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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个租界。沙俄当时将在沪投资机构、领事馆等都设立在公

共租界。其中比较著名的建筑，则是 1902 年在外滩竣工的俄华

道胜银行大楼。

俄华道胜银行本是 1886 年沙俄、法国、清廷合股组成的公

司，总部设在圣彼得堡。在上海，其最初的办事机构在位于外

滩的法兰西银行内。1899 年，华俄道胜银行购入外滩地皮，请

德国建筑师海因里希·贝克设计，项茂记营造厂施工，建成外

观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复古建筑的华俄道胜银行大楼。

华俄道胜银行开办的目的，就沙皇俄国来说，本是通过募

集法国资金，希图与清廷签订各种铁路营建合同，以操控中国

的铁路建设。可随着俄国革命之后，沙俄倒台，哪怕一度将总

部搬迁到巴黎，华俄道胜银行惨淡经营了几年后，也难逃关门

了事。华俄道胜银行大楼于 1928 年成了蒋介石当局的中央银行

所在地。直到上海解放以后，这幢大楼回到中国人民手中，先

后成为民主党派集中办公场所、航天系统办公场所，直到 20 世

纪 90 年代，通过资产置换，上海外汇交易中心进驻此楼，成为

改革开放后首家进入外滩的金融机构。

1914 年 7 月落成于外白渡桥北侧的俄国驻沪总领事馆，与

华俄道胜银行类似，都是请德国人设计，设计师是汉斯·艾米

尔·里埃勃。由周瑞记营造厂施工建造。这栋四层加一个阁楼

的建筑，总体风格看不出太多俄罗斯风格，倒是融合了德国本

土风格和巴洛克风格。1917年1月，沙俄驻沪总领事馆搬迁于此，

可到了当年 11 月，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沙皇就倒台了。苏联时

期，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这栋建筑经历过几次开馆、闭馆。《新

民周刊》记者在上海地方志办公室查阅到，“1935 年 11 月 6 日，

为纪念十月革命，领馆举办招待会邀请宋庆龄、茅盾、鲁迅、

许广平、史沫特莱等出席。招待会上还放映了电影《夏伯阳》”。

新中国成立后，1949 年 12 月 30 日，苏联第一个在上海设立新

的总领事馆，苏联的国旗曾飘扬在这座建筑的楼顶上。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中苏关系紧张，苏联驻沪总领事馆闭馆。1986 年，

苏联驻沪总领事馆在此重开。1991 年，苏联解体，此地成为俄

罗斯联邦驻沪总领事馆。

总体来说，沙俄在上海的经营，堪称惨淡。19 世纪中期，

其领事馆设址圆明园路，其后，之所以要在外白渡桥北侧建新

馆，无非两点考虑。一方面，当时各国使馆开始在北外滩聚集，

沙俄也来凑个热闹；另一方面，随着清廷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

日本加强了在华侵略的力度，沙俄为了与之相争，在远东扩大

影响，而开始更多涉足上海，需要更大的领事机构。

白俄闯荡上海滩

随着俄国革命的胜利，沙俄的对华侵略行径无以施展，但其

遗老遗少以及追随者，人称“白俄”，却更多涌入中国。这些“白俄”，

与如今的白俄罗斯共和国是两个概念。他们主要是 1917 年至 20

世纪 20 年代初离开俄国者，大多对苏维埃政权持反对态度。

在离开俄国的上百万白俄中，来到上海的人数并不算多，

最多的时期也不过 2 万人左右。但这些人给上海留下的印记，

却比沙俄时代多得多。单以饮食方面来说，在改革开放之前，

甚至改革开放之后一段时间，国内许多地方的朋友到上海人家

做客，特别是春节期间到访，会发现主人家上一道色拉。有的

人家还推介称，这是自家年夜饭上的一道必做菜。当时市面上

原华俄道胜银行大楼，现中山东一路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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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驻沪总领事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