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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路的前世今生⋯⋯

 

江苏路，长宁区一条重要的南北向主干道。在1943年汪伪政权接收上海之前，这条马路叫“忆定盘路”
，英文名字“Edinburgh Road”，属于上海公共租界在沪西的越界筑路。

 

被忽略的历史

 

“忆定盘路”，为什么取这么个名字？

 

1869年，英国爱丁堡公爵阿尔弗雷德，率皇家加拉梯(Galatea)号船到访上海，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这次
访问**应该算是“羞辱性”的。

 

 

 

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殖民者对于半殖民地城市的访问。在F.L. Hawks
Potts的一段回忆中，曾有过这样的记录：



 

“爱丁堡公爵是第一位造访上海的英国王室，因此，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在他到访前，萨默塞特公爵曾在议会上院公开宣称，上海就是一个藏污纳垢之所。

 

工部局方面，也是想借爱丁堡公爵此次造访，向王室证明，上海同样是英国'殖民地的**'。”

 

1906年，工部局开始越界填浜筑路，北起白利南路，南至海格路（华山路），当时的全长1649米。

 

 

 

 

而根据上面的历史资料，**百科和上海地方志上所说的，“路名得名于苏格兰首府、历史文化名城爱丁
堡”的说法并不准确，恰恰忽略了一段重要的“殖民地羞辱史”。

 

此路开辟后，沿路陆续建成许多西班牙式庭院住宅或花园式别墅，成为沪西住宅区的组成部分之一。

 

“邨”、“坊”汇聚

 

沿着繁忙喧闹的江苏路向南走，会发现在些整洁的弄堂，上面写着“中一村”、“安定坊、”“忠和坊
”、“月村”之类。

 

里面绿树婆娑，掩映着一幢幢花园洋房和新式里弄的身姿，间或闪现有姆妈、阿婆的身影，散发着淡淡
的、人间烟火的气息，给人的感觉，便有些时代的沧桑和历史的韵味。

 

忆定村，江苏路495弄

 



因坐落在忆定盘路上而得名。解放前，在此居住的多为**职员、知识分子。原上海市副市长倪天增的老
师、老一辈建筑大师汪定曾先生，就曾住在这里。

 

1991年，江苏路拓宽，忆定村有一部分建筑在规划红线内。经汪老提了意见后，江苏路在此稍向西偏移
，完全保留了忆定村建筑。

 

月村，江苏路480弄

 

 

 

1921年前后建造的，砖木混合结构欧式假三层花园洋房，原共22幢，落成后全部出租。

 

后来江苏路拓宽，月村的一部分被拆掉了，现剩面积约4320平米。现在宣化路路口的“香樟公寓”所在
的位置，就是过去月村的一部分。

 

新闻界前辈俞颂华，以及参加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法官杨寿林，都曾居住在这里。

 

俞颂华先生是新闻界的前辈，是十月革命后，去苏联采访的第一批中国新闻记者之一，也是较早到陕北
边区采访的内地新闻记者之一。

 

杨寿林先生在月村居住了50年，参加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时，担任的是梅汝璈的助理。

 

 

与其他中国法官和检察官一起历时两年多，共同起草了300多页的起诉书，是这段历史史实的亲历者和见
证人。1956年，杨老调入笔者的母校，上外，长期从事英语翻译和教育工作。

 

中一村



 

江苏路46弄、54弄、62弄、70弄、78弄，位于长宁路、愚园路之间。

 

民国21年（1932年）建，初名中央一村，后称今名。有楼房70多幢，是长宁区境内**住宅区之一。90年代
初，在江苏路拓宽时，沿路部分房屋被拆。

 

 

 

住宅区建成后，中一信托公司曾拨出部分房屋作职员住房，其余房屋由于租金昂贵，而无人问津，空置
年余。

 

1935年前后，为附近的英军兵营家属租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一村的住户，多为**职员或知识分子
。

 

安定坊，江苏路284弄

 

1936年建。联排式住宅，南立面多开半圆券窗，墙面原为干粘卵石面。

 

当年，安定坊弄口一边是大翻译家傅雷的家（4号），一边是基督教惠慕堂。 

 

这里是傅雷先生在上海寓居多年的地方，译著文字以百万计数，皆出于此处书房案头。

 

 

 

充满故事的285弄

 

在江苏路上的众多坊、邨之中，笔者特别想把285弄单独拿出来说，因为，这条弄堂虽然没有名字，但是



，太有故事了。

 

285弄，老底子这条弄堂绿荫婆娑，庭院深深，全部是独立的花园洋房。双号从2到36，再加39、41、43三
个单号。

 

“28号”和张子静

 

28号一度引为话题的，是张爱玲笔下的脓包弟弟张子静，一个红鼻头瘦老头。

 

 

 

张子静一直在郊区的中学教英文，退休后没有方向，一直也没有女人。后来有心人协助，张爱玲后妈身
后的这间十平方多一点点的房子，因此给了他栖身。

 

28号和“七小姐”

 

整幢房子*早的主人，是上海滩大亨虞洽卿，后来给美国人开私人医院，上世纪40年代陆续有人搬进来—
—其中，就包括张爱玲的父亲和后妈。 

 

1986年去世的时候，这里的人们才发现，她叫孙用蕃，她的父亲孙宝琦，曾是中华民国外交部长、总理
，而她曾是上海滩**的三位“七小姐”之一。

 

 

（图：当年上海滩**的三位“七小姐”，左起：盛宣怀家的七小姐盛爱颐、孙宝琦家的七小姐孙用蕃、
袁世凯家的七少奶）

 

她嫁给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已经三十多岁了，抽鸦片，不育。张廷重当时还有十九处不动产，金元券
时候听了蒋经国的话，交出硬通货和贵金属，结果一路败下来，到住进285弄28号，几乎光光了......

 



百年女中

 

江苏路和张爱玲的另一段渊源，就在这里，上海**的女中，市三女中，因为她的前身之一“圣玛利亚女
中”，张爱玲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的重要一个阶段。

 

 

 

1952年，上海市教育局接管了圣玛利亚女中和中西女中，把两校合并成为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新的校
址，就选在了原中西女中。

 

“中西女中”的前身、“中西书院”创建于1882年，采用双语教学。*初决定的是男女兼收，*终却决定
不收女学生。

 

 

（图：中西女中毕业生在当年的“海涵堂”门前留影）

 

书院的成功，鼓舞了林乐知，促使他加紧创办一招收女学生的同类学校。

 

1885年，林乐知与同属监理会的女传教士海淑德（Laura Haygood）合作，创办了中西女校。校址在西藏
中路、汉口路，后由中外人士捐款和学生义演募捐，购忆定盘路（今江苏路）占地89亩的经家花园建校
，并于1917年迁入。

 

景莲堂

 

现为市三女中“五四楼”，建于1935年，由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

 

 

 



景莲堂主入口设在南面正中，为两层楼高的平缓尖券门厅。进门厅可直接进入一层大礼堂，礼堂内装有
豪华吊灯，正前方为舞台。

 

门厅的东西两侧为走廊，教室分布在走廊的南北两侧，每间教室采光都很充足。

 

五一楼

 

 

 

建于1922年，位于五四楼的东侧。当初这幢建筑是美国基督教南卫理公会的女教徒，以及中西女中的师
生募捐建造的宿舍楼，可容纳450名住宿生。

 

底楼正中是小礼堂，当时被称为“海涵堂”。礼堂左右两边是走廊，分别通向宿舍区的楼梯。

 

“村景楼”

 

说江苏路，特别想带到附近的一条小路上，一幢很特别的小楼——位于宣化路151弄9号的“村景楼”。

 

宣化路并不起眼，甚至97年之前，这里还没有形成今天的次干道，只是一个菜场。即便如此，这栋红色
的ART-DECO建筑，竟就在这条小马路上。

 

 

 

1937年前后，有粤人昆仲投资购地建筑大花园洋房2幢，分主楼副楼。主楼四层，副楼二层，皆钢筋水泥
结构，美观结实，居室设备齐全。落成后除房主自居主楼一层外，余皆租予外侨居住。其时地境偏僻，
附近又有菜园，因而以“村景”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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