，南北有棚屋形老虎

窗，朝南的一单坡棚屋形老

虎窗，一个开间整体升起，成

为阁楼空间。该处早年是清

末邮传大臣盛宣怀的四子盛

恩颐的花园住宅。

三义坊
地址：万航渡路   弄

三义坊建于1930年，由

六幢三层楼、砖混结构的新

式里弄房屋共同组成，红瓦

斜坡，南立面为黄色拉毛水

泥墙，北立面为红色机砖。

房屋的南半部为住房，底层

有小花园，园墙上有小铁

门。二楼无阳台，三楼有嵌

入式阳台，栏杆为铸铁。北

立面有晒台，出入口，门上有

飞檐外凸。

三义坊19号是书法家李

天马旧居。1962年，54岁的

李天马移居上海，任上海市

文史馆馆员。在沪定居期

间，李天马给自己定了“三

不”原则——不收学费、不收

礼品、不赴宴，成为中国书坛

的佳话。

·广告

张仲礼 的沪上行踪寻迹
张仲礼，著名经济学家，曾

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上海
市生态经济学会名誉会长，著作
有《沙逊集团在旧中国》《长江沿
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近代上
海城市研究》等。
从成都路上的和安小学到

交大校园里的南模学校，从山海
关路上的育才公学到圣约翰大
学，从虹口住宅到定居镇宁路，
追寻张仲礼的沪上足迹，感受这
位曾经的“议案大王”的风采。

周边漫步
●▲●

本报副刊部主编 |第896期 |

    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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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扫二维码
看视频

本报零售价
每份 1.00元

24小时读者服务热线

962555

●国内邮发代号3-5/国外发行代号D694/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100020050030/社址:上海市威海路755号/邮编:200041/总机:021-22899999转各部

●本报在21个国家地区发行海外版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西班牙、泰国、菲律宾、日本、法国、巴拿马、意大利、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英国、德国、希腊、葡萄牙、捷克、瑞典、奥地利等
● 本 报 印 刷 :上 海 报 业 集 团 印 务 中 心 等 ,在 国 内 外 6个 印 点 同 时 开 印/上 海 灵 石 、上 海 龙 吴 、上 海 界 龙/北 京 、香 港 、美 国 洛 杉 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