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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上海外滩
建筑群有不少专家
和业余爱好者，我
看上海城市空间变
迁，则喜欢从整体
上理解外滩发展对
于上海城市的意
义。我发现外滩建
筑群天际线有波澜
起伏的三个“高峰”，
从南到北依次是汇
丰银行和海关大
楼、和平饭店和中
国银行，以及外白
渡桥对面的上海大
厦，可以讲一个有吸
引力的上海故事。
它们建成于1920—
1937年，是近代上
海城市发展的黄金
时代和建筑师称之
为外滩三期的产
物，构成了外滩建
筑乐章的三重奏。
第一“高峰”是汇丰与

海关的“双子星座”。汇丰
银行建成于1923年，被认
为是“从苏伊士运河到白
令海峡最好的建筑”。这
座远东第一豪华建筑具有
新古典主义建筑最标准的
上中下三段式。建造耗资
千万银元，光是意大利云
石就用了2000多吨。普
通人看汇丰大厦有三宝，
即门口的铜狮子、大厅的
爱奥尼立柱和上方的八角
厅穹顶。八角厅穹顶的马
赛克镶嵌画，有汇丰全球
八个分行所在的城市（伦
敦、纽约、东京、巴黎、上
海、香港、曼谷、加尔各
答）。我特别好奇这些古
老镶嵌画的现代蕴意，其

中的纽、伦、东、巴
正是上海今天建
设卓越的全球城
市要对标比肩的
对象。1927年，隔
壁海关大楼又拔
地而起。海关大
楼顶上是仿照伦
敦大本钟设计的
钟楼，与汇丰大楼
穹顶互相衬托形
成双子星座。海
关大楼一建成就
成为当时外滩最
高的建筑，海关大
钟的报时声可以
传遍整个外滩。
有老人回忆说：
“海关大楼的四面
钟，每面直径都有
五米，钟面用的都
是德国进口的牛奶
玻璃，夜里亮起来
像四个月亮挂在江

面上。”原来报时用的是英
国名曲《威斯敏斯特》，后
来改为《东方红》。1986年
英国女皇伊丽莎白来访上
海，海关钟楼临时奏过《威
斯敏斯特》。

两座大楼都是公和洋
行主持设计的，都是英国
建筑师威尔逊的作品，都
以古典的科林斯立柱、爱
奥尼立柱或多立克立柱为
典型特征。威尔逊设计这
两个建筑肯定考虑了个性
与和谐，汇丰是横向线条，
海关是纵向线条，抱在一
起形成了外滩建筑群天际
线的第一山峰。小时候逛
外滩，那时汇丰大厦是门
口有解放军站岗的市政
府，汇丰门前的铜狮子要
走过去摸一摸，海关大楼
的钟声听了一遍还要听一
遍，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上
海人最熟悉的外滩记忆。

第二“高峰”是沙逊与

中银的“高度之争”。1925
年巴黎博览会以后，装饰
艺术（ArtDeco）的摩登浪
潮开始席卷黄浦江。1929
年落成的沙逊大厦（今和平
饭店北楼），是装饰艺术建
筑在外滩的第一次亮相。
设计者又是威尔逊，据说
威尔逊原本的设想仍然是
新古典主义，最终决定紧
跟国际潮流改为装饰艺
术。业主犹太富商维克
多·沙逊，要求设计拔高到
11层高77米，不惜重金要
把沙逊大厦建成当时的外
滩第一高楼，成为自己在上
海搞房地产的巅峰之作。
沙逊大厦占据了外滩与南
京路相交处的C位，作为
奢华酒店，建成后逐渐发
展成为聚集上海滩老克勒
的场所。今天和平饭店的
老年爵士乐队，仍在用萨
克斯风演绎着余韵。2024
年，在上海出生的香港导演
王家卫做了电视连续剧《繁
花》，讲了一个20世纪90
年代初的上海人如何在和
平饭店从阿宝成为宝总的
故事。

对沙逊大楼有挑战性
的故事发生在1934年。
北边相邻的中国银行拆掉
旧楼造新楼，要建一个34
层90米高的摩天楼。这
次的情况不像南边的海关
大楼超过汇丰大楼那样平
静，在争高博弈中最终中
银大楼减少了一半高度，
建成的是17层70米的大
楼。我们从读小学起就听
过老师讲课说事情的原
委，说沙逊看到中银大楼
高度要超越沙逊大楼，通
过租界工部局进行了阻
扰。但是最近一些年听到
一个新的解读，有人认为

不景气的经济可能是建筑
高度缩水的主要原因。

不管如何解释，当前
可见并且可敬的情况是，
公和洋行的中国建筑师陆
谦受受命设计中银大楼，
将中国式的四方攒尖顶与
现代主义建筑的垂直线条
结合起来，成就了外滩建
筑中这一由中国建筑师设
计的中国风建筑的唯一和
独特，后来的建筑师称之
为ShanghaiDeco的代表
作。如今站在南京东路口
的外滩堤坝上仰望，中银
大楼的蓝色琉璃瓦顶与沙

逊大厦的翡翠尖顶仍在无
声对话，向后人讲述着租
界时代中式建筑如何在外
滩与西式建筑争取平起平
坐的故事。
第三“高峰”是上海大

厦原百老汇大厦的“外滩
屏风”。1934年，外滩建
筑群的最高高度已经属于
外白渡桥下苏州河北岸的
百老汇大厦。百老汇大厦
是英国建筑师弗雷泽设计
的现代主义建筑，由威尔
逊担任顾问，以22层接近
80米的高度成为外滩建
筑群的制高点。它用褐色

泰山面砖包裹，如同一扇
耸立在一江一河交汇处的
建筑屏风。百老汇的老员
工回忆说：“从大厦18层
的观景台望出去，能看见
苏州河里的木船和黄浦江
上的军舰。”

百老汇大厦真正发挥
它的制高点作用是在
1949年之后。有一个说
法是，大厦顶层的旗杆高
度正好100米，这个数字
有新中国“百尺竿头”的寓
意。1951年百老汇大厦
更名为上海大厦，成为新
中国外交活动的重要舞

台。周恩来总理到上海喜
欢在这里接见外宾，带外
宾在18楼的露台欣赏上
海城市的美景，介绍新中
国的发展前景。

从20世纪50年代到
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前，
上海大厦以绝对高度统领
外滩天际线近三十年。改
革开放后，2005年外滩32
号原友谊商店拆除旧楼建
设半岛酒店，这是外滩第
一立面建成70年后的第
一座新建筑。接触内情的
朋友说，外方投资人曾经
设想建设100米高的摩天
楼，但是上海政府坚持外
滩天际线是不可破坏的历
史遗产，最后由时任常务
副市长杨雄拍定设计方
案：半岛酒店“种牙齿”式
降低高度，设计ArtDeco
建筑与周围环境协调，保
护了外滩建筑群三重奏的
波浪美。

如今从陆家嘴回望，
虽然老外滩后面增加了许
多高层建筑，但是外滩第
一立面建筑群的“三重奏”
依然超凡脱俗：新古典主
义建筑的华丽高音，装饰
艺术建筑的清越中音，现
代主义建筑的简约低音，
在一公里长的新月形老外
滩演奏着文化贵族的交
响。这三道天际线不仅是
上海建筑高度的标尺，更是
上海城市精神的年轮——
从租界大班的资本角力，
到民族意识的充分表现，
再到追求卓越的努力奋
发，每个时代都凝固在外
滩建筑群的砖石钢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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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扇文化源远流长，是优
秀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颇为重要
的组成部分。隋唐之后，把玩扇
子，视其为“怀袖雅物”，逐渐成为
文人墨客的一种雅好。明清以
降，在扇面上作书绘画，更成为一
时风尚。许多书画名家，往往同
时也是创作扇面的高手妙手，成
扇扇骨也成了雕刻家驰骋的天
地。也因此，成扇和扇面成为了
字画收藏的一个别具风采的分
支，专门收藏成扇成为收藏大家

的也不乏其人。
这种优雅的文化
风气代代相传，至
今不衰。
郑逸梅先生

（1895—1992）就是这样一位收藏
成扇和扇面的名家。郑老是20
世纪中国著名的文史掌故大家，
“补白大王”的美誉早已传遍海内
外。郑老又是收
藏历代名人书札
的大家，也已越
来越为文坛艺苑
所推重，已先后
问世的《郑逸梅友朋书札手迹》和
《郑逸梅友朋尺牍 郑逸梅家藏尺
牍》两书就是明证。然而，郑老同
时也是一位成扇爱好者和收藏
者，却知者还不多。他曾自嘲“爱
扇成癖”，可见他对集扇的痴迷。
研究郑逸梅先生和他的嗜好，如
不关注他的藏扇，那将是一个重

大的欠缺。
郑老“纸帐铜瓶室”所珍藏的

成扇，鼎盛时曾高达三百余件，丰
富多彩，令人叹为观止。不幸的

是，浩劫之中几
乎散失殆尽。天
清云朗之后，郑
老重新开始，“再
度搜罗”，又大有

收获，他曾撰长文《纸帐铜瓶室集
藏——扇箑》详记其事。郑老爱
扇之深切，赏扇之高明，藏扇之乐
此不疲，均溢于言表，不能不令人
感佩。

今年是郑老诞辰一百三十周
年，举办《逸梅藏扇 有慧画扇》纪
念展，生动展示郑老收藏的另一

道绚烂多姿的风景线，正其时
也。这次展览共展出郑老所藏成
扇廿二件，其中有曾熙的花卉、白
蕉的兰花、狭平子的墨竹、陶冷月
的梅花和郎静山的山水，有翁同
龢、谭泽闿和章太炎的书法，还有
吴湖帆的书法与绿梅，以及钱松
和杨吉人的刻竹等等，琳琅满目，
云蒸霞蔚，从中自可领略郑老集
扇的眼光，揣摩他集扇的品位。

郑有慧女士专攻国画，成就
斐然。是次展览同时展出她创作
的扇面多幅。祖孙两代，一藏扇
一画扇，互相发明，相映成趣，也
是文坛艺苑的一大佳话。

人间四月天，扇面天地宽。
观众诸君，“慢慢走，欣赏啊！”

陈子善

扇面天地宽

2010年中国上海世界博览
会已经过去近十五年了。在上
百个优秀展馆中，位于A片区
的中国台湾馆，无疑是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台湾馆以其“山
水心灯”这一独具匠心的建筑
外形、“自然·心灵·城市”这一
充满中华文化内涵的展示主
题，成了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
平台和两岸同胞心灵相通的重
要载体，台湾馆也实至名归地
成了最热门的展馆之一。
作为上海世博局分管台湾

参展事务的副局长，我也是世
博局涉台协调机制的召集人，
深入地参与了台湾馆的可行性
研究，台湾馆的主题演绎和建
筑方案的最终落地。有比较多
的时间和机会与负责台湾馆的
设计、建设、运营和管理团队的
台湾同行一起工作，一起开会，
甚至会一起争论。其中有一件
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不能忘
怀。那是在2009年夏季的一
次关于台湾馆建筑面积的谈

判，上海世博局由我牵头，局规
划部、技术办公室、工程部、新
闻宣传部、活动部、安保部、法务
部等部门派了专人参加。台湾
方面则由台湾馆的组织者——
台北世界贸易中心的秘书长带
队，台湾馆设计师团队、工程建
筑团队、营销代表、展览设计代
表、运营代表等也有十多
人参加。会议室里济济
一堂，很是壮观。
由于台湾馆选址已

定，建筑占地面积有一定
的条件限制，而且这个限制条
件事先也已告诉了对方，所以
双方简单寒暄后就直奔主题。
台湾馆主设计师首先拿出了一
套图纸，这套图纸中的台湾馆
建筑占地面积远远超出了局里
所考虑的范围。台北世贸中心
的秘书长进行了解释，大意是
台湾离开世博会大家庭已经四
十年了，这次能够参加上海世
博会，重归世博会大家庭，他们
感到特别兴奋。这也是两岸方

面相互理解，克服了种种困难
的成果。台湾方面特别感谢大
陆有关方面的善意，也决心要好
好利用这个机会，努力把台湾馆
建设得更有特色，更符合上海世
博会的要求。我说，非常感谢对
方的想法，也相信对方的决心
和能力。但是建筑占地面积是

条红线，很难突破，希望理解。
双方来回拉锯了多次，台

湾朋友看我毫无松动之意，便
说：陈局长，既然你感到困难，
那我们还准备了第二套方案，
希望你能够考虑。他们便从包
里拿出了第二套图纸。这个方
案的特点是按占地面积的限制
做了若干根柱子，但柱子上的
建筑物向四边扩展了很多，所
以整个建筑物的投影面积也超
出了我方的规定。台湾方面的

第二套方案应该也是经过了认
真研究和讨论，希望我方予以
通融。但根据台湾馆参展的总
要求和原则，我依然无法让
步。这样双方的谈判就陷入了
僵局，一时大家都沉默了。
为了打破僵局，我主动提

出休会，让双方各自开会讨
论。台湾朋友也提出要
打电话向台北世贸中心
的董事长汇报。半小时
后大家再回到会议室，我
主动问，你们是否打通了

电话，董事长先生有什么答复
吗？他们告诉我，已向董事长
详细汇报了谈判的过程，董事
长意见很明确：一切尊重世博
局的决定。听到这里，我长长
舒了口气，当即表示上海世博
局一定会大力协助，把台湾馆
建设好运营好。
当时我想，今天的谈判可

以告一段落了，我刚表示休会
并准备起身离开时，台北世贸
中心的秘书长赶紧说：陈副局

长请慢走，我们现在请您过目
第三套方案，这个方案是按照
上海世博局对台湾馆的建设占
地要求来设计的。我一下愣住
了，真没想到我们的台湾同行
准备得如此充分，工作如此细
心。事实上，他们一共准备了
三套设计方案，每一套都有自
己的理由和特点。这第三套方
案从建筑占地面积来说完全符
合要求，只不过在展馆的高度
上略有超出，这一点我认为是
可以商量和讨论的，最后台湾
馆的方案确定也是在高度上留
出了适当的余地。当我重新坐
下来仔细阅览第三套方案时，
内心不禁为我们的台湾朋友工
作的细致和认真而感叹，也衷
心钦佩他们对推进工作的思则
有备和未雨绸缪。

陈先进

一次难忘的谈判

谷雨前后，是槐花怒放的时
节。祖祖辈辈的家乡人，每到这个
时节，叫上二嫂喊上三妹，肩扛长
梯，在一根长竹竿上绑紧一把提前
磨得明晃晃的割刀，来到早已选好
的大槐树下，像猴子一样嗖嗖爬上
树，地上铺一块废旧的干净床单或
塑料布，有人在树上采摘有人在地
面拾捡。嬉笑玩乐间，一枝头一枝
头的槐花就堆满了一地，鼓成一个
小山。

妇人们趁着新鲜，回家赶紧配
着自产的土鸡蛋或土猪肉爆炒，就
是一盘农家原生态的佳肴。也可以
在土灶上轻炒后垫在米饭锅底，半
碗米饭半碗槐花，奇香顺着口腔咽
喉进入肠胃进入魂魄，此后无论多
少年，即便远在天涯也不会忘掉。

剩余大堆的槐花来不及吃，可
以冷冻储存进冰箱，任何时候拿出
来招待贵客都是一道特别的风味。
年冬腊月里，想品尝下春天的味道，
拿温水泡涨剁碎，配了肉泥包饺子
包包子。牙口不好喜欢温软的长
者，可以用柴豆腐细火慢炖槐花；想
多道下酒菜的，可以凉拌槐花，还可
以裹面挂糊油炸香酥槐花……有经
验的巧手会焯水晾干，装进封闭的
玻璃罐，慢慢储存。焯水后的槐花
颜色变成玫瑰色，存放在玻璃容器

里，密封严实，几年都不会变味。
除了吃，槐花泡着喝也是上佳

选择。采摘的花骨朵，去掉花梗，加
了冰糖，冲入沸水，三五分钟后，就
是一杯可以祛火清热、消炎杀菌、预
防腹泻、滋润肠胃的天然养生茶
了。营养学家介绍，经常饮用槐花，
有美容养颜保护心血管的功效；医

疗专家介绍，出现外伤来不及就医
时，把干槐花捣碎敷在伤口，可以很
快止血，有不错的凝血功能。

槐花出现的时节，还会忆起那些
采槐花的人。

父母退休赋闲在家，即便从农
村进入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仍然
割舍不下祖祖辈辈传承下来采食槐
花的传统。家乡是座小城，步行一
两公里便可以轻松找到乡下老家记
忆中的大槐树。前年清明前夕，两
位六七十岁的老人，突然想起幼时
在乡下老屋生活时槐花的清香。忍
不住，便找了棵大槐树，采摘了不
少。一些送邻居亲友，一些留着自
己享用，一些快递到三千里外的上
海。太太是四川人，从不知道我们
湖北人对槐花有这样的情愫，儿女

们都在上海出生、长大，也是第一次
听说，都很新奇。大家尝鲜后还是
吃不习惯，只有我视若珍宝，精心储
存慢慢独享。
我有个偶尔才使用的笔名“三

槐”，源于《宋史·王旦传》明确记载
的历史典故“庭院植三槐”：
宋太祖开宝年间，赵匡胤以宰

相大位诱惑兵部侍郎晋国公王佑，
去打压功高震主鞠躬尽瘁的大将军
符彦卿。王佑反劝太祖放下猜忌，
被盛怒之下的皇帝贬职，遂在院子
里种植了三棵槐树。亲友们不解，
佑笑：槐刚直高洁，只要子孙后辈都
能学槐，即使我不能位列三公，儿孙
也必定可以。果然，次子王旦受新
帝宋真宗之约，登临宰相大位掌权
十八载，被誉为“太平良相”“宰相肚
里能撑船”；孙子王素考得进士，位
列工部尚书，入史书为国家栋梁；曾
孙王巩，位高爵厚，为北宋著名诗
人、画家，与苏轼兄弟情深，即便受
其“乌台诗案”牵连被贬职依然从容
淡定，苏轼愧疚感恩特撰《三槐堂
铭》记怀，盛赞王氏：“郁郁三槐，唯
德之符。”溢美之词，万古回响。
王佑1017年逝，享年六十三岁。

自他之后，槐便成了王氏子孙传承千
年的精神图腾，槐花之美之洁之雅，
便不是其他任何花草可比拟的了。

王成伟槐 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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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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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天打
造甘肃馆的经

历，浓墨重彩，

此生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