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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1843 年至 1949 年期间上海中心城区内的基督教会建筑为研究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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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章 绪论

.1 课题背景及意义

上海近代城市和建筑史是中国近代城市和建筑发展史中非常独特的一个篇

章 " 一直以来 , / 中西合璧 ! 兼容并蓄 0 被视为上海城市和建筑的特色 " 近代上

海的城市化进程中 , 租界内外包含了各种文化背景和社会团体的力量 , 影响着

上海的城市建设与空间构成 , 宗教建筑即其中非常独特的一类 , 而基督教建筑

更是曾经在上海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 "

基督教是世界上信徒人数最多 , 传播地区最广的宗教 " 基督教传入中国己

有 130 0 多年的历史 " .明朝万历年间 , 在徐光启和天主教耶稣会宣教士的努力下 ,

天主教开始在上海传播; 而新教宣教士也于 184 3 年上海开埠以后正式进入上海

进行宣教活动 "

1843年底 , 英国伦敦会差派麦都思 (Wal ter Henry Medh盯St) 偕同从事医

务工作的雏魏林 (Wi lliam LoCkhar t) 来上海 , 可视为上海开埠后新教派往上

海最早的宣教士 " 此后 , 英国的安立甘会 ! 美国的圣公会等纷纷开始了在上海

的宣教事业 " 与此同时 , 天主教耶稣会的宣教士也继续了几百年前在上海中断

了的事业 " 近代上海由此成为天主教和新教在华进行宣教活动的中心城市 , 许

多基督教差会组织在上海设立了分支机构 , 并通过上海进一步向内地发展 , 其

中新教的宗派很多 , 在中国共有 36 个宗派 , 几乎每个宗派都派遣过宣教士到上

海宣教 " 新教的圣公会 ! 长老会 ! 浸会和监理会以及天主教耶稣会 , 在 1949 年

之前一直是上海基督教活动的主要力量 " 一些原来没有成立差会的较小宗派 ,

从 19 世纪下半叶起也纷纷在上海成立差会; 加上 20 世纪后教会的本土化运动 ,

大大小小的本土教会涌起 , 上海遂成为中国基督教宗派设立最多的城市 " 2

西方教会宣教的方式除了传统差派宣教士进行直接接触民众布道之外 , 还

通过兴建医疗卫生 ! 文化教育 ! 慈善机构等一系列社会公益事业 , 以拉近与中

国百姓的距离 , 成为辅助的宣教方式 , 宣传基督教精神 " / 西方基督教 (新教)

, 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唐朝 "

为景教 "
2 5 上海宗教史 6 , 阮仁泽 ! 高振农主编 ,

公元 635 年 , 聂斯脱利派传教士把基督教带到了中国, 当时称

上海人民出版社 , p840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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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在华从事文化教育和出版方面的活动是很突出的 , 在近代东西方文化交

流的过程中, 曾经起过桥梁作用 " 川教会为这些教会事业兴建了一大批教会建筑 ,

其中 , 教堂 ! 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是建设量最多 ! 规模较大的建筑类型 " 据不

完全统计 , 上海开埠后到 1949年 , 上海中心城区曾出现过不同规模的教堂达 20 0

多座; 教会医院近 20 座; 教会学校有 4所大学 , 26 所中学和 43所小学 " 2这些

学校和医院后来都成为上海重要的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机构 " 不仅如此 , 现代

城市的各样功能也随着宗教信仰的传播带入了上海 " 当我们翻开上海近代地方

志时 , 无论是博物馆志 ! 图书馆志 ! 妇女志等等 , 都记载着基督教活动对上海

近代城市文化和建设发展的影响 " 各国教会的建造活动对于租界的形成和发展

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 也对上海近代都市化进程的发展产生了独特的推动作用 "

因此 , 研究上海近代教会建筑历史的意义在于:

(1) 初步系统地探讨上海城区近代教会建筑历史 , 补充这一领域的相关论

述 "

(2) 通过对 1843 年至 1949 年上海城区教会建筑的整体资料搜集 , 尽可能

全面地制定教会建筑列表 , 为今后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铺垫 "

(3) 通过主要对 184 3年至 1949年上海城区的教会建筑发展的特点总结和

研究 , 特别是教会建筑与城市空间的相互关系 , 以及教会社区概念的提出及其

特征研究 , 帮助更深理解上海近代城市化进程及其特征 , 加深对中国近代城市

和建筑历史立体轮廓的认识 "

(4) 为上海优秀历史建筑与历史风貌区的保护工作提供基础研究 "

.2 研究现状综述

l , 近代上海社会学与史学方面的代表作是:

刘惠吾著的 5 上海近代史 6 (1985 ! 1987) ! 唐振常主编的 5 上海史 6 (1989)

张仲礼主编的 5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 6 (19 90) ! 15 卷本的 5 上海通史 6 (1999) 以

及一批相关论文 "

5近代上海城市研究 6 一书的第六章 5 殖民者的文化侵略 6 中探讨了包括

教会的主要活动 ! 洋学堂的兴起 ! 新闻和出版事业这些主题 , 从社会学的角度

5 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 ) 来华新教宣教士评传 6 , 顾长声著 , 上海书店出版社 , 前言

5 中国教会文献目录 ) 上海市档案馆珍贵资料 6 , 马长林 ! 吴小新主编 , 前言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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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了宣教士入沪之后 , 兴建教堂 ! 学校及文化事业的各历史事件 "

这些著作对基督教的研究更多着眼于基督教在上海传播的方式和特征; 或

对教会建立的教育及其他机构等方面的单独领域研究; 其中也牵涉到一些关于

建筑和城市的方面 , 但论述较浅 , 对相关建筑的叙述也很简单 , 缺乏建筑和城

市空间概念 , 无法展开对基督教建筑及其与上海近代城市空间关系的研究 "

2. 宗教学方面的代表作:

美国学者布鲁斯 # 雪莱著的 5 基督教会史 6 (Ch ur ch Hi Story in Pl ain

Langu ag e) 给出了世界范围当中基督教从诞生至今的宏观论述 , 特别探讨了 / 教

会是一种运动还是一种制度? 0 这个教会史学的普遍问题 , 并提出教会的具体

形态是 / 特定的子民生活在特定时间和空间 , 所形成的张力中 " 0 ,

香港中文大学的基督徒学者梁家麟博士所著的 5 福临中华 ) 中国近代教

会史十讲 6 论述了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教史 , 在中国近代历史变迁的背景下 , 探

讨了如传教与不平等条约 ! 传教策略 !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冲撞等等方面

的话题 "

这两部著作主要都是从基督教历史背景来阐述教会活动的 "

阮仁泽 ! 高振农主编的 5 上海宗教史 6 提到了天主教和新教的建造活动 ,

并且介绍了主要教堂 ! 教会学校 ! 教会医院及其他机构的沿革 , 但同样是从宗

教历史的背景出发的, 并未与建筑和城市空间有直接的关系 "

3. 近代建筑史与上海城市史的研究迄今的代表作有:

伍江教授所著的 5上海百年建筑史 (1840一1949) 6 系统地探索了上海近代

建筑形成与发展的动因 , 对近代上海各时期的建筑技术发展 ! 建筑师及其建筑

设计思想和建筑风格特征进行了全面的考证与论述 " 在此书对于最初的西式建

筑 ! 早期建筑与建筑设计等问题的探讨中穿插地提到了教会建筑 , 主要是教堂

建筑在近代上海的发展 "

郑时龄教授所著的 5 上海近代建筑风格 6 一书中有单独的教堂建筑一节 ,

主要从建筑风格的角度阅读了上海近代的教堂建筑 "

陈从周先生和章明先生主编的 5上海近代建筑史稿 6 中将教会建筑作为一

种类型建筑做了论述 , 包括对教堂 ! 教会医院 ! 教会学校和文化机构的建筑单

5 基督教会史 6 7 美 8 布鲁斯 # 雪莱著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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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做了研究分析 "

杨秉德先生的 5 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 6 中探讨了中国教会大学建

筑在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上的影响和地位 "

倪群的硕士学位论文 5 上海教堂建筑研究 6 系统地探讨了上海天主教 ! 基

督教以及东正教教堂建筑的历史沿革及各主要建筑单体的研究分析 "

除此之外 , 还有一批涉及教会建筑的论文 , 例如: 路秉杰先生的 5 上海的

教堂 6 ! Jeffery W. Cody 的 5 Striking a Harmoni " us Chord: Foreign

MISSIOnarieS and Chinese一style Buildings, 1911一1949 6 , 这些著作中关于

教堂建筑的论述以及对教会建筑风格的研究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 同时也是本

文研究的主要参考和理论基础 " 另外 , 一些上海老建筑主题的图册也提供了丰

富的图像资料 "

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教会建筑历史方面的缺乏在于:

将教会建筑作为类型提出 , 其中也以关注教堂建筑为多 , 较少提到教会医

院和教会学校等其他类型建筑 " 对教堂建筑的讨论以风格特征为主 , 主要关注

教堂建筑风格中的中西文化交融问题 , 缺少城市高度的论述 , 没有更多地与教

会建造活动相联系 , 不够深入和完整 "

城市史方而的论述较多关注工商界对上海近代城市化进程的推动和贡献 ,

上海住宅的发展以及市政建设的历史 , 缺少教会建造活动这一层面的展开 , 对

教会建造活动与上海近代城市化进程的关系没有系统地论述 , 缺少了以教会建

筑的独立视角对上海近代城市的阅读和研究 "

.3 研究对象和范畴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 1949 年之前上海城区范围内 , 基督教教会力量所建

造的 , 与教会活动相关的建筑 " 在简述开埠之前基督教的传入以及天主教最初

在上海的建造活动之后 , 重点论述 1843 年开埠后至 1949 年的近代百年时间内

教会的建造活动特征及教会建筑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

本文通过关注每个年代段上海城市和基督教的发展背景 , 基于大量的史料

信息以及每段时期所建成的教会建筑列表 , 阐述教会当时的建造活动特征 , 分

别分析总结该段时期教会建造活动的空间特征 , 对城市空间和发展的影响以及

自身建筑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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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主要关注的教会建筑类型是教堂 ! 教会医院和教会学校 , 除此以外 ,

还有教会力量所建的图书馆 ! 博物院 ! 出版机构等其它各类教会建筑 " 与此同

时 , 教会还投资兴建了许多里弄住宅 , 参与了上海近代城市的房地产开发 , 这

也是其建造活动的重要部分 " 通过分析这些建筑的建造背景 , 历史沿革 , 风格

特征以及与城市空间的关系对其特征进行归纳阐述 "

本文通过对纵向时间历史的研究分析总结出教会社区这一概念 , 对教会社

区的形成 ! 功能 ! 对城市空间的影响及其发展的模式作一分析研究 , 并对几个

典型的教会社区进行举例分析 " 最后本文讨论了教会建筑在本土化和西化间的

摇摆带给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影响 "

至于教会在上海郊区包括浦东地区所建造的教会建筑将不作为研究对象 ,

因为在近代历史上这些地区尚未城市化 " 本文将主要从城市角度关注城区内的

教会建筑的历史背景 ! 建造过程和分布情况 , 并从教会建筑这一切入点来阅读

上海近代城市化进程 "

4 研究目的和方法

本文为研究需要 , 采用年代分段研究 , 将研究的年代划分为三个时期: 1843

年开埠前; 1843一1899 年为教会建筑发展初始期; 1900一1949 年为盛期 " 断代

的依据有二: 1.上海近代百年建筑史与中国近代教会史均以1900年为分界 , 本

文参考此依据 , 以期作平行对比研究; 2. 尽管 1920 年之前与之后基督教在中

国的发展受到区别礼遇 , 但这样的历史背景对教会的建造活动影响并不大 " 从

1900 年开始教会的建造活动一直处于迅速发展的状态 " 因此 , 本文将 1900 年作

为文划分时期的分界点 , 分别对教会建筑发展的初期和盛期进行分析研究并归

纳出各自的特征 "

本文通过对档案文献及己有著作论述的信息掌握和消化研究 , 尽可能全面

地实地考查与论证上海的教会建筑 , 以第一手基础资料制定出各年代段的教会

建筑列表 " 通过对列表的分类研究 , 配合地图分布和不同类型的分析图 , 并结

合理论剖析 ! 实例研究 ! 实证分析等多种方法 , 围绕论题主线进行探讨和研究 "

在此基础上 , 从纵向的时间主线归纳总结了不同时期教会建造活动的特点 ! 教

会建筑在城市中的分布以及对城市的影响 " 并通过对 5 上海市行号路图录 6 的

全面查阅 , 考证了某一时间段横向的教会建筑和城市空间状况 , 归纳总结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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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力量所建造的建筑群体所形成的教会社区发展模式 , 及其对上海近代城市化

进程的推动 "

5 研究框架

论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绪论 , 主要概述了本论文所研究的近代上海城市化和教会建筑的大

背景 , 已有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和不足的方面 " 并明确本文研究的对象和范畴 !

研究目标和方法 "

从第二章到第四章是按照纵向时间主线的并列结构 " 1843 年开埠前; 1843

一1899 年为教会建筑发展初期; 1900一1949 年为发展期 "

第二章简述上海城市形成的历史以及 1843年开埠前上海旧城厢内的城市状

况 , 并且在此城市发展的背景下 , 研究基督教前三次来华宣教对上海的影响及

建造活动之噶矢 "

第三章首先介绍了 1843 年到 19 世纪末上海开埠初期各国租界最初的建立

和城市的早期发展 , 以及基督教第四次来华的背景和西方各差会入沪的宣教活

动; 其次介绍教会最初的建造活动 , 及最初建成的教堂 ! 教会学校和医院等现

代功能建筑: 最后总结这段时期的教会建筑对上海城市的影响 "

第四章首先介绍了上海租界的几次扩张和城市格局形成 , 以及基督教会在

上海发展所遇到种种境遇的背景; 其次介绍了教会盛期对早期建筑的改建和扩

建 , 以及各类建筑的建造活动; 并总结了盛期的教会建筑对城市的影响 " 最后

概述了40 年代末教会建筑所面临战争和政局改变的结局 "

第五章对城市化进程中的教会建筑进行再思考 , 分别从教会社区和教会建

筑与城市文化的关系两个角度总结了教会建筑对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

第六章小结与展望 , 对本文的研究创新和不足作了简要的评述 , 并展望了

今后的发展和研究成果的应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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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督教的传入及开埠前的上海教会建筑

2.1 开埠前上海城市发展历史概述

上海有人类居住作息的历史超过六千年 " 唐朝开元 ! 天宝年间 (公元 8 世

纪) 设立华亭县 , 县治设在今松江县境内 " .今天的上海市区在当时是华亭海 "

宋代后期 , 由于松江航道不畅 , 船舶停靠在一条名叫 / 上海浦 0 的小河 , 即今

小东门十六浦附近 , 由此 , 一个新的集镇随即产生 , 称为 / 上海镇 0 " 南宋末年

(1267 年 ), 上海镇正式设立镇治 "

1277 年 , 元朝在上海设立市舶司 , 并成为全国七大市舶司之一 , 可谓 / 蕃

商云集 0 " 那时的上海镇以市舶司官署 (即后来的县署 , 位于今老城厢内光启路

北段附近) 为基点进行了开发建设活动 , / 有市舶 ! 有榷场 ! 有酒肆 ! 有军隘 !

官署 ! 儒塾 ! 佛宫 ! 仙宫 ! 田亡廖 ! 贾肆 , 鳞次栉比 , 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 0 " 2

1292 年 , 元朝从华亭县划出五个乡设置上海县 , 属松江府管辖 , 方圆2000

平方公里 " 最早的上海镇初具雏形 , 不过 , 当时还未建城墙 " 自此直到上海开

埠前 , 共六百年的时间里 , 城镇中心没有再变迁过 , 一直在如今老城厢的区域 "

明弘治年间 (148 8一1505 年), 上海己为东南名邑 , 商品经济非常发达 , 店肆悉

开 , 有 / 小苏州 0 之称 , / 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 0 :3"

随着经济发达 , 上海城镇规模也越来越大 , 到了明嘉靖年间 (1522一1566

年), 城市中己有了南北 ! 东西走向整齐交叉的街巷道路系统 , 街坊也达 61 个

之多 " 3上海城市的街道布局在明末清初基本定型 "

1553 年 , 为了抵御楼寇 , 始筑城墙 , 此前 自元初立县后 26 2 年间一直未筑

城墙 " 城墙花了两个月时间筑就 , 系泥土版筑 , 周长九里 (约 4500 米) ! 高两

丈四尺 (约 7米), 略具方形的不规则椭圆形 " 初有六座城门 , 分别为: 东为朝

宗门 (即大东门), 南为跨龙门 (即大南门), 北为晏海门 (即老北门) , 西为仪

凤门 (即老西门), 东南为朝阳门 (即小南门) , 东北为宝带门 (即小东门); 另

有水门 3座 , 东门 ! 西门两处跨肇嘉洪 , 小东门处跨方淇 " 城上有雄谍 3600 多个 ,

5 松江县志 6
2 明弘治 5 _!二海县治 6 卷五 , 转引自 5 上海百年建筑史 6 , 伍江著 , P4
, 陆揖 5 兼茵堂杂著摘抄 6 , 转引自 5 上海县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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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台20 座 , 大东门和小东门上有敌楼两座 " 城墙外绕水壕 , 氏1500 余丈 (约

为 4 , 950 米), 宽6 丈 (约为 19 .8 米), 深 1.7丈 (约为 5.6 米) , / 周围回潦 ,

外通潮汐 0 " .城内布局也不是以十字道路为中心 , 而是以纵横交错的河道为主线 "

主要道路大多沿河而筑 , 河网 ! 道路纵横 ! 桥梁星罗棋布 , 一副典型的江南水

乡市镇的而貌 "

1685 年 , 上海成立了 / 江海关 0 , 从此 , 上海港更是盛况空前 , / 凡远近贸

迁皆由吴淞江进泊黄浦 , 城东门外舶舶相接 , 帆墙比栉 0 " 2上海县城从明末清初

只有 10 条小巷的县城 , 到嘉庆年间 , 城内己有 60 多条大小街巷 "

司 卜 丁
~ 七少 - -

三 玄仁闷

丁 在乡 - 峨

娇轰全
了闷臼

图 2.1 清同治年间 , 上海县城图

至鸦片战争前夕 , 上海县城 (今南市区老城厢) 己是一个江上帆墙林立 ,

陆上商贾云集的东南大都会 , / 上海事实上己成为长江的海口和东亚主要的商业

中心 , 它的国内贸易远在J . -州之上 0 , 可以说 , 己经具备了向近代商业都市过渡

, 乾隆 5 上海县志 6 , 转引自 5 南l[j 区志 6

2 清乾隆 (( L海县志 6 , 转引自 5 [海近代史 ( }二) 6 , 刘惠吾编著, P2 3

[英]$j l夏米著张忠L尔圣妙阿美士德号 ., 6 1832 年
卜海之行记事, 转引自 5 卜海百年建筑史 6 ,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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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 "

商业上的发达和繁华使得上海成为一个 / 五方杂处 0 ! / 五教俱全 0 的城市 "

城市中坊表矗立 , 有道教的仙宫 , 有佛教的寺庙 , 有儒家学塾和商店等等; 开

埠前各类行业公所大量出现 , 集中在城隆庙和西园 (豫园) " 与此同时 , 由于全

国各地的商贾来沪经商和居住 , 各类同乡会馆也应运而生 " / 五教俱全 0 的上海 ,

除了元朝和明朝已建的寺庙以及本土儒道教的宗教场所外 , 城内也建造了江南

地区最早的天主教教堂敬一堂 , 教堂的样式仍然是中国传统建筑样式 "

不过 , 开埠前的上海县城虽然发展很快 , 已经是一个封建国家的商业中心 ,

并成为当时重要的港口 , 但只是一个传统社会的商业城镇 , 还不是近代意义上

的多功能的城市 " 其城市功能仍然是非常有限 , 城市中心也仅仅局限于县城内

(今南市老城厢), 也就是说 , 上海除县城外 , 今天的大部分市区在当时全部都

是农田和大大小小的乡镇 , 外滩则是一片 / 卑湿之地 , 溪涧纵横 , 一至夏季 ,

芦草丛生 , 田间丘墓累累 0 .的景象 " 近代上海城市的真正发展 , 市区的形成和

发展是从 184 3 年开埠开始的 "

2.2 基督教的传入

耶稣近前来 , 对他们说: /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 所以 , 你们要

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 奉父子圣灵的名 , 给他们施洗 "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 都

教训他们遵守 ,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 直到世界的末了 " 0 2

) 5 圣经 # 新约 # 马太福音 6

这段话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前留给十二门徒的大使命 , 也是宣教运动的最

初宣言 " 从第一批基督徒在公元 30 多年记下这段话 , 到明朝万历年间 , 再到上

海开埠的 1843 年 , 时隔 1800 多年 " 而中国这个被初期教会看为 / 地极 0 的地

方 , 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宣教士 "

广义地说 , 基督教叩击中国的大门 , 前后共经历四次 , 包括唐朝的景教 !

元朝的也里可温教 (Erkeun 或 Ark ai m) ! 明末清初的天主教 , 以及清末的天主

教和新教(还有少数的俄国东正教) " 这四次都是不相衔接 ! 彼此并无承传关系

的 "

岑德彰 5 L海租界略史 6 , 民国二 }一六年 , pZ : 转引自 5 }几海百年建筑史 6 , 伍江著 , P1 6

5 圣经 # 新约和合本 6 , 马太描音28 :1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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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朝的景教

基督教第一次进入中国 , 是唐朝的景教 " 景教原名 / 聂斯脱略派 0

(Nest()rion ism) , 它是聂斯脱略(\est(" rius) , 追随者的意思 " 公元 635 年 , 波

斯一位聂斯脱略派的传教士阿罗本(()1叩en)来到长安 , 此时为唐朝贞观九年 "

唐太宗对宗教采取相当宽容的政策 , 允许不同的外来宗教在华传播 , 对景教也

不例外 " 自此 , 景教在华传播历十四朝皇帝至武宗 , 前后达 210 年 " 公元 845

年 , 唐武宗下令消灭所有外来宗教 " 虽然打击的主要对象是佛教 , 但景教也受

到牵连 , 礼拜堂被毁 , 教产全被充公 , 教士被迫还俗 " 景教在唐朝传播的历史

自此告 一段落 "

图 2 2 景教碑

景教碑l,a.J 236 公分 ! 宽86 公分 ! 叮25 公分 碑夕;刻有 5 大秦景教流行中}川碑 6 九个大字(见附照) 碑

向正文有 !695 宇 , 卜卜款 67 字 , 侧而有 久名 ! 职名 76 个 " 汉文 ! 叙利业文并列 碑文 1 端饰有莲花

云纹 莲台上安放十字架 碑文 记述了景教 于唐朝 少之观 9 勺(公元 635 年)由叙利 亚教 士阿 罗木从波斯传

入西 -交

2. 元朝的也里可温教

基督教二度传华是元朝的也里可温教 " 也里可温 (Erkeun 或 Arka im) 是蒙古

语 , 即希伯来文 / 上帝 0 (El oh im )的转音 " 换言之 , 也里可温就是 / 上帝教 0

或 / 信奉上帝的人 0 的意思 , 这是元朝蒙古人对基督徒的总称 " 元朝的也里可

温教 , 包括了聂斯脱略派的景教 ! 及罗马天主教 "

唐朝覆亡后 , 景教已逐渐在中土消失 , 但是在中国边疆的一些少数民族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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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仍然继续存在 , 甚至成了整个部族的共同信仰 , 例如蒙古族中的一些部落 "

元朝在中土流传的景教 , 有不少是由朝廷雇用为官员的色 目人(来自西域及其他

国家 , 其中不少是信奉景教的 , 特别是来自高加索的阿兰人)传入的 " 他们伴随

着蒙古帝国的迁都 , 迁移到汗八里(北京) " 汗八里因而成了许多景教徒集居之

地 , 教堂及信徒数目皆不少; 其他地区亦因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进驻 , 而将景教

带进去 "

天主教真正成功地来华传教是在至元二十六年(公元 1289 年) , 教皇尼古拉

四世 (NICholaS W )派遣方济各修土孟高维诺(John of MonteC " rvino)以教廷使

节身份来中国 , 在 1294 年抵达大都 , 获准在中国居留及传教 " 至 1328 年孟高

维诺去世 , 当时在华的天主教徒人数估计己逾一万人以上 , 除北京外 , 主要集

中在泉州 " 多数是来自高加索的阿兰人(元朝称色目人) , 他们随同蒙古人入主

中国 , 在朝廷担任要职 " 1368 年当明朝取代元朝统治中国 , 蒙古人及信教的阿

!仁人皆离开中土后 , 天主教便迅速在中国消失影踪 "

3. 天主教耶稣会

基督教第三度来华 , 是在十六世纪 , 由天主教的耶稣会 (Jesui tS) 首先开

拓的 , 也是从这次开始基督教进入上海 "

耶稣会是十六世纪天主教新成立的修会 " 当时欧洲而对着宗教改革运动所

造成教义及信仰上的严重冲激 , 基督教世界分裂为几个不同的阵营 " 耶稣会作

为一个新兴的修会 , 奖励学术研究 , 又锐意发展海外宣教工作 " 耶稣会在修会

设立才十二年后 , 已尝试进入中国传教 "

第一位成功地将天主教移植到中国的是意大利籍的传教士利玛窦(Mat thew

Ri cCi) , 他是第二位踏足中国境内的耶稣会士 " 利玛窦于公元 1583 年抵肇庆 ,

在那里工作了一段口子; 然后于公元 160 1 年抵达北京 , 获准居留及宣教 " 利玛

窦以其新学识得到朝廷的赏识 , 为耶稣会的宣教工作扎下根 " 利玛窦得以在中

国站立脚跟是与耶稣会的传教策略有关 , 推行学术研究 , 并且利玛窦以其本人

的传教经验形成了他所创立的 / 利玛窦规矩 0 . , 以 / 文化传教 0 ! / 科学布道 0 ,

因此得到了当时中国人的认同 " 而其继任者汤若望 (Adam SChal l) 将学术工作

带到了更高的层而上 "

经过利玛窦和汤若望一番努力 , 一个独立的中国教会建立了起来 , 中国天

护海派基督教 0 ) 欧美基督教在近代 卜海的社会化问题 6 , 李向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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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得到空前的发展 , 到汤若望逝世时 , 中国大约有 Zm , ()" 0 名基督徒 " .其中

不乏皇室人员 ! 朝廷大吏及知识分子 , 包括赫赫有名的明代礼部尚书兼东阁大

学士徐光启及李之藻在内 , 他们的信教对提高天_L 教的社会地位有极大帮助

图 2.3 f火名幽家所作的油lroJ 5 徐光启 . " 利玛窦谈道图 6

徐光启去南京参加科举考试时认识了利玛窦 , 利玛窦教了他很多科学知识 ,

慢慢成为好朋友 " 后来徐光启中了进士 , 进入朝廷 , 利玛窦也到了北京 , 利玛

窦教他 英语 ! 意大利语 ! 各样科学知识 , 当然也讨论天主教信仰C 徐光启遂成

为了一名 天主教徒 "

徐光启对上海天主教的传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 如果不是因为徐光启 ,

也许天 胜教不会进入上海并得到迅速地普及 "

明万历 :35 年 (16断 年 ), 徐光启回家乡为父亲奔丧 , 路过南京时邀请宣教

士郭居静 (L:飞Zar o Cilt laue o) 到上海宣教 " 力一历 36 年 , 耶稣会宣教士郭居静

应邀 , 来 上海开教 , / 乃为建堂于居第之西 0 :, 创设了圣母玛利亚祈祷所 , 开始

了_}几海地区天主教的历史 " 徐光启入天主教后 , 以其大学士的地位 号召家乡父

老加入教会 , 上海的天主教徒遂越来越多 "

随着天主教与中国发生 / 礼仪之争 0 , 禁Jfi 信徒祭祖祀孔 , 康熙帝于 l了20

5 基督教会史6 , 1 处2 布色一斯 # -有莱 著 北京人.货出版社, P3 26

5 敬 堂记 6 . 康熙 5 }一海县志 6 , 卷七 5 人学 6 . 转引自 5 卜海宗教史 6 , P() 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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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令禁止两洋教士在中国传教 " 雍正帝即位后 , 更重申禁教之令 , 准许地方

官员随意迫害及驱逐教士及信徒 , 中国人奉教亦可被处死刑 "

4.新教的初传

1807 年 , 当 马礼 逊 (Robert Morrison) 受 英 国伦 敦 传 道 会 (London

Mi ssionary So ciety ) -的差派 , 作为新教第一位传教士抵达澳门时 , / 这意味着

基督教第四度欲叩开中国的福音大门 " 0 :

新教沐诞生于 16 世纪马丁 # 路德 (Mar tin Luther) 宗教改革 " 然而直到 19

世纪初新教还远非一门世界性宗教 " 新教的海外宣教工作起步实较天主教晚了

近三个世纪 " 但随着 19 世纪起宣教组织 (即差会 , Missionary SocietieS)的出

现 , 19 世纪成为了新教扩展的伟大纪元 " / 无论是宗教思想还是世俗思想 , 从来

没有一个得到如此广泛的宣传 , 也从未有成百上千万的人 自愿捐款用于支持有

如此多的专业机构参与的这项宣传 " 川仅就数量而言 , 19 世纪的基督教新教团体

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 " 5

随着上海 1843 年的开埠 , 英国伦敦会差派麦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偕1司从事医务工作的雏魏林 (W illiam Loc khart ) 来上海 , 这是上海开埠后新

教派往上海最早的宣教士 " 之后 , 越来越多的西方差会进入上海开展教会事业 ,

上海遂渐渐成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重镇 "

2.3 开埠前的教会建造活动

2.3.1 敬一堂 ) 最早的天主教教堂

基督教传入上海是在第三次来华时发生的 , 建造活动也随之开始 " 明万历

年间 , 徐光启最早为上海带入了天主教 " 不过 1637 年之前 , 上海还没有正式的

, 伦敦传道会(London M issiona卿 soeiety ): 基督教新教跨宗派启-教组织 " 1795 年成立 J飞伦敦 " 由公理宗 !

安立甘宗 ! 长老宗 ! JJ 斯理石胜几成 " 旨在向异教徒推展基督教福音传播上作 "

5 福临中华 ) 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 6 , 梁家麟著 , 香港天逆书楼 第二章
, 根据恩斯特 # 特洛尔奇 1 Em st Tro elts ch ) 的定义 , 新教为 / 对天1三教义的修正 0 , 它用新的方式!, , }答四个

问题: (l) 人如何得救? : (2) 宗教的权)戎性何在? ; (3 ) 何为教会; (4) 基督徒生活的真谛是f十么?
4 5 纂仔教巾.一张史 6 (A H isto即ofthe Expansion ofe hristianity ), 肯尼思 # 斯科特 # 赖得烈 (K enneth scott

Latoure tte. 1884一1968 年) , 七卷 "

5 基督教会史 6 , [美 8 布鲁斯 # 雪莱 著 北京少- 学出版社 , p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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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 , 只有最初徐光启所设于居所西而的小堂 , 也没有常驻的宣教士 " 明崇侦

十_二年 (1640 年), 宣教士潘国光 (Fl a " CeSC " BrallC:ti) 在江南宣教 , 抵达 卜

海 " 这位意大利宣教士后来成为第一个常驻上海的耶稣会宣教士 , 自从他来到

上海开展宣教工作后 , 新教徒人数骤增 , 于是潘国光计划造 一座较大的教堂 "

1640 年 , 潘国光得助于徐光启的第四孙女 , 也是豫园主人潘氏大家族的媳

妇 , 购买了 仁海城内安仁里 (今安仁街) 潘允端 / 世春堂 0 旧宅 , 改建为天主

教堂 , / 改其堂曰敬一 , 重加修葺 , 与旧日异矣 0 " -这所新堂 / 专为男教徒之用 0 ,

/ 教士住院设在堂内 0 , 徐光启所建乡}曾经加以扩建的原小堂成为旧堂 , / 专为

女教徒之用 0 " 址敬一堂遂成为上海 , 乃至江南地区最早的天主教堂 "

图 2.4 敬 一堂历史照少{

敬一堂堂};石4.6 丈 (15.33 米) , 宽 注.8 丈 (约 16 米 ), 进深 3.6 丈 (约 12

米), 全楠木构架 " 外观为中国庙宇式 , 堂西为神父所居 除礼拜堂外 , 还建有

观星台一处 , 由太湖石垒成 , 刻有黄赤道经纬度 , 用于观察天象 , 研究天文学 "

这张历史照片 (拍摄年代不详) 上的敬一堂 飞檐翘角 , 具有中国传统的建

筑风格 " 但从其屋脊线我们可以看出 , 教堂入口是设在山墙而 , 而不是如中国

, 川梦珠 灯引日编 6 卷 } 5 居第 6 第二. 转引 自 州 几海示教史 6 , p61 6

己高龙雏 5 ;1_1柯f专教史 6 , I":飞36 , }司12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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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从建筑 民边进入 " 入r一]面向东方 , 中间门楼.荡起 , 顶端树立十字架 , 两

侧较矮 , 仍然可以看出西方教堂中殿加侧廊的形制 , 这是与中国传统建筑是不

同的 , 所以说敬一堂是一座中国化的教堂 "

清康熙末年 (1722 年), 清政府宣布天主教为 / 邪教 0 , 取缔天主教 , 并没

收 了全国天主教全部财产 . " 敬一堂也被作为教产没收 , 教堂被破坏 , 改建为关

帝庙 , 原观星台于乾隆三十五年 (1丁70 年) 被用来建造 / 申江书院 0 (敬业中学

前身) "

咚!2.5 曾被改为书院的敬一 -;拉

鸦片战争后 , 清政府宣布天主教为合法 , 允许它在通商口岸城市活动 " 清

道光 竺6 年 (18注6 年 ), 清政府公开承认犬主教是 / 劝人为善之宗教 0 并同意把

康熙 ! 雍正年间没收并没有改作他用的教堂 / 准其还给该处奉教之人 0 但_L 海

敬一堂的地产已改为关帝庙和敬 !1忆书院 , 上海道台以 / 已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

查办 0 为由 , 拒绝发还 " 但法国天主教会坚持敬 一堂其旧址尚有 一部分属空地 ,

可以重建 , 要求归还 " 但当时上海道台不愿在城内建造教堂 , 为了避免纠纷 ,

所以划出董家渡和洋溢洪 (填洪后即今延安东路) 等二块地 , 作为对敬一堂原

建地补偿 , 敬一堂土地仍归_1二海官有 " 咸丰十一年 (1861 年 ), 畜青政府要求法国

出兵攻打太平军 , 便同意将老天主堂地少!凭全部归还天主教 " 于是 , 次年同治元

了老建筑的趣闻一 1几海近 代公J}建筑 史话 6 , 黄国新 ! 沈瑙熙著

5 老建筑的趣闻一 卜海近 代公J}建筑 史话 6 , 黄国新 ! 沈描熙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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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遗竺燮竺壑 孕开埠前的上海教会建筑

而立的 "

虽然作为黄浦区文物保护单位 , 但己破旧不堪 ,

寻 " 这座全部楠木构架的明代古建筑现在成了小
老天主堂的痕迹已无处可

篮球架 , 楠木梁吊着一排排日光灯 ,
学生的篮球场: 楠木柱上钉着

世春堂 / 涂金染彩 , 丹坐雕刻 ,
高敞的厅堂一部分被隔成了办公室 " 据记

极工作之巧 0

借助顶上天窗透出的光 , 从狭缝里望去 ,
" 堂内讲台已被木板围成一

雕刻的夔金莲花 " 堂外一间古式小屋的檐下 ,

春堂整个框架还保存较完好 "

仍能看到讲台上方楠木垂莲柱上

木雕图案的挂落已有些朽裂 " 世

室载

年一了
(地图为 1870 年上海地图 , 自色道路为当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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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新教的活动

新教宣教士中第一个涉足上海的 , 是普鲁士人郭士立 (Kaln 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 郭士立受荷兰传道会 (NetherlandS MISSIOn SoCiety) 差

派 , 分别于 1831 年 8 月 ! 1832 年 6 月和 12 月先后三次自澳门乘船到上海 , 但

仅仅是单独在北河南路天后宫门口散发福音单张 " 郭士立写了一些关于中国和

宣教的书籍 , 鼓舞了很多英国年轻基督徒来中国宣教 , 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

(Hudson Tay lo r , 1832一1905 年) 就是其中之一 " 后来 , 在离上海 巧 哩外长

江出口处有一岛 , 曾被命名为郭士立岛 (Gu tZlaff 工Sla nd ) " 但当时基督教会

并未在上海建立任何的机构或建造任何的教会建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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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教会建筑的初期发展 (1843 一1899)

3.1 最初的租界与教会

1843 年 n 月 17 日 , 上海正式开埠 " 从这一天到十九世纪末的这段时间上

海城市开始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 开埠时的上海还只是一个城墙高耸 , 城内河道

交织的中国传统城镇 , 而城外只是一片荒野农田风貌 "

随着 5 土地章程 6 的订立 , 1845 年英国得到了在上海的第一块租界 , 计 830

亩 (约 553 , 27 8 平方米) , 位于老城厢的北边 " 美国和法国也相继建立租界 , 上

海的租界版图在这 50 年中不断扩大 " 英租界经过 1846 年和 1848 年两次协议 ,

最终将英租界西界扩展到泥城洪 (西藏中路), 东南以洋径淇 (延安中路) 为界 ,

东北至苏州河第一渡场 , 西南到周径洪 , 西北到苏州河边的苏宅 , 面积扩充到

2820 亩 , 是最初的 3倍多 "

1863 年 6 月 , 美租界界址公布: 西起护界河 (即泥城淇) 对岸 (约今西藏

北路南端) , 向东沿苏州河及黄浦江到杨树浦向北三里为止 , 从此向西划一直线 ,

回至护界河对岸之起点 " 当时没有细加勘定 , 竖立界石 " 1862 年 , 英美租界改

称 / 外国租界 0 , 又于 1899 年正式改称为 / 上海国际公共租界 0 (Intern at ional

Se tt lem en t of Sh an gh a幼 , 并公布界址为: 东自杨树浦桥 , 至周家嘴止; 西自

龙华桥至静安寺 , 再从此至苏州河南岸之新闸; 南自法租界八仙桥至静安寺;

北自虹口租界第五界石起至上海县北境 , 即宝山与上海县交界处 " 至此 , 公共

租界总面积达 33503 亩 "

法国于 1848 年得到第一块租界 , 计 986 亩: 南至城河 , 北至洋径洪 , 西至

关帝庙诸家桥 , 东至广东会馆沿河至洋径洪东角为法租界: 1861 年扩展为 1124

亩 , 其沿黄浦江沿岸的法租界外滩向南延伸了650 多米; 1899 年至 1900 年法租

界又一次扩张 , 面积增至 2135 亩 , 比原来增加近一倍: 东起城河 (人民路);

西到顾家宅 ! 关帝庙 (重庆南路北段及重庆中路); 南至晏公庙 ! 丁公桥 ! 打铁

沂 (方洪西路 ! 自忠路 ! 顺昌路 ! 太仓路); 北至北长洪 (延安东路西段 ! 延安

中路东段); 徐家汇路亦属法租界管辖 " 后来到 19 14 年法租界又一次扩展 , 最

终的面积是最初的 巧 倍 " .

5 h 海租界志 # 少(事记 6 , 卜海社科院出版社 , 200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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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十九世纪末 , 上海外国人租界的总面积已大大超过了2.04 平方公里的上

海旧城区 " / 除靠近黄浦江边有宽l周的护城河外 , 老城厢被高约 30 英尺城墙所

围 " 城墙约有 10 英尺厚 , 共有 7 个供人进出的城门 " 这些城门中最大 ! 最雄伟 !

过去也是最重要的是大南门 , 但是昔日的辉煌随着租界在其对面崛起而一去不

复返了 " 现在老城厢最繁忙的出入口是北门 , 位于法租界主干大道天主堂街 (今

四川南路) 的尽头 " 造访老城厢者一般通过这个门出入 , 由于它比较狭小 , 有

时挤得水泄不通 " 0 .由此可见 , 上海的城市形态因着租界的产生和扩展发生突

变 , 建筑物和道路呈现向西发展的趋势 " 租界早己不再是上海城市的城郊 , 而

成为了上海城市的一个新市区 " / 租界口盛 , 南市口衰 0 , 上海的城市中心也 自

然地由县城向租界转移 " 艺

图 3 上海最初之租界及区域图 1848 年

(( I几海老城厢走马观花记 6 , Shanghaiby N ightand D 盯, , 作者佚名 , 英文文李I二报社一9一4年
/ 5 近代 卜海城llJ 特征分析 6 , 5 第四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集 6 , 张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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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 1882 年上海法租界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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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双重身份的宣教士与双重功能的天主堂

1. 兼职的宣教士

开埠初期 , 进入上海的外国人并不是很多 , 领事 ! 商人 , 还有就是宣教士 "

自开埠当年至年末 , 在英国领事馆登记的英商及宣教士共 25 人 " -1850 年 8 月

5 北华捷报 6 创刊号第一版公布的一份 5 上海外国居民一览表 6 表明 , 210 名外

侨中 , 人数最多的是从事工商业者 , 共有 In 名: 其次就是宣教士 , 共有 13 名 "

最早来沪的宣教士麦都思 (wal ter Henry Medhur st) 受英国伦敦布道会派遣是

在开埠当年的 12 月 23 日抵达 , 仅距开埠一个多月 "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最初来沪的宣教士也常常在本国领事馆中兼任职
务 , 甚至参与到当时的租界划定的外交事务中 " 麦都思曾担任英国领事馆的翻

译 , 他对于英租界的划定曾说: / 商人们究竟应该安居在什么地点 , , , 领事慎

重地把未来租界的四至作了规定 , 它的周围都是乡村 ! 河洪和大江 , 这就使这

块地区在必要时容易加以防卫 0 2; 而美国圣公会 中国布道区主教文惠廉

(wi11iam JoneS Boone) 于 1845 年来到上海后发现苏州河北岸的虹口一带地

价极廉 , 所以从是年开始 , 他们就在旧称头坝的芦苇塘租地造屋进行布道 " 最

初来沪的美侨都住在英租界 , 但相对租赁价钱较贵 " 1848 年 , 文惠廉向原在美

商洋行当买办的新任道台吴健彰交涉数 日, 最终得到口头应允将苏州河以北的

一片上地辟为美侨居留区 "

为何宣教士会参与到政府行为中来呢? 主要有三大原因: (1) 从外界因素

来看是由于宣教障碍的存在 " 鸦片战争前 , 宣教士为了解决合法居留中国的地

位 , 展开宣教活动 , 不得不加入外国在华的机构工作 , 这些机构包括了半政治

半商业性质的东印度公司 , 也包括外国驻华的外交和商务的官方代表 " 自南京

条约签订后 , 他们不少自动或被邀转职或兼任母国驻华的使节 " ,比如 , 浸信会

的宣教士晏马太 (Mat thew T.YateS) 于 1873 年任美国驻沪副领事; 还有担任

英国领事顾问和翻译的麦都思 " (2) 从自身因素来说 , 早期来华的外国人中 ,

惟宣教士是通晓中文的 , 并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略有了解 , 甚至大部分来沪的

宣教士是掌握沪语的 " 在当时 , 中文是一种极其艰深的语言 , 在全无工具书帮

5 上海lIJ 租界志 6 ,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 2001 年版
麦都思 (Wa lterH en尽 M edhurst), 又译为麦华陀 5 上海 l-!年建筑史 (1540一1949) 6 , p 一5

据 5 近代 l几海租界史稿 6 记载: / 1 当时) 并无正式协定 , 其四而经界 一直到后来才明定的 " 0 P3 22

5 福临巾华一中国近代教会史 }一讲 6 , 梁家麟著 , 香港人道书楼 ,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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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的情况下 , 学习不易 " 绝大多数来华的外国商人并无学习中文的兴趣 , 他们

也不打算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长期居留 , 只想在短时间内赚取到足够的利润后

便离去 " 只有宣教士有长期居留中国的打算 , 并且千方百计要掌握这种语言 "

因此一旦外国政府在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 ! 签订条约 , 需要翻译人才 , 就会需

要宣教士的出面 " (3) 薪酬成为教会的经济来源 " 教会最初在上海没有太多可

运用的资金 , 更没有钱兴建礼拜堂 " 因此 , 宣教士会兼职领事馆的工作 , 用所

得的薪酬奉献给教会来推动宣教工作 " 例如浸会的晏马太在 1873 年后 / 除主持

教会其他工作外 , 曾就驻美副总领事职 , 领馆所得之薪给 , 即以建筑今口所称

之老礼拜堂 0 " .

2. 共用的天主堂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天主堂与领事馆的共处一地 " 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

们也是很早就来到刚开埠的上海 " 1842 年 ! 1844 年和 1846 年先后四批耶稣会

宣教士来到上海 " 而法国驻上海领事敏体尼(LouiS Charles Nieolas Maximilien

Montigny) 直到 1848 年才抵达上海 "

1846 年 , 道光皇帝下了弛禁天主教的上谕 " 于是耶稣会要求上海地方政府

发还当初禁教时没收的天主教产 " 1847 年上海道台用董家渡 ! 洋径洪 ! 石皮弄

三块上地抵偿已改为关帝庙的敬一堂 " 艺

洋径洪的这块地皮南北宽约 250 米 , 东西长约 300 米 " 在这块土地上 , 原

有一座 / 张家祠堂 0 , 主教都曾作为住宅 " 当法国领事敏体尼一行人刚到上海时 ,

他便向天主教会租赁了张家祠堂作领事馆 , 是上海第一座法国领事馆 " 后 来赵

方济 (MareSCa) 主教在法国领事馆旁建造一小教堂 , 供外侨礼拜 " 这座小教堂

就是后来若瑟堂 (St . JOSeph Cat hedral ) 的前身 " 像这样天主堂与领事馆的

共处一地是开埠初期的特殊现象 , 1855 年 , 天主教江南教区将洋径洪东段岸边

地区一块地产拨给法国领事馆 , 供其建造新馆之用; 1856 年在洋径洪又设立了

为外侨服务的法国军人医院 , 即公济医院的前身 , 这些领事馆 ! 教堂 ! 医院渐

渐在法租界连成一个外侨的服务体系 , 完善了法侨社区 "

5 上海第 一浸 会堂史略 6 , 上海档案馆馆藏资料

5 卜海宗教史 6 , 阮仁泽 ! 高振农主编 , 上海人民{}}版社 , P6 33
5 卜海秋界志 6 ,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 200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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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堂与洋行 ! 领事馆的比较

宣教士仃J长期居留中国的打算使得他们非常重视建造教堂 " 外侨在上海最

早建造的房屋有洋行 ! 领事馆和教堂 , 也是上海城市出现的新建筑类型C 但教

堂的建造与其他建筑类型不同之处在于:

(1) 选址: 这些商人和领事将眼光都集中在黄浦江西岸 " 与商人们的眼光

不同的是 , 宣教士把最初的眼光放在了县城附一近 , 以便接触本地居民 , 开展布

道 " 1845 年 4 月 , 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宣教士麦格基 (Rev.Cfin on McCl atChie)

抵沪 , 在县城内租寓民屋宣教 , 成为第一个 长驻城内的西方宣教士 " 天主教耶

稣会的宣教士们更是深入青浦 ! 松江 ! 浦东各地宣教 "

(2) 虽然建造了很多洋行和领事馆 , 但是这些建筑的质量却并不如人意 ,

最早的 / 外滩建筑 0 是非常简陋 , 极其简单的 , 每座房子差不多都是一种式样 ,

因为很多向人或领事并未打算在上海久留 " 从下而这张历史油画中 , 我们可以

看出当时简陋单一的外滩建筑 , 均是外廊式样 " 中略偏左位置的稍高的建筑是

中式的江海关 "

图3 4 卜海外滩风景 油幽 , 幽于约 !865 年

不过教堂就并非如此 , 因为这些宣教士 / 打算久留 0 , 决心全身心的把时间

和生命奉献在上海 , 所以这些教会建筑相对来说 , 建筑质量较好 , 艺术价值也

更高 , 更反应西方正统建筑的特点 " 比如:1847 年由神父范佐廷(Fa ! her F " rrand

介an ) 设计的董家渡天主堂 , 又称方济各 # 沙勿略教堂 (Fra nC1SCO Xav ier

角urch) " 教堂仿照罗马耶稣会大学的圣 # 依纳爵大教堂设计 , 拉丁十字平面 ,



第三青 教会建筑的初期发展 (1 843 一1899 )

巴洛克j犬飞格立面 " . 1861 二乒建少戊的若瑟堂由神父罗礼思 (F奋, tl, e: L(, " i ! Ilel(" t)

设计 , 同样的拉丁十字平而 , 立而单钟塔构图 " 这些纯正的西万教堂相对千篇

一律的外滩外廊式的洋行领事馆更有水久性 , 更关注建筑形式与建筑艺术的l急

义和完整性 "

万提
渐法沐介`乏户

图 3.5 董家渡人主堂 州l ) 与洋径洪人 卜堂 (右)

3.1.2 宣教中心的转移

1邓0 年后 , 西方来华的宣教资源增加 " 其原因有 二: (1 , 欧美诸囚在第 !-

九世纪 卜半叶的经济发展极其迅速 , 资源充裕(美国在 1860 年代初业曾受南北

内!!浅的困扰 , 但严重影响仅限于南部; 且在战争结束后不久 , 全国的经济全面

起 创 " (助 经济好景的同时 , 欧美诸国又相继产生大规模的杀教复兴运动 " -

1807 年 , 新教的第一位宣教 上英l:l{l 人马礼逊 (尺()b " !rt 竹川rison )抵达澳门 "

早期未华的 .自教 长大部分都是以去香港 ! 澳门 ! !一州 ! 汕头等华南地区为多 "

但后来 , 这些宣教士人都向北迁移 , 特别是未到 上海 , 仁海渐渐成为华督教在

中 >习发展的一个重镇 " 主要原因是:

(l) 华南的居民排外情绪太热 , .道教效果极差 " 加_}:他仃8米华已有一段时

川 几海 白年建筑 自 l84() 一1949) 力, 伍八著 , 同价) ! -招 !{版社 , p55

滚倡临中f各一巾国近代教会 史 卜讲尸, 梁家麟 著. 舌港人J亘!公楼. 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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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无论就语言或一般社会文化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 故敢于向北方或内陆开

拓新的宣教工场 , 寻找新的机会 " 事实上 , 由广州或香港北上的并不仅是个别

宣教士的抉择 , 甚至是整个差会的策略 , 例如伦敦会(London Mission Soeiety) "

(2) 五口通商后 , 上海的经济繁荣非常快 , 到了 1850 年 , 每年都有超过

九百余艘商船泊于此 , 上海超过了广州成为全国最繁忙的港 口 " 基督教在上海

的发展 , 自其发韧就与城市 ! 商业的发展紧密相随 , 也一直以上海的社会乃至

城市的发展为前提 "

(3) 在太平天国战争中 , 上海相比之下受到较少侵犯 " 原来太平军不想打

搅外国人 , 因为外国人大都来自基督教国家 , / 天王 0 洪秀全曾下令 , 不得侵犯

或伤害他主内的弟兄姐妹 " .上海成为当时中国相对安全和平稳的一个宣教环境 ,

基本上没有遇到中国其他内地那样的强烈反对 , 没有直接陷入民族主义的仇教 !

反教情绪当中: 被视为外侨的宣教士 , 与当时自中国各地移民到上海的人们 ,

基本上能够友好相处 "

于是全国性的宣教重心己由从前的广州 ! 香港转至上海这个新开辟 ! 并位

于长江入海处的口岸 " 上海位置适中 , 交通方便 , 故此大部份宣教组织的后勤

基地 ! 全国性的差会总部 , 以至大型的宗教会议 , 也都集中在这里开办及举行 "

上海遂渐成为基督教宣教的重镇 "

3.2 教会建筑的建造活动

3.2.1 从宣教系统到购地建屋

当我们看到分布在城市内零星密布的教会建筑时 , 其实它们彼此之间是靠

一个宣教系统联系在一起 " 当某个差会来华工作了一段口子后 , 逐渐地都会建
立起一个宣教系统 " 我们可以大略了解宣教事业的系统的建立过程 "

一个宣教差会在初抵中国时 , 通常是先在他们入境的城市 , 建立起宣教总

部(MISSi " n , 又可称为宣教区) , 包括办公室 ! 宣教士住宅和训练中心 ! 教堂等 "

这些地方一般交通通讯较为便利 , 故为他们与母国差会联系及补充资源的所在

地 , 并且亦成为整个宣教区的指挥中心 "

5 晚清华洋录 ) 美!!召传教 卜! 满大人和李家的故事 6 , {美1多米尼克 # } 风 # 李著 , 上海人民出版祠
P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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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宣教士站稳了阵脚 , 对语言有相当掌握后 , 便会利用游行布道和派发宣

教刊物的方法 , 到邻近城镇作试探性的宣教 , 了解不同地方人民对基督教的反

应 " 一旦发现某地的情况令人满意 , 便会致力在该地发展 " 他们首先觅地租赁

房屋 , 建立讲堂 , 并且派遣宣教人员长期驻守 , 开展宣教工作 " 这个地方便成

为宣教总部的根据点(ou t一Station , 后有称布道所) " .

假如一个根据点的宣教有成 , 信徒人数不断增多 , 宣教士认为时机成熟 ,

即将该根据点扩大成为宣教基地 (Stat ion , 或称支会 ! 堂会) , 派遣宣教士长期

留驻 , 从而加强该地的宣教事业规模 , 譬如可以办医院 ! 程度较高的西式学校

等 " 再由此基地 , 派出宣教士往附近乡镇宣教 , 建立新的根据点 "

综上所述 , 大致上一个差会将其宣教的地区作如下的划分: 最低层的是根

据点 , 即一乡镇的福音堂或布道所: 其上是宣教基地 , 多在交通要冲的城市(如

县城) , 以统筹数个根据点的工作 " 基地以上是宣教总部 , 称为宣教区(MISSion ) !

或主教区(Di ocese)或长老区会(Pre sbyt ery) , 按不同宗派而有不同的名称 " 竺

在上海开埠后至十九世纪末的这 50 多年的时间里 , 就是建立这个宣教系统 ,

从无到有 ! 再逐渐成熟的一个初始阶段 " 刚开埠后 , 各差会也只是试探性的派

出一两名宣教士到上海开展初期工作 , 租赁房屋设立一些教堂和医院: 等到时

机成熟 , 则开始差派更多的宣教士 , 并开始兴建大规模的教堂 ! 学校和医院 "

最终上海成为许多西方差会宣教总部的所在 "

3.2.2 租赁 ) 改建 ) 迁址

差会最初开展工作 , 由十接触的人数有限 , 并且受经费限制 , 般都是先

以租赁房屋开始 " 往往宣教士会在华人住区的附近租赁房屋 , 以期接触更多的

本地人 , 传播福音 , 一 只有人开始有兴趣 , 宣教十就会在自家设立礼拜堂 , 作

为礼拜和宗教活动的场所 " 因此 , 最初的教堂建筑都是利用民房改建或沿用 , !,

国旧式房屋 " 然后随着信徒人数的增加 , 再租赁隔壁的房屋 , 将两间打通改建

成更大的礼拜堂 "

以浸信会的老北门第一浸会堂为例 , 宣教士晏马太 (Ma tthew T.YateS) / 筱

沪后一载 , 将寓所毗连之邻屋一间 , 改为讲堂播道 " , , 数月后 , 以邻屋改辟

场所工作 , 认为习练之华语 , 已能应对听众 , 遂推广工场 , 在城内赁一双间之

5 福临11, 华一中国近代教会史 1讲 6 , 梁家麟著 , 香港人道书楼 , 第五章
卜小i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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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 , 有十五方尺之庭院 , 本地谓之天井 , 盖以屋顶 , 将两间之墙拆通 , 容数百

人之座 , 定名讲书堂 " , , 0 1最早的教堂许多都会附带开设小学 , 宣教士自己

做老师 , 教授一些贫穷子弟基本的知识 , 而讲道堂在非礼拜时间就用作学校教

室 " 因此 , 到建立正式教堂后 , 往往小学会随着教堂迁移 , 或在堂内 , 或在教

堂周围继续开办 "

随着宣教事业的进一步深入开展 , 教堂或学校等使用人数的继续不断增加 ,

大多数教会机构往往需要经过好几次迁址 , 或合并 , 等待资金筹备完善和地点

的选定 , 最后开始建立固定的建筑 , 因此教会建筑从成立到建造重要建筑都有

一定的时间间隔 "

老北门第一浸会堂 /追诸事稍经部署 , 即着手拟建礼拜堂 " 缘叔氏去美时

之募得款项 , 既有着落 , 故能购地建筑教堂 " 堂之图样已绘就 , 堂之尖顶约一

百六十尺之高 " 后因太高之故 , 改为哥德式 , 高仅八十尺 , 讲堂四十乘六十方

尺 , 外围大廊 , 备有浸池 , 及更衣室 " 可坐七十人左右 " 讲道皆在 日间 " 自一

八五一年 , 因听众 日间无暇 , 要求改在晚间 , 遂开始每星期晚间布道二次 " 工

作由城市而推进浦东 " , , 0 二1874 年 , 老北门第一浸会堂正式建成 "

图 3.6 1874 午建成的第一浸会堂

因此 , 尽管教会在十九世纪已兴办了很多重要机构 , 但大部分还未建造固

定正式的建筑 " 将这些当时分布在大小民居中的机构列表如下:

5 >几海第 一浸会堂白年史略 6 , > 海档案馆馆藏资料
2 同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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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机构名称称 成立地址址 建造地址址 成立年代代 建造年代代

半半海书馆馆 北门外外 山东路麦家圈圈 18433333

美美华印书馆馆 南门外争青心堂内内 北四川路路 186000 190333

安安立廿布逆所所 马路 (南京东路))))) 18455555

长长老会护北 .堂堂 北京路路路 187444 租赁赁

闸闸北堂堂 虫上桥兀芳路路 海丫路 ! 克能海路: 宝宝 189000 1903 , 191444

通通通通路路路路

景景林堂堂 中西 囚坑内内 昆(11路路 188222 192222

iii青心堂堂 清心书院内内 人昌街街 186000 192333

城城中堂堂 三牌楼 63 号号号 18700000

沪沪北堂堂 北京路路路 18755555

圣圣灵堂堂 曹家渡少! 街街 光复西路宋家宅宅 189000 193000

惠惠中堂堂 徐家汇路斜桥桥 徐家汇路路 188000 191000

文文纪女校校 大名路塘沽路两两两 18511111

中中法学 -散散 公馆马路路 敏体尼荫路路 188666 191333

iii青心女, 1-- 陆家洪之北北 陆家洪之南南 186111 ]92111

晏晏摩氏女- 1,, 老北门门门 189666 191000

美美童 公学学 昆l{{路路 衡山路路 189666 192333

修修德小学学 北京路美华 }弓馆内内内 18766666

胜胜玛利亚 }亏院院 梵皇渡圣约翰 >弓院内内 白利南路路 188111 192333

安安当平民医院院 重庆南路兴业路口口口 188222 191000

))) .一学会会 长治路路 北四川路路 188777 193222

女女青年会会 海宁路路 圆明园路 133 号号 189888 193000

中中华爷经会会会 香港路路 184999 193666

从这张表可以看出 , 大部分机构都经过迁移 , 成立地址与后来建筑建成的

地址都不同 , 并且从成立到建筑建成之间都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 这些教会建

筑 , 从最初只是几间平房 , 仅满足功能使用 , 到后来建成上海非常重要的建筑

物 , 特别是一些主要教堂成为整个城市的地标和中心 "

所建成的教堂也并非都是一次建成 , 一些小型的布道所会因为租界开展市

政建设房屋被拆 , 一些正式的教堂建筑也会面临重建 , 因为刚开始接触西式建

筑的中国建筑工匠不得不重新学习新的结构方式和建造技术 , 这个熟悉过程花

费了相当长的时间 " .比如圣砚一堂 , 最早造的礼拜堂非常的简陋 , 不久就由于

暴雨倒塌了 , 18 51 年还重修一次 , 后来实在不敷使用 , 1862 年决定重建 "

5 卜海白年建筑史(1840一1949)6 , 伍们_著 , 同济人学出版社 ,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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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1847 年建造的第一代圣 二一堂 , 1862 年拆除

教堂建筑建成后 , 容纳的不仅仅是礼拜活动 , 教会常利用建筑的每间房问

开办学校 , 或是设立办事处等等 , 因此 , 一间教堂并不是一个单纯宗教活动功

能的建筑 , 更像一栋综合多功能楼 " 而一些重要教堂的建成 , 很快会发展成一

个宗教活动中心 , 吸引其他教会机构迁至该建筑的附近 , 逐渐聚集起分散在各

地的机构 " 比如: 当虹口耶稣圣心天主堂 1876 年在苏州河北岸南得路 料6 号建

成后 , 光绪三年 (1877 年 ), 公济医院由洋径洪天主堂附近迁至该堂附近 " 光绪

十年 (1884 年 ), 圣芳济学校也由洋径洪迁到该堂旁边 " 光绪十九年 , 还设立 了

儿个修会的帐房 , 在沪葡萄才青年教徒在此还成立了 / 天主教俱乐部 0 " 一个以

教堂为中心 , 兼有医院 ! 学校和俱乐部的社区发展起来 , 服务于这片区域内的

信徒 "

3.2.3 各差会初始的建造活动

这段时期进入上海的西方差会 , } - , 新教差会的大部分都有建造活动; 天主

教 , 1, , 耶稣会是建造活动的主要力量 , 其他 -些差会相对较少 " 在与 , }, 国礼仪

之争的影响下 , 差会除了宣讲和文字布道之外 , 医疗工作 ! 慈善土作 ! 教育上

作等也都作为基督教的宣教策略 " 因此 , 早期来沪的宣教士除了建造教堂之外 ,

也兴办了 #批西方新式文化行业 , 并兴建了相应的建筑 " 从以下这些不同差会

的建造活动概况中 , 我们也可以发现不同的差会在城市中初期活动的区域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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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会 (Lon(ion MISSion S " Cietv):

伦敦会是上海开埠后最早派遣宣教十来沪的差会 " 1843 年 12 月 , 麦都思

(W:, It " r IJenry Medhurst) 偕同从事医药工作的摊魏林 (Willi: !m L " Ckh ! , rt)

来到上海 " 两人抵沪后 , 雏魏林租一民房创办诊所 , 开始向周围居民送医给药

并宣教 " 而麦都思租了县城北门外一处 , 开设了外侨在华第一家印刷所 ) 墨

海书馆 , 这也是第一个近代印刷所 "

图3.8 最初的仁济医院

随后 , 麦都思在山东路购 卜一大片土地 , 被称为麦家圈 . , 当时的麦家圈是

一片田陇河渠 " 麦都思购地后建造了一批简单的房屋 " 1846 年锥魏林的诊所扩

建 , 迁到山东路麦家圈 , 改称仁济医院 , 这是基督教新教在上海开设的第一所

医院 " 墨海书馆也迁入麦家圈 "

此外 , 麦都思还在麦家圈内建了天安堂和华英书院 " 天安堂建立于清同治

三年 (1864 年) , 是伦敦会在沪的第一所正式教堂 " 1885 年 , 西侨在苏州河畔

(今南苏州路) 另建新大安堂 (Uni on ChLlr Ch) , 供英国侨民礼拜 , 山东路大安

堂就全部归中国人使用 " 华英书院于 1897 年改名麦伦书院 " 麦伦书院后迁至高

阳路 "

除此之外 , 伦敦会宣教士于同治九年 (1870 年) 创立了福音礼拜堂于![1城

的三牌楼路 , 为上海城内历史最久的礼拜堂 "

英文 名称意为 / 麦都思家的墙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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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会在上海的建造活动 (1843一1900 )

时时间间 地点点 名称称 类别别 备注注

>> 84333 老北门附近大境杰阁 (现南巾大境境 里海 !弓馆馆 出版版 美华 1二馆迁到上海后 , 逐渐结结

路路路一带) ) 麦家圈圈圈圈 束 ""

11184333 大东门外) 8 ! 南门) 麦家圈圈 仁济医院院 医};几几 1861 丁1丫卜麦 -家l圈建1坑, 193()建建

77777777777 )去) ! 楼楼

>> 86444 麦家圈圈 人女堂堂 教教教 !918 年落成新 -;拉拉

11187())) 二牌楼路 63 号号 城 , 1, 堂堂 教堂堂堂

11188555 南苏州路 !()7 号号 新 人女 -学学 教 -;段段段

11189777 麦东圈 ) 兆一{ 路(现高阳路 690 ))) 麦伦 !弓院院 学段段 原名华英 }弓院院

2. 英国安立甘会 (A , :91ic:! , :) :

安立廿会是英国国教会 , 也称为规矩会 " 安立廿会最早于1845 年在大马路

(今南京东路 ) 开设布道所 , 后因租界开展市政建设被拆 , 于是在旧城内石皮

弄 (今河南南路) 重设布道所 , 此为圣保罗教堂的前身 "

安立甘会第一座教堂是江西路九江路的圣三一堂 (H ()场 Trinity ChurCI:),

该堂于 1847 年 4 月 10 口举行献堂礼 " 但最初的圣_二一因为质量差 , 不得不于

1862 年拆除重建 " 新教堂由英国著名的哥特复兴建筑师司各特 (Geo, !ge G ilb " , , !

SCot t ) 设计一, 后来又请英国皇家建筑协会成员凯德纳 (Wi11ialn Kidn " :, ) 作了

一些修改 " 1邓6 年 5 月料 }2 举行奠基典礼 , 18洲 年 , 该堂又增建尖塔型钊,楼

教堂后部南侧有牧师住宅 , 北侧有教区学校 " 这座当年远东最尚级的哥特复兴

教堂 , 主要是为容纳上海英国领事馆内的侨民的崇拜活动 " 这也是 1几海教会建

筑中最早邀请职业建筑师设计的建筑 "

图 3 9 1869 年的圣三 8堂 -左 ) 和 1893 年钟楼建成后的圣三 堂 (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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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面 , 安立甘会于1860 年 , 在老靶子路 (今武进路) 开设英华学校 ,

即后来的英华书馆 , 这是一所专向上层社会招生的男童学校 "

英国安立甘会在上海的建造活动 (1843 一19 00)

时时间间 地点点 名称称 类别别 备注注

11184555 旧城内石皮弄弄 石皮弄布道所所 教 .教教 最后旧址改建成圣公会天思堂堂

11184777 ;I_西 , j/路汉口路路 圣二 一堂堂 教堂堂 1862 年拆除重建 , }司治八年竣竣

工工工工工工 , 1893 年建钟塔塔

11186000 老靶 J几路路 英华学校校 学校校校

3. 美国圣公会 (The Protestant Ep iseopal Church ):

美国的安立甘会在中国译作美国圣公会 " 18 44 年底圣公会差派文惠廉

(Wi lliam Jon es Bo on e) 带着 9名同工来 卜海开辟宣教工作 " 1848 年 , 文惠廉

在苏州河北岸虹口地区广置土地 , 建造房屋 , 并向上海道台提出辟设美租界的

要求 " 美租界设立后 , 就成为圣公会大批建造的地区 " 1853 年 , 圣公会第一座

教堂在蓬路百老汇路口落成 , 命名为救主堂 , 它也是苏州河以北最早的教堂 "

图 3.10 圣公会救主堂 , 苏州河以北最早的教堂

圣公会在教育方面有很大贡献 , 也因此兴建了很多学校建筑 " 185 1 年 , 女

宣教十左埃玛 (Elnln a Jon eS ) 在虹口百老汇路 (今大名路) 文惠廉路 (今塘沽

路) 上开设了文纪女校 " 除了文纪女校 , 1878 年 , 施约翰为实践其推行高层次

教育的宿愿 , 在梵皇渡购置 80 余亩土地 , 把圣公会原在 卜海开办的培雅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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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rd Hall , 1865 年) 和度恩书院 (Duane Hall , 866 年) 合并 , 在这块曹

家渡附近沿苏州河以南的一块三角洲上筹建校舍 , 兴办圣约翰书院, 此即圣约

翰大学前身 " 1879 年 4 月破土动工 , 先只是建造一些简单的四合院建筑 , 1879

年 9 月正式开学 " 1884 年 , 该校得到巨额资助 , 兴建教堂一所 , 后经重建 , 成

为该校礼堂兼圣公会江苏教区的主教座堂 " 1894 年 , 该校建造了中国式的教育

楼 , 为纪念创始人施约瑟主教而取名 / 怀施堂 0 " 梵皇渡后来还集聚了圣玛利

亚女校 , 育婴堂及男女学道院 , 该地区成为圣公会事业的总汇 "

图 3.11 1879 年的圣约翰校舍与校门

圣公会不仅开展教育事业 , 还兴办了医疗事业 " 1司治五年 (1867 年), 圣公

会收到关国一笔捐款 , 在今塘沽路大名路转角处租房 1 间 , 开诊给药 , 取名同

仁医馆 " 同治六年更名同仁医院 , 俗称虹口医院 " 光绪六年 (1880 年), 传教士

文恒理筹款修缮西华德路口 (今 氏治路) 的 1 幢楼房为院址 " 同年底 , 医院重

新开张 , 光绪九年扩建成 1幢两层医院二

除此之外 , 圣公会还在市区建造 了两座教堂 ) 圣彼得堂和天恩堂 "

爱文义路 (今北京西路) 的圣彼得堂始于 1857 年设立在新闸桥一带的布道

所 , 那时此地不属于租界范围 , 全是菱白田 , 人烟稀少 " 1888 年宣教士汤蔼礼

(El liot H.Th om son ) 在北泥城桥 (今西藏路桥) 东逸 , 租民房止间成立显主

堂 " 2 年后 , 该堂迁至新闸路 " 又过了 8 年 , 美国一位主教之遗蠕捐赠 5000 美

元加上差会拨款 , 建成后的新堂更名为圣彼得堂 "

天恩堂位于老城厢内 , 是当年虹桥 (今虹口某地区) 基督堂发展而来 " 1850

年初的时候 , 一名美国商人向文惠廉捐赠虹桥附近的一幢民宅 , 后被改为第一

所礼拜堂名为基督堂 " 汤蔼礼嫌虹桥地处市廖 , 不宜为礼拜场所 , 乃于 1899 年

将安立甘会设与城内石皮弄的布道所作价购下 , 稍加修缮后改为天恩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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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建造活动 (1843 一1900)

时时间间 地点点 名称称 类别别 备注注

11185000 虹桥 ) 石皮赤赤 天恩 -散散 教 -散散 ]899年建成 , 1933 年币建于松松

有有有有有有街街

11185111 百老月_路文惠廉路路 文纪女校校 学校校校

11185333 蓬路百老汇路日) 狄思威路 !! 救主堂堂 教堂堂 19 15 年另在狄思威路 ! 天同路路

天天天卜J路 仁今深阳路 ! 人水路) 一一一一 了今漂阳路 ! 人水路)建造新堂 ,,

一一一赵主教路 (今五原路))))))) 1939 年又于赵主教路 (今五原原
路路路路路路 ) 重建新堂堂

11185777 新IlyJ 桥 ) 北泥城桥 ) 新刚路路 圣彼得堂堂 教堂堂 1898年建成成

))) 北京IJ呀路 35111111111

!!!86777 圳沽路 人名路 ) 西华德路 日日 同仁医馆馆 医院院 1880 建成成

11187888 梵皇渡渡 圣约翰书院院 学校校校

4. 美国北长老会 (Aln eriean Presbyterian Missi " n , North)

1854 年 , 北长老会宣教士娄理仁 (Reuben Lo wrie) 受派携妻来上海 , 在大

南门外陆家汉找到一片土地 , 在此居住和传道 " 咸丰十年 (1860 年), 7 名美国

传教士及家属在传教士娄理仁家中成立上海长老会第一会堂 , 即清心堂前身 "

同年 , 长老会派遣宣教士范约翰在陆家派设立学堂 , 范约翰 自任堂长 , 招收贫

苦华人子女 , 供衣食住宿 , 从小学一年级起到读完中学 " 此为清心书院前身 ,

后来求学者越来越多 , 进而筹办女校 , 后成为i青心女中 " 1865 年至 1868 年之间

先后建筑校舍及礼拜堂 "

图 3.12 19 世纪末的护荀心1弓院校舍

北长 老会还 建立 了当时上海最 人的书馆一一 美华 印书馆 (Pre sb yter ian

M ISSion PreSS ) " 最初美华印书馆设于清心堂内 , 1862 年迁小东门 , 1875 年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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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路 , 1903 年再迁四川北路 , 在北四川路 13 5 号自建印刷所大楼 " 当美华印

书馆设于北京路时 , 宣教士为向职工传道 , 在馆内建思娄堂 " 印书馆迁四川北

路后 , 该堂改称沪北堂 , 为上海长老会第二会堂 "

上海长老会的第三会堂始于虹口中虹桥的布道所 , 当时租民房为传道场所 ,

平口还作学校用 , 后经儿次迁移 , 最终择址宝山路宝通路 , 正式命名为闸北堂 "

美国北长老会在上海的建造活动 (1843 一1900)
时时间间 地点点 名称称 类别别 备注注

11186000 南门外陆家沂 ) i办自书院内内 李青心堂堂 教 .散散 192 2年建成成

))) 大佛厂街街街街街

11186000 大南门外陆家洪洪 清心 }亏院院 学校校 1865年万! 1868 了卜之阳J少七后建建

筑筑筑筑筑筑校舍及礼拜堂 ""

11186000 南门外) 东门路 ) 北京路路 美华印 }弓馆馆 出版版 190 3 年在北四川路自建人楼楼

))) 北四川路路路路路

11186 111 陆家洪之北 ) 陆家洪之南南 ;青心女中中 学校校 1923 年建成成

11187555 北京路路 沪北堂堂 教堂堂堂

11189000 虹桥元芳路 ) 汉壁礼路 )) 闸北堂堂 教堂堂 1916 年建成 8几宝通路路

海海海 .j-路 ! 克能海路 ) 宝通路路路路路

美国浸礼宗 (Baptist)

美国浸礼宗分为南北两派两个差会: 浸礼会 (北方) 和浸信会 (南方) " 浸

礼宗同基督教其他宗派的最大区别是 , 他们坚持信徒受洗必须全身浸入水中 "

1847 年来沪的晏马太属浸信会差会 "

当年 H 月 , 晏马太在老北门租赁的民居内成立第一浸会堂 " 1874 年 , 第一

浸会堂建成 (图 3.6) " 1892 年 , 宣教士万应远 (Robert T.Bry an ) 被调到老北

门浸会堂 " 他首先卖掉浸会堂原屋 , 在附近重建四层楼的浸会堂 (图 4.5), 又

增设有寄宿设备的男 ! 女学塾 , 即后来著名的晏摩氏女中和明强中学 "

安息日浸礼会差会在 1850 年在城内彩衣街盖起了他们自己的礼拜堂 , 并于

19 世纪末在徐家汇路肇周路成立了惠中堂和惠中学塾 "

浸礼宗所建造的大部分建筑是在20 世纪 , 包括著名的沪江人学校园校舍和

集中在北宝兴路浸会庄的一些建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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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浸礼宗在上海的建造活动 (1843 一1900)
时时间间 地点点 名称称 类别别 备注注

11184777 老北门门 第一浸会堂堂 教堂堂 1874 年建成 , 1913 年垂建建

11185000 老城厢彩衣街街 礼拜堂堂 教堂堂堂

11189666 老北门 ) 狄思威路底底 明强中学学 学校校校

的的的靶子场地 ) 北苏州州州州州

路路路路路路路

11189666 老北门 ) 新靶子场一一 晏摩氏女中中 学校校 前身为闺秀女塾塾

一一一老北 门门门门门

6. 美国监理会 (Methodist EpiSC " pa l M ISsi " n , 50 " th )

监理会差会属于美国循道宗 (Method ist) " 1850 年 1 月 , 第一间礼拜堂在

郑家木桥 (今福建路延安东路) 建立的三一堂正式开堂 , 后改名为圣诞堂 " 数

年后 , 城内虹桥南首建造了监理会第二座教堂 , 名叫化善堂 "

监理会当时有一位非常活跃的知名宣教士林乐知 (Young John Al len) , 他

于 1881 年向差会提出办报 ! 办大学 ! 办书馆三大建议 , 差会都采纳 " 因此 , 监

理会在中国拥有自己的刊物 , 自己的出版机构 , 还有自己的最高学府东吴大学 "

林乐知在 卜海创办了中西书院和中西女塾 " 中西书院是林乐知于 1851 年在 卜海

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 , 最初设在八仙桥 , 1882 年迁往虹口昆山路 , 定名为中西

书院 , 这就是东吴大学前身之一 " 林乐知在该地区大兴土木 , 建造宣教士住宅 !

印书馆 ! 还有专供出租的公寓洋房 " 该区域的信徒集中在中西书院内礼拜 , 此

即景林堂的前身 " 后来景林堂得到东吴师生的捐助就建造在昆山路上 "

-}, 西女塾 , 英文名为 Me.Tye ire , 是林乐知 1892 年创办 , 校舍耗资 25000

美元 , 建于西藏中路汉口路口 (即后来慕尔堂址) "

在相当长时期内 , 监理会在上海市区仅有两座教堂 , 除了景林堂 , 还有一

座就是今天位于西藏路九江路的沐恩堂 , 当年称为慕尔纪念堂 (M " " re Memo r ial

Church) " 1887 年监理会得到一位名慕尔的基督徒的巨额捐款 , 在云南路汉口路

(即今扬子饭店址) 兴建监理会堂 , 后来又将三一堂归并其内 "

美国监理会在上海的建造活动 (1843 一1900)

地点 , 名称 } 类别 } 备注
郑家术桥

城内虹桥南首

郑家木桥教堂

化善 -贵



第三章 教会建筑的初期发展 - > 843 一1899 )

11187999 西新桥桥 二 一-堂堂 教 -教教教

11188111 八仙桥 ) 昆山路路 中西书院院 J爹校校 1884 年落成开学学

11188222 昆山路路 景林堂堂 教堂堂 原在中西书院内 , > 923 年建成成

11188777 云南路汉日路路 监理会堂堂 教堂堂堂

7. 夭主教耶稣会 (JesuitS)

耶稣会是天主教内最活跃的组织 , 同时也是 一个重视文化的宣教修会 " 明

末清初在上海宣教的郭居静和潘国光等都是其会士 " 自徐光启去世后 , 上海的

天主教宣教活动没有大的进展 " 1773年 , 教皇曾解散耶稣会 " 1814 年重新恢复 "

鸦片战争后 , 耶稣会士重回上海 " 1840 年 , 首批到上海的法国耶稣会士有南格

禄 ! 艾方济 ! 李秀芳 3 人 , 1844 年后又有更多耶稣会士来上海 " .

重回上海的耶稣会 一方面和上海道台谈判 , 索要原先被没收的天主教教产 "

上海道台最后拨了三块地 , 各 1公顷 , 作为补偿雍正年间被没收的敬 堂堂产 "

一块地建了四川南路若瑟堂 , 因此处本是洋径洪入黄浦江的出口处 , 故亦

称 / 洋径洪天主堂 0 , 这是上海租界最早的 一座教堂 " 赵方济主教早先在法国领

事馆旁建造一小教堂 , 供外侨礼拜 " 1860 年4 月 , 新堂奠基 , 18 61 年完工 , 教

堂正面及钟楼重修上程于光绪三年完成 "

块地建了董家渡天主堂 " 该堂原濒临黄浦江 , 始建十道光二 卜七年 (1847

年), 咸丰三年 (1853 年) 落成 , 是年二月二 1六日 (4 月4 日) 开堂 " 当时为

中国第一座可容 2000 余人的大型天主堂 " 由西班牙艺术家 ! 耶稣会辅理修士范

佐廷 (Fe rrand Jean) 设计 , 法国宣教士罗礼思(Lo ui 5 Helot) 负责建造工程 "

耶稣会所建的教堂还包括虹口耶稣圣心堂和徐家汇无原罪始胎堂 , 以及在

浦东 ! 奉贤 ! 崇明等地的天主堂 " 相对新教 , 天主教的教堂更是遍布上海的城

乡 , 这与其自明末清初起的传播不无关系 "

另 #方面耶稣会在上海寻找合适的地点建立自己事业基地 " 他们曾先后在

松江的张朴桥 (佘山山麓) 和横塘寻找立足之地 , 并开办修院 " 道光二十七年 ,

耶稣会选定徐家汇为上海耶稣会领导 7 1, 心 , 正式建立住院 " 徐家汇原是蒲汇塘 !

肇家派和法华径三水汇合处 , 是个人烟稀少的小村庄 " 徐光启曾在这里建农庄 ,

从事农业实验 " 徐光启的后裔有十余家居住在徐家汇 , 其中四家信教 , 周围还

有 十一余人信仰天主教 "

5 卜海宗教史 6 , 阮仁洋 ! 高振农主编 , 卜海人L引日版社 , P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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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1861年的徐家汇教会

得天独厚的徐家汇被南格禄发现后 , 决定将徐家汇作为耶稣会的基地 " 184 7

年 3 月在徐家汇墓地北侧动工兴建耶酥会会院 , 1851 年 3 月又在肇家洪的西岸

建造中国第一座天主教堂 , 称 / 圣依纳爵堂 0 , 并逐步创建了天文台 ! 博物院 !

藏 书楼 ! 医院 ! 学校等科学 ! 文化 ! 卫生 ! 教育事业 , 用以发展宣教事业 " 徐

汇公学 ! 徐家汇天文台 ! 土家湾印书馆 ! 徐家汇藏书楼等一幢幢建筑的出现 ,

使得徐家汇逐渐发展成为上海市一个近代科学文化中洲心 "

从上而的历史图片中可以看到 1861 年时的徐家汇教会是一片中国传统院落

的建筑 " 右侧的河流应该是蒲汇塘 (即今酒溪北路), 右下角是 / 圣依纳爵堂 0 ,

这座教堂当时是由范佐廷 1847 年设计 , 罗礼思指导建造 " 185 1 年奠基 , 是年落

成 , 为希腊神庙式教堂 . , 堂内装饰中国宫灯 " 图片上依稀可见教堂的入口山墙

面的山花 , 以及双柱的设计 , 尽管是在中式院落之内 , 仍带着西方教堂的特征 "

宣统二年 , 圣依纳爵新堂 (即今徐家汇天主堂) 落成后 , 该堂作徐汇中学师生

教徒祈祷之用 "

佃 南传教史 6 , l法]史式微 , 卜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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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的建造活动 (1843 一19 00)
时时间间 地点点 名称称 类别别 备注注

11184777 董家渡渡 董家渡天主 -敬敬 教堂堂堂

11184777 徐家汇汇 耶稣会会院院院院

11185000 徐家汇汇 徐汇公学学 学校校校

11185000 松江 ) 青i甫) 董家渡 ) 土山湾湾 土山湾孤儿工艺院院院 1870 年在土山湾建成成

11185 >> 徐家汇汇 旧天主堂堂 教堂堂堂

11185333 策家渡天主堂旁旁 明德女中中 学校校校

11186000 四川南路路 若瑟堂堂 教堂堂堂

11186555 四川南路路 类思小学学 学校校校

>> 86888 徐家汇 ) 震旦人 -货货 博物院院院 1873 年建成成

11187())) 南河路路 耶稣圣心堂堂 教堂堂 1876 年建成成

11187333 徐家汇肇嘉洪洪 徐家汇天文台台台台

11187444 公馆马路 ) 南汀路路 圣芳济学校校 学校校 1884 年建]戊戊

11188666 公馆马路 ) 洋溢洪 ) 宝昌路尚贤贤 -扣法中学学 学校校 1913年建成成

堂堂堂 ) 敏体尼d).i 路路路路路

11189666 徐家汇汇 耶稣会神学院院院院

11189777 徐家汇耶稣会住院旁旁 藏 书楼楼 文化化化

8. 其他差会

天主教中除了耶稣会之外 , 还有同治二年 (1863) 来上海的仁爱会 , 同治

六年 (1867) 来沪的拯亡会 , 以及同治八年 (1868) 抵沪的圣衣会 " 这些差会

一般都在上海有独立的会院 , 不过这些会院往往与耶稣会相邻 " 会院内也会兴

办各类公共事业 , 比如拯亡会在徐家汇的圣母院内兴办了育婴堂和幼稚园 "

基督新教方面 , 还有公理会 ! 信义会 ! 宣道会 ! 女公会 ! 内地会等 , 但他

们的宣教重点主要在外省 , 这段时间都没有在上海正式建堂 , 不过也有 些创

办一些教育 ! 医疗和出版事业 " 较值得一提的是内地会 "

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 (Hudson Tay l " r) 于 1854 年 3 月 l 日作为伦敦 一个

名为 , 1, 国传道会差派的宣教士抵达上海吴淞 , 刚抵沪这段期间 , 他和麦都思 ,

锥魏林都有很多接触 " 因为对中国传道会组织管理的失望和对中国内地宣教的

复旦 , 1865 年 , 戴德生成立了内地会 , / 到 1936 年 , (内地会在华) 教堂达 1233

所 , 支堂达 2261 所 , 宣教士共计 1326 名 , 占当时在华基督教 (新教) 宣教士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 " 他还经营中学 10 所 , 小学 330 所 , 医院 16 所 , 诊所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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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 乃为在华基督教最大的一个差会 "

其他差会在上海的建造活动 (1843 一1900)
时时间间 地点点 名称称 类别别 备注注

11185000 J:J场门外外 裨文女塾塾 学校校 女公会会

11186777 徐家汇圣母院内内 徐汇女中中 学校校 拯亡会会

11186999 徐家汇蒲东路路 圣母院院院 拯亡会会

11186999 徐家汇圣母院内内 圣母院育婴堂和幼稚园园园 拯亡会会

11187111 博物院路路 业洲文会大楼楼 出版版 亚洲文会会

11187333 洋汪洪天主堂对面原法法 若瑟学校校 学校校 拯亡会会

国国国军人医院内内内内内

11185000 老西门门 裨文 -货校校 学校校 女公会会

11188555 老两门方斜路路 西门妇孺医院院 医院院 女公会会

11187444 北海路路 格致 书院院 学校校 {尊兰雅雅

11187555 洋径洪天主堂旁旁 L智学校校 学校校 拯亡会会

11187444 土山湾二角地地 圣衣院院院 圣衣会会

11188111 迪化路 25 号号 公共礼拜堂堂 教堂堂 外侨使用用

11188666 重庆南路路 仁爱会总院院院 仁爱会会

11188777 长治路 ) 江西路 )) ]. -学会大楼楼 出版版 J.一学会 , 190 8 年建成成

塘塘塘 ! l];路 ) 北四川路路路路路

11189000 黄浦路 ! 金山路1111 新福音教堂堂 教堂堂 德侨教堂堂

11189333 徐家汇汇 徐家汇圣母院聋哑学校校校 拯亡会会

11189444 昆l> z路路 善导女中中 学校校 爷家院院

11189666 昆山路 ) 衡山路路 美童公学学 学校校校

11190000 北四川路海 -i.路日日 勺二真 -散散 教 -贵贵 宣道会会

3.3 城市中的教会建筑

3.3.1 西化的起点 ) 教堂

上海县城的城市和建筑 , 基本上是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法式建造的 " 不规

则椭圆形的城墙内河道纵横的江南水乡城镇 " 而随着开埠 , 各国开始在租界建

造各种类型的西式建筑 , 特别是开埠 早期的更称得上建筑的教堂 , 对上海城市

也带来了最初的西化的改变 "

5 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 ) 来华新教宣教士评传 6 , 顾长声著 , 卜海 1弓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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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1海旧城

1肠3 年 , 开埠后所建成的第 一座教 .;拉一一 节家渡 人主 .;沈 吓. 厂r ! , , " C l ! " (,

X ! i二 . 比盯c曰 ) 在 卜海县城的东南}自!的董军渡路 , 濒临黄浦江 ll\J 立 " 教堂

而向南方 , 与街道之问退让出 一小广场 " 整座教 .堂 - ,吁见出与 ,户国传统建筑人壤

之别的姿态 " 范廷佐设11的这座教堂是仿照罗马耶稣会少(学的圣依纳爵大教堂

的设计 " 全仁雨i原为拉 J一十字式 , 198生年修复时将 民{_史缩短 , 使得纵横翼交护}处

成为巴西利卡的尽端 , 平而遂成为 T 字形{ (图 3.1引; 妇衍为意大利巴洛克风

格 , 两道水平檐口线脚将 亿1角分为_:段 " 7 段以四对八根爱奥尼克双壁丰l作为

中殿和侧廊空间的分界 , 将入口划为扭ItllJ ; 中段则安置了两个巴洛克式小钟塔

及旋涡状曲线的女儿墙 , 女儿墙 7}, 部安有一座大钟; 顶段是带有受西班才影啊

的弧线二角形山花 , 顶部立有 4 米高 }一字架 "

5 卜海 白年建筑 史(I 84() 一1949) \ , 下五川_著. 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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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巧 董家渡天卞堂平面和立而

另一座天主堂 , 洋径洪天主堂 (又称若瑟堂 , St. Joseph Cat hedral ), 由

天主教神父罗礼思设计 , 于 1860 年破土动工 , 次年 6 月竣工 " 教堂坐西朝东 ,

与街道间退让出一广场 " 此堂座落于法租界内 , 专为法籍天主教徒服务 , 因而

建筑形式深受法国影响 " 平而为拉丁十字式 , 立而构图采用单钟塔式 " 这种单

钟塔式样被当时大量的小型哥特式复兴教堂所采用 " .洋径洪天主堂的室内有折

衷主义的倾向 , 内部采用束柱和肋骨拱顶形式 , 但拱券为平圆券 " 立而尖塔 !

玫瑰窗 ! 门窗上的尖形眉饰都具有明显的哥特建筑特征 , 但门窗又为半圆拱圈 "

5 卜海百年建筑史(1840一1949) 6 , 伍泪一著 , 同济大学出版社 , 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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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i: .资平而和立向洪图 3.16 ;羊了圣

图 3.17 约 186 9 年叼一的 卜海洋汪扳照片

新教第一座落成的 币要教堂是英国圣公会的圣二 / 徽 川 ()l y T们nity

(.l 1llrCh ) , 在第一座圣_几一堂拆除后 , 邀清了英国著名的教堂建筑JIIj 设111新堂 "

1866 年 5 月 竺4 日举行奠基典礼 , > 86 0 年建成教堂主体部分 , 18洲 年在教堂左

侧增建 一座方形平而尖锥形屋顶钟塔 共耗白银 丁万两 " 整个教堂坐西朝东

因个JlJ 清水红砖砌筑 , 俗称红礼拜堂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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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圣 :一教堂平山!和恢义模型

整座教堂的风格是罗马风与哥特风格的混合 " 平面为拉丁十字式 , 室外还

有边廊 " 立而上将哥特式钟塔独立出去处理 , 符合罗马风教堂的形制 , 而不是

像哥特式教堂置于立而的两翼 , 并采用连续的柱券组成立而 " 教堂的局部设计

同样显露出折衷倾向 " 绝大部分券采用尖券 , 但入口门)郎为半圆券 " 室内没有

采用哥特教堂中常见的束柱 , 而是单根矮柱 , 并明显带有柱帽 , 柱帽上支撑连

续尖券拱廊 , 而不是像束柱一通到顶 " 六分肋骨拱由墙上发出 , 这是英国哥特

教堂中的常用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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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以塔楼临九江路 , 这使得人们从九江路的远处便可以看到 " 不仅如此 ,

就连入外滩码头的船只也可望见一片-平庸的外滩外廊式建筑中高耸的哥特式钟

塔 " (图 3.19 )

图 3.19 )t) !圣三一教堂塔 工_所见的土海外滩 , 纸土水彩lTl]l

圣三 一堂是供英国安立 甘会的侨民礼拜 , 而一}卜英国安立lr会的外国侨民则

在新教的另一座重要的教堂内礼拜 , 即是新天安堂 丈Uni 1)n ch !lrc h) " 该堂 1吕82

年建成 , 由英国建筑师道达尔 (W .M.!2 ow da ll ) 设计 " 新天安堂位于靠近外滩的

苏州边 , _旱现哥特复兴式样 , 沿苏州河的立面上钟塔位于正中 , 两组双坡的体

量纵横相交 " 高高的钟塔似乎成为了苏州河上往来船只进入黄浦江的灯塔 "

图 3.20 苏州河边的新大安堂

最初建成的这些教堂大部分是为外侨服务的 , 比如洋径洪天主堂是为法租

界内的法籍天主教徒服务的 , 而圣三一堂是为英美侨民服务的C / 19 世纪 60 年

代之后 , 仁海社区已经逐步分化两大社区 , 西人社区和华人社区C 华人社区中

的公共活动场所 , 人都为公馆 ! 公所 ! 茶馆 ! 戏院 ! 妓院等 , 范围不大: 西人

社区中的公共活动场所 , 则主要是总会 ! 旅馆 ! 跑一马厅等 , 但足 , 教会及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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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 也!司时是在分0 外侨的重要公共活动场所c 对 于这些在护外侨而石 , 教会及

其组织 , 构成了他们社会生活的重要侧!雨 " 0 -

这些西万的教堂所带来的与中国传统建筑完全不同的景象 , 正如 日钊所展

小的那样 , 教堂 一点点改变着上海城巾的格局以及人仃J对城市空间中 ,心的认知

原来城墙和城门是对整个城市空问方向足位的主要地标 , 力比上傍;吻{]j 建的狭窄

的道路和紧凑的小尺度的建筑 , 整个城币是一种 -1勺而式的水平向发展 而 -l.l 一

个个带有小) ! -场和高耸尖塔的教暇全出J一见在城市中 , 这 - J县城内 ,扫国传统城llj 的

景象气{现出有趣的对比 " 毛!我们从两张图来阅读与时的教堂和城市间的关系

从这张历史照片 (图 3.20) , 户可以看见远处依稀l丁见洋注洪天主 -;拉高耸的钟塔 ,

初期教堂的建成士J一破了旧城肌理 , 以一种绝对强势的视 -觉语 言}}{现 , 炸在很民

一段时问里占据着城币制高尹点 " 教堂改变着人们对空l.l 8l方向定位的认知 , )J艾为

了这座城市新的地标 "

图 3.21 生片每县一城 , 照片摄 J一}9 11}.纪

这张是 18韶 年的 L海租界图(图 3.咒) , 除了标出 仁要的位片名称 , 特别在

教堂居屋 1:绘以 卜字加以标示 " 有下角岌租界部分里有 一教堂 , 图伪口 8 的位置

是法利1界 , 突出的标出了当时第 一代的圣 :一堂 , 而了丁趣自勺是旧城内分布的教

堂数量似乎比租界还多 " 丛然不知道地图的绘制者是谁 , 们可以帮助我们}.) !一

个侧而看出这些人大小小的教堂在城 , lJ. 空问中的l卫要性 , 这是 上:海城币西化的

-个起点 "

护海派 华杆教 0 及共!万程 ) 欧 儿华仃教在近代 }几海的钊_会化卜!}题势 李回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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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185 3 年上海租界图 , 带十字的小房屋为教堂

3.2 现代都市文明之滥筋

基督教入沪后建造了许多的教堂 , 逐渐从城市格局和空间上西化着这个城

" 不仅如此 基督教还带来了许多现代都市文明以及相应的建筑类型 , 完善

3.市

着城市功能 "

1. 近代学校

上海的旧学经历了从镇学 ! 县学 ! 府学到书院 ! 学塾的发展过程 , 这些旧

学一般以四书 ! 五经 ! 5 孝经 6 ! 5 小学 6 为教学内容 , 明清时学生均修八股 , 应

科举 " 上海地区约建有46 所书院 , 校舍均为中国传统院舍的模式 , 例如敬一堂

清朝被没收后 , 曾改为 / 申江书院 0 "

开埠后 , 基督教带来了近代教育的模式 , 新学逐渐代替了旧学 " 教会学校

的设置从幼儿园 ! 小学到高等院校都设置齐全 " 清道光二十九年 (1849 年) , 天

主教耶稣会创办教会学校圣依纳爵公学 , 即后来的徐汇公学; 咸丰一}一年 (1860

年), 新教长老会创办清心男塾; 光绪五年 (1879 年), 圣约翰书院创办 , 光绪

二十二年设大学部 , 成为上海第一所高等院校 "

不仅如此 基督教会还开创了女子学校 , 使得女性和男性得到同等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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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 " 道光三十年 (1850 年) , 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裨治文之妻格 狡德(EI12:

Gillette)在西门白云观 (今方斜路)创办裨文女塾(Bridgm " >1 SClao ol) , 后改为

裨文女子中学 , 为外国人在上海设立的第一所女子学校 " 随后 , 还陆续开办了

文纪女校 (1851 年 , 圣公会) ! }羽德女中 (1853 年 , 天主教会) ! 徐汇女 -一扫(1867

年 , 天 胜教会) ! 中西女塾 - 1890 年 , 监理会) ! 善导女中 (1894 年 , 拯亡会)

等等 " / 教会学校举办女子教育 , 在十九世纪下叶对中国重男轻女的封建教育是

一个冲击 , 它突破了中国女界的禁锢 , 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风气 " 0 .

图 3.23 刚成立时的清心 书院

最初的一些教会学校收取华人中的贫穷子弟 , 供衣食住宿 , 从小学一年级

起到读完中学 " 因此最初的教会学校建筑会比较简单 , 经过逐渐的发展并通过

}习外信徒的捐款 , 学校的校舍和校园建造起来 " 新式学校的校园建筑的功能按

照学生教学科目和活动分为多种类型 , 例如圣约翰大学设有科学馆 ! 活动室 ,

J笋校巢还会设藏书楼或图书馆 "

教会学校的校园的特点即有礼拜堂或礼拜场所 " 一些学校起初创办于教堂

内 , 如类思小学创办于洋径洪天主堂 , 后在教堂边建独 立学校建筑; 另一些是

先创办学校 , 在校内设礼拜场所 , 然后再建造独立的教堂建筑 , 如清心学校与

清心堂 " 校园内独立的教堂建筑 , 影响着校园的空间格局 "

从建筑风格上来说 , 教会学校建筑风格非常多样 " 清心学校的旱期校舍早

现的是外J巨I二式样 , 维多利亚 (Vietorian ) 初期 / ITAL工ANATE /式的建筑 , 低缓

四坡项 , 宽长的屋檐下均等排列装饰托座 , 殖民地式带木 百叶护窗的窗户 , 但

转角隅石是法国式的 (图 3.12) " 徐汇公赞的这栋建筑 (图 3.24 ) 则是受到意

, 5 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 来华新教 -li. 教士评传 6 . 顾长声著, 卜海 }州川{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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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文艺复兴建筑的影响 , 强调立面构图的水平线条 , 采用古典柱式 , 有重复

使用的三角形或弧形山花式窗嵋 , 局部又带有巴洛克式卷涡装饰 " 圣约翰大学

的校园建筑是特别采用了中国传统建筑元素 , 体现出中西文化的早期融合 "

图3.24 > 902 年的清心学校校舍 (左) 和圣依纳爵公学校舍 (右)

2. 现代医疗与护理机构

/ 凡是有宣教士的足迹 , 就有西式诊所和医院 " 川医疗事业一直是基督教宣

教事业之一 , 基督教为上海带来了现代医疗与护理系统 , 包括现代医院 ! 诊所 !

红十字会 ! 救济院与收容所 "

1843 年 12 月 , 雄魏林在县城南门附近租用了一座房屋办起了医院 , 开始向

周围居民送医给药并宣教 " 这家医院即是仁济医院的前身 " 同治四年 (1864 年)

法 国天主教会在外滩高尔朋路 (今汉 口路 ) 的一座大楼内创办了公济医院

(Gener:1 Hosp ita l), 刚开始时规模很小 , 光绪止年 , 该院迁至苏州河北岸新

建的院舍 " 基督教会又在上海开设了同仁医院 ! 西门妇孺医院 ! 伯特利医院等 ,

天主教会开设了广慈医院 ! 圣心医院等 , 到 19 10 年共计达 14 家 "

上海开埠前没有西医 , 社会的医疗空间是由私人运作的 " 中医郎中以个体

为单位独立而分散执业 , 以游走或坐堂等方式行医 " / 家庭 0 是原始的医疗单位

和护理空间 , 医生对病人的诊治 ! 把脉 ! 开方以及病人家属照方抓药 ! 全程护

理等过程皆在家中完成 " 而教会带入的西方近代医院是一个完备的现代意义的

医疗场所 , 它包括候诊室 ! 门诊室 ! 住院部 ! 隔离病房 ! 手术室 ! 药房等布局 ,

还配各一定的医护人员和医疗仪器 " 病人需要到一个极为陌生的 / 公共空间 0

中进行专门化的检视 , 对于中国人来说 , 把亲人托付给陌生人照顾这种绝情的

5 中外医学又化交流史一一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 6 , 马伯她等 , 文汇出版社 , P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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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一丈是不可想象的 " 教会医院对病人处处体现基仔教倡导的 / 博爱 0 精神 , )一日

本献和仁爱创造的富有人文关J环的医病关系使中医体系相形则 出 " .逐渐地 , 规

模化 ! 专业化的综合性西医医院成为实施医疗的主体 , 原来的中医退为一种从

属的医疗方法 " 教会医院以全新的建筑类型和城市公共空间出现在城l1]- 中 "

图 3.25 19 世纪末_卜海苏州;可照片 , 右册高起的为公济医院

教会医院建筑在 十九世纪并没有太大的发展 , 8 :要的建筑均是在 艺O 肚纪建

成的c } 要建成的是人主教的公济医院 ,栋 5 层楼房 " 公济医院 J几光绪 几年(18下丁

年) 迁至北苏州路建造新舍 , 1882 年建造了这栋 5 层楼房 (图 3.断 ) " 这栋建

筑物的设计师不详 , 属 8 几外廊式样 , , 1, 间与两侧都突}松 1况0 年了I:其 l)9 侧加建

了病居大楼 , 将原楼房西侧的突出体量直接一与新楼相接 , 并成为新楼的 一部分

(图 吐.22 )

3. 公共文化事业

同治七年 (1868 年), 大主教耶稣会韩伯禄司铎 (P " ro Ileode ) 创办自然历

史博物院 , 同治十二年 (1盯3) 建馆 , 是为 1二海博物馆之始 " 光绪 一卜 :年 1 18听

年 ) 耶稣会又建徐家汇藏 伟楼一J几耳卜稣会住院大楼东首 , 为两层西式书库 , 为 仁

海地区最 lfi 的图 }弓馆 " 清末的格致书院藏书楼更是成为第 一个向华人开放的图

}弓馆C

1断1 年 , 亚洲文会 (I一21)rary 1)f the North Ch i}" a Br ! !11ch R()ya l A ! i " ! ic

妇晰1工_石!渐 . " 中旧近代医行 jJ - }_制度的肇始 6 , 郝先中. 5 毕匀师范) !学学报 6 2()( 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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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 " ty) 会所建成 , 内有博物馆 ! 藏书楼 , 和一个东方学研究中J已!和图书馆 "

图书馆是上海最早的专业图一书馆 , 又称洋文图书馆 , 读者大都是在沪华侨 " 而

内设的博物馆亦称 / 上海 自然历史博物院 0 , 白天开放供人参观 , / 观者每口早

九时起至下午 二时至 , 任人入览 , 不取游资 , 所置物品 , 均有玻璃罩 , 观者不

得擅动 0 . , 也因此今天的虎丘路在当年被称为博物院路 "

这些而向社会的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出现 , 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们的

私人藏书 , 因为士大夫们的藏书是私人所有 , 旁人不得借阅 , 更不而向社会 "

教会作为先行者 , 开设了公共的图 伟馆和博物馆 "

图 3.26 1871 年建成的亚洲文会旧楼 (左) 和徐家汇藏 }5楼现状 (石)

早期的公共建筑都t匕较简陋 , 并且规模很小 , 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收藏量都

很有限 " 这时期建成的仍现存的是徐家汇藏书楼}日楼 , 18盯 年建 , 典 .(口的殖民

地外廊式建筑 , 两层 , 双坡顶 " 建筑内部完全按照欧洲占代图书馆形式布局 ,

全部木装修 , 书架到顶 , 在 比架中部有一圈走廊 , 便于上部取 书 " 进入20 世纪

后 , 教会的公共文化建筑有很大的发展 , 徐家汇自然史博物院于l洲 1 年迁至震

旦大学内新建的震旦博物院内; 亚洲文会的新楼也于19:32 年建成; 徐家汇藏 1弓

楼于 20 世纪 30 年代加建 了新楼 "

4. 出版业和报刊业

基督教还参与兴办了沪上最早的出版业和报刊业 , 成为了近代 仁海的一大

文化产业 " 道光二十三年 (1843 年) , 伦敦会在县城东门外创立了中国具有近代

印刷设备的第一家书馆 ) 墨海书馆(London 姐S ! 1Onary Soc ie ty Pre ! S) " 长

老会一于咸丰十年(186 0 年)将原设于了波的美华书馆迁至上海 "光绪十 二年(1887

滚近代 卜海城 门J发展 与城 llJ 综合之争力 6 , 张忠L泛卜编 , 卜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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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宣教士韦廉臣创办) !一学会 (Ch:i ! tia ,: L it " rature s()C iety 士!or el:i, :a ) ,

这是一所以西方宣教士为主创办的宗教性出版机构 , 是外侨在中国创办的规模

最大I寸勺出版机构 "该会出版 5 万国公报 6 (A Revi " w " f.飞11e TimeS , 或chine ! e GI川2 "

M昭[lz 1ne) , 同时还大量出版介绍西方宗教 ! 政治 ! 历史 ! 教育及自然方面的著

作 , 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及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厂-

学会的部分骨干后来参与创办了商务印书馆 " 天 主教的徐家汇_上山湾印书馆最

旱把石印 ! 坷罗版印刷 ! 照相铜梓版设备引入了中国印刷机构 , 在当时的影响

很大 " _}二山湾印书馆曾出版报纸 ! 圣经 ! 圣像 ! 教义论著和教会学校使用的教

科书及为中国人学习拉 厂文 ! 英文 ! 法文的课本 ! 文法 8弓和字典等书籍 "

图 3.27 徐家汇十山湾现状照片

报刊方而 , 1868 年宣教一}林乐知为 5 万国公报 6 主笔 , 每月发行 , 影响渐

大 " 另 一份较有影响的是[IJ 宣教 8 :傅 长雅 (L!()h n Fryor ) 编辑的中文 5 上海新

报 6 , 5 _仁海新报 6 是 1861 年由英商字林洋行创办的中文报纸 , 与英文 5 北华

捷报 6 为姐妹报 , 首任编辑为关国宣教士华美德 "

5 益闻录 6 是 匕每天_i几教办的最旱的报纸 , 光绪五年 几月 几十四口 (18为

年 3 月 16 !8 ) 正式发刊 , 创办人兼主笔是耶稣会中国神父李问渔 , 初为半月刊 ,

宗旨在传布教义 , 并注重介绍西学 , 包括天文 , 地理 , 算学等近代科学 , 兼报

道时事新闻评论 , 此外 , 该报载有徐家汇天文台气象报告和钱洋行情 , 商业广

告 , 是一张而向社会的报纸 , 为了便 J二读者阅读 , 采用耀点标明句读的方法 ,

又在首版辟有目录 " }之后 , 天主教还创办了 5 圣心报 6 ! 5 圣教杂志 6 等 "

19 世纪的教会出版业和报刊业均没有建成的专门建筑物 , 大部分在简陋的

建筑中办公 "

5 历 史 卜的徐家汇 6 卜海 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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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中西文化的最初磨合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一直都面临着与中国文化的融合问题 " 早在明朝天主

教在中国宣教期间 , 利玛窦以其 / 身穿儒服 0 / 读儒家文献 0 , 研究中国的传统

文化和习俗 , 极力揉合中国的儒家学说 , 进行他的 / 合儒 0 ! / 补儒 0 , 最后是 / 超

儒 0 的工作 , .利玛窦的这种宣教策略被称为 / 利玛窦规矩 0 " 2

开埠后来到上海的基督教宣教士们同样在思考如何使基督教更亲近中国

人 , 使中国人乐意接受基督教 " 因为他们都意识到直接的灌输式的宣教方式对

中国这个世俗社会根本没有太大效用 , 因此教会采取一系列的宣教策略来开展

事业 , 比如选取接近华人的地方开办免费的教会学校和医院来等等 " 同时宣教

士们也意识到自身需要一些改变来改善华人对外侨的印象 "

例如圣公会的宣教士 卜舫济 (F. L. HawkS Pott) 刚抵达上海 , / 为了尽快

学习当地语言和习俗 , 克服中国人仇洋的偏见 , 卜舫济与本国人断绝交往 , 独

自一人跑到上海附近的嘉定 , 住进当地人家 , 完全 -与中国人打成一片 0 . " :不

仅如此 , 他还不顾当时差会反对宣教士和当地华人结婚的政策 , 与圣公会老牧

师黄光彩的女儿黄素娥结秦晋之好 " 不仅如此 , 卜舫济认为要迅速基督化中国 ,

首要的任务是尽力以基督信仰影响中国的高层知识分子 , 成立教会学校 / 训练

未来的领袖和司令 , 他们在将来要对本国同胞施加最巨大和最有力的影响 0 - "

1886 年 , 卜舫济任圣约翰书院校长 , 更强调了 / 国学和国学传统传授方式的重

要性 0 "

教会也试着通过教堂和一些教会建筑上的中国化 , 以亲近华人 " 徐家汇的

圣依纳爵老堂内装饰着中国宫灯 " 月同样由神父范佐廷设计的董家渡天主堂在入

口处挂上了中国传统的楹联 , 室内墙面高处是以中国的莲 ! 鹤 ! 葫芦 ! 宝剑 !

双钱等为内容的精美浮雕 " 这些对于中国传统元素在建筑中的应用虽然只是手

法主义的设计 , 但已是中西文化在建筑上融合的些许尝试 " 而教会建筑上有案

可查的最早的中西合璧建筑当数圣约翰书院的怀施堂 " 这是在 卜舫济上任圣约

翰校长之后所建的第一座校舍 , 之前圣约翰于 1884 年建成了校内的礼拜堂 "

5 卜}. 国近代 .}.西建筑文化交融史 6 , 杨秉德 , -}.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P1 32
(.. 海派基督教 0 及其历程 ) 欧美摹督教在近代上海的社会化问题 6 , 李向平

5 中J阅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 6 , 杨秉德 , 中旧建筑 I一业出版社 , p264

5 日.国近代 , , .西建筑文化文融史6 , 杨秉德 , .},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p263
5 上海宗教志 6 , 卜海社科院出版社 , 200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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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8 青年时代的 卜舫济 穿毕服 ! 留长辫的 卜舫济

卜舫济 [任后 , 将他所推崇的与中国的融合也反映到了新校舍建筑中 " 1894

年 , 圣约翰 书院开工兴建新校舍 , 新校舍建造在己拆除的老四合院之上 , !书原

隅石奠基 , 以示新旧继续不绝之意 " 校舍共耗资 2.6 万美元 (折合自银 318从

两), 历时一年多修建完成 " 1895 年 2 月 19 日举行落成典礼 " 在典礼上 , 为纪

念约大创始人施勒楚斯基 (5.工.J.5Chere5chewsky ) 正式取名 / 怀施堂 0 "

怀施堂由通和洋行设计 , 该楼的建筑图纸 , 在美国绘就 , 保存着中国四合

院式的建筑特点 , 当时屋顶四角皆为曲线形 (于 1959 年大修时改为直线形) "

基地而积 3242 平方米 , 建筑而积 506 1 平方米 " 平而布局旱I一丁字型围合布置 (图

3.3()) , 两进院落 " 怀施堂的底层设有教室 ! 食堂 ! 厨房等 , 上层则全部作为学

生和单身老少ilj 的宿舍 , 计 8下个房间 (现为61 个房问) "

这座中西合璧的校舍建筑与圣约翰大学相当I百化的教学环境形成 了有趣的

对比 " 两层砖木结构建筑 , 红色清水砖墙 , 屋顶铺中国传统的蝴蝶瓦 " 怀施堂

建筑立而构成仍维持着西方建筑模式 , 两侧是横向展开的两层教学楼 , 中部是

高耸的钟楼 . " 教学楼部分是连续的西式圆拱外廊 , 钟楼入口处亦作半圆拱券门

洞 " 而两侧教学楼屋顶 , 采用的是单檐歇山顶 , 钟楼是重檐四角攒尖顶 (现在

只有单檐) , 模仿江南传统建筑 , 四角高高翘起 , 但屋顶与墙身是直接相接 , 并

没有任何的过渡和处理 , 显得十分生硬 " 钟楼与怀施堂高度比为 2 :3 (现在是

1: 1), 钟楼上一层屋顶顶上为观星台 "

, 原图设计是塔楼 , 后采纳了约) ! 平口尹系卞仟顾斐德教授提议 , 改为钟楼 ( 人钊, 由关国 马塞诸塞州波 上顿

E H O 认人R D 联 合公司铸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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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9 圣约翰大学怀施堂

牛

! ! ! !一尸,/ \一丫8

\介-哥, . ,
1一飞-一卜一

/ 尸c

,尸护卜-价丫\ !

一~拼过~__户
图3.30 怀施堂在今华东政法学院内总平面 (声I一)和怀施堂钟楼 (右)

圣约翰书院在十九世纪末建造的建筑还有科学馆 , 又名格致室 , 1899 年建

成 " 三层的体量之上仍然加以中国式屋顶 , 四角翘起 " 由此可见 , 学院希望新

校舍 / 务将中国房屋之特质保存 0 , 他们意识中的特质就是 / 屋顶之四角 , 皆作

曲线形 0 " 此后这种认知也体现在圣约翰校园的其他建筑当中 " 圣约翰大学在 20

世纪建造的思孟堂 ! 思颜堂等等 , 建筑的屋顶统统类似设计成中国式的四角高

高翘起 , 整个圣约翰被建造成一座中国式的大学校园 " (图 4.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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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3 1 圣约翰人学科学馆

图 3.32 怀施堂与科学馆

然而这种对 / 中国式 0 建筑的理解相当浅薄 , }不施堂土的屋顶出檐很浅 ,

翘角却很突出 , 屋顶与墙身问也没有通过斗拱支撑和过渡 , 而是直接撞在 一起 "

两侧教学楼与钟楼相接部分的屋顶衔接也没有任何处理 " 怀施堂和科学馆除去

屋顶不看 , 就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外廊式样的建筑 "

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之后会产生两个后果 , 或排拒 , 或融合 " 尽管设计怀施

堂的过程中 , 对中国传统特质建筑的理解生硬 , 中西建筑元素融合地较稚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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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建筑的立面体量仍然采用西式建筑的构成模式 , 但是它是第一个上海教会

建筑中实现中西合璧的建筑 , 也是上海近代城市建筑中最早中西文化融合的例

子 " 教会为实现传播福音而采用的策略 , 无意识的带领了中西文化在建筑上的

磨合及相融 "

小结:

从 19 世纪教会初期的建造活动和建筑的特征可以看到:

1. 教会建筑选址分为两类 , 一类是多设在县城内或是县城附近 , 以接近本

地华人传播基督教 " 一类是设在侨民活动的区域 , 服务外侨为主 , 并逐渐成为

侨民的社区中心 "

2.早期的教会建筑与非宗教建筑相比, 显现出教会的传播精神与永久融合 ,

因此无论从建筑的正统性或是建造质量上都更称得上是建筑 "

3. 面向华人的教会建筑逐渐体现出中国化的倾向 , 无论是从手法主义的装

饰或是模仿建造中国式的建筑 , 都是中西文化的磨合的最早尝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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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教会建筑的盛期发展 (1900一1949)

4.1 教会建筑盛期发展的基础

4.1.1 城市与建筑业的发展

进入 20 世纪后 , 上海的租界进一步的扩大 "

法租界于 1899 年至 1900 年间进行了第二次扩展后 , 在 1914 年进行了最后

一次扩展 , 前后一共三次扩展 , 最终把界址定为东起糜鹿路 (方洪西路); 蓝维

蔼路 (西藏南路) 各半至斜桥; 静安寺以西至沪西兆丰公园一带: 南至斜桥徐

家汇路沿至徐家汇桥 (肇家淇路): 北至虹口一带 , llyJ 北铁路沿线以南 , 苏州河

以北的地区 "

19 15 年 , 上海公共租界范围公布: (1) 北自沪宁铁路 , 东自公共租界 , 西与

南自苏州河间之区域; (2) 在沪宁铁路肇径淇及目下租界界线间之区域; (3)

北 自苏州河 , 东自公共租界 , 南徐家汇路及虹桥路及其在计划中接连沪宁 ! 沪

杭两路支线间之区域 " .

到 19 14 年租界面积已达 32 .82 平方公里 (其中公共租界 22 .6 平方公里 ,

法租界 10 .22 平方公里), :为原县城面积的 16 倍多 "

191 4 年 , 上海旧城城墙拆除了 , 这意味着旧城与各自独立发展的两人租界

间的联结和整合 " 从 1897 年开始 , 南市马路工程局先后修筑了外马路 ! 内马路 !

陆家洪路 ! 肇周路 ! 方斜路等道路; 1914 年 , 南市马路工程局修筑了环城的民

国路 (今中华路和人民路); 19 12 年至 1927 年 , 老城区共兴建了 30 余条道路 "

华界终于突破了城墙的约束 , 加上华界周边道路的修筑 , 老城厢和南市得

到了改造和发展 , 东边与码头相连 , 西边道路与租界衔接 , 街市越来越兴旺 "

除此之外 , 闸北 ! 浦东和江湾几个区都在不断的发展 " 20 年代之后 , 市区己包

括公共租界 , 法租界以及华界南市 , 闸北 , 浦东 , 江湾等几个区了 "

据统计 , 在 1920 年 , 上海有马路 370 余条 , 里 ! 坊约 2130 余处 , 学校约

5 1几海租界志 # 人事记 6 , {海社科院出版社 , 2001 年版
5 近代 卜海城}1J特石}分析 6 , 5 第四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集 6 , 张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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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余所 , 会馆约四五十所 , 旅馆 300 余家 , 银行 ! 钱庄约 230 余家 , 医院 60

余所 , 工厂 500 余家 , 影戏院30 余家 " .近代上海城市的格局己基本形成C 此后 ,

上海城市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 "

与此相一致 , 上海的建筑业也得到迅速的发展 , 大量的旧建筑拆除翻新 ,

大量的新建筑被建造起来 , 外滩经过大规模的改建形成了如今的城市形象; 城

市中各类新的建筑类型都快速发展 , 并且在风格上逐渐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运

动的影响; 建筑技术也越来越进步 , 新技术得到了普遍的运用 , 并向现代化过

渡; 城市房地产业 口渐发达 " 各类建筑的建造活动都进入一个活跃规范的阶段

中 , 代表上海城市形象的大量标志性建筑建造起来 , 形成了上海近代城市风貌 "

上海城市中心区域的扩展和发展 ! 以及上海建筑业的大量建造和迅速发展

为教会事业的开展和教会建筑的建造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 , 基督教的各

差会开始向城市扩展后的新地区开展工作 , 并在 20 世纪建造了一大批各等规模 !

各种类型的建筑 "

图4.1 上海租界扩张图

5 卜海近代建筑风格 6 , 郑时龄著 , 卜海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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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基督教的推行与抵制

从 20 世纪初至民国 26 年 (1937 年) 抗日战争爆发这段时间 , 基督教在中

国的礼遇经历了两个天壤之别的阶段 " 1900一1920 年 , 由于革命运动 ! 民国成

立和新文化运动 , 基督教经历了备受推崇的时期; 1922 年一1937 年 , 则爆发了

大规模的非基督教运动 "

1900 年的义和团事件对清朝政府带来的影响结果就是西化改革 " 190 1 年 ,

清政府开始政绩改革 , 其中包括 1903 年和 1905 年的两次教育改革方案 , 废除

沿用了千年的科举考试 , 改办新式学堂 " 于是新式学堂成了求取知识及社会晋

升的重要媒介和阶梯 , 教会学校作为中国最早设立的新式学堂 , 遂大受欢迎 "

而随着中国人对清政府和袁世凯政府的失望 , / 新文化运动 0 爆发 , 中国的

知识分子和青年人开始对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 饥渴地要从西方引入各

种思想和学说 , 以寻找救国的途径 " 传统文化被挪去之后 , 就需要别种文化来

填补 , 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即意味着全盘西化 " 这股文化潮流遂大大推动了

基督教的传播 " 基督教被国人视为救国的一条出路 " 如果说 , 19 世纪时 , 基督

教曾因是 / 洋教 0 受到排斥和拒绝 , 那么 20 世纪头 20 年的基督教却因被视为

/ 洋教 0 ! 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而受到欢迎 " -

然而 , 刚开始得到推崇的基督教 , 又突然坠入另一种境遇 " 五四运动后 ,

无神思想开始广泛传播 , 所有一切的宗教都遭到批评 , 特别针对基督教 " 如果

说十九世纪的中国人反对基督教 , 是因为与中国传统相违背的话 , 那么20 世纪

中国人的反教 , 却是因其与现代科学相冲突 " 七基督教被视为是反科学 ! 反理性 !

反知识的 "

此时 , 民族意识的觉醒给基督教社会又重新提出问题: 这个由欧美各国带

来的宗教 , 应该在中国自救的今天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基督教社会做出了 / 自

立 ! 本色 ! 合一 0 的回应 , 教会开始了自立本上化和合一运动 " 光绪二十九年

(19能年) , 虹口海宁路长老会牧师俞国祯提倡教会自立 , 成立了中国耶稣教自

立会全国总会 " 自此一批 / 脱离宗派 0 ! / 不属公会 0 的独立性本土教会形成了 "

本上教会规模不一 , 小的仅是一座教堂 , 大的可以发展成一个教派 , 可以遍及

数省甚至海外发展 , 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 "

5 福临 , !, 华 ) , 户国近代教会史 }一讲 6

5 描临中华) 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 6

梁家麟著 , 吞港天道书楼 , 第七章
梁家麟著 , 香港大道 书楼 ,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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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差会因受到非基督教运动的冲击 , 各教会组织纷纷进行了合一运动 "

19 12 年 , 安立甘宗的英国圣公会 ! 英国行教会 ! 美国圣公会 ! 加拿大圣公会 4

支差会决定将在华教会联合成为中华圣公会 " 1927 年 , 南 ! 北长老会 ! 公理会 !

伦敦会等联合成为中华基督教会 , 这个宗派拥有的教堂数目居上海各派之首,

共有 14 所总堂 , 乡村分堂 7所 " .1939 年卫理宗的美以美会 ! 监理会以及美普会

合并成卫理公会 , 于 1941 年 , 定名为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 " 除此以外还有信义

宗各教会成立了 / 中华信义会 0 " 至 1930 年 , 在沪的教会组织包括: 中华基督

教会 ! 中华圣公会 (安立甘宗) ! 中华浸会 ! 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 ! 中国耶稣教

自立会 ! 基督复临安息口会 ! 上海基督徒聚会处 ! 宣道会 ! 信义会 ! 伯特利教

会 ! 真耶稣教会 ! 内地会 ! 女公会等 " 卫

非基督教运动的另一个矛头就是指向传教教育 " 教会学校最初是作为宣教

工作的策略之一 , 非基督教运动质疑教育被利用 , 收回传教学校(MISSion SCho OI)

教育权 ! 禁止宗教教育成为教育界的共识 " 种种境况都使传教士认识到 , 在华

开 设宣教教育 的黄金时期 已成过去 " 传 教学校纷纷 改组 为基 督教学校

(Christian Sehool) , 渐渐发展为世俗化办学 " 3

20世纪前20 年基督教的盛行刺激了教会建筑特别是教会学校的建造;然而 ,

非基督教运动也并未带来教会建造活动的衰落 , 反而随着本土教会的兴起和教

会合一运动 , 教会建造力量的增强 , 刺激了教会的建造活动 , 特别是教堂建筑

的发展; 教会事业也在非基督教运动的影响下逐渐世俗化 , 体现到了教会建筑

的风格和对城市的影响上 "

4.2 教会建筑的建造活动

20 世纪欧美各国差会来华的资源大幅度增加 , 并且随着上海成为全国宣教

工作的中心 , 天主教和新教更多的差会进入上海开展宣教事业活动 "

天主教除耶稣会之外 , 慈幼会在上海兴办了最多的事业 , 到民国 37 年 (1948

年), 慈幼会一时成为除耶稣会之外在上海的第二个有会院 ! 修院 ! 学校 ! 教堂 !

出版等的修会 " 除此之外 , 较多修会来到上海只是参与教会事业的管理工作 "

, 1957 年统计数据 , 5 上海宗教志 6 ,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 200州日版

5 }几海宗教志 6 , 1几海社科院出版社. 2001 年版

5 福临中华) 中国近代教会史 }一讲 6 , 梁家麟著 , 香港天道 }弓楼 ,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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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20 世纪后进入上海的主要差会有: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 宣道会等 , 虽

然这些差会的影响力不如伦敦会 ! 圣公会等大型差会 , 但是它们也各自兴建了

独立的教堂和其他教会建筑 "

中国本土的基督徒也开始成立本土教会和团体 , 参与到宣教事业和教会建

筑的建造活动中来 , 其中最活跃的是民国 2 年 (1913 年) 成立的上海公教进行

会 (Cath " 11C ACtion ) " 公教进行会从成立至民国 21年 (1932 年) 间, 共设立

了80 多个宣讲所 , 在上海郊县各处建造教堂; 建立中小学校; 创立圣心医院 !

北桥普慈疗养院 ! 松江若瑟医院等医院 "

20 世纪主要来沪西方差会及新成立教会组织事业一览
成成立时间间 差会会 事业业 兴办时间间 地点点

11190000 J改道会会 守真堂 , 守真中小学学 190000 北四川路 1578 号号

11190333 中}阅耶稣教自立会会 永志堂堂 > 92666 江湾翔殷路路

11190444 安老会会 南市安老院院 190666 策家渡天 卜堂 ) 南市市

机机机机机机厂街 39 号号

11190555 信义会会 礼拜堂堂堂 南昌路 38 号号

1119 1333 公教进行会会 新普育堂堂 > 91333 普育西路 ! 普育东路之间间

圣圣圣圣心医院院 192444 宁国路 41 号号

普普普普慈疗养院院 193555 上海县北桥桥

济济济济灵救济院院 193666 闸北北

11191888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会 时兆报馆馆 190888 宁国路路

沪沪沪沪东老 .散散 190999 宁国路 486 弄 51 号号

沪沪沪沪北教会会 > 91666 武进路 !83 号号

上上上上海 lJ 生疗养院院 !92777 哈密路路

日日日日你卫生疗养院分院院 192999 武进路路

>> 92000 伯特利教会会 伯特利医院院 192000 西藏南路淮海路日日

伯伯伯伯特利护 卜产科学校校校 制造局路 169 号号

伯伯伯伯特利中学学学学

11192333 慈幼会会 心 教养院 , 中学学 192555 国货路路

斯斯斯斯 ,荀工艺学校 , 中学学 192777 杭州路路

济济济济灵救济院院 193888 杨树浦路22 19 号号

11192666 圣心院院 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院 193777 长乐路路

11192888 加利福尼亚省耶稣会会 金科中学学 192 >> 霞飞路 ) 胶州路路

11193 111 善牧会会 善牧院院 193333 衡 rl一路路

19 世纪的教会的建造活动主要集 , IJ在教堂 , 特别是侨民教堂的建造上 , 其

它大部分的教会建筑都较简陋 " 20 世纪更多差会的来沪和教会组织的兴起 , 刺

激了教会事业的开展 ! 信徒人数不断增加 , 也刺激了建造活动 , 教会筹款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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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更大规模的教会机构 , 各类型的教会建筑都有很大发展 " 1司时 , 各差会对

19 世纪已成立的教会机构进行更新的建造活动 " 因此 , 20 世纪教会的建造活动

大致可分为止类: 一是对初期建造的简陋建筑进行翻新改建 , 或在旧建筑邻近

扩建新建筑; 二是为一批早期成立却没有独立建筑的教会机构建造新建筑; 三

是建造新创办机构的教会建筑 "

4.2, 1 大规模的改建与扩建

教会为解决早期建成的旧建筑不敷使用的状况 , 针对旧建筑进行了大批的

更新改建 , 或在旧建筑邻近扩建新建筑 " 有的建筑甚至在不到 50 年的时间里就

翻建 J . 2 ! 3 次 " 并且 , 在这段时间改建和扩建完的一批教会建筑最后都成为了

近代城市标志性建筑的一部分 "

图 44 圣依纳爵新堂和老堂

圣依纳爵新堂是 20 世纪第一个教会建筑扩建的例 子 " 天 卞教耶稣会曾于

1851 年在建造了圣依纳爵堂 , 原是为会众和徐汇公学里的师生所共同使用的 "

19 世纪太 -卜天国运动后 , 小少外地信徒逃难来到徐家汇 , 有些定居 卜来 , 如青

浦县诸巷信徒 / 迁居徐家汇者 , 有 61 家 , 计 302 人 0 ; 而土山湾和圣母院两个

5 诸巷会记 6 , 沈宰熙 , 转引自 5 卜海宗教史 6 阮}一汗 ! 高振农 社编 , }一海人民出版社 , I,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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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儿院也成为徐家汇天主教的信徒 , 孤儿结婚后一般住在 / 土山湾教徒村 0 , 到

191 0 年 , 土山湾教徒村有 10 0 多户人家 " .这些天主教家庭不断的繁衍 , 徐家汇

天主堂的使用人数渐渐增长 , 老堂遂不敷使用 "

此时的徐家汇耶稣会会院己是天主教江南传教区的中心 " 因此耶稣会决定

在老堂附近新建一座大教堂 " 他们从徐光启后裔的儿户人家得到了一部分土地 ,

并加上另一位信徒的捐献 " 由于徐家汇天文台的改建工程 , 新堂拖至 1904 年才

开始造堂工程 , 19 10 年竣工 " 新堂位于老堂西南侧 50 米处 " (图 4.4)

新堂建成后可容纳 2500 余人同时礼拜 , 成为了上海最大的天主教堂 " 只可

容纳 200 余人的圣依纳爵老堂成为了徐汇公学的专用教堂 " 从照片上我们可以

看见左边的哥特式新堂与右边希腊式的老堂之间的规模的对比 "

除此之外 , 老北门第一浸会堂也将老堂 (图 3.6) 拆除进行了重建 , 重建后

浸会堂共四层 , 规模更大 , 教堂内还开办各类男子 ! 女子学校以及夜校 " 除了

教堂之外 , 教会还扩建了一批学校 ! 医院和文化机构 " 公济医院在老楼旁扩建

了病房大楼 (图 4.22 ); 仁济医院在 1930 年将老建筑全部拆除重建新的 7 层大

楼; 徐家汇天文台分别在 1901 年和 1919 年进行了翻新扩建; 亚洲文会 1932 年

将虎丘路上的旧楼拆除新建了新楼 " 诸多教会学校也纷纷扩建 , 清心中学 1923

年将校园扩建至陆家涣之南的上地 , 专为清心女中使用; 圣约翰大学也通过购

地扩大了校园而积 , 建造了更多 / 中国式 0 校舍 "

图4. 5 1913 年拆除重建后的第一浸会堂

教会建筑的扩建活动中 , 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1. 19 世纪教会将建造重点集中在教堂 , 虽然也兴建了早期的医院和学校及

其他一些文化公共建筑 , 但建筑样式和规模上都不如教堂 " 而 20 世纪虽然教堂

5 卜海宗教史 6 , 阮仁洋 ! 高振农卞编 , 卜海人民出版社 , P6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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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仍是教会建造活动的重l执, 但是教会学校和文化机构占了打 -建的 一大部分 ,

;卜目_建筑的样式和规模都比 19 世纪时有很大的突破

2. 教会建筑的设计不再只是交给教会的神职人员 , 幸民多有影响的著名建筑

师参与到教会建筑的设计中 " 圣依纳爵新堂的设计交给了道达洋行 (Do\\ dal l) ;

广学会新楼由邻达克 川udeC ) 设计; i青心学校的扩建由李锦沛设训一" 这批建筑

师对教会建筑风格有{民大的影响 , 教会建筑的样式逐渐走向多样性 "

3. 19 世纪时的改建只是将租赁的民房打通变成更大的空间 , 或是在老建筑

1:加建一层 , 以满足功能需要为前提 " 而 2() 世纪更多的是拆除重建 , 或是觅地

进行更大规模的兴建 " 建筑 也更追求建筑形式和艺术的完整性 , 建筑规模或是

建筑样式都不可同日而语 "

4.2.2 各类教会建筑的发展

1. 教堂建筑

新教西方差会的合一运动以及本上教会的兴起 , 大大刺激了教堂建筑的建

造活动 , 导致了20 世纪教堂建筑建造的迅速发展 , 一批规模不 , 形形色色的

教堂被建造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中 " 这段时期所建的教堂小仅在数址上超过 了_l二

世纪的 50 年 , 而 巨从质量和建筑艺术 上而言, 都是近代建筑的杰出作品 "

图 4.6 圣依纳爵新堂外观与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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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7 圣依纳爵教堂平面图

圣依纳爵新堂 (St . 工gn atius Cat hed ra l , 即徐家汇天主堂) 是天主教 20

世纪在上海城市中建造的纪念碑式的天主教堂 " 新堂 1904 年开始建造 , 由道达

洋行的英国建筑师道达尔 (w .M.Do wdal l) 设计 , 法国上海建筑公司 (Shan gh ai

Bu ild ing Co mP an y) 负责建造工程 , 19 10 年竣工 " 新堂位于旧堂的西南面 , 建

筑占地面积 2670 平方米 , 建筑面积为 6700 平方米 " 教堂连钟楼顶十字架高 56 .6

米 , 堂高 26.6 米 , 长 83.3 米 , 而宽 30 米 , 连同两翼宽44 米 , 可容纳 2500 余

人 " 建筑坐西朝东 , 平而呈拉丁十字式 " 这座教堂呈现出法国哥特式风格 , 外

墙以清水红砖砌筑 , 有大小玫瑰花窗六扇及尖券式窗户 60 多扇 , 入口为三座多

层尖券叠涩的透视门 , 分间处有石扶壁 " 室内侧廊两侧各布置 6 间小祈祷室 "

堂内挺立着金山石雕砌的束柱 64 根 , 束柱由 10 根小圆柱组成 " 中殿 ! 侧廊和

天花均以灰板条粉刷成四分尖券肋骨拱顶 , 拱顶下面由束柱支撑 " 堂内设正祭

台和小祭台共 19 座 " 大方砖铺地 , 中间走道用花瓷砖铺筑 " 圣依纳爵新堂建成

后 , 成为了上海最大的天主教堂 , 并在外滩汇丰银行大楼建成之前 , 一度被誉

为 / 上海第一建筑 0 "

新教的西方差会在20 世纪受合一运动影响 , 建造了一批大规模的教堂 , 如

监理会的景林堂 (1922 年 ) ! 长老会的清心堂 (1923 年 ) ! 圣公会的诸圣堂 (1925

年 ) ! 氏老会的鸿德堂 (1928 年) 和监理会的慕尔堂 (19 31 年 ) 等等 "

慕尔堂 (Moore Memoria l ChurCh ) 的前身是光绪十二年 (1887 年 ) 美国监

理会于云南路汉口路建成的监理会堂 , 20 世纪 20 年代末 , 监理会堂的信徒已逾

千人 , 原有堂址不敷使用 , 乃筹建新堂 , 得银 20 万两 , 请建筑师部达克 (Hu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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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 新堂 1927 年起兴建 , 落成于 1粥1 年 " 教堂包括大堂及钟楼 ! 四层楼附

屋等 , 中部大礼堂可容上千人 (正厅 506 人 , 楼座 :380 人 , 唱诗班 60 人 ) " 教

堂座东朝西 , 平而布局以礼堂为中心 , 四层楼的附屋和钟楼设于长方形平而的

四角 , 西南屋底层为妇女会堂 , 二层为女子教堂 , 三层是音乐室 , 东南屋一层

为儿童科 , 一几楼为女童军会所 , _二层足女子宿舍; 西一化楼一层为牧师办公室 ,

二层为青年科集会所 , 二层为女校 "

图 4.8 慕尔堂外观 . , -书内

_____工___

图 4.9 慕尔堂平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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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呈现哥特复兴风格 , 外墙以深褐色面砖饰面 , 大堂的方形柱子和楼座

的栏杆都用假石饰面 , 堂顶为水泥尖拱顶 " 乌日达克所设计的慕尔堂 与他之后作

品的简洁相比虽然仍属复古式样 , 但已开始有改变的趋势 " 慕尔堂强调体块的

组合 , 平面的布局并没有采用拉丁十一字或希腊十字平面 , 而更趋自由; 钟楼并

没有设计成尖顶 , 而是采用了平顶; 礼堂主体与钟塔的门窗洞为尖券 , 而附屋

部分的窗洞设计为方窗 , 西南附屋的临街而的开窗手法则显得相当摩登 " 慕尔

堂建成后 , 堂内开办了许多社会教育 ! 慈善 ! 医药 ! 救济 ! 体育等事业 , 服务

于城市中心 , 被誉为城市中的 / 社交会堂 0 "

图 4.10 1901 年的德国新描音教堂 (左 ) 与 1932 年的德国新州音教堂 (石

侨民教堂在这段时期也有所发展 " 1900 年至 190 1 年 , 德国外侨在黄浦路金

山路口建造了第 一所德国侨民教堂 ) 德国新福音教堂 , 由英国建筑师马矿司

(RObert Brads haw Mo orhe ad ) 设计 " 从历史照片上可见 , 教堂旱.哥特复兴风

格 , 单钟塔楼 , 门窗洞为尖券 " 后来又在教堂旁进行了增建工程 , 建造了德国

学校 (Kaiser W ilhelm Sehule ), 由德国建筑师倍高 (卜{einr ich Beck " r ) 设计

完成 , 学校的建筑风格同教堂一致 , 砖石墙体 , 带有某些 / 新哥特式 0 (入eog 1)thiC )

的细部 " .19 17 年一战爆发 , 中华民国对德宣战 , 在华的德国房产均被政府没收 "

建筑于 1932 年被拆除 "

第 二座德国新福音教堂是一战后重新回沪的德侨所建 , 座落于华山路中正

路口 (今华山路延安中路口), 19 31 年开始兴建 , 1932 年落成 , 由邹达克设计 "

5 卜海的德国建筑 6 , !德l托斯坦 # 华纳 , 丫第四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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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教堂今己不存 , 从历史照片上可以看出 , 教堂钟塔的处理手法十分简洁 ,

竖向简洁的线条体现出艺术装饰主义的特征 , 这是教堂建筑中很少见的例子 "

图4.11 女息堂外观和现状总平向

安息堂 (Catholic Country Ch " rch) 是哈密路天主教自!焉公墓内的教堂 ,

1925 年建成 , 同样由邹达克设计 , 建筑而积 239 平方米 "

教堂呈拜占庭式风格 , 圆形屋顶顶高 10 米 , 而覆铜制板材 , 墙体以_!二黄色

水泥砂浆粉刷 " 大堂四角有四根束柱 , 上撑帆拱及弯顶 " 堂东 , 1匕侧设钟楼 " 钟

楼与大堂均设计了尖券的窗洞 , 但教堂的很多处理都体现现代简洁的风格 "

一些小型的教会也建造了自己的教堂 , 但规模和影响力都 一般 , 如今在城

市中仍存留的也不多 " 其中主要有: 安臼旧 会一于民国 5 年 (1916 年 ) 靠信徒集

资购进武进路 一块空地 , 兴建 了在上海的第一所正式教堂 ) 沪北会堂; 宣道

会于 1917 年在北四川路 1578 写一建立的守真堂; )一东浸信会J二1931 年在新乡路

建的) .一东浸信会堂 , 由李锦沛设讨一"

么霸
图4.12 安息 日会武进路沪北教会 (左 ) 和宣道会四川北路守真堂 (右) (作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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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校建筑

19 世纪成立的学校大多附设于教堂或差会会院内 , 没有独立功能的学校建

筑 " 20 肚纪后 , 随着教会学校在社会地位的提高 , 求学报名人数多不胜数 , 学

校不再是免费接受贫民子弟的形象 , 而是成为贵族学校的代表 " 各地校舍均出

现不敷使用的现象 , 因此教会纷纷为学校开始一段长期的新建或扩建校舍的过

程 , 校园环境设施和规模也因此有很大的发展 "

中西女中 (Mc Ty " ire SchoOI , 又名墨梯女校) 原名中西女塾 , 系美国监理

会成立于光绪十七年 (1朋1 年), 原校舍建于西藏中路汉口路 (即慕尔堂士!卜) "

随着女中的风气渐开 , 负岌而来者逐年增加 , 到 了20 世纪 , 中西女中已成为沪

上上流社会的女性梦寐以求的镀金圣地 . , 学校人满为患 , 遂考虑迁址扩建 " 民

国 5年 (19 16 年 ) 学校购得忆定盘路 (今江苏路) 89 一亩的经家花园 , 内有一幢

四层西式楼房 , 后改建为校舍 " 191 7 年迁往新址 , 逐年添建新校舍 "

校园内的礼拜堂为海涵堂 , 建于 1922 年 , 设计者不详 " 建筑面积为 8114

平方米 , 位于大草坪的东北侧 , 建筑入口正对大草坪 " 平面旱工字型 , 内有食

堂 , 宿舍及 250 座的礼堂 " 建筑形式十分简洁 , 主入口门廊和一层柱廊的尖顶

体现了美国学院派风格 , 陡坡屋顶 , 屋面开设老虎窗 " 外墙面浅灰色水泥拉毛

粉刷 "

图 4.13 中西女中海涵 .;搜

5 卜海宗教史 6 # 阮} 洋 ! 高振农仁编 , 卜海人t引}}版社 , p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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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闷一一 园
三演百滋图 界i轰;止三澎尧

节咬一,异雀
一筑 爪卜杀飞燕 下斌 一令而 理}

图 4.14 海涵堂平向图

校内另一座主要建筑是景莲堂 , 建于 1935 年 , 由邹达克设计 " 建筑平而旱

T 字型 , 主入口朝南而对大草坪 " 四层砖混结构 , 建筑而积 4607 平方米 " 主入

口的一组三个彩色尖券玻璃花窗体现了美国学院派哥特复兴式风格 , 主体陡坡

屋而铺设机制瓦 , 南侧开有两侧四个 ! 中间三个老虎窗 , 北侧屋而开有两侧两

个 ! 中间三个老虎窗 " 两侧系止层平顶建筑 , 女儿墙呈城堡式 , 外墙而灰色水

泥拉毛粉刷 " 通过门厅可直接进入大礼堂 , 可容纳 100() 多人 , 礼堂两侧均为尖

券式彩色玻璃窗 "

图 4.15 中西女中景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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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 }}}
二层 互面卿 泣月层立滋毛

一层垂蔗图

可下飞终一!一
二层众立图

图4.16 中西女中景莲堂平面图

清心女中 (Mary Farl飞ha m SChO ")l) 前身属清心学院 于咸丰十一年 (1861 年)

所设的女学部 , 原在陆家洪北侧的清心书院内 " 20 世纪来学者与口俱增 , 校舍

不能满足教学需要 " 民国 10 年 (192 1 年 ), 女学部在陆家洪之南购得坟地 一大

片 , 开始兴建女校舍 , 校名也正式称清心女子中学 "

校园内共有 5 幢楼 , 主要建筑有: 同门厅 ! 景行厅 ! 庚午楼 ! 月善厅和庚巾

宿舍 " 庚午楼是由美籍建筑师李锦沛 (I,( )y Gu m Lee ) 设计 , 建成于 1娜 " 年 "

建筑中间体量.苛起 , 双坡屋顶 , 两侧较低为平屋顶 " 建筑共 二层 , 一 ! 一层走

廊两侧设各类办公室和教室 , 楼梯设于走廊两端; 叮去主体量内设两层通高的

集会厅 , 两侧设教室 "

图 4.17 1青心女中的庚午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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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9 庚午楼三层平面 (设计原图)

建筑的立而水平向划分为三段式 , 竖向也随体量的变化分为二段 " 中间段

运用了 4 根复古的柱式 , 顶部设计了希腊式三角形山花 , 而两侧体量的开窗则

显得现代简洁 , 立面装饰大大简化 " 另一栋建筑景行厅的资料甚少 , 建筑年代

与设计师不详 , 建筑位于校园西侧 " 从历史照片上来看 , 从立而的分段处理 ,

外墙局部饰而的斜向分格方式以及两侧窗户的处理 , 仍体现出西方复古样式 ,

但也己经简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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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 清心 女中的景行厅

美童公学是 一所外侨学校 , 成立 于18洲 年 , 原光校址在昆!l]路 卜" 19 17 年

起开始在法租界寻找新的校址 , 最终购下 J. 贝当路 (今衡山路) 的 1() 0 亩 仁地

毛要校舍建 于1922 年 , 19川 年落成 , 由美国建筑师墨菲 川.K.M " :phy ) 和戴纳

(Dan ! ! ) 设计 , 以美卜,刁威廉和玛利学院 (C(, 11eg " ! 1)z一willi:m & M::!y ) 的校舍

为原型设计 , 那是北美最旱期的文艺复兴建筑 " l关童公学校舍平而 ! ! L 形 , 清

水红砖墙 , 对称的立而 , 屋面开设排列整齐的双坡老虎窗 , 屋面正中突起 盔顶

塔楼 "

图 42 1 美章公学

3. 医院建筑

20 世纪基督教新成立了 9 所医院 , 其中) ! {一医院与同仁医院女子部合并)戊

为宏仁医院 , 圣心医院的铺锭科独立成为中比镭锭医院 , 部分医院开没了分院 ,

5 }_海 的美侨社团 义排建筑 6 , 称中}}J近代建筑俐}究与仙净 , 1 四 卜 钱 j呀濒 林维l狡 , p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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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上海城区共有教会医院 16 所 " 医院建筑的扩建和发展 , 呈现出多样的风格 "

上海市教会医院及团体私立医院情况调查表 - (教会医院部分)

医医院名称称 所在地地 创办年月月 国籍及教别别

广广慈医院院 瑞金二路 19 7 号号 1907 年年 法天土教会会

圣圣心医院院 宁国路 41 号号 1924 年年 法公教进行会会

安安当平民医院院 重庆南路兴业路口口 1882 年 10 月月 法天土教仁爱会总院院

仁仁海普慈疗养院院 卜海县北桥镇北一首首 1935年 6 月29 日日 法上海公教进行总会会

仁仁济医院院 山东中路 145 号号 1844 年年 仁济医院董事会 (英)))

宏宏仁医院院 北京西路 361 号号 1902 年年 宏仁医院董事会 (英)))

伯伯特利医院总院院 制造局路 639 号号 1920 年年 美伯特利教会会

伯伯特利分院院 复兴西路 21 号号 1938 年 5 月月 美伯特利教会会

西西门妇孺医院总院院 方斜路 419 号号 1884 年 6 月月 美女公会(基督教会)( 女女

公公公公公会 ! 卫理公会 ! 浸理会会

合合合合合办)))

西西门妇孺医院分院院 徐家汇路 85 0 号号 1884 年年 (美) 教会公立立

卜卜海同仁医院院 梵皇渡路 1561 号号 1867 年年 中华圣公会会

中中华麻疯疗养院院 大场区庙行路 l号号 1935 年年 中华麻疯协会会

内内地会医院院 新闸路 巧31号号号 基督教教

卜卜海卫生疗养院总院院 哈密路 1713 号号 1929 年 8 月 1 日日 基督教父临安息日会会

上上海卫生疗养院分院院 武进路 17 1 号号 1927 年年 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会

中中比镭锭医院院 淮海中路 1773 号号 1931 年年 法公教进行会会

早期的医院和其他大部分教会机构一样 , 改建住宅或办公等一般用途建筑

作为一些具有医疗功能的用房 " 20 世纪初至 30 年代 , 科教卫生建筑有较大发展 "

随着现代医院发展成为部门繁多 , 科室功能要求各不相同 , 也对现代医院建筑

的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 "

公济医院白1882 年增建 5 层楼房 , 以后逐年扩建 " 民国 9年 (1920 年 ) 建

成了病房大楼 " 照片 卜右侧的大楼是 1882 年所建的 , 左侧的是 1920 年所建的

病房大楼 " 1882 年所建的这栋建筑风格是外廊式样 , 而 1920 年这栋的风格己简

化了许多 , 立面水平向的阳台线条透露出些许现代的简洁 , 但两侧仍依稀可见

资料来源: 匕海档案馆 , 档案编号为b2 42 一卜238 , 1950 年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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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圆连续柱券 , 具有折衷的倾向 "

. 目爱妙嚼狱月呀心吧葬浦解御么; _ : 一 -

图 42 2 1920 年全部建成的公济医院

j . -慈医院 (法文名为 工. Ho p 1tal Sai nt e Mar ie )成立于光绪三十三年 (1907

年 ) , 占地 16 0 亩 " 这所医院也是天主教与法租界当局合办的医院 , 兼具教会医

院和租界医院的特性 " 该院的主要建筑 , 大部分建设费用从法租界公益慈善基

金中拨付 " 刚开办时 , 仅有四幢二层的建筑 , 其中两幢是病房 , 另一幢为修女

宿舍 , 一为职工宿舍 " 广慈医院的病房是分等级的 , 分头等 ! 二等和普通病房 "

1908 年建造了圣味增爵病房 , 可容纳 90 个穷人 " 1910 年医院还设立了一所为

法租界看守所犯人的小病房 " 1922 年 , 在法租界的资助下 , 造了两间女病房 ,

其中一间是妇产科; 1925 年 , 增建了一些附属用房 " 医院于 1926 年 ! 1928 年

和 1929 年进行了3 次扩建 " 1930 年建造了装有铁栅栏的犯人病房和隔离病房 "

19 :35 年建造了一幢 5层高的新圣味增爵病房 , 是在拆除老病房的原址上建造的 ,

同时还造了一所附属的小病房 " 1医院建成后 , 一度成为远东规模最大的医院 ,

同时也是震旦大学的实习医院 "

由于) .一慈医院的建造过程较 长, 因此医院内的建筑的风格与结构十分多样 "

1922 年建成的产科房为 2 层体量建筑物 , 立面为止段式设计 , 主入口位于建筑

物的正立而中心 , 建筑有半层在地下 , 室外入口楼梯通往一层楼而 " 行政楼的

屋顶设计很特别 , 坡屋顶上布置了两排老虎窗 , 第一排以中心轴线对称各布置 3

个双坡老虎窗 , 老虎窗窗沿以巴洛克手法装饰 , 在中间最大老虎窗的山墙上刻

有 / 广慈产科 0 的字样 " 第一二排较小 , 简单的双坡老虎窗 " 整座建筑物旱现与

5 卜海宗教史 6 , 阮仁i圣! 高振农卞编 , 卜海人民出版社 , P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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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病房不同的古典式 , 建筑物中心对私

构 " 院内最高的建筑物是 1935

病房大楼由贵安公司的莱纳特 !

:, 立面没有过多装饰 " 建筑为砖混结

长了O 米 , 立面十分简洁 ,

年建成的 5层的三等病房 , 位于医院的东北侧 "

弗萨雷和七;每克兽兹公司设计:, 平而旱 一字形 ,

利二于二病房的采光 ,

病房前面艺米进深的阳台强调出横向线条 ,

各层均为磨石子地少
大面积窗

建筑结构为钢筋混凝 结构 "

图 42 3 ]922 ;{ 建成的) ! 慈医院产不晰芍坷与 1930 年建成白勺隔离病居

图 4 24 193 5 年建成的) -一慈医院 一等病房

5 !一海震丝人学 ( l9() 3一19犯夕6 . 1 _无 8 乔恩 # W 一尹勃尼著. 郭太风译
海志鉴 1994 年第 j)_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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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5 5 上海市行号路图录 6 上) .一慈医院总平面

广慈医院内建筑布局呈分散式 , 由各个时期建造的 10 多幢不同风格的 2至

5 层楼房组成 , 属于医院布局中的分馆式 (Pav ilion st y le ), / 这种方式就是将

每一科安排在一栋平房里 , 然后用廊子把这些平房连接成一个整体 " 0 -与 1930

年的仁济医院 , 即将门诊 ! 治疗 ! 住院 ! 厨房等各种功能用房集中在一座大楼

内的集中式医院建筑是两个不1司的例子 "

仁济医院早期也是如广慈医院的分馆式结构 , 1873 年伦敦会的仁济医院曾

经过一次扩建 , 院方以年金 300 元租得医院旁一块伦敦会地皮 , 租期 25 年 , 但

自 19 01 年起完全归属医院 " 19 13 年的仁济医院照片上的这栋建筑 , 原是 19 世

纪所建的二层建筑 , 医院在 191 3 年时加建一层 , 以解当时人满为患的燃眉之急 "

之因此底层和二层窗洞为半圆券 , 而三层开的是方形窗洞 " 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出 ,

当时一的仁济医院已不止这一栋建筑 , 通过二层的廊子与院内的其他建筑相连通 "

, 5 旧满铁大连医院木馆建设过程及历史评价 6 , (日) 西泽泰彦 , 5 第八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

集 6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147 , 1998 .3

5 匕海示教史 6 , 阮仁洋 ! 高振农主编 , 匕海人民出版社 , p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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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6 19 13 年的仁济医院

1926 年 , 仁济医院接受了英商雷士德的遗产捐银 20 0 万两 , 以此为基金在

}日楼原址新建了7 层医院大楼 " 新医院大楼由雷士德生前创办的德和洋行设计 ,

1927 年开始兴建 , 1明2 年落成 " 医院大楼内容纳了所有的设施和科室 , 手术室

位于四楼 , 内墙全漆成淡绿色; 各科病房全部朝南 " 建筑外观 / 平屋顶 , 方窗

洞 , 儿乎没有任何装饰 , 完全是一幅现代派的而孔 0 . "

图4.27 1932 年落成的仁济医院 7 层大楼

4. 其他公共建筑

教会的其他公共建筑在约 世纪也有很大的发展 , 2() ! 3() 年子仁上海开始兴建

了一批青年会建筑 , 成为了城市中新的公共建筑类型 , 颇具影响 " 教会的文化

到1织 , 如亚洲文会和广学会先后新建了大楼 , 并且都坐落于城市中心 " 教会还

兴办了许多慈善事业 , 但其建筑稍显简陋 "

5 !一海白年建筑 史介, pl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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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图 42 8 190 1年建成的徐家汇天文台(左)和 !919 年的徐家汇天文台(右)

!-决

小\飞!饭
q

场价,.川汀汀一/

毛赫 一,呀 0

产 咯

石打月;

东君
今胡职 , - , 乍, t 洲 彦一" . 璧

图4.29 1901 年天文台总平而和一层平面图

天主教耶稣会在为圣依纳爵堂加建了新堂之前 , 改建了老天文台 " 徐家汇

天文台是同治十二年 (1873 年) 由耶稣会始建于徐家汇肇嘉淇 (今徐汇区第二

中心小学所在), 主要用于气象观测和记录 , 当时只有平房数间 " 1880 年 , 天文

台扩建为两层楼房 , 并增建两翼及平台 " 光绪十年 (1884 年 ) 起 , 该台还在外

滩设信号塔 " 1901 年 , 台址不敷使用 , 在徐家汇 (今蒲西路 166 号) 建造新台 "

建筑外立而为灰色清水砖墙 , 窗框和窗下的装饰采用红砖 , 局部墙身带有齿形

饰 " 半圆拱券窗和钟塔顶部的半圆山花呈现文艺复兴式样 , 部分窗框由红砖砌

筑隅石状 " 天文台大约于 1912 年又经过一次改建 " 这次改建修改了中间的钟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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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两侧的屋项 , 降低了钟塔的高度 , 设为平顶. 在屋顶架起了观测设备 , 并将

原天文台两翼的平屋顶改成了坡顶 "

出版业万而 , 长老会的美华书馆于1903 年在北四川路 135 号背后自建二层

印刷所大楼 , 成为了当时上海设备最新 ! 最全最大的书馆 " 女息口会的时兆报

馆于 1908 年在宁国路购得地基目建厂房 " 教会最大的出版机构广学会于 1931

年将原四川路房产出售 , 所得款加上教会奉献 , 购得博物院路一地产 (今虎丘

路 128 号), 自建九层大楼 , 共耗 35 万两关银 "

广学会大楼 , 由邹达克设计 , 1932 年建成 " 整栋建筑相当简洁 , 幸熨少有细

部装饰 , 深褐色而砖和竖线条处理体现了艺术装饰主义的特点 , 但建筑立而中

间的尖券符号仍带着教会建筑的特征 "

图 4.30 广学会 大楼 (上) 与亚洲文会大楼 (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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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文会新楼建于 1932 年 , 由公和洋行设计 " 这是一座艺术装饰主义的建

筑 , 底层的圆窗 ! 一二层的阳台栏杆以及屋顶这些局部体现 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装

饰元素 , 为中国建筑传统同现代装饰艺术风格的结合作了一次有益的尝试 "

青年会述筑是 20世纪教会建筑的新类型 , 也是城市公共建筑的新类型 " 青

年会内常常举办各类演讲会传播新知识和西方文化 , 是当时青年接触外来文化

的一个绝好媒介 , 因此得到了 坛跃的发展 , 刘 -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 1907 年 上

海基督教青年会在四川路 (今四川中路) 599 号竣工了第一座正式会所 , 共耗资

16 万两银元 青年会内部设备完善 , 有寄宿舍 ! 沐浴室 ! 弹子房 ! 游戏室等 ,

尤其是健身房 , 手球房为全国一首创 " 民国 4 年 (19 15 年) 又在青年会的西而空

地上兴建了少年部大楼 , 内有上海市第一个室内游泳池等新式设备 " 这幢大楼

由安利洋行设计 , 门头用白色大理石砌成 , }.一J嵋上刻有英文名称 , 入口两旁有

两根方形的爱奥尼克壁柱 , / 表达了一种从安妮女王复兴风格向古典主义风格的

转化 0 " .

青年会建筑的风格一直是筹建过程中关注较多的问题 ,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 ,

青年会对采用中国式样的建筑表示迟疑C 亚洲青年会的 Neil MCMi llan 曾作的

一份对建筑的调查中说 , / 一种改良的中国风格并不可取 , 因为这需要购置比平

时更人的基地 , 并要为因考虑到过度的重量而提供的设各负担太过沉重的二次

方成本 , 并且屋顶部分浪费过多空间 " 0 此外 , MC\1i 11an 还提出 , / 外国样式有

一种显著的) . -告价值 , 它标明了进步 , , 0 "

之霖亥, 廿.胆里象场j彝

图 4.31 !92 8 的西侨青年会 (Il 合沙德洋行) 和 1929 年的八仙桥青年会 (李锦沛等)

, 5 上海近代建筑风格 6 , 那时龄著 , 上海教育出版社. p l74

2 5 strik ing a H arm onious e hord :Foreign M issionaries and e hinese一sty一e B ui一ding s. 19 11一194 9 6

Je ffe 一! W . C od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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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前几座青年会建筑都采用了西方复古式样 , 而 1929 年在八仁l]桥建成

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西区新屋却是以中国传统建筑式样的姿态出现 " 这栋新青

年会是由李锦补1J ! 范文照设计 , 民国 18 年 (1929 年) 落成 , 占地 2211 平方米 ,

为 9 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大楼 " 建筑整体十分现代简洁 , 立面分成三段 , 中间主

体以褐色砖饰而 , 开以方窗洞 , 而顶层更是开了横向的长窗 , 建筑屋顶则设计

为蓝色琉璃瓦中国传统盈顶 "

基督教会在这段时期还创办了一批慈善事业 , 并建造了相应的建筑 " 190 1

年济良所创办于西华德路; 1906 年上海孤儿院创办于南市火神庙西的长老会雨

化堂内: 19 n 年新普育堂建院于陆家淇畔普安亭义军 (今普育东路 ! 普育西路

之间); 1912 年上海自童学校创办于北四川路 , 后于 1928 年迁入虹桥路新校址 "

新普育堂的前身是清末上海旧城大南门外的普育堂 , 收养残废贫病男女 ,

俗名 / 叫化病院 0 " 1912 年加以扩建 , 在陆家洪畔普安亭义家辟地 百余亩 , 建造

堂院 , 取名新普育堂 " 建筑费用大部分由地方官署拨给 , 余由社会捐助 " 所用

砖头 , 系当年拆除上海城墙的城砖 , 民国 2 年春落成 , 有 5 排两层楼房 , 以后

陆续扩建 , 至 1949年有 20 余幢楼房 "

图 43 2 新普育堂现状 (作者摄)

教会建造活动的丰富和兴盛除了与教会本身的事业发展有关 , 是和_上海城

市和建筑迅速发展的大背景分不开的 " 20 世纪上海各类型建筑都大量兴建 , 教

会建筑 自然也是其中的一类 , 反之 , 教会建筑的建造对城市空问和功能的发展

也产生了独特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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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城市中的教会建筑

4.3.1 西方教堂与本土聚会所

教会的自立本 上化和合一运动造成了两类教堂的出现 , 一类是西方差会为

响应合一运动所兴建的教堂 , 另一类是由本上兴起的教会为礼拜设立的聚会所 "

这些礼拜场所逐渐遍布了 仁海的大街小巷 , 从城市中心一直扩散到市郊 " 两者

的建造活动和在城f卜空间内的分布存在着某些差异 , 主要表现为以下儿点:

1. 西方教堂更规模 , 本土聚会所较简陋:

西方各差会的合 一运动 , 使原属不同差会的信徒聚在一起合一礼拜 , 因此

就要求教堂要能容纳更多的人 , 一批规模的礼拜堂因此被建造起来 " 民国 13 年

落成的景林堂 , 总而积为 1067 平方米 , llT 容纳 1500 余人 , 是当时上海最大的

礼拜堂; 民国 20 年落成的慕尔堂 , 也可容上千人 - 正厅 5洲 人 , 楼座 380 人 ,

唱诗班 60 人): 此外还包括: 长老会的鸿德堂 ! 清心堂等等 " 当今新教仍在使

用中的主要礼拜堂大部分就是在当时建造的 "

图4 , 33 景林堂 ! 慕尔堂和诸 毛堂

而刚兴起的本上教会1习为人数和资金问题 , 较多是通过租赁民房来聚会 ,

这一点与 19 世纪时刚开埠后进入的西方差会所设立的教堂极其相似 " 例如 / 上



第四章 教会建筑的盛期发展 (1900 一194 9)

海基督徒聚会处 0 . , 成立的前 20 年间 (1928一1948 年) 一直在哈同路 240 弄

文德里租屋聚会 , 是把四幢房子打通 , 可坐四百人 "

当然随着本上教会的发展 , 也逐渐开始建造正规的教堂 , 例如: 民国巧年

(1926 年) 中国耶稣教 自立会全国总会在江湾翔殷路购地 4.2 亩 , 于民国 18 年

建成永志堂 , 作为全国总会堂 " 但总得来说 , 数量不多 , 影响力也不如西方差

会所建的教堂建筑 "

2. 西方教堂更集中, 本土教堂较分散:

西方差会所建的教堂的选址大都集中在交通较便利的城市中心 , 这有利于

各地的信徒可以方便的参加礼拜 " 同时也从侧面看出 , 这些教会的人群相对来

说 , 属于上等的社会阶层 , 他们一般居住在教堂的附近 , 归属于该教堂的教会 "

比如景林堂内参加礼拜的主要是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师生 , 宋氏三姐妹与其父母

也都是景林堂的信徒 " 这也是 20 世纪 , 特别是进入 20 ! 30 年代后的西方教会

与 19 世纪时的差别了 "

本土教会所接触的人群大都是闸北 ! 江湾 ! 杨树浦 ! 南市等华人聚集的地

区 , 因此 , 教会的礼拜场所也都分散地设于这些地区 " 这也是由于本土教会最

初的成立是由各地 自发成立的小聚会点组织起来的 , 教会成立后 , 就保留了这

些聚会点 "

4.3.2 教会大学的发展

在新文化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的影响下 , 教会学校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

并 目_越来越走向世俗化办学 " 教会学校几乎成为了贵族学校的代名词 , 因此申

请入学的学生非常多 , 学生的社会背景和地位也大幅度提高 , 学校也开始收费 ,

此时教会学校也已不再是 }一九世纪 , 1, 叶的贫民学校和慈善机构的形象了 " 教会

也开始致力高等教育的发展 , 重视教育的质而不是量 " / 特别是二十世纪二十年

代以后 , 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 与导向作用 "

因为它在体制 ! 机构 ! 计划 ! 课程 ! 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 , 更为直接地

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 , 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地影响 " 0 :客观上

的社会需求和主观上质的提高刺激了教会学校的迅速拓展 , 教会学校的校园和

, !92 1 年由倪析声在福州成立 , 1927 年来沪 "

5 卜海通志 6 , 5 卜海通志 6 编纂委员会编 , 卜海社科院出版社, 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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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展和兴建 , 特别是教会大学校园 " 上海共有 4 所教会

大学: 圣约翰大学 (1878 年) ! 沪江大学 (1900 年) ! 震旦大学 (1903 年) 和东

吴大学法学院 (19 巧年) , 其中东吴法学院的校园较狭小 , 其余 3所教会大学的

校园建造各有各的特色 "

这些教会大学的发展也改变着城市空间 , 在城市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

在这张 20 世纪 20 年代上海的地图上 , 画出了租界范围 ! 主要道路和铁路线 ,

并标出了 n 个城市地标 , 其中有各国领事馆 ! 火车站等重要场所 , 而圣约翰大

学和震旦大学也被标明 , 并特别列出 , 由此可见其在近代上海城市中的重要性 "

图 4. 34 20 世纪 20 年代的 卜海

1. 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大学最初的校园面积仅 84 亩 , 在 19 世纪时所建造的校舍除圣约翰

礼拜堂外 , 仅怀施堂和科学馆两栋 "

从光绪二十年 (1894 年)到民国 10 年 (1921 年), 圣约翰在美国募集到 巧.2

万元美金 , 在中国亦捐集到 9.6 万元美金 , 用以扩建校园 , 先购下了苏州河北

岸 70 余亩地 " 由于圣约翰大学南面是兆丰公园 , 出入不便 , 191 2 年 , 又以银

14 万两购置兆丰公园土地 70 余亩 , 于是校门从怀施堂三角地移至极司非而路边 ,

进校不再像原先那样迂回 " 1校园面积扩大后 , 圣约翰建造了一批校舍建筑和住

宅 , 主要有思颜堂 (Yan Hall, 1904 年) ! 思孟堂 (Mann Hall, 1908 年) ! 罗氏

5 爷约翰大学) 海 !梵 卜渡 6 , 徐以外 韩信昌著 , 河北教育出版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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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Low Library , 1915 年) !顾斐德纪念体育室(Cooper Memorial (;ymnasi:, m ,

191 9 年) 等等 " 完全建成后的圣约翰校园占地约 300 余亩 , 校舍建筑 14 所 , 住

宅 16 所 , 校产共 10 0 万美元 "

圣约翰校园中只有礼拜堂 (1884 年) 不是中西混合式样的建筑 , 20 世纪后

建成的校舍都延续了怀施堂中西风格折衷的手法 , 屋顶四角曲翘 , 呈现出中西

混合建筑式样和中国传统古典建筑复兴的风格 "

图4. 35 圣约翰大学建成后的鸟瞰图

圣约翰校舍建造一览表

建建造年代代 建筑名称称 建筑面积积

111894 年年 怀施堂 SChereSChewsky Hallll 506 1 m---

111899 年年 科学馆馆 2331 m之之

111903 年年 思颜堂堂 4052 m---

111909 年年 思孟堂 Mann Hallll 2 194 m---

111911 年年 行政楼 Administration Offieeee 1275 m弓弓

111916 午午 罗氏图 1弓馆 Low Libr aryyy IO67 m---

1119 19 年年 顾斐德纪念体育室eooper Memor ia l Gymnas iummm 8 8 1 m---

111924 年年 西门堂 Seam an Ha llll 4078 mzzz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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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29 年年 交谊楼 SoCiol Hallll 1768 m:::

111935 年年 树人堂 Shu Jen Tanggg 工526 m---

111939 年年 斐蔚堂 GraveS Ha llll l()下l m---

图 43 6 山范文照设计的交谊室 , 1929 午落成

圣约翰校舍的设计并非出自同一位建筑师之手 " 怀施堂由通和洋行设计;

体育室的图纸由圣约翰的教授华克绘制; 交谊室则是由范文照设计 " 尽管圣约

翰的校舍都有一个中国式的屋顶 , 四角高翘 , 但处理方式是各不相同的 "

范文照设计的交谊室立面处理相当简洁 , 横向划分为三段 , 底层是浅色不

留缝的光滑石块墙面 , 开小尺度窗洞 " 底层 与中问部分以腰线分界 , 中间的墙

体部分是暗色小砖块砌筑而成 , 开大尺度的窗 , 与底层形成虚实对比 " 红色木

柱分隔窗户 , 形成韵律感 , 同时向上延伸与屋顶相接 " 与怀施堂生硬的屋顶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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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问的处理相比 , 交谊室的屋项交接更富逻辑性 " 怀施堂的两侧教学楼仍然是

西方的外廊式样 , 而交谊室红色木柱的设计更具中国传统建筑精髓 , 同时范文

照也将现代的简洁融入其中 "

层一于允终

图 4.3 7

万筑 杂浦翻

人学办公处及校长住它平面图

校园中较特别的是这栋大学办公处及校长住宅 , 义称行政楼 , 是校舍中平

而布置非常 自由的一栋 , 设计者不详 " 砖术结构 , 屋而以黑铁皮代替瓦 , 曲线

形多屋角 , 楼顶筑有塔楼 , 可供凭眺 " 原行政楼南侧土一卜层均设开敞式走廊 ,

一层栏杆是中国式术格花纹栅栏 " 纤细的木柱从底层直通屋顶 , 屋顶部分水平

向断为三部分 , 中间部分略 仁升 , 从而使得建筑屋顶增加了四个曲角 , 整个建

筑显得 卡分轻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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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内的建筑主要围绕大草坪布置 , 由于校门曾经移动过 , 因此进入校园

后无法直接见到大草坪 , 原先的校门靠近怀施堂 , 推测是正对礼拜堂所设, 一

进校园就直接见到大草坪和周围的校舍 " 然而 , 校门搬动后 , 走到中心草坪和

怀施堂需要经过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 , 反而为圣约翰增添了先抑后扬的效果 "

圣约翰大学这一栋栋中西合璧的建筑使得整个 / 圣约翰半岛 0 成为一座中

西合璧的大学校园 , 这在上海是独一无二的 , 并且对中国其他的一些教会大学

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2. 沪江大学:

沪江大学 , 1900 年由浸会创办 , 原名浸会大学(Shanghai Baptist C " 11ege) "

1905 年 , 浸会在杨树浦军工路购得约 134 亩土地 , 这块地在公共租界范围之外 ,

/ 离界端 1英里外的黄浦江边 , 离上海的外白渡桥约 6英里 0 " .由于大学在公共

租界的外面 , 与上海市区间的各种交通设施必须作专门安排 " 通过当时校长柏

高德的努力 , 上海道台在 1909 年开筑了一条 20 英尺宽的碎石路 , 从公共租界

到校园边 , 大约 1英里长 , 路边还栽上了行道树 "

/ 这块地当时到处是泥泞沼泽 , 低洼的稻田向后面都市方向延伸数英里 " 0

松软的上地似乎并无可供建筑的坚实地基 " 浸会购得此地后 , 将原地垫高了 6

英尺 , / 为它的每一英尺校园打地基 0 "

图 4.38 校园建筑生长图

5 护江人学 6 !关 :海波士著 , 下立城译 , 珠海出版社 ,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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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9 沪iL大学规划后平I旬图

黔 岔黑 !
图4.40 巴晏堂(Ya tes H al l) , 行政楼 , 第 幢主要建筑 , 建 于190 8 年

浸会对校舍做 了仔细的规划 , 初步计划建造 7 幢楼 , 包括一栋行政楼 ! 两

J幢宿舍 ! 食堂以及四幢教师宿舍等 " 19()7 年起建造了第一所校舍 , 名思晏堂 "

随后的两年中 , 7 栋楼相继完工 " 学校进一步发展扩大 , 需要一个完整的校园规

划 , 包括道路的分布 ! 新建筑的规划 , 以及校园的景观布局 " 19 18 年校园购下

了南而的 125 亩的土地 , 此时共有 胡0 余亩的土地 , 为体育场地和其他建筑提

供了充足的空间 " 除了 191 2 年 ! 19 14 年和 1923 年之外 , 侮年都有新的建筑建

成 , 至 1928 年 , 共有 16 幢建筑 " 1928 年左右 , 沪江又购 7 校园西界与大马路

之间的 12 亩地 , 之后建造了新图书馆 ! 大学商店等一批新建筑 " 沪江的基本格

局形成 " 在 1948 年之后 , 沪江还新建了几栋建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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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江校舍建造一览表 -

建建造年代代 建筑名称称 建筑用途途

111907 年年 北堂堂堂

111908 年年 思晏堂堂 行政办公 ! 教室 ! 教堂堂

111909 年年 东堂堂 男生宿舍舍

111913 年年 艾利诺 # 梅尔堂堂 神学院院

111915 年年 思裴堂堂 男生宿舍舍

111916 年年 密勒大门门门

111917 年年 哈斯科体操馆馆 体操馆馆

111918 年年 普济医院院 医院院

111919 年年 伊文思堂堂 宿舍舍

111919 年年 大门口学校校校

111920 年年 梅诺思堂堂 附属中学学

111921 年年 发电机房房房

111921 年年 科学楼楼楼

111922 年年 里士满堂堂 附属中学学

111922 午午 女生宿舍舍 宿舍舍

111922 年年 魏氏游泳池池池

111924 年年 佐治亚学学 附属小学和幼稚园园

111924 年年 中学食堂堂堂

111928 年年 图书馆馆馆

111929 年年 大学商店店店

111930 年年 水塔塔塔

111931 年年 男生宿舍舍舍

111932 年年 艾得蒙堂堂 女生体操馆 ! 食堂 ! 音乐室室

111935 年年 中学会堂堂堂

111936 年年 弗吉尼亚堂堂 传教 卜女教师公寓寓

111937 年年 思魏堂堂 教堂兼大会堂堂

111949 年年 湛思图书馆 (原图书馆的扩建)))))

5 沪汀大学 6 l美}海波士 著 , 王立城译 , 珠海出版社 , p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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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责堂
新女生宿舍

19次9 年

1907一1936 年 18:障教)}!i住宅;30燮型些垫

19注8 年 l燮 些业型生巫
总共 4万幢建筑 _

黔黔黔钾钾

图4.41 果立} (M urP h妇 为沪江大学所作规划图和沪江大学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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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江人学校园布局借鉴了美国东海岸大学校1司的景观规划 " 校园内以方院

式建筑组团来组织 _l:要教学区功能 , 分1又明确 , 布局则较为灵活自由 , 院落 . J

院落相接 , 组织较为松散 主要教学建筑建于 约 11J: 纪初 , 多为 2一4 层{1专冲抢占

构建筑 , 有陡直的双坡屋顶 ! 老虎窗 ! 多层凸窗 ! ll; 立面突出的山墙作为门娜 ,

并以尖券洞 ! 小尖塔 ! 术制垂花吊顶 ! 细部花饰浮雕等哥特式装饰为特征 , 充

分表现了美国学院哥特式 (c 1)11 " 91:to G " :hic) 风格 "

校园尹行北部为排列有致的别墅建筑群 , 共 15幢 , 与 卜述主要校园建筑共 >司

组成具有欧关教会学校风格的建筑群 " 别墅群的建筑基本建于 1910 一1洲5 年 ,

均为坡屋而 , 设老虎窗 , 外墙有的采用红砖砌筑 , 有的采用青 ! 红两色砖混砌 ,

还有的采用水刷石饰雨_I, 外墙腰线 ! 勒脚上缘采用弧线形预制棍凝土 , 门窗也

有采用预制棍凝 土_花饰门窗套 , 窗多采用花饰砖拱 , 有的建筑还拥有砖砌花饰

迎门柱 , 显得幽雅端庄 " 建筑内基本采用木屋架 ! 1几铺木擦条 ! 企口屋而板 ,

挂机平瓦 , 有的地面木地板历经近一个世纪仍能正常使用 , 室内多用整木线脚

窗门套 , 分隔墙泥木板条粉石灰砂浆构筑 , 内墙肉装饰朴素 , }lrli 且多数建筑内

砖砌取暖壁炉和木质壁橱保留完整C 虽说别墅群的建筑风格亦各有不同 , 但总

的来说还是体现了 .邹寸关国独 众式小住宅的风格特证 "

图 4.4 2 思魏咔长(w hite M e.norialC hapeland A ud itorit, In )现 /{犬, 建 J几19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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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震旦大学:

震旦大学是 1903 年由天主教爱国教育家马相伯创办的 , 是中国级早的天 j二

教教会大学 " 最先的校力卜借徐家汇老天文台故址 , 最刊学生仅 具 人 " 81908 年,

马科了伯捐}袱 4 力一大洋 , 为震旦购卢家护弯 (今重庆南路) 地基 103 亩 , 兴建校舍 ,

最初建造了一座中式大楼 , 接着在吕班路东首先后建造了七座大楼 - 一号至 七

写楼) " 东院大楼的形制都较相似 , 一几至__:层带有法国古典式样}2勺砖瓦结构坡顶

建筑 " 1916 年建筑之间建造了相连的娜道c

图4.43 !926 年}{寸的丧lJu 大学为!院

图 4.44 1916 年所建东院廊道 , 现已拆除

5 解放前 卜海的学校 , }一海又史俗料选辑 , 策 /, } 少叫以. 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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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川6 年所建的这栋校舍呈现{_匕法国一古典风格局部带有折衷的特征 , 立面桃

间分为 :段式 , 以水平向墙线勾出分界 底层的窗眉为 二角形 , 一几! :层是弧

形窗洞 窗) - /之间由!!翻句的壁相一分割 , 哒柱的处理也分为_二段 , 底层划分较自{{

致 , 中({弓是较粗犷的宽缝划分 , 顶层则足双柱式处理 " 斜坡层3一贞, 设老虎窗 "

l冬14.45 1916 年同了建的校 舍与现 /!人

鑫翻砂

图 4.46 震 7 {_})tj 侧校念i艾计原图和 1936 年落成的法学院新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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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入学人数的增加 , 校方决定在吕班路西侧扩建校舍 , 震旦曾计一划利用

礼堂周围的场地建造长度为 450 英尺的大学生楼 " 由形式相同的东西两侧楼与

中J合大楼连成一体 " 然而只有东楼法学院校舍竣工 , 长 6() 米 , 宽 1下米 " 法学

院校舍 19:46 年落成 , 这幢由排红色瓷砖和灰色石贴面装饰成的四层楼建筑物 ,

是由密纳特和上海公司设计的 " 这幢楼房在 1936 年竣工时 , 5 远东评论 6 赞美

道 , / 线条简明古朴 0 , 是校园里 / 最漂亮最现代化的大楼 0 " .整座校舍体现出与

寿;院的法式古典风格完全不同的现代简洁 "

震以内还兴建了天主教耶稣会很重要的两栋建筑物 , 分别是 1931年落成一于

东院的震旦博物馆 , 和 1933 年落成于西院的伯多禄教堂 " 震且博物院 , 由贵安

公司设计 , 这座三层钢筋混凝土建筑体现了当时上海建筑的新风格 , 平面呈 L

型 , 建筑外部摆脱了折衷和复古的装饰 " 博物院建成后 , 徐家汇 自然史博物馆

迁入 "

与震旦博物院相对的伯多禄教堂占地面积 1098 平方米 , 建筑面积 4肠 平方

米 , 连北部墓地总而积 3929 平方米 " 教堂为拱形结构钢筋混凝 L建筑 , 拜占庭

式建筑风格 , 很多细部处理趋于简洁 , 入口处的玫瑰窗简化为一圆形窗洞c 堂

厅.岛敞明亮 , 无柱 , 中央有大弯隆 , 弥撒间后面有 5 座边祭台 , 上面一侧有方

形钟楼 , 礼堂可容 1000 余人 "

图4.47 !931 年落成的震口_博物馆

5 卜海震以人学(1903一195 2) 6 [ 处8 乔思 # W # 宁勃尼著. 郭太风译. 5 卜海志鉴 1994 年第 j:_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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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瞿一一..

,

j萝戮姗燕月

1划4.48 伯多碌教 -教外观与室内

伯多禄教堂的建成 , 成为了 .工勺时法租界内吕班路 仁的标志性建筑 " 原光教

堂的建造是为震旦校内的师生所使用 , 但逐渐其影响力 , 吸引了很多大主教徒

特别是知识分子和 1二层社会的信徒迁至震ll- 大学附近居住 l叫7年抗口战协后 ,

很多的董家渡天主堂的信徒也迁居此地 " 伯多禄教堂从校内教堂转变为为城 市

服务的 仁要天主教 -觉 "

民国24 年 (1 鹤5 年) , 震旦校园内共有校舍 1() 余幢 " 西院新校舍建成后 ,

震州得以腾出昌班路东边的校舍 , 用作预科班教室和学生宿舍 " 校园布局和功

能的规划更加明确 " 震旦大学的东院和西院的校园布局有很大的不同 (图 5.日),

东院的建筑布局走向与道路相垂直 , 互相 乎行布置 , 彼此问以廊道相连 , 建筑

风格也较一占典 " 西院的校舍则以入 7 1轴线对称布置 , 围合出球场部分 , 入口则

正对球场 " 建筑风格更现代简洁 " 较可惜的是 , 震旦大学所存留的建筑较少 ,

资料较缺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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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教会与房地产开发

20 世纪 , 为了增进教会收入 , 发展教会建筑事业 , 教会会进行一些投资活

动 " 天主教在华各宣教修会都曾在上海设有办事处 , 或称帐房 " .徐家汇 ! 董家

渡 ! 虹口 ! 洋径洪四处天主堂都设有帐房 " 这些帐房的负责人会从事金融 ! 投

资 ! 房地产等活动 , 扩大经济收入 , 为宣教区提供经费 " 甚至有部分差会在上

海唯一的工作就是进行房地产投资 " 解放前 , 上海天主教耶稣会和主教区在市

区有房屋 4000 多幢 , 在市郊各县有土地约 l万亩以上 " 卫房租和地租的收入是教

会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

在 5卢湾区志 6 中记载法国天主教会所投资兴建的房地产有: / 光绪末年营

建旧式里弄宝康里 120 幢; 民国3 年 (19 14 年) 起又建造尚贤坊 ! 新老三裕里 !

成裕里 ! 首安里 ! 吴兴里 ! 同丰里等旧式里弄 , 计 335 幢 4 万平方米: 继建新

式里弄住宅淮海坊 ! 止德坊 , 257 幢 4.52 万平方米 " 30 年代建成的陕南村 (亚

尔培公寓) 16 幢 , 亦由教会投资 , 美商代理经租; 所建公寓大楼有南昌大楼 (阿

斯屈来特公寓) ! 格林顿公寓 (迈尔西爱公寓) ! 香山公寓 (圣保罗公寓) ! 钟和

公寓 (希勒公寓) ! 爱达公寓 (爱群公寓) 等 , 解放后 , 天主教会委托代理经租

的房产 , 就有 20 多万平方米 " 0 ,

教会所建的房地产业属于教会的建造活动之一 , 但与教会的本身日常活动

并无太大关系 " 大部分的教会房地产开发的里弄住宅在平而和空间布局上和普

通的里弄住宅并没有什么不1司, 但也有极个别的里弄空间与普通的不同 " 一例

是淮海路上的尚贤坊 , 其得名与叫 / 尚贤堂 0 的教会 , 原先尚贤坊的地皮上是

尚贤堂的教堂 , 建于 1903 年 , 19 21 年 , 尚贤堂在教堂旁的大部分地皮上建造了

里弄住宅 " 教堂己今不存 "

如今现存的特例是大胜胡同 "大胜胡同是 1934 年由天主教普安堂投资建造 ,

座落于华山路 22 9 弄一285 弄 , 基地而积为 3.5 公顷 , 有单开间三层楼新式里弄

民居 116 个单位 , 汽车间21间 , 合计建筑面积 22706 平方米 " 1整个地块的里弄

中间是一座小教堂和神父住宅 , 教堂前是一个开敞的公共空间 , 周围是里弄住

宅 " 小教堂与周围里弄的建筑风格不相一致 " 在这里 , 教堂设计为居住社区的

帐房是与有关教区内的宣教士保持通讯 ! 联络 ! 帐务往来, 以及提供咨询和服务的机构 "

5 上海宗教史 6 , 阮仁泽 ! ;箭振农主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p738

). - 湾区志一第 卜编房地产一第 毛章房地产经营 6 , !二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卜海单弄民居 6 , 沈华主编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p!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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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 并成为社区内向的公共空间 "

图44 9 大胜胡同内的小教堂和神父住宅

毛 / 户

少娜颧赫~
榔 撇 颧姗

一 麟翻黔_蜻 -

图 4.50 大胜胡同平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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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多莱的教会建筑

民国21 年 (1932 年) 爆发了一二八事变 , 民国26 年 (1937 年) 爆发了八

一二抗战 , 两次战火对上海城市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 特别是八一止事变后 ,

江浙大部分地区先后沦陷 , 上海除租界以外全部沦陷 , 虹 口 ! 闸北等地区遭到

了严重的破坏 " 一大批建造在这些地区的教会建筑被夷为平地 , 教会的出版事

业也全面萎缩 , 经济困难 ! 通讯不便和政治上的原因 , 大部分的刊物都而临停

刊 , 教会的医疗 , 文化和社会服务也由于缺乏援助 , 事业缩减 "

两次战火中 , 由于本土教会的大部分教堂和聚会所处于战区 , 毁坏严重 "

自立会建于江湾的永志堂和全国总会毁于一二八事变; 闸北宝昌路严家阁的圣

保罗堂在两次战火中两次遭劫 , 建筑全部被毁; 圣公会的虹口救主堂也在八一

三战火中被夷为平地; 长老会的闸北堂在一二八时被毁 , 通过信徒募捐于民国

25 年建成新堂 , 但仅隔一年 , 新堂又在八一三事变中遭焚毁 "

机构数量最多的教会学校受到的影响最大 " 八一三事变后 , 教会纷纷将市

郊的学校 ! 医院等机构停办或迁入 / 孤岛 0 租界内的教会建筑内继续开办 , 与

此同时 , 全国的教会学校纷纷也来到上海避难 " 民国30 年 (19 41 年) 秋 , 在上

海组建由杭州蕙兰中学 ! 南京金陵大学附中 ! 苏州辅仁中学等 14 所沦陷区的教

会学校参加的基督教联合中学 , 即华东联合中学 " 圣约翰大学为避战火将学校

迁往公共租界 , 直到 1940 年迁返梵皇渡原址 " 沪江大学地处战区 , 军工路校园

完全被日军所侵占 , 校舍遭到严重破坏 , 并有日军坦克部队驻扎在校园内 , 日

本人甚至将校内场地改建成了军用飞机场 , 学校被迫迁往圆明园路真光大楼内

的商学院 " 战后 , 沪江大学校园还一度被作为收容遣返侵华口军中朝鲜士兵的

营地 , 直到 1946 年校园才归还沪江大学 "

由于大量教会学校迁到租界办学 , 这使得租界内的教会学校激增 , 因此 ,

这时的学校都畸形发展 , 校舍房屋紧张 " 一些校舍宽敞的学校被改作兵营或军

医院 , 例如震旦大学和启明女中在大礼堂开办临时伤兵医院 , 并在运动场上搭

盖草棚 , 作为难民收容所 " 有的一个教会学校里办二个以上的学校; 有些教会

学校租赁教堂附屋办学; 更多的教会学校租赁大楼办学 , 南京路的慈淑大楼 (即

大陆商场) 成为了一大批教会学校的避难所 , 圣玛利亚女中 ! 圣约翰中学 ! 东

吴大学附属中学 ! 华东联合中学 ! 华东基督教联合大学等均租赁慈淑大楼作为

上课地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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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期 , 租界内也有建成的新教会建筑 , 较重要的有民乐路上的震旦女

子文理学院 (1938 年) 和陕西北路的环恩新堂 (1942 年) "

图4.51 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学楼

战后教会纷纷开始着手重建和修葺的工作 , 但重建教堂面临着战后的经济

困难的障碍 , 一些教会仰赖于国外的资助 , 重建了新堂 " 虹口救主堂于 1939 年

在赵主教路 (今五原路 73 号) 重建了教堂: 闸北堂于 1947 年在原址重建新堂;

祈祷会堂于 1948 年建成了新堂; 中华圣洁教会于 1946 年重修了战火中被毁的

教堂: 灵工团的沪西礼拜堂 1940 年重建于长宁路等等 "

随着中国政权的改变和三自运动的开展 , 国外传教士纷纷回国 , 西方教会

在上海近一个世纪的宣教工作落下了帷幕 " 教会学校 ! 医院被政府接收 , 或改

组 ! 或合并 ! 或取消; 1958 年全国实行 / 联合礼拜 0 , 一批教堂和聚会场所被取

消 , 合并到固定的大教堂进行礼拜 , 大部分教会建筑被拆除或改为它用 " 这己

是后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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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城市化进程中的教会建筑

5.1 教会社区

5.1.1 社区与教会社区

/ 社区(Co mmun ity) 0 的定义在现代社会学中基本上可以这样来概括: 以一

定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 " 构成一个社区 , 应包括以下 5 个基本要索: (1) 有

一定的地域; (2) 有一定的群体; (3) 有一定的组织形式 ! 共同的价值观念 !

行为规范及相应的管理机构; (4) 有满足成员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各种生活服

务设施 " .社区就是地方社会或地域群体 "

/ 教会 0 在 5 圣经 # 新约 6 中的希腊原文是 ekkl esia " 这个词指的是一群

人 , 而不是一座建筑物 , 其字面意思是 / 那些被呼召出来的人 0 " 址教会被看作是

上帝在地上的国度 , 将四面八方的人招聚在一起敬拜上帝 " 合一性是基督教会

的一人特征 "

城市中教会建筑的建造为基督徒这一群体提供了行为活动的区域 " 教堂提

供了敬拜的场所中J自, 并成为集聚人群的首要元索 " 教会还在教堂周围建造学

校 ! 医院 ! 甚至坟墓等等各生活层面的功能以服务基督徒群体 " 这些建筑逐渐

形成以教堂为中心的教会建筑群 , 与居住在一定区域范围的人群 , 组成 / 教会

社区 0 (Ch盯ch Co I.nm unity) " 教会社区包含两个层面的功能 , 一是精神领域的 ,

即基督教活动所需的功能 , 这也是界定教会社区特性的标志; 二是社会生活领

域的 , 这与一般社区的功能没有太大区别 "

教会社区的发展过程是上海近代城市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 , 影响

着城市空间 , 特别是城市公共空间的形成和发展 " 教堂标志性的建筑特征为近

代上海城市带来了西化的意象 " 教会社区内多样的功能也完善着近代城市功能 ,

从教育 ! 医疗 ! 出版等各方面都引领了近代上海的发展 " 本文通过阅读 5 上海

市行号路图录 6 , 总结分析教会社区的形成发展对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

5 辞海 6 (l 999 年版普及本)

5 基督教概论 6 , 7 英l麦格拉思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P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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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教会杜区的发展模式

1. 中心扩散

件
赓赓乡于J七举举

挤挤U 之之

二二少些些

姗姗姗臂---
钾钾-----

图 5.1 卜册 20 图 , 北京西路上的中华圣公会 ! 圣彼得堂 ! 宏仁医院等

形成时间二1896 年 ) 购买北京西路 351 号建造圣彼得堂;

1902 年 ) 广仁 医院成立

1903 年 ) 广仁医院和同仁医院女子病室合并而成 宏仁医院

1903 年起-一一宏仁医院不断扩建

主要功能: 教堂 ! 教会医院 ! 教会办公等

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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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省匆 J搜

操轰
健霍,
孟镇
/ 奋- 生

斌成 , 矫

形成 时间 18 60 年 ) 若毖堂 (洋漫洪天主堂) 动工 , 次年竣工;

1865 年 ) 类思学校创办;

19 27 年 ) 洋浸洪拯亡会又设立了晓明女中;

主要功能: 教堂 ! 教会小学至高中 ! 教会办公

1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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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卜册 31 图 , 南济路 卜的圣芳济教会学校 ! 青年会 ! 正德小学校 ! 耶稣圣心堂

形成时间: 1870 年至 1876 年 ) 耳俘稣圣心天主堂从成立到建成开堂;

188 4 年 ) 圣芳济学校迁至;

1893 年 ) 堂内还设立了几个修会的帐房 , 在沪葡萄牙青年教徒在

此成立了 / 天主教俱 乐部 0 , 青年会的前身 "

主要功能 : 教堂 ! 教会小学至高中 ! 青年会等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冰护再夕卜

琴琴 性~滚肺 一丁了了
耳耳L 呜l , 沁份 t r若 - 月户岁岁

呱呱~ 护! /丫,呀 .r / 沙 , 创 --

形成时间: 1882 年 ) 中西书院成立;

191 5 年 ) 东吴大学法学院成立;

1924 年 ) 景林堂建成 , 附设景林小学

主要功能 : 教堂 ! 教会大学 ! 教会小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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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例子的共同点是 , 它们都是先设立并建造一个中心建筑 , 通过这个

中心的影响 , 吸引其他机构迁至附近 , 或者在中心周围直接创办并建造其他教

会建筑 , 逐渐扩散衍生形成教会社区 " 这是教会社区形成最普遍也是最典型的

方式 "

教堂是一个教会社区中最为重要的建筑物 , 也往往是首先建造的建筑 " 教

堂是一个教会社区存在的基础 , 并且无论从空间视觉上或是精神上都是社区的

中心 " 其次 , 教堂作为公共场所 , 是人群的集散所 , 具规模的教堂能容纳更多

的会众 , 也意味着更大的人流 " 因此一些教会机构往往集中在教堂的周围 , 可

以方便人群的使用 "

不过 , 东吴大学法学院的例子是比较特殊的一个 " 在这里 , 教会大学代替

了教堂首先成为教会社区发展起步的中心 " 东吴大学法学院于 19n 年在中西书

院的旧址成立 , 中西学院发展到东吴大学法学院 , 从占地上来看并未有规模很

大的发展 , 是上海四所教会大学中用地最局促 , 校园面积最小的 " 而景林堂最

初是设在中西书院校舍底层的礼拜堂 , 称中西书院宣教站 , 供书院师生使用 "

然而当景林堂建成后 , 两者之间不再存在附属关系 "

中心扩散式的教会社区在各个时期都有 , 其开始形成到发展稳定的时间跨

度也不一 " 随着社区发展的趋于稳定 , 往往最初的中心不一定一枝独秀 , 例如

宏仁医院与圣彼得堂之间 ! 东吴大学法学院和景林堂之间 , 这些教会建筑已不

是仅服务于城市的小范围了 , 而是对更大范围的地域内的群体都具有影响 "

从图 5.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东吴法学院与景林堂仅隔一个街区的地方是安

息口会的教堂 ! 教会学校以及医院 , 并且南得路上圣心堂和圣芳济学校与之相

距也不过两三个街区之遥 , 由此可见教会社区在近代城市中的分布密度 "

东吴大学法学院房屋土地情况自产部分表格 -

土土地所在地址址 土地编号号 面积积 自用或出租租

区区区区 号号 饭饭饭饭

昆昆山路 146 号号 虹 日日 2666 2666 8832 亩亩 法学院自用用

昆昆11一路 156一 190 , 172 弄 (2一82 号))) 虹 日日 2666 3111 8267 亩亩 东吴大学出租租

33306 , 362 , 344 弄 (3一25 号 ))) 虹 口口 2666 322222 东吴大学出租租

乍乍浦路 254 弄 23一27 号号 虹 口口 2777 lll 约 2000 亩亩 东吴大学出租租

昆昆LIJ 路 103 号号 虹 口口 2777 lll 约 2340 亩亩 拟收回自用用

资料来源: 卜海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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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我更新

失

九

匆

图 5. 5 上册 8 图 , 一位于山东路麦家圈的仁济医院 ! 峻德小学 ! 大安堂

形成 时间:

主要功能

184 5 年左右 ) 伦敦会购下山东路大片土地 , 建造一批简单的房屋;

飞84 8 年 ) 墨海书馆从县城北门外迁至山东路麦家圈;

186 1 年 ) 仁济医院于从县城小南门外迁至山东路麦家圈;

1864 年 ) 天安堂成立于山东路麦家圈;

189 7 年 ) 华英书院成立于山东路麦家圈;

二教会出版 ! 教堂 ! 教会医院 ! 教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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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耳卜稣会总院 (1847) ! 2 藏书楼 (1847) ! 3 神学院 ! 4 徐汇公学 (1850) ! 5

圣依纳爵教堂 (18 47) ! 6 / 圣教杂志 0 印刷所 ! 7 徐光启墓 ! 8 小修院 ! 9 大修

院 (1878) ! 10 土山湾孤儿院 (1864) ! 11 圣衣院 ! 12 拯亡会修女见习所 ! 13 公

墓 ! 14 圣母院工场 (1869) ! 15 拯亡会 ! 16 启明女校 (1904) ! 17 圣母院 (1869) !

18 授枚师圣职处 ! 19 善软院 ! 20 天文台 (1873) ! 21 汇师中学 (1920) ! 22 教徒

才寸"

教会买下一块地之后 , 先建造一些简陋普通的房屋 , 容纳该差会原先在各

处租赁民房的机构迁至该处 " 最初社区内的各力量是相对均衡的 " 随后社区进

行自我更新 , 通过各机构各自发展成不1司的规模 , 或搬迁 ! 或改建 ! 或扩建 ,

逐渐形成中心建筑物 "

山东路麦家圈与徐家汇都属于这类社区发展模式 , 但两者又有区别 "

麦家圈从 20 世纪开始 , 功能开始走向单一: 华英书院迁往高阳路 , 改名为

麦伦书院; 墨海书馆随着美华书馆咸丰十年的在沪开办 , 逐渐结束; 而天安堂

随着新天安堂的建成 , 从原先供外侨礼拜到只供本上信徒礼拜 , 其规模和影响

在上海教堂中也变得不那么重要; 仁济医院经过几次扩建 , 1932 年以雷士德基

金新建 7 层医院大楼 , 成为了麦家圈的中心 " 当初各功能均衡的社区最终发展

成为以教会医院为主体的社区 , 天安堂和一所教会小学仅占据了一角 " 这是相

当特别的例子 , 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麦家圈是一个与城市世俗化融合的程度较高

的教会社区 "

徐家汇则相反 , 呈现出一种与世隔绝 ! 自我完善的形象 " 天主教耶稣会士

南格禄 1847 年选中徐家汇作为耶稣会的基地 , 最初的选址就远离了城市中心 ,

当时根本没有正式的道路 , 20 年后才修建了 / 华山路 0 和 / 徐家汇路 0 将其与

上海市区连接起来 " 天主教在这里的事业大部分都是在 19 世纪就开始开展的 ,

发展速度相当得快 , 功能十分完善 " 尽管也有部分迁出的 , 如震旦大学和徐家

汇博物院 , 但大部分都留在徐家汇 , 经过扩建更新 , 每个机构都有 自己的建筑

物 , 徐家汇一度被称为上海的 / 拉丁区 0 , 是非常完善和成熟的一个教会社区 "

徐家汇社区的中心是圣依纳爵新堂 , 这是勿庸置疑的 " 新堂的规模和建筑的标

志性从空间上统领着整个徐家汇 " 可以说 , 近代徐家汇是完全以教会力量建造

起来的 , 从一个乡村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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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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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前两种模式是一种社区自我生长的结果 , 那么天主教对震旦大学和

广慈医院的建造是经过全面的规划 " 对教会大学进行规划并不少见 , 沪江大学

的校园规划是由墨菲 (MurP hy) 设计的 , 但将教会大学和教会医院作为一个整

体规划 , 是非常特殊的例子 " 1928 年耶稣会对震旦大学和厂 -慈医院进行了规划 ,

并绘制了整体平面图 (PLAN D . ENSEMBLE DE L . HOPITAL Ste. MARIE ET DE

L . UNIVERS ITE L . AURORE ) - , 具体的规划设计者不详 "

震旦校园北至劳神父路 (合肥路), 南至河流 , 西至思南路 , 校园面积 105

亩 " 大学教育活动要求系科分设 , 功能分区 , 相互独立又能彼此联系 " 从图上

可看出 , 震旦校园按功能需要进行了分区布局 , 以吕班路 (AvENUE DuBAI L) 为

自然分界 , 教学区位于道路的西侧校园 , 东侧校园以学生宿舍和行政办公楼为

主 "

西区校园采用东西走向中心轴线 , 轴线上以东往西依次是校门 ! 以轴线对

称的几何形花园 , 校园的中心建筑物行政楼 (Dir eCt i " n et Dro it) ; 轴线两侧

对称的分布医学系 (M6dec ine ) 相对的两栋楼 ! 科学系 (SCienceS) 和博物馆

(MuS亡e) 各一栋大楼 , 北侧还有化学系 (Chimie) 和电子系 (EleCtriCeS) 大

楼 " 规划中西区校园的入口正对东区校园内的礼拜堂 ) 圣伯多禄教堂 (后建

于西院), 而东区入口则稍南 , 两侧校园入口并非相对 " 东区北部的震旦博物院

当时还未建成 , 因此整个北部校园比较空旷 , 建筑主要集中在南部 , 以行列式

排列 , 为各系学生的宿舍 , 楼间以廊道相连 , 并围合出一个向东开口的庭院空

间 "

在这张图上包括二类建筑: 现存 (eXISta ntS ) 建筑 ! 计划中 (Pr oj eCt己S)

建筑 ! 即拆 ( " d亡mol ir ) 建筑 " 1908 年震旦大学购地迁入新址后 , 最初建造了

一座中式大楼 , 1928 年前所建的建筑主要集中在吕班路的东侧校园的南部 , 共

7 幢建筑 (一号至七 号楼) " 1928 年后兴建西侧校园的各科系楼 ! 大礼堂和法学

院校舍 " 规划图上并没有绘出震旦博物馆的位置 " 193 1 年 , 震旦博物馆 (Heude

Mus uem) 大楼落成 , 徐家汇 自然博物馆迁入 " 至民国 24 年 (1935 年) , 震旦共

有校舍 10 余幢 " 1936 年震旦大学大操场南新教学楼竣工 "

现在的交通大学医学院校园西院仍保留着入口原来的平面布局形式 , 但中

心的大花园被改造成足球场 , 周围的建筑物都为 6一12 层的新建大楼 , 现存的

建筑物中西院只留下 4 层高的老红楼; 东院的空间形式有很大的改变 , 建筑物

, 资料来源: 仁海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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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5 上海 , }对了号路图录)) 上广慈医院总平面

) ! -慈医院当时是震旦大学的附属医院 , 位于震旦大学的西侧 , 入口于金神

父路 , 院址东至思南路 , 南而临河 , 占地约 16 0 亩 " 规划图上医院布局采用南

北向轴线 , 主要建筑和南部大花园以轴线组织 , 其余建筑物分布在轴线两侧 ,

采用分馆式 (Pav 111 " n St yle ) 的成组分离式 , 通过廊道相连 " ) .一慈医院规划

中共有主要建筑 8 幢 , 轴线上主体建筑为修女用房(S卿rs)和水房(Buand erie) "

5 上海市行号路图录 6 上体现了 20 世纪 30 年代之后广慈医院的大致总平而 ,

和 1928 年的规划图没有太大的区别 " 入口相对的是医院的急诊部 , 右侧为 X 光

部 " 医院的北侧为广慈的三等病房 , 大花园之南还设立了隔离医院 (1930 年建),

法国天主堂 , 震旦女中女子宿舍等 "

在这个社区中 , 伯多禄教堂起初是为震旦的师生所建立的 , 八一三事变后 ,

董家渡天主堂和虹 口天主堂等经济条件较好的天主教徒迁居到伯多禄教堂附

近 , 教堂的地位和用途发生了变化 , 从原是一所学校的教堂成为上海上层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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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徒 ! 知识分 广最集中的乖要教堂 " 8

震}上大学和广慈医院这 250 多亩的 8 __地 仁, 聚集J .大 般教耶稣会的)\学 !

附中 ! 震吐博物馆 ! 泊多禄教 .堂 ! ) !一慈医院等等 , 规模可谓仪次 于徐家汇社!- _

与徐家示!_不同的是 , 徐家;}一社区是自我生L之自勺方式 , 而天 仁教会对这块区域的

各功能进行了俗而详尽的规划和建造 , 这样的社区在_l二海仅此 一例 , 这是基 于

2() 州_纪 止0 ! 川 年代教会的完善和各万功}能加 勺增强以及与上海城币和建筑发展

的大背娥有关 "

图 5.1] 在旦大 -赞两院 - 八:) 和东院 - 石

图 5.12 201 日纪 30 年代广慈卜_,坑

州 _海)J;教 史 6 , 阮l. 汗 ! }, 振农 {纵 卜海 人民出版 社 , p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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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综合体

这类模式也是较普遍的 , 教会将礼拜 ! 学校 ! 医院 ! 居住等各类功能集中

在一栋建筑中 , 这在教会建筑发展的初期和盛期都有 " 开埠初 , 传教士租赁的

住宅 , 就是礼拜的场所 , 同时还会在内兴办学校 " 当教堂建造后 , 也往往会将

教会学校创办于教堂内空余的房间 , 这使得教堂与学校在建筑使用上常常是彼

此不分的 "

浸会于 1874 年在老北门建造了第一浸会堂 , 晏摩氏女校的前身闺秀女塾设

在 / 本堂右之第三所屋 0 , 后来晏摩氏拨款为晏摩氏女校建造了校舍 " / 堂右之

校舍遂空 , 即于一九一一年 , 试办另一女校 , 是为今口蓬勃之进德女中 " 0 1897

年 , 浸会 / 购本市当时靶子场地约十八亩 , 计七千余金 , 座落今之北四川路 ,

建屋三所 " 0 1900 年秋 , / 拟设礼拜堂于新靶子场 , 是为沪上第二浸会堂今名怀

恩堂 " 斯时晏摩氏女学及明强学校变迁该处 " 0 .

从 5 图录 6 上册 51 图上看到 , 浸会的怀恩老堂内集中了中小学和幼稚园 "

这样的好处是教堂的礼拜堂在教会聚会时作为敬拜场所 , 而平时可作为学校的

礼堂使用 " 这样的例子还有城内松雪街的天恩堂和松雪街小学合用礼堂; 杨树

浦路的沪江中小学 ! 幼儿园 ! 沪江堂合用教会; 武进路安息日会的教会与学校

房屋混合使用; 宁国路安息口会与小学不分彼此 , , 匕

1920 年之后 , 在教会合一运动的影响下 , 大规模的教堂建造起来 , 教堂内

更是安排学校 ! 幼稚园 ! 安老院等等诸多功能 " 1929 年建造的慕尔堂被称为 / 社

交会堂 0 , 在教堂内有妇女会堂 ! 女童军会所 ! 女子宿舍 ! 女校等等 " 教堂和学

校的合一是教会社区中十分常见的模式 "

除教堂外 , 青年会也是这类综合体社区 " 四川路上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大

楼内有寄宿舍 ! 沐浴室 ! 弹子房 ! 游戏室 ! 健身房 ! 游泳池等等 " 青年会办的

英文夜校后来发展成为青年会中学 "

虎丘路和圆明园路区域是一个特殊的教会社区点 , 集中了新天安堂 (Uni " n

Church , 南苏州路 79 ) ! 上海女青年会寄宿舍 (南苏州路 107 ) ! 真光大楼 (圆

明园路 209) ! 浸会书局 (圆明园路 205) ! 基督福音一书局 (圆明园路 203 ) ! 广学

大楼 (虎丘路 128 ) ! 厂一学会书店 (虎丘路 130 ) !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大楼 (圆

, 5 上海第 一没会堂自年史略 6 , 上海档案馆馆藏资料
2 5 已接管 ! 接办 ! 改组之原教会附属事业机构 门1, ! 初等学校) 房屋土地使用情况调查表 6 , >几海档案馆

馆藏资料 , 1953 年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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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 女青年会大楼平面图

这个社区与其他社区不同的是 , 基本每栋建筑物都是由一个不同教会或教

会社团建立的 , 相互独立 " 功能以出版书局和青年会为主 , 都是服务于整个城

市的教会机构 " 博物院路上的兰心戏院 (Lyceum Th ea ter ) 还常常有女青年会

里的学生使用演出 , 可见在当时使用这些建筑的人群都属于品味与收入都相对

较高人群 " .

小结

教会社区在城市中的出现与教会的特性和组织方式有关 , 也因此具有一些

显著的特征 "

5 建筑遗]!士的产}毛存策略 ) 保护与利用设计实验 6 , 常青著 , 卜J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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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间形态土说 , 无论哪种教会社区的发展模式 , 一个教会社区或在初期 ,

或经过发展一定会有一个统领区域的中心建筑 , 这个建筑通常是教堂 , 这使得

教会社区在城市中具有很强的识别性 " 在上海的高层建筑尚未发展的一段时期

内 , 教堂一直是城市中制高点的所在 , 成为城市环境中的地标 , 建立起人们对

城市方位的认知 " 教堂和教会社区内的公共开敞空间也是常常举行集会的重要

场所 , 是城市公共空间内的重要组成部分 "

从建筑特征上说, 教堂是教会社区最具标志性的建筑物 , 这也是教会社区

不同于其他类型社区的特点 " 教会活动的敬拜特点决定了教堂的平而形式 , 拉

丁十#字和希腊十字平而是最常见的教堂平而 , 主轴线引导了人们从入口至祭坛

的位置; 大尺度空间的礼拜堂也影响着教堂的形式 " 教堂建筑的一些特殊的细

部处理 , 例如尖拱窗 , 也会出现在教会的学校或是医院或是其他教会建筑上 "

从功能上说 , 教会社区改变了 仁海城市的用地性质 ! 功能布局和社会人文

环境 " 教会工作的不断拓展 , 使得教会社区的功能和布局都在不断的完一善, 基

本上每个社区都会提供教堂 ! 学校和医疗的服务 " 教堂建筑的发展 , 也吸引更

多信徒人群迁移到社区附近定居 , 改变了城市居民的集聚点 " 信徒的集中居住 ,

反之促进了教堂的规模和社区的发展 "

教会社区的开放性的形成和发展对整个近代 上海城币空问和建筑的发展产

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图 5.巧 租界在圣三 一堂前举行上海开娜 50 周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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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教会建筑对城市文化的影响

教会建筑对城市建筑文化的影啊包括两方面 , 一是教会建筑是将西方建筑

式样移植到上海城市中的力量之一; 一1是教会建筑同样参与到建筑的本上化以

及中国古典复兴的思潮当中 " 从其发展的历史中可以发现教会建筑在西化和本

土化之间的摇摆所体现出的多样性 " 宏观上看 , 尽管西方复古式样的建筑在量

上占据了大部分 , 但教会并未主动倡导任何一种建筑样式或形成某种建筑风格

的趋势 , 一个教会社区内往往并存着几种风格的建筑 " 相反 , 因着教会建筑的

世俗化 , 并且受到近代建筑设计思潮变化的影响 , 教会社区越来越融入城市建

筑的大环境中 "

本土化与西化间的摇摆一部分是教会愿望的结果 " 圣三一堂代表了一种强

势的西方正统建筑式样 , 尽管董家渡天主堂也以完全的西式建筑出现在中国}11

城旁 , 却在建筑的局部赋以中国传统元素的装饰 , 圣约翰大学怀施堂更是开创

了 / 中国式 0 教会建筑的先河 , 这是出自教会针对 19 世纪传教事业的障碍而有

的策略 " 20 世纪以后 , 随着上海城市大环境的西化和传教障碍的消失 , / 中国式 0

并未成为教会建筑的趋势 , 教会建筑更趋向了多样性 " 沪江大学也没有继承圣

约翰大学的中国式 , 而是采用了美国学院派的哥特复兴来设计校园建筑 " 面对

20 世纪 20 年代后民族意识的强烈 , 教会也做出回应 , 1928 年建成的鸿德堂就

是典型的一例 "

图 5.16 鸿德堂设计图 (左) 和建成后外观 (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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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的设计师是费启鸿教士 , 这座教堂对当时的教会而言是非常独特的 ,

西方教会带来的建筑功能 , 以完全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出现 , 这在上海是独一

无二的 , 这是教会建筑发展到盛期 , 将中西式样融合地较成熟的典范 " 教堂的

形制仍属西式的 , 正中间钟楼高起 , 两侧较低 " 房屋外墙青砖砌筑 , 墙上开圆

形窗洞 " 方形钟楼屋盖为重檐式四方攒尖大屋顶 , 并有仿木构架的红色混凝土

圆柱 , 檐下绘重彩画 , 但圆柱却以双柱形式出现 " 屋顶与墙体间以斗拱相接 ,

比起怀施堂当初屋顶与墙身生硬的交接 , 融合地更成熟 " 这是中西化两种思潮

对教会影响的产物 "

中西间的摇摆还来源于建筑师的影响 " 尽管大部分教会建筑承袭着一贯地

由教会人员设计 , 但是也有一批是由职业建筑师设计的 " 教会建筑是近代上海

建筑中最早邀请正统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类型 "

建筑师与所设计教会建筑一览表

建建筑师及事务所所 所设计教会建筑筑

司司各特与凯德纳纳 1866一1893 , 圣二一堂(Holy Trinity Chureh)))

GGG e r o g e S e o t t & W i l l iam K id n errrrr

道道达尔W M ! Dowdallll 18 85一1886 , 新天安堂 (Union Chur eh )))

1111190 4一1910 , 圣依纳爵新堂堂

通通和洋行行 1894 , 圣约翰大学怀施堂堂

马马矿司与倍高高 190 0 , 新福 音教堂和德国了弟学校校

RRR o b e r t M o o r h e a d & H e in r i eh B e e k errrrr

安安利洋行行 1905 ,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会

芝芝加哥建筑事务所所 1919一1924 ,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大楼楼

墨墨菲 (H.K.Murphy ))) 1923 , 美童公学 (ShanghaiA lnerican Sehool)))

安安铎生生 1923 , 美国陆海军青年会会

乌乌仔达克 (H ude " ))) 1925 , 安息堂堂

11111931 , 慕尔堂堂

111119 32 , 广学会大楼楼

11111935 , 中西女塾景莲堂堂

宣宣教建筑事务所所 192 5 ,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

(((M IS SIO N A R C H IT E C T S B U R E A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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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德和洋行行 1930一1932 , 仁济医院院

贵贵安洋行行 1930 , 震旦博物院院

1111193 5 , 厂一慈医院三等病房房

李李锦沛沛 19 31 , 卜海基督教青年会西区新屋屋

111119 31 , ) .一东浸信会堂堂

1111193 3 , 女青年会大楼楼

11111933 , 清心女中中

范范文照照 1929 , 圣约翰大学交谊楼楼

1111193 1 ,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西区新屋屋

赵赵深深 1931 , 卜海基督教青年会西区新屋屋

哈哈沙德洋行行 1932 , 西侨青年会会

公公和洋行行 1932 , 亚洲文会会

20 世纪 20 年代之后 , 特别是 30 年代 , 西方建筑师和事务所带来的多样的

设计思潮为教会建筑 , 特别是除教堂之外的教会建筑 , 加入了越来越多新的设

计理念 " 德和洋行设计的仁济医院的新大楼 (1932 年) 和贵安洋行设计的广慈

医院三等病房 (1935 年 ) 体现出现代主义的简洁 , 公和洋行设计的业洲文会大

楼 (1932 年) 和部达克设计的广学会大楼 (1932 年) 体现出艺术装饰主义 (Art

DeC " ) 风格等等 , 这些教会建筑与世俗建筑间的分隔越来越模糊 , 逐渐摆脱了

清晰的可识别性的教会建筑特征符号 "

中国建筑师参与设计教会建筑也为其带来了本土化思潮 , 在原木西方宗教

的建筑 卜投入了对中国占典建筑的复兴 " 李锦沛和范文照等所设计的 卜海基督

教青年会西区新屋 (1931 年) 将现代建筑与中国式复古屋顶折衷为一 " 这座城

市中心的中西结合的大型教会公共建筑 , 再次体现了近代城市中的教会建筑在

西化和木土化之间的摇摆 , 或许正如建筑本身所展示的 , 对多种风格折衷得融

合才是上海教会建筑最后的趋势 "

教会建筑在城市中的世俗化使其不再受到式样的限制 , 不再固守于复古的

正统的教会建筑所具有的特征 , 逐渐体现出多样性 , 同时也融入在近代 卜海地

方建筑中 " 教会建筑 , 与其它城市建筑共同推进着近代上海发展成为一座现代

化的 , 具有 / 中西合璧 ! 兼容并蓄 0 .地方特征的大都市 "

5 卜海百年建筑史 ( 1840一1949 )6 , 伍江著 , 同济大学出版社 , pl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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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海近代城市的历史不过百年时间 , 对于上海近代城市和建筑历史的研究

相对西方历史的研究而言仍属起步阶段 " 关于教会建筑的论述在各类学科书籍

中都有所涉及 , 或在一些介绍上海老房子的图册中有资料背景介绍 , 但是系统

性的近代教会建筑史学研究 , 特别是教会建筑与城市间的关系还很少有人研究

过 " 因此作者希望能够在学习和研究建筑历史与理论的期问 , 特别对上海近代

教会建筑与_h海近代都市化进程间的关系作一详细探究和考查 "

木文中所涉及的教会建筑单位 , 大部分作者都已探访过实地 , 拍摄照片 ,

尽可能将宗教志和宗教史上所记载的相关单位 与实物建立一一对应的资料体

系 , 附在正文后 " 从这批资料中 , 作者特别对教会建筑在这个城市中的变迁进

行全面探讨 , 总结各时期的特点并结合 5 _仁海市行号路图录 6 得出四种教会社

区的发展模式 , 试图向人们展示较为系统和全面的上海近代教会建筑史 "

但由于研究时间和精力的有限 , 而且上海近代城市和建筑的历史呈现出众

多学科综合交叉的现象 , 特别是教会建筑单位浩繁丰富 , 材料之散漫难集 , 并

因本人学识谱陋 , 论文的深度和广度都还有待深化和提高 " 上海教会建筑的历

史的探索尚在起步阶段 , 其中肯定有不够完善的地方 , 旨在抛砖引玉 , 方敢于

献拙 , 谬误之处 , 若有幸得到指出 , 予以改正 "

本文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 但尚有许多有待进一步深入进行的研

究工作 , 这里择其要者简要讨论如 卜:

(1) 教会建筑的资料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 , 特别是对历史照片的归类整理

以及建筑师的信息搜集 , 这部分有较大的缺憾 "

(2) 教会学校 , 特别是教会大学的发展和建筑特征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

(3) 教会建筑的保护 " 在作者探寻现存教会建筑单位的过程中 , 发现很多

的单位已在历史中因各样因素被拆除或毁坏 , 有一批甚至是在近期被拆除的 ,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 更多现存的教会建筑被埋没在城市当中 , 有些老教堂

被改造成住宅 , 住了几十户人家 , 面目全非 " 作为这个城市珍贵的历史遗产 ,

对教会建筑的保护工作是不可忽视的 " 作者非常期待教会建筑在上海崎岖的历

程能走向一个平安的时代 "



衷心感谢我的导师卢永毅教授在研究生学习生涯 , 1, 给予我的教导和在专

业上的引领 " 从木科开始 , 卢教授的建筑历史课就吸引了我对建筑历史产生很

深的兴趣 , 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卢教授对学术的热情和治学的精神更对我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 " 特别要感谢卢教授指导我研究近代上海教会建筑这个有趣的题口 "

感谢学长刘钢 ! 宣磊 ! 李燕宁和学姐王颖对我论文的指导并纠正我的错误 ,

他们在学术上的严谨也常常鼓励着我坚持 "

感谢我的同学阮萍 ! 胡宇之 ! 陈锋 ! 黄金玉在这三年时间里的陪伴 , 与他

们一起互相分享和学习常常给我很多启发 " 感谢凌颖松 ! 李娟 ! 张丹在沪江大

学的研究中给予的帮助 , 感谢华东政法学院冯执一在圣约翰大学调研中给我的

帮助 "

感谢我最好的朋友姜琳在我写作论文的一年多时间中在精神上的支持和

陪伴 , 感谢我的朋友胡国剑 ! 邵奕敏 ! 林星等为我的论文加油 , 无论我这一年

多的时间里处于高潮或低谷都在我身边陪伴 "

谢谢我的母亲袁炜给予我的爱和生活上的支持 , 没有她的陪伴和鼓励 , 我

根本不可能继续下去 "

最后 , 我要特别纪念我的父亲 , 父亲生前对我的关爱和谆谆教导是我 生

的财富 , 他对我人生和学业的关心也是我没有放弃 , 继续写作的动力 " 我把这

篇小小的成果献给在天堂的他 "

尽管这篇论文 十分粗糙肤浅 , 还有很多的谬误 , 但希望对十研究历史的他

人有所帮助 , 对近代上海建筑历史的研究能做出一点贡献 "

柴旭原

二零零六年六月于同济校园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上海史部分:
5 上海卫生志 6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 1998 年版

5 卜海出版志 6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 2000 年版

5 上海宗教志 6 ,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 2001 年版

5 卜海租界志 6 , 卜海社科院出版社 , 2001 年版

5 上海通志 6 , 5 上海通志 6 编纂委员会编 ,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 2005 年版

5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 6 , 张仲礼主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5 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与城市综合竞争力 6 , 张忠民主编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5 近代上海都!i丁的形成 6 , 5 上海史研究 6 , 郑祖安著 , 学林出版社

欲卜海史 6 , 唐振常主编 , L海人民出版社

5 上海近代史 6 , 刘惠吾著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5 解放前 卜海的学校 6 ,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 第五 }一九辑

5 上海宗教史 6 , 阮仁泽 ! :高振农土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 教会史部分:
5 基督教会史 6 , [美 8 布鲁斯 # 雪莱著 , 北京大学出版社

5 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 6 , 1 美] 施密特著 , 北京大学出版社

5 基督教概论 6 7 英] 麦格拉思著 , 北京大学出版社

5 基督教初传 卜海史 6 , ((2 0 世纪 卜海文史资料文库 9)) , 姚民权著

5 上海基督教史 1843 一1949 6 , 姚民权著 , 上海基督教教务委员会

5 江南传教史 6 , [法 2 史式微 , 上海译文出版社

5 中国教会文献日录 ) 上海市档案馆珍贵资料 6 , 马 长林 ! 吴小新卞编

5 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 ) 来华新教宣教 卜评传 6 , 顾长声著 , 上海书店出版社

5 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 (1912 一1949) 6 , 何凯立著 , 四川大学出版社

5 基督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 6 , 顾卫民著 , 上海书店出版辛l几

5 晚清华洋录 ) 美国传教士 ! 满大人和李家的故事 6 , =美 :多米尼克 # 士风 # 李著 , 李士

民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5 福临中华一中国近代教会史 {一训 6 , 梁家麟著 , 香港天道 19楼

5 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 6 , 谭双泉著 , 湖南教育出版社

5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 6 , 顾卫民著 , 卜海人民出版社

5 中国J心灵 6 , 7德1卫礼贤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护海派基督教 0 ) 欧美基督教在近代上海的社会化问题 6 李向平著

5 圣约翰大学 ) 海上梵工渡 6 , 徐以弊 韩信吕著 , 河北教育出版社

5 沪江人学 6 , 1美 :海波 上著 王立城译 , 珠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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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主要教会建筑列表

1843一1900年

嘛嘛嘛 机构名称称1.敬一堂(世春堂)(附设巨智小学)))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大上教耶稣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梧桐路 13 7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640年年

现现现状状 福佑路第一小学分部 (操场 )))

保保保护类别别 黄浦区文物保护单位位

劫劫劫 机构名称称 2. 仁济医院院

! !娜蜘蜘蜘蜘蜘蜘蜘蜘蜘蜘蜘蜘蜘蜘蜘蜘蜘蜘蜘蜘蜘蜘蜘蜘蜘

所所所属差会会 伦敦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山东路麦家圈圈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43 年创办 , 1873 年 , 1930 年年

现现现状状 仁济医院院

机机机构名称称 3. 墨海书馆馆

所所所属差会会 伦敦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山东路麦家圈圈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4 3 年创办办

...今今 机构名称称 4. 董家渡大主堂 (圣沙勿略大主堂)))

气气.钾终, -斤斤斤 附设明德女校校
扩扩知林爷专奋咧~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 ;旦 爹 乡蟒蟒 英文名称称 5.FFanCISCOXaVieFChUrChhh
!!!一. 百 麟 , )哗;;;;;;;;;;;;;;;;;;;;;;;;;;;;;;;;;;;;;;;;;;;;;;;;;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天主教耶稣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董家渡路 175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47 年一1853年年

设设设计师师 范布左廷 (FatherJean Ferrand )))

现现现状状 使用中中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 批保护名录录

树树 唇唇机构名称称5.圣二一堂堂
所所所属差会会 圣公会会

英英英文名称称 H oly Trinity C hurehhh

建建建造地址址 江西路九李l路路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47年 , 1862 年拆除 , 1866 年一1893 年年

设设设计师师 司各特和凯德纳纳

现现现状状 中国基督教两会会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一批保护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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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机机构名称称 6. 耶稣会会院院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天主教耶稣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徐家汇汇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47年年

拯拯巍 ...机构名称称7.徐汇公学(依纳爵公学)))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天主教耶稣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僧溪北路6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49 , 1918年扩建建

现现现状状 徐汇中学学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二批保护名录录

倒倒 ...机构名称称8.英华书馆馆
所所所属差会会 安立甘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武进路 412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50年成立 , 1892 年建造造

现现现状状 海军托儿所所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四批保护名录录

嗦嗦 ...机构名称称9.裨文女塾(附设裨文小学)))
所所所属差会会 女公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西林后路 > 02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5 1年创办办

现现现状状 弃用 , 即将拆除 (图为f见状照片)))

装装装 机构名称称10.徐家汇圣依纳爵老堂堂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天主教耶稣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今徐家汇大土堂东北侧 50 米处处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51年年

设设设计师师 范忆廷 (FatherJean Ferrand )))

现现现状状 199 4 年已拆除除

魂魂魂 机构名称称11.虹口救主堂堂
!! 翩贬望跳护生 ------------------------

所所所属差会会 圣公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蓬路自一老汇路口口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53 年 , 1915 年一1918 年 , 1939 年年

现现现状状 1989 午被拆除除

瓤瓤瓤 机构名称称12.清心}弓院(附设i箭自小学)))
所所所属差会会 长老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大南门外陆家洪洪

建建建造年代代 > 86 0年创办 , 1865 年开始建造校舍舍

现现现状状 市南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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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蠢蠢机构名称称>3.若瑟堂(洋汪淇大主堂)))
附附附附设若瑟学校 ! 卜智学校校

英英英文名称称 St.JosePh Cathedralll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天主教耶稣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四川南路36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60年一1861年年

设设设计师师 罗礼思 (Father Louis H elot)))

现现现状状 使用中中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二批保护名录录

机机机构名称称 14 , 天安堂 (附设峻德小学)))

所所所属差会会 伦敦会一中华荃督教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山东路 > 37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64 年 , 1923 年重建建

现现现状状 1989 年改为仁济医院门诊部部

黔黔黔 机构名称称15._[山湾印}5馆!孤儿8_艺院!绘画馆!上上
场场场场场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天卞教耳仔稣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徐家汇土山湾湾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64 年年

塑塑塑 机构名称称16.类思学校校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天主教耶稣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四川南路 34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65 年年

现现现状状 }J月川南路小学学

赘赘赘 机构名称称17.徐汇女中中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大主教耶稣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大钥桥路 100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67 年年

现现现状状 卜海市第四中学学

机机机构名称称 !8. 徐家汇圣母院院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天主教耶稣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槽溪北路 201 号 (原45 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69 年年

蜘蜘蜘 机构名称称19.虹口耶稣圣心堂堂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天主教耶稣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南得路 24 6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70 年一1876 年年

现现现状状 拆毁后于 20 1日纪 80 年代重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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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蜘蜘 机构名称称20.亚洲文会旧楼楼
建建建造地址址 虎丘路20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71年 , 1930 年拆除新建建

现现现状状 已拆除 , 建亚洲文会新楼楼

机机机构名称称 21 . 徐家刀_大文台台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天主教耶稣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徐家汇汇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73 年创办 , 190 1年建新台台

机机机构名称称 22. 徐家汇博物院院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大主教耶稣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徐家汇耶稣会总院之南南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73年年

以以以 机构名称称23.圣衣堂堂
英英英文名称称 The Soeiety ofC arm elll

建建建造地址址 牙曹溪北路 595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74 年年

现现现状状 上海电影制片) ---

蕊蕊蕊 机构名称称24.第一浸会堂堂
所所所属差会会 浸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老北门福建南路 149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74 年年

现现现状状 199 1年已拆除除

"" 蕊二!!! 机构名称称 25. 格致书院院

目目. 颐 荡翔夸之诵 , 之竺 卜油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搜

建建建造地址址 厂一西北路 66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74 年 , 1927 年年

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状状 格致中学学

甲甲哪斌硒硒硒硒

一一__:趣趣 机构名称称26.同仁医局局
所所所属差会会 圣公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西华德路口口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80 年 , 192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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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机机构名称称 27. 复活堂堂

所所所属差会会 圣公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不详详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81年年

现现现状状 190 8 年堂 -宇坍塌塌

机机机构名称称 28. 中西 15院院

所所所属差会会 监理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昆山路路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81年年

蠢蠢舞舞机构名称称29.公济医院院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天主教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北苏州路 !90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82 年一1920 年年

夔夔缨邂邂机构名称称30.圣芳济.于堂堂
英英英文名称称 St.F旧nCIS一X aVIOrS ChOO}}}

建建建造地址址 南i寻路 281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82年一1884 年 , 1939 年年

现现现状状 北虹中学学

叠叠叠 机构名称称引.圣约翰人学礼拜堂堂
所所所属差会会 圣公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万航渡路 !575 号 (原梵l兰渡路)))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84 年年

现现现状状 1982 年华政复校后 , 为造图 }二馆Jl.lJ 拆除除

摊摊摊 机构名称称32.西门妇孺医院院
英英英文名称称 M argaretW ill旧m son HosPltalll

所所所属差会会 美国妇女联合布i亘会 ! 浸礼会 ! 监理会女子部部

建建建造地址址 方斜路 419 一42 >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85年年

现现现状状 复口.人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住院部部

{{{ 22 机构名称称 33.新天女堂堂

幽幽瘫瘫瘫瘫瘫瘫瘫瘫瘫瘫瘫瘫瘫瘫瘫瘫瘫瘫瘫瘫瘫瘫瘫瘫瘫瘫瘫瘫瘫
英英英文名称称 U nlon C hUrChhh

律律律请地址址 南苏州路 107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85 年一1886 了仁仁

设设设计师师 道达尔 (W M .D ow dall)))

现现现状状 弃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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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氯氯 机构名称称34.惠中学塾(附设惠中小学)))
建建建造地址址 肇)司路 420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89 年年

现现现状状 老建筑已拆除 , 今李惠利中学学

机机机构名称称 35 , 中西女塾塾

所所所属差会会 卫理公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西藏中路汉口路 (原址建慕尔堂)))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90年创办 , 1892 年年

泽泽 ...机构名称称36一舌导女中!附属女子小学暨幼稚园园

牙牙 .................................................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天卞教拯} .: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昆山路 224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94年年

现现现状状 幼儿园园

机机机构名称称 37. 圣约翰大学怀施堂堂

所所所属差会会 圣公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万航渡路 157 5 号 (原梵皇渡路)))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94 年年

设设设计师师 通和洋行行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二批保护名录录

幽幽幽 机构名称称38.耶稣会神学院院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大上教耶稣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徐家汇汇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96年年

鑫鑫鑫 机构名称称39.徐家汇藏书楼楼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大主教耶稣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徐家汇槽溪北路 80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97年 , 20世纪 30年代扩建建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二批保护名录录

现现现状状 上海图书馆藏书楼楼

hhhaaa 机构名称称40.圣彼得堂堂
所所所属差会会 圣公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北京西路 351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98年一1899 年年

现现现状状 > 99 4 年已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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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机机构名称称 41 . 麦伦书院及住宅宅

建建建造地址址 高阳路6%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98年年

设设设计师师 通和洋行 , 安利洋行行

现现现状状 继光中学学

机机机构名称称 42 . 圣保罗教堂堂

所所所属差会会 圣公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山东中路 31 1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898年年

现现现状状 1949 年前被毁 , 原址今建黄浦体育馆馆

机机机构名称称 43 , 天思堂 (附设小学 ! 施诊所)))

所所所属差会会 圣公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松雪街 66 弄 5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99 年 , 1932 年重建建

现现现状状 上海联合汽配厂厂

峭峭粼粼 机构名称称44.圣约翰大学科学馆馆
所所所属差会会 圣公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万航渡路 1575 号 (原梵皇渡路)))

建建建造年代代 1899 年年

设设设计师师 通和洋行行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一批保护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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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一1949年

瓤瓤瓤机构名称称45.新福音教堂和德国子弟学校校
建建建造地址址 黄浦路金山路日日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00 年年

设设设计师师 马祠.一司 (Robert B radshaw M oorhead );;;

倍倍倍倍高 (H einr一eh Beeker)))

现现现状状 193 2一1934 年问拆除除

机机机构名称称 46. 怀恩老 -散散

所所所属差会会 浸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东宝兴路22 1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00 年年

现现现状状 被拆拆

血血 ...机构名称称47.徐家汇天文台台
巍巍巍巍巍巍巍巍巍巍巍巍巍巍巍巍巍巍巍巍巍巍巍巍巍巍巍巍巍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天主教耶稣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蒲西路 166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01年 , 19 19 年改建建

现现现状状 上海气象局气象台台

(((((((图上为 1901 年徐家汇人文台台

下下下下为 1919 年改建后的天文台)))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1]日批保护名录录

, ,瘫愁愁机构名称称48.尚.货堂堂

所所所属差会会 尚贤堂堂

建建建造地址址 护住海中路 (原宝吕路)))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03 年年

现现现状状 已拆拆

誉誉 ,, 机构名称称 49 . 闸北堂堂

瞪瞪瞪瞪瞪瞪瞪瞪瞪瞪瞪瞪瞪瞪瞪瞪瞪瞪瞪瞪瞪瞪瞪瞪瞪瞪瞪瞪瞪
所所所属差会会 长老会一中华基督教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海 -J -路康乐路 , 宝通路 340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03 年 , 1914 年一19I6 f厂厂

现现现状状 -一 八事变被炸毁 , 后重建 (图为闸北堂现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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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澎澎瓤瓤 机构名称称50.美华印书馆馆
所所所所属差会会 长老会会

建建建建造地址址 四川路北 135 号号

建建建建造年代代 1903年年

趣趣翔碱瘾瘾 机构名称称51.].一仁医院院所所所所所所所属差会会 圣公会会

酵酵酵酵酵酵酵酵酵酵酵酵酵酵酵酵酵酵酵酵酵酵酵酵酵酵酵酵酵酵
建建建造地址址 北尔西路 36 1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0 3 年创办 , 1912 年扩建建

入入,, 机构名称称 52. 惠中堂堂

魂魂魂魂魂魂魂魂魂魂魂魂魂魂魂魂魂魂魂魂魂魂魂魂魂魂魂魂魂魂
所所所属差会会 安息日浸礼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徐家汇路 38 一40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04 年年

现现现状状 文革后倒塌 , > 996年重建 " (图为惠中堂现貌)))

撬撬撬 机构名称称53.圣依纳爵新堂堂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大主教耶稣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蒲西路 158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04 午一1911年年

设设设计师师 道达尔 (W M .D ow dall)))

现现现状状 徐 -家汇大_主堂堂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 一批保护名录录

肠肠肠 机构名称称54.). -慈医院院
喊喊喊喊喊喊喊喊喊喊喊喊喊喊喊喊喊喊喊喊喊喊喊喊喊喊喊喊喊喊

法法法文名称称 I.H oPitalS ainte M arleee

所所所属差会会 人主教耶稣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瑞金二路 197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04 年一1907 午 , 1935 亡I扩建建

设设设计师师 责女洋行等等

现现现状状 瑞{金医院内 8 号楼 ! 等等等

保保保护类别别 (瑞金医院 8 号楼) 第四批保护名录 (I纠为 888

号号号号楼和= 等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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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瘾和和机构名称称55.圣约翰大学思颜堂堂
所所所属差会会 圣公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万航渡路 1575 号 (原梵皇渡路)))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04 年年

蹬蹬砚 ,爵爵 现状状华东政法.学院40号楼楼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一批保护名录录

机机机构名称称 56 .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四川中路595一607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05年年

设设设计师师 安利洋行行

现现现状状 浦光大楼 (浦光中学)))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四批保护名录录

彝彝彝 机构名称称57.沪江人学思晏堂堂
所所所属差会会 浸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军工路 516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07 年年

幽幽幽 机构名称称58.震口人学学
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

法法法文名称称 UN IV E RSITE L .A U RO REEE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天卞教耳厂稣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重庆南路路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03 年创办 , 1908 f卜1936 年年

现现现状状 交通人学附属医学院院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_二批保护名录录

机机机构名称称 59. 时兆报馆馆

所所所属差会会 安息日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宁国路安息日会中华总会内内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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惫惫惫 机构名称称60.广学会旧楼楼
英英英文名称称 C hr istian L iterature Soeiet) fo rC llinaaa

建建建造地址址 北四川路 143 号 (多伦路卜])))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08 年年

蘸蘸蘸 机构名称称61.圣约翰大学思孟堂堂
所所所属差会会 圣公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万航渡路 1575 号 (原梵皇渡路)))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09 年年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一批保护名录录

履履履 机构名称称62.东吴人学法学院院
所所所属差会会 卫理公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昆山路 146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 90 9年建造四层教学楼楼

现现现状状 财经大学成人教育学院院

蒸蒸缠基基机构名称称63.晏摩氏女中中
杯杯巅巅巅巅巅巅巅巅巅巅巅巅巅巅巅巅巅巅巅巅巅巅巅巅巅巅巅

所所所属差会会 浸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北宝兴路底浸会庄内内

建建建造年代代 !894 年创办 , 1910 年起建造校舍舍

(((((((图为晏摩氏女中礼堂和教工宿舍)))

机机机构名称称 64. 安当医院院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大_1:教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重庆南路 >49 号 (原吕班路)))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10 年年

缄缄缄 机构名称称65.新普育堂堂
建建建造地址址 普育西路 >05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11年年

现现现状状 文恩职业技术学校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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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机机构名称称 66 . 安息日会中华总会会

所所所属差会会 安息日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宁国路526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11年年

现现现状状 己拆除 , 原址建杨浦区少年宫宫

机机机构名称称 67 . 济良所所

建建建造地址址 宝l_日路 , 唐山路 25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11年年

机机机构名称称 68. 安息日会沪东堂老堂堂

所所所属差会会 基督复临安自!口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宁国路 486 弄 51 号 (原宁国路 458 弄 5 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12 年年

现现现状状 己拆除除

孤孤孤 机构名称称69.中法学堂(附设小学)))
建建建造地址址 淮海东路西藏中路口口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13 年年

现现现状状 光明中学学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二批保护名录录

巍巍巍 机构名称称70.老北门第一浸会堂(附设民德小学)))
所所所属差会会 浸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福建南路 149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 14 年年

现现现状状 !991 年己拆除除

机机机构名称称 71 . 青年会中学学

建建建造地址址 四川中路青年会会所西面面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4 年年

哎哎哎 机构名称称72.沪江人学思袭堂堂
所所所属差会会 浸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军工路 516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15年年

现现现状状 第三宿舍舍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IJL!批保护名录录

瓣瓣瓣 机构名称称73.虹口救主堂堂
所所所属差会会 圣公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漂阳路 ! 大水路路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15 年一1918 年年

现现现状状 1937年毁于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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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黔黔 机构名称称74.安急日会沪北教会会
所所所属差会会 基督复临安留旧 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武进路 183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16 年年

现现现状状 商用 (图为该建筑现状)))

盘盘盘 机构名称称75.富吉堂堂
所所所属差会会 中华基督教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四川北路 1802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17 年年

现现现状状 四川北路第 一小学 (图为该建筑现状)))

忿忿忿 机构名称称76.宣道会守真堂(附设守真中学!第1小学)))
所所所属差会会 言道会一灵 7一团团

建建建造地址址 四川北路 ]578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17年年

现现现状状 商铺铺

瓤瓤 ! !机构名称称77.启明女中中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天主教拯亡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大钥桥路 144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17 年年

机机机构名称称 78. 上海基督教车夫福音会 嘉兴路教堂堂

建建建造地址址 嘉兴路路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19 年年

戮戮 ::: 机构名称称 79 . 新思堂堂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遥遥翻翻 建造地址址鸟兽木齐北路25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0年年

机机构名称称 80.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大楼楼

建建造地址址 虎丘路 131 号号

建建造年代代 1919 年一1924 年年

设设计师师 美国芝加哥建筑事务所所

现现状状 虎庄公寓寓

保保护类别别 第三批保护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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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沂万-搬搬机构名称称81.沪江少!学巴!伊堂堂
建建建造地址址 军工路路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2 年年

现现现状状 办公楼楼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四批保护名录录

趣趣趣 机构名称称82.景林堂(附设景林小学)))
所所所属差会会 监理会一卫理公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昆山路 135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2 年年

设设设计师师 自兰克克

现现现状状 景灵堂堂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一批保护名录录

龟龟龟 机构名称称83.清心堂堂
所所所属差会会 长老会一中华基督教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 ! 昌街 30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3 年年

现现现状状 清心堂堂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一批保护名录录

}}}/ -万\\\ 机构名称称84.圣玛利业女中中

骊骊熬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
蘸蘸霸翰翰所属差会会圣公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长宁路 1!87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3 年一1933 :I于于

现现现状状 上海纺织门J等专干:}学校校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四批保护名录录

目目目 机构名称称85.美童公学学
英英英文名称称 ShanghaiA 一neriean Sehoolll

建建建造地址址 衡山路 10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3 年年

设设设计师师 !卫场仁(H .K .M urp hy )))

现现现状状 704 所所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一批保护名录 ,,

(((((((宿舍楼及水塔 ) 第四批保护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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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机机构名称称 86 . 美国陆海军青年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四川中路 630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3年年

设设设计师师 女牛价生生

现现现状状 海青人楼楼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卜L}批保护名录录

如如匆...机构名称称87.汇师中学(附设汇师小学)))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天主教耶稣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蒲西路路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4 年年

娜娜娜 机构名称称88.圣J自医院院
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大卞教公教进行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宁国路41 号 (杭州路34 9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4 年年

现现现状状 杨浦区老年人医院院

(((((((图上为医院大楼 , 下为医院内礼拜堂)))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儿!批保护名录录

启启睁洲洲机构名称称89.伯特利医院(附设伯特利打.士产科学校)))
所所所属差会会 伯特利教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制造局路 639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 4 午午

现现现状状 11)九医l坑坑

触触啼辆撇;;;机构名称称90.圣约翰大学西门堂堂
八八 币 - ~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

乡乡 八 熟一 ~ 侧对鲜鲜 建造地址址 梵皇渡路 1575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 4 年年

现现现状状 华东政法学院西门 -章章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二批保护名录录

机机机构名称称 91 . 斯!荡中学学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天卞教慈幼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杭州路 792 号, 后迁宁国路 41 弓弓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 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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姗姗姗 机构名称称92.尚贤坊坊
建建建造地址址 淮海中路 35 0 弄弄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4 年年

现现现状状 尚贤坊坊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 一批保护名录录

罐罐罐 机构名称称93.霞飞坊坊
建建建造地址址 淮海中路 92 7弄弄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4 年年

现现现状状 淮海坊坊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四批保护名录录

机机机构名称称 94 . 斯高土艺学校校

建建建造地址址 国货路28 6 号 (后迁往杭州路)))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5 年年

现现现状状 己拆拆

幽幽幽机构名称称95.诸圣堂堂
英英英文名称称 A 11SsintS C hUrChhh

所所所属差会会 圣公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复兴中路425 一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5 年年

现现现状状 诸圣堂堂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 几批保护名录录

机机机构名称称 96. ;J0 北浸会嘴长长

所所所属差会会 浸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虫匕江路414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925 勺花, 1933 ;1几几

现现现状状 己毁毁

粤粤黔黔机构名称称97.协和礼拜堂堂
英英英文名称称 A m eriean C om m unlty C hurehhh

建建建造地址址 衡山路53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5年年

现现现状状 国际礼拜堂堂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 一批保护名录录

机机机构名称称 98. 浸会怀施 .散散

建建建造地址址 北宝兴路底浸会庄内内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5年年

现现现状状 80 午代初已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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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肠肠 机构名称称99.焉自!堂堂
建建建造地址址 哈密路 1115 号 6 号门门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5 年年

设设设计师师 乌区达克克

现现现状状 弃用中中

黔黔黔 机构名称称100.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圆明园路 ]69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5 年年

设设设计师师 宣教建筑事务所所

(((((((M ISS IO N A R C H IT E C T S B U R E A U )))

鑫鑫鑫 机构名称称101.一心教养院,一心中小学校校
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天上教慈幼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l玉1货路 239 号 (283 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5年年

现现现状状 卜海市电视中等 专业学校和国货路幼儿园园

睡睡翻翻 机构名称称102.圣心会会院院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天主教圣心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霞飞路 622 号 (今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6 年年

机机机构名称称 103 . 闸北圣保罗堂堂

所所所属差会会 圣公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闸北宝昌路严家阁阁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6 年年

现现现状状 被毁毁

机机机构名称称 104 . 土海_}去生疗养院院

所所所属差会会 基督复临安息1刁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哈密路路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7 年年

现现现状状 空军医院 (a楼 b 楼 )))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四批保护名录



附录 A 主要教会建筑列表

机机机构名称称 > 05 . 和平之后圣母堂堂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天主教耶稣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惠民路 692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8 年年

现现现状状 己拆除除

机机机构名称称 106. 君王堂堂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天主教耶稣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长乐路 16 5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8年年

现现现状状 1985年已拆除 , 后重建建

白白白机构名称称107.鸿德堂(附设修德小学)))
所所所属差会会 长老会一中华基督教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多伦路 59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8年年

设设设计师师 费启鸿教士士

现现现状状 鸿德堂堂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止批保护名录录

机机机构名称称 108. 上海盲童学堂堂

建建建造地址址 虹桥路 > 850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8年年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四批保护名录录

, ,毅 ...机构名称称109.两侨;牙年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l匀京西路 150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8 年年

设设设计师师 哈沙德洋行行

现现现状状 体育俱乐部 ! 市体委委

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 批保护名录录III里 , 二二二二二盗欲 0 蕊犷渊 吧 iiiiiii

iii麟她...机构名称称l>0.人修道院院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天卞教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曹溪北路 336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8一1929 年年

现现现状状 徐汇区人民政府办公楼楼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二批保护名录录

机机机构名称称 川 . 永志堂堂

所所所属差会会 自立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江湾翔殷路一宝通路 53 9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9 年 , 1947 年年

现现现状状 八 一三事变中被炸毁



附录 A 上要教会建筑列表

机机机构名称称 112. 中华圣洁教会会

所所所属差会会 灵土团团

建建建造地址址 新马胃路34 3 号国庆路!一JJJ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9年 , 1944 年重建建

戚戚戚 机构名称称113.徐家下L_圣母院院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天卞教拯户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曹溪北路 45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9 年年

现现现状状 餐厅厅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二批保护名录录

机机机构名称称 l!4. 上海卫生疗养院分l坑坑

所所所属差会会 基督复临安息!8 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老靶子路 (武进路)))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9 年年

机机机构名称称 115. 圣灵堂堂

所所所属差会会 圣公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光复西路宋家宅宅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30 年年

圈圈圈 机构名称称116.大通路小德肋撒堂堂
英英英文名称称 SaintTe resa Churehhh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天卞教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大通路 370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30 年年

现现现状状 使用中中

瞬瞬瞬 机构名称称117.仁济医院院
所所所属差会会 伦敦会一中华攀督教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山东中路 45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30 年一1932 年年

设设设计师师 德和洋行行

现现现状状 仁济医院院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一批保护名录录

瀚瀚瀚 机构名称称118.震!8_博物院院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天主教耶稣会会

设设设计师师 贵安洋行行

建建建造地址址 重庆南路 225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30 年年

现现现状状 中国科学院 卜海昆虫研究所



附录 A 主要教会建筑列表

机机机构名称称 119. 曹家渡大主堂 (附设弥格小学)))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天主教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长 -了支路 125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30 年年

..... 机构名称称!20.真光友楼楼
所所所属差会会 浸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圆明园路 209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30年年

现现现状状 真光人楼楼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 几批保护名录录

机机机构名称称 > 21 . }间北母心医院院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大 1二教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lfyJ 北八字桥桥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30 年年

现现现状状 已毁毁

机机机构名称称 122. 普益社 (附设谦心堂)))

所所所属差会会 民老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蔑竹街 43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30 年年

恻恻恻 机构名称称123.修道院公寓寓
建建建造地址址 复兴西路 62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30 年年

现现现状状 湖南街逍办事处处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 一批保护名录录

涵涵涵 机构名称称124.中国内地会总部部
所所所属差会会 内地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新l间路 1531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31勺几几

息息息 机构名称称125.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西区新屋屋
建建建造地址址 凶藏南路 123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31年年

设设设计师师 李锦沛 ! 范文照 ! 赵深深

现现现状状 青年会宾馆馆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 一批保护名录



附录 A 土要教会建筑列表

___.多多 机构名称称126.慕尔堂堂黔黔黔黔黔黔黔黔黔黔黔黔黔黔黔黔黔黔黔黔黔黔黔黔

英英英文名称称 M O0re M em oria > C hUrChhh

所所所属差会会 监理会一卫理公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西藏中路 361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31年年

设设设计师师 乌口达克克

现现现状状 沐思堂堂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一批保打 .名录录

蟒蟒蟒机构名称称127.德国新福一音教堂堂
建建建造地址址 华山路 310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3 1年年

现现现状状 已拆除除

缨缨缨鬓鬓机构名称称128.厂一东浸信会堂堂
所所所所属差会会 浸会会

建建建建造地址址 新乡路66 号 (原白保罗路)))

建建建建造年代代 1931年年

设设设设计师师 李锦沛沛

机机机构名称称 129. 中比锚锭医院院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天卞教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原在圣心医院内) 淮海中路 !77 3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31年年

机机机构名称称 130. 全备福音堂堂

所所所属差会会 灵上团团

建建建造地址址 东余杭路799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光绪 8 四年创办 , 1932 年建堂堂

机机机构名称称 131 卫斯理堂 (附设民益小学)))

所所所属差会会 卫理公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大统路374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32 年 , 1949 年年

现现现状状 1937年已毁



附录 A 土要教会建筑列表

砚砚砚 机构名称称 132. 金科中学学

豁豁豁豁豁豁豁豁豁豁豁豁豁豁豁豁豁豁豁豁豁豁豁豁豁
!! 游一只! -自自 所属差会会 天主教会会

建建建造她址址 胶州路 73 4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32 年年

现现现状状 江宁中学 (图为金科中J货人_i二堂)))

森森森 机构名称称133.业洲文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虎氏路20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32 年年

设设设计师师 公和洋行行

现现现状状 青岛工行行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二批保护名录录

倒倒倒 机构名称称134.).一学会大楼楼
建建建造地址址 虎丘路 128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32 年年

设设设计师师 邹达克克

现现现状状 文体进出日公司司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二批保护名录录

幽幽幽 机构名称称135.耶稣会神学院新院舍舍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天上教耶稣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徐家下J...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33 年年

翱翱翱 机构名称称!36.善牧院院
建建建造地址址 徐家汇汇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33 年年

现现现状状 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院

磷磷磷 机构名称称137.女青年会大楼楼
建建建造地址址 圆明园路 133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33 年年

设设设计师师 李锦沛沛

现现现状状 市政设讨一院院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 牙比保护名录



附录 A 主要教会建筑列表

祺祺祺 机构名称称138.伯多禄教堂堂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天主教耳吕稣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重庆南路27 0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33 年年

现现现状状 因南北高架丁一程拆除后重建建

诊诊诊 机构名称称 139. 清心女中中

脸脸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
建建建造地址址 陆家洪路650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33年年

设设设计师师 李锦沛沛

现现现状状 市八中学学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二批保护名录录

备备 笔熊{瓶次劣!! 机构名称称 140. 中西女塾景莲堂堂

少少而俪肠挑巍翔巨廊黝蝶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所所所属差会会 卫理公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江苏中路 155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35 年年

设设设计师师 乌尽达克克

现现现状状 市气女中五四大楼楼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二批保护名录录

机机机构名称称 141 . 圣心护士学校校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天卞教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朝阳路 ! 眉州路日日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35 年年

象象象 机构名称称142.沪江思魏堂1沪江浸会堂)))
所所所属差会会 浸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军工路 516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35 年年

现现现状状 上海理工人学校舍舍

机机机构名称称 14 3. 中华圣经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香港路 !8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36 年年

狐狐狐 机构名称称144.大胜.明同同
建建建造地址址 华山路22 9 弄一285 卉卉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34 年年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二批保护名录



附习赶A 土要教会建筑列表

廖廖廖 机构名称称>45.震口_女一子文理学院院
所所所属差会会 天主教圣心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长乐路瑞金路路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38年年

现现现状状 向明中学学

机机机构名称称 146 . 沪西礼拜堂堂

所所所属差会会 灵工团团

建建建造地址址 长了路 > 465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40 年年

翼翼翼 机构名称称147.陕南村村
建建建造地址址 陕西南路 187 弄弄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40 年年

现现现状状 陕南村村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二批保护名录录

瞪瞪瞪机构名称称148.怀思新堂堂
所所所属差会会 浸会会

建建建造地址址 陕西北路 375 号号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4 2 年年

现现现状状 怀恩堂堂

保保保护类别别 第二批保护名录录

机机机构名称称 149. 安提阿个备福音堂堂

所所所属差会会 灵上 >引引

建建建造地址址 中一{一北路 1907 弓---

建建建造年代代 192 4 年创办 , >94 6年建堂堂

现现现状状 已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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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其他教会建筑列表

附录B 其他教会建筑列表

1.天主教堂

机机构名称称 建造地址址 建造年代代
杭杭州路 人主觉觉 杭州路 74 0 号号 1933 午午

圣圣母院拯 亡会会 四川南路 37 号号号

长长 -Jr区弥额尔堂堂 长 .j叮足各14 0 弄 108 号号 192 1 年年

类类思 !堂堂 胶州路 734 号号 193 1 午午

崇崇真堂堂 五原路路路

圣圣母进教之佑堂堂 国货路路路

闸闸北胜利之后堂堂堂 1937 年年

2.新教教堂

机机构名称称 所属差会会 建造地址址 创办年代代

闽闽人堂堂 中华基督教会会 无自己礼拜堂堂 光绪 三 十十

年年年年年年

岭岭东堂堂 中华基督教会会 东汉阳路 246 号号 192 1 年年

大大乐堂堂 中华基督教会会 高阳路 620 号号 1925 年年

天天恩堂堂 中华慕督教会会 长寿路 288 卉 5 号号 1932 年年

闽闽南堂堂 中华基督教会会 胶州路 260 号号 1934 年年

重重正堂堂 中华基督教会会 淮海中路 686 弓思南路日日 1940 年年

谦谦心堂堂 中华基督教会会 蔑竹街 43 号普益社内内 1942 年年

救救恩福音堂堂 中华基督教会会 淮海中路 706 弄 10 一号号号

原原逆会堂分堂堂 中华基督教会会 新闸路 154 2 号号号

福福音堂堂 中华基督教会会 余姚路 387 号号号

浸浸信会国语礼拜堂堂 浸会会 霍山路 12 5 弄 4 号号 1935 午午

圣圣彼得堂西区分堂堂 圣公会会 鸟色一木齐北路 2 号号号

康康家桥布道所所 圣公会会 康家桥街 14 7竿9 号号号

虹虹口布道所所 圣公会会 古祥路安吉里 15 号号号

忠忠主堂堂 圣公会会 和借恩德堂堂 1949 年年

新新场耶稣堂堂 监理 会一卫理 公公 新场场 光绪 二十 七七

///// !!! 年年名名名盆盆盆盆

海海涵堂堂 卫理公会会 中西女中内内 光绪十七年年

景景文堂堂 卫理公会会 借中西第二小学 (永嘉路))) 1937 年年

禧禧年堂堂 灵工团团 高阳路 288 号唐 LI--J 路路 1907 年



附录 B 其他教会建筑列表

使使徒信心会凯乐堂堂 灵工团团 东宝兴路邢家桥路 97 号号 宣统三年年

常常常常德路 442 号一446 号号号

使使徒信道会会 灵工团团 常德路 681 号号 20 世纪 30 年年

代代代代代初初

祈祈祷会堂堂 灵工团团 唐山路公平路路 1919 年年

祈祈祷会总堂堂 灵工团团 飞虹路路路

祈祈祷会二分堂堂 灵工团团 榆林路 528 弄 6号一10 号号号

祈祈祷会三分堂堂 灵工团团 江浦路福宁路 99 号号号

祈祈祷会四分堂堂 灵工团团 杭州路 424 弄 6 号一10 号号号

祈祈祷会临时会所所 灵工团团 周家嘴路 900 弄 618 号号 1937年后后

广广东使徒信心会会 灵工团团 开封路 150 弄一凤阳路 53 9 号号 1925年年

泰泰兴路耶稣堂堂 灵工团团 泰兴路 233 号号 1932 年年

平平凉路神召会耶稣堂堂 灵工团团 临撞路一平凉路 404 号号 1917 年年

南南市神召会会 灵工团团 西唐家弄 1犯 号号 1938年年

康康定路神召会会 灵工团团 康定路 1351 号号 1938 年年

使使徒信心会耶稣堂堂 灵工团团 昌平路 125 号号 1934 年年

中中华基督教锡安堂堂 灵工团团 康定路 528 号一延安中路 112 55555

号号号号号号

基基督堂堂 灵工团团 东平路 6 号号号

中中华基督教会会 灵工团团 提篮桥隆庆里里里

真真道堂堂 灵工团团 泰兴路 892 号号号

主主耶稣福音堂堂 灵工团团 嘉善路 40 号号号

花花衣街耶稣堂堂 灵工团团 花衣街吉安里 11 号号号

法法华基督教堂堂 灵工团团 法华镇路 401 号号号

耶耶稣堂堂 灵工团团 长]左日路 1250 弄 29 号号号

沪沪西福音堂堂 灵工团团 长宁支路 14 弄 1号号号

全全备福音堂 (老堂))) 灵工团团 昌化路 933 号号号

大大洋桥福音堂堂 灵工团团 ]foJ 北德兴坊 28 号号号

JJJ巨习卜路耶稣堂堂 灵工团团 恒业路 25 4 号号号

峨峨嵋路布道所所 灵工团团 峨嵋路 365 号号号

周周家嘴路布道所所 灵工团团 周家嘴路 900 弄 6一8 号号号

岳岳州路布道所所 灵工团团 岳州路 282 号号号

飞飞虹支路布道所所 灵工团团 飞虹支路 106 号号号

大大连路耶稣堂堂 灵工团团 大连路 468 号号号

虹虹镇福音堂布道所所 灵工团团 控江路萧王庙前 12 号号号

活活水福音堂堂 灵工团团 霍 LlJ 路 678 弄 8 号号号

长长阳路耶稣堂堂 灵工团团 长阳路 498 弄 37 号号号

平平凉路神召会分堂堂 灵工团团 平凉路 25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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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虹镇福音堂杨家桥分分 灵工团团 桃浦西路许家弄 9 号号 口口

堂堂堂堂堂堂

方方淇中路耶稣堂堂 灵工团团 方洪中路 50 8 号号号

大大成里福音堂堂 灵工团团 金陵中路 14 7 弄 20 号号号

西西湖坊耶稣堂堂 灵工团团 自忠路 317 弄 61一68 号号号

陆陆家洪路耶稣堂堂 灵工团团 陆家淇路 809 弄 1 号号号

救救恩会耶稣堂堂 灵工团团 徐家汇路 251 号号号

使使徒信心会嘉善路耶耶 灵工团团 嘉善路许家弄 7 号号号

稣稣堂堂堂堂堂

救救恩会耶稣堂堂 灵工团团 番禺路 31 弄 1一2 号号号

虹虹桥基督教堂堂 灵土团团 徐镇路 237 弄 41 号号号

信信德堂堂 自立会会 瑞金二路 409 弄 318 号号号

鸿鸿灵堂堂 白立会会 安福路 160 号号号

蒙蒙恩堂堂 自立会会 虹桥路 314 号号号

恩恩典堂堂 自立会会 陕西南路 242 弄 5 号号号

福福音堂分堂堂 自亿会会 梧州路 26 1 号号号

主主恩堂堂 自立会会 南京西路 17 56 弄 l号号号

毕毕士大福音堂堂 自立会会 愚园路 729 号号号

圣圣灵堂堂 自立会会 兴国路湖南路439 号号号

大大恩堂堂 自立会会 余姚路 387 号号号

各各各他堂堂 自立会会 普安路 156 号号号

各各各他堂分堂堂 自立会会 南京西路 70弄 14 号号 !\\\

证证恩堂堂 自立会会 江宁路 1192 弄 11 号号 JJJ

证证恩堂分堂堂 白立会会 余姚路 517 弄 197 号号号

恩恩基堂堂 自立会会 中一}l北路 403 1 号号号

区区瓦音耶稣堂堂 自叙会会 南市中华路同仁弄 巧 号号号

永永兴路布道所所 自立会会 永兴路 311 号号号

福福音堂堂 自立会会 海宁路 997 弄 30 号号号

基基督教掌掌 自_盆会会 华兴路 123 号号号

六六桂坊耶稣堂堂 自立会会 浙江北路六桂坊 6 号号号

沪沪太路耶稣堂堂 自立会会 沪太路 222 号号号

共共和新路耶稣堂堂 自立会会 共和新路 680 号号号

虹虹口耶稣堂堂 自立会会 舟一11路 43 号号 产产

慕慕义堂堂 自_认会会 东长治路 805 弄 47 号号号

纯纯道堂堂 自立会会 方斜路 55 4 号号号

灵灵源堂堂 自立会会 长阳路 1228 号号号

合合一堂堂 自_亿会会 榆林路 16 1 号号号

耶耶稣福音堂堂 自立会会 重庆南路幸福坊 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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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马内利教堂堂 其他他 海宁路 1380 号一新大沽路 47222 宣统三年年

号号号号号号

基基督徒聚会处上海南南 其他他 南阳路 145 号号 1927 年年

阳阳路教会会会会会

南南市五旬节圣洁会会 其他他 阜民路瑾瑜里 7 号一乔家路勤勤勤

慎慎慎慎坊 1号号号

复复兴中路五旬节圣洁洁 其他他 嘉善路许家弄 7 号一襄阳南路路 1939 年年

才才卜卜卜 430 号号号ZZZ 习习习习习

塘塘沽路五旬节圣洁会会 其他他 塘沽路 804 号一塘沽路 800 号号 1939年年

通通北路五旬节圣洁会会 其他他 通北路 738 号号 1941年年

中中国布道会上海教会会 其他他 借用用 1947年年

基基督徒会堂堂堂堂堂

以以琳堂堂 其他他 泰兴路 56 6 弄 5 号一江宁路 38444 1945 年年

弄弄弄弄 5 号一北京西路 145 6 号号号

伯伯特利教会会 其他他 西藏南路 175 号号号

伯伯特利福音堂堂 其他他 制造局路汝南街 50 号号号

南南车站路教会会 其他他 车站路普益里 21 支弄 6 号号号

衡衡山路福音堂堂 其他他 衡山路 58 弄 1号号号

谨谨记路耶稣堂堂 其他他 谨记路 179 弄 28 号号号

耶耶稣救恩福音堂堂 其他他 胶州路 194 号号号

士士每拿教会会 其他他 凯旋路 514 号号号

上上海神的教会会 其他他 北京西路 605弄 14 号号号

神神召会会 其他他 万航渡路康家桥 11 弄 40 号号号

灵灵浸会神召堂堂 其他他 中山北路 869 号号号

基基督徒马可楼楼 其他他 淮安路 90 弄 56 号号号

曹曹家渡耶稣堂堂 其他他 万航渡路 917 弄 73 号号号

淮淮海路基督徒聚会所所 其他他 淮海中路 38 2 号号号

北北京西路基督徒聚会会 其他他 北京西路 1456 号号号

所所所所所所

乌乌北路基督徒聚会所所 其他他 乌鲁木齐北路 25 号号号

华华山路基督徒聚会所所 其他他 乌鲁木齐北路 538 一号号号

基基督教宣道堂堂 其他他 新马路 223 弄 11 号号号

救救恩福音堂堂 其他他 淮海中路 706 弄 10 号号号

信信望爱布道所所 其他他 凯旋路 35 3 号号号

福福音诊所布道部圣徒徒 其他他 兴生I上路 205 弄 11 号号号

聚聚会处处处处处

通通北路基督徒聚会所所 其他他 通北路 736 弄 13 号号号

中中华基督徒布道会会 其他他 山阴路 85 弄 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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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乡村福音堂堂 其他他 沪太路 510 号号号

曹曹杨路基督教会会 其他他 曹杨路 21 7 弄40支弄4 一号号号

信信恩堂堂 其他他 江浦路 83 1弄 8号号号

信信义会礼拜堂堂 信义会会 南昌路 38 号号 1905 年年

谦谦心堂中区聚会处处 中华基督教会会 黄破南路 2 弄 14 号号号

沪沪南区会会 真真 学院路 65 号号号

各各各他分堂堂 自立会会 大境路 102 号号号

益益三堂堂 浸会会 复兴东路 92 9 号号号

岭岭东堂布道所所 中华基督教会会 复兴东路五福里 9 号号号

南南市神召会会 灵工团团 蓬莱路亭桥街 15 号号号

中中心浸会堂堂 浸会会 南昌路 180 号号号

神神家堂堂 浸会会 泰康路 19 号号号

鲁鲁班路教会会会 斜土路 475 弄 4 号号号

救救世军建国路堂堂 救世军军 建国东路 50 一52 号号号

沪沪西礼拜堂堂 卫理公会会 衡山路 9弄 2 号号号

五五旬节圣洁会西区会会会 复兴中路 1301 号号号

堂堂堂堂堂堂

灵灵粮堂南区分堂堂堂 嘉善路 16 9 弄 3 号号号

岭岭南堂西堂堂 中华基督教会会 长乐路 1062 号号号

旅旅沪广东浸信会西堂堂 浸会会 乌鲁木齐北路 30 弄 8 号号号

会会幕堂堂 浸会会 江苏路 276 弄 6 号号号

圣圣彼得堂布道所所 圣公会会 江苏路 44 3 弄 51 支弄 n 号号号

真真耶稣教会_卜海分会会 真真 梵皇渡路 30 8 号号号

基基督徒会堂堂堂 愚园路 54 号号号

怀怀安堂堂 圣公会会 昌平路 684 弄 5 号号号

灵灵粮堂堂堂 新l.@ 路 1970 号号号

曹曹家渡基督教堂堂堂 梵皇渡路 917 弄 73 号号号

赐赐恩堂堂 中华基督教会会 江阴路 172 号号号

闸闸北堂西区聚会所所 中华基督教会会 陕西北路 277 弄 9 号甲甲甲

圣圣灵路路 圣公会会 曹阳路 23 号号号

真真耶稣教会朱家湾区区 真真 中山北路 1950 弄 6 号号号
ZZZ 卜卜卜卜卜
222 三三三三三

布布道会耶稣堂堂 灵工团团 光复路谈家渡合德里里里

地地梨港耶稣堂堂 自立会会 地梨港路 149 号号号

浸浸会布道所所 浸会会 西宝兴路 94 9 弄 59 号号号

安安提阿教会会 灵工团团 四川北路新广路 16 号号号

救救世军福音堂堂 救世军军 四川北路 2023 弄 7号号号

虹虹口灵粮堂堂堂 虫匕江支路 130 号



附录 B 其他教会建筑列表

天天福堂堂 圣公会会 临憧路 207 号号号

复复活堂堂 圣公会会 东长治路 431 弄 11 号号号

安安息日会提篮桥教会会 安息日会会 东大名路 1 > 07 弄 35 号号号

第第一祈祷会堂东堂堂 灵工团团 保定路 663 号号号

沪沪东区会会 真耶稣稣 昆明路 2030号号号

祈祈祷第三分堂堂 灵工团团 榆林路 528 弄 6一10 号号号

圣圣安得烈堂堂 外侨礼拜堂堂 东一长治路 43 1 弄 11 号号号

美美生堂堂 外侨礼拜堂堂 迪化路 178 号 (乌鲁木齐南路))) 1928年年

恩恩德堂堂 外侨礼拜堂堂 乍浦路 480 号武进路口口口

安安息日会沪中教会会 安息日会会 常熟路 165一175号号 1945年年

安安息日会沪西教会会 安息日会会 哈密路上海卫生疗养院附近近 1946 年年

灵灵粮堂堂 其他他 万航渡路 181 号号 1947 年年

期期恩堂堂 浸会会 延安中路 70 0 号号 ]947一195333

3. 教会学校

机机构名称称 所属差会会 建造地址址 创办年代代

明明强中学学学 漂阳路武进路路 1902 年年

圣圣约翰青年中学学学 圣约翰大学内内 1911年年

崇崇德女中中中 北四川路新乡路路 1914 年年

东东吴大学第二附中中中 昆山路路 1915 年年

沪沪东中学 (附设沪东小小小 杨树浦路 150 9 号号 1917 年年

学学 )))))))))

进进德女中 (附设进德小小 浸会会 福建南路 147 号号 1923 年年

学学 )))))))))

圣圣约翰大学附中中中 圣约翰大学内内 1924年年

怀怀恩中学学学 四川北路 1702 弄 32 号号 1927年年

圣圣德中学学学 复兴中路 423 号号 1942 年年

灵灵粮中学学学 乌鲁木齐北路 30 弄 8 号号 1946 年年

三三育中学 (附设小学))))) 宁国路 (今黄兴路) 55 弄 50 号号 1925 年年

进进德中小学 (北校))) 浸会会 茂名北路 35 号 (礼堂) ! 65 号号号

时时代中学学 天主教圣母会会 延安中路 1157 弄 40 号号 1939年年

时时代中学北校校 天主教圣母会会 南得路 287 号号号

灵灵粮中学学学 万航渡路 181 号号号

怀怀恩中小学学学 东宝兴路 241 号号号

沪沪江附中中 浸会会 北宝兴路民晏路 150 号号号

晏晏摩氏女中附小小小 民晏路 巧号号 1887 年年

修修德义务小学学学 丽园路 433 号号 1896 年年

崇崇德小学学学 大通路 16 7号号 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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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崇德小学 (北))))) 新乡路 / 号号 1905 号号

信信德小学学学 淞兴路 299 号号 1914 年年

郁郁光小学学学 北l朔川路 1802 号号 1917 年年

中中西第一小学学学 江苏路 213 号号 1922 年年

进进德小学 (南))))) 茂名北路 55 号号 1923 年年

怀怀恩小学学学 东宝兴路 271 号号 1924 年年

圣圣德小学学 圣公会会 复兴中路 423 号号 1924 年年

培培德小学学学 梵皇渡路宏兴路 17 号号 1931年年

修修德小学 (南))))) 北京西路 728号号 1937年年

慕慕尔堂第一小学学学 西藏中路 328 号号 1938 年年

竟竟成小学学学 东长治路 431 弄 11 号号 1939 年年

福福光小学学学 三牌楼路北张家弄 113 号号 194]年年

护护江大学附小小小 沪江大学内内 1945 年年

灵灵粮小学学学 漂阳路 1040 号号 1946 年年

永永安路小学学 天主教拯亡会会 金陵东路永安街 8号号号

四四川南路小学学 天主教会会 四川南路 36 号 (若瑟堂内)))))

私私立育新小学学 卫理公会会 西藏中路 316 号 (慕尔堂内)))))

峻峻德小学学学 山东中路 13 7 号 (天安堂内)))))

松松雪街小学学 圣公会会 松雪街 78 号号号

福福光小学学 伦敦会会 三牌楼路 63 号号号

私私立上智小学学学 梧桐路 137 号号号

私私立一心小学学 天主教会会 国货路 239 号号号

董董家渡路第二小学学 天主教会会 董家渡路天主堂西街 26 号号号

私私立普益初级小学学 中华基督教会会 大东门蔑竹路 43 号(普益社内)))))

磐磐石小学学 天主教会会 重庆南路 270 一号号号

晓晓星小学学 天主教拯亡会会 重庆南路 224 号号号

泰泰康路小学学 天主教会会 泰康路 274 弄 26 一号号号

私私立崇真小学学 天主教会会 金陵中路 169 弄 巧 号号号

私私立徐汇女子小学学 天主教拯亡会会 蒲东路 20 号号号

蒲蒲西路小学学 天主教会会 蒲西路 221 号号号

长长宁支路小学学 天主教会会 长宁支路 125 号号号

私私立向光小学校校 天主教会会 长乐路 14 1 号号号

江江苏路小学学 卫理公会会 江苏路 213 号号号

私私立真原小学学 天主教会会 延安中路 1079 弄 53一56 号号号

清清心小学学 长老会会 南京西路 591 弄 5 号号号

北北京西路第二小学学学 北京西路 728 号号号

培培青小学学学 北京西路 605 弄 18 号 ! 42 号号号

求求德中小学学 天主教会会 新闸路 565 弄 61一13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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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私立新路小学校校 安息日会会 武进路 183 号号号

培培青中小学学 浸会会 东宝兴路 271 号号号

昆昆山路小学学 卫理公会会 昆山路 133一135 号号号

私私立正德小学校校 天主教会会 南得路 270 号号号

祥祥德路小学学学 祥德路 76 弄 1号 (分部) ! 四达达达

支支支支路 231 号 (本部)))))

私私立崇德小学学 浸会会 四川北路新乡路 66 号号号

修修德小学学学 多伦路 59 号号号

私私立一德小学校校 天主教会慈幼会会 闸北中兴路育婴堂路口口口

私私立培 良小学学学 周家嘴路 900 弄 6一8 号号号

私私立一新小学学 天主教会会 杨树浦路 2219 号号号

斯斯高小学学 天主教会慈幼会会 杭州路 792 号号号

宁宁国路小学学 安息日会会 宁国路 458 号号号

私私立启明小学学 天主教会会 平凉路 234 号号号

正正信小学学 天主教会会 通北路 350 号号号

中中华神学院院院 江湾体育会路 50 0 号号 1929年年

伯伯特利神学院院 伯特利教会会 制造局路 639 号号 1935年年

中中国基督教传道人修修修 东体育会模范村 巧号号 1946 年年

养养院院院院院

上上海圣经学社社社 淮海中路 382 号号 1933 年年

上上海泰东圣经学院院院 淮海中路 38 2 号号 1946 年年

甘甘氏圣经学院院院 江苏路路 1937 年年

浸浸会女子神学院院 浸会会 浸会庄庄 1934 年年

若若翰纳公学学 外侨学校校 东湖路 18 号号 1917 年年

外外侨女校校 外侨学校校 长乐路圣心会修女院内内 1926 年年

厂厂一慈护士学校校校 祁齐路 90 号号 1927 年年

晓晓明女中中 天主教拯亡会会 四川南路 35 号号 1927 年年

求求德女中中中 新闸路 565 号号 1928 年年

劳劳莱德学校校 外侨学校校 昆!_!_}路 118 号号 1933 年年

西西门妇孺 医院附设 上上上 方斜路路 1924 年年

海海协和女子医学院院院院院

伯伯特利 中学 (附设 小小小 制造局路 297 号号 1921年年

学学 )))))))))

索索非亚俄童女校校校 长乐路君王堂附近近 1938 年年

景景德中小学学学 大通路 370 号号 1940 年年

弥弥额尔公学学学 长乐路 2巧 号号 1942 年年

圣圣心女中中中 国货路 236 号号 抗战前前

中中西第二小学学学 永嘉路 420 号号 1917 年



附录 B 其他教会建筑列表

4. 其他

机机构名称称 所属差会会 建造地址址 创办年代代

乞乞丐救济所所 救世军军 厦门路 183 号号 1935年年

儿儿童教养所所 救世军军军 1938年年

新新民辅成社社 救世军军 建国东路 52 号号 1932 年年

难难民收容所所 救世军军 延安西路 ! 永嘉路 ! 西康路路 抗战时期期

外外侨平民收容所所 救世军军 威海卫路 ! 岳州路海门路路 1929 年年

沪沪东公社社社社 1917 年年

沪沪西公社社社 长寿路 ! 西康路口口 1930 年年

福福音书房房 基督徒聚会处处 铜仁路文德路 26 号号 1938 年年

伯伯特利孤儿院院院 制造局路路 1928 年年

中中华麻疯救济院院院 大场场 1935年年

济济灵救济院院院 杨树浦路 221999 1939 年年

基基督教儿童教养院院院 番禺路蒋家巷 36 号号 ]940 年年

安安老院院院 机厂街 39 号号 1906 年年

资料 -来源: 5 上海宗教志 6 ,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 200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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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上海市行号路图录 6 中的教会建筑

图图图 建筑名称称 地址址

号号号号号

22222 (圣三一) 教堂堂 江西中路 20 号号

浸浸浸德小学学 河南中路 13666

44444 礼拜堂 (Union Chureh ))) 苏州路 7999

上上上海女青年会寄宿舍舍 圆明园路 218 (苏州路 107)))

((((( Th e Ce n t er A H o m e aw ay f r om h om e )))))

真真真光大楼楼 圆明园路 20999

浸浸浸会书局局 圆明园路 20 555

基基基督福音书局局 圆明园路 20333

广广广学大楼楼 虎丘路 12888

广广广学会书店店 虎丘路 13000

中中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大楼楼 圆明园路 16 999

中中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大楼楼 圆明园路 13 333

尚尚尚贤堂 亚洲文会中国支会 ! 图书馆 ! 博博 虎丘路 2000

物物物院 ! 演讲堂堂堂

中中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大楼 青年年 虎丘路 13111

协协协会书局局局

叫叫叫/华圣经会 (China B ible House ))) 香港路 5888

广广广协书局 ! 广协书局大楼 ! 中国主日学学 北京东路 巧O (虎丘路 5)))

产产产之 ---22222 又又又

美美美国陆海军青年会会 四川中路 630一63444

55555 基督教青年会四川路分会会 四)l}中路 59999

私私私立上海青年会中学学学

77777 圣保罗教堂堂 山东中路 287 (311) (九江路)))

88888 仁济医院 (Lester Hospital))) 山东中路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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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天安堂 思倪堂堂 山东中路 13777

111OOO 市立格致中学校校 广西北路 6666

111222 慕尔堂 MOORE MEMORIAL CHURCHHH 西藏中路 31666

111444 西侨青年会会 南京西路 15000

FFFFFo r e i gn Y .M .C . A .....

游游游博华齿科医院基督福音传扬处 SSS 凤阳路 17000

111666 仁济育婴堂堂 武胜路 15777

111777 西门妇孺医院院 成都北路 33444

111999 广东使徒信心会会 凤阳路 53999

222OOO 宏仁医院 ! 爱伦堂 ! 私立广仁高级护士士 北京西路 351一36111

职职职业学校校校

中中中华圣公会 ! 圣彼得堂堂堂

222444 真神堂堂 塘沽路 80000

222666 公济医院院 北苏州路 19000

222777 善导女子中小学校暨幼稚园园 昆山路 22444

222888 韩国基督教礼拜堂堂 虫L江支路 21 2 弄 (吉祥里)))

222999 救世军第一暖厂厂 东嘉兴路 滦阳路口口

333OOO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沪北教堂))) 武进路 18333

恩恩恩德教堂 ENDEAVOURERS CHURCHHH 乍浦路 48000

东东东吴大学法学院院 昆山路 14666

晨晨晨星孤儿院院 峨眉路 36 555

333111 圣芳济教会学校校 南得路 25 111

虹虹虹口公教青年会 ! 教堂 (圣心堂))) 南得路 26000

景景景林堂 ! 景林小学低级部部 昆山路 13555

333333 同仁医院院 长治路 17777

333444 教堂堂 东大名路 531 一541 (商丘路交交

口口口口 )))

444111 美国联合会会 霍山路 119一12111

444444 慕义小学学 东长治路 805/4777

禧禧禧年堂堂 高阳路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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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555 中华基督教福音堂 (全备福音堂))) 东余杭路 79 999

天天天乐教堂堂 高阳路 能OOO

耶耶耶稣堂布道所 (岳州路耶稣堂))) 岳州路 282一28444

祈祈祈祷会堂堂 周家嘴路 900/666

麦麦麦伦中学学 高阳路 69000

444777 灵粮小学 ! 灵粮堂堂 滦阳路 104000

444888 凯乐堂堂 刑家桥路 9777

555OOO 修德小学 ! 鸿德堂堂 多伦东路 19 (59)))

555111 中华基督教浸会怀恩堂怀恩中小学暨幼幼 东宝兴路 271( 怀恩老堂)))

稚稚稚园园园

广广广东浸信会崇德小学 (广东浸信会堂))) 四), l北路 ! 新乡路 6666

守守守真中小学校校 四川北路 159888

555444 基督教堂堂 华兴路 121一12333

555888 求德女子中小学校校 大通路 37000

天天天主堂景德小学 ! 公教进行会会会

私私私立景德中学学学

555999 守真小学 ! 守真堂西区分堂 (守真北堂))) 北京西路 王家沙花园 2555

666222 进德女子中学学 茂名北路 65 号号

666333 耶稣堂堂 泰兴路 23 333

666666 耳仔稣堂堂 昌平路 125一12777

上上上海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 (Y .M.C.A.))) 江宁路 49555

666888 中华圣洁教会会 江宁路 27 777

777222 Shanghai Free Christian Chur ehhh 迪化路 555

主主主恩小学学 南京西路 1756 /111

777333 F irst Chureh of Chr ist Seien tisttt 北京西路 162333

信信信义会 Lutheran Centerrr 常德路 32 888

777444 中华基督教怀恩堂堂 陕西北路 37555

培培培成女校 ! 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会 西康路路

广广广东旅沪中华基督教会富吉堂堂 陕西 北路 277/1 ( 陕西北路路

(((((中华基督教会西区分堂))) 27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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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555 内地会 ! 内地会福音堂堂 新闸路 153111

培培培明女子中学学 新闸路 160999

使使使徒信心会凯乐堂堂 常德路 442一44666

崇崇崇德女中 (广东浸信分堂))) 陕西北路 525/3000

777777 裨文女子中学北校校 常德路 60 999

神神神召使徒信道会会 常德路 68111

麦麦麦伦中学学 武定路 94 000

贫贫贫儿教养院院 胶州路 39777

777888 胶州路天主堂施诊所所 余姚路 185111

金金金科中学学 胶州路 73444

777999 中华基督教堂堂 康定路 528 一53444

美美美国圣公会会 常德路 87444

888111 上海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会 康定路 江宁路口口

上上上海青年会沪西公社社 长寿路 24999

888888 福音证恩堂堂 江宁路 1192/1111

全全全备福音堂堂 归化路 93333

999lll 耶稣教福音堂救世军军 陕西北路 澳门路路

999777 复兴福音堂堂 梵皇渡路 671/141一14222

福福福音堂堂 梵皇渡路 671/12777

耶耶耶稣堂 (神召会耶稣堂))) 康定路 135111

999999 伯特利中学学 梵皇渡路 29 777

1110000 圣彼德堂西区分堂堂 迪化北路 444

灵灵灵粮堂堂 迪化北路 2888

耶耶耶稣教会会 梵皇渡路 7333

真真真光小学学 愚园路 668/111

以以以马内利孤儿院院 愚园路 668 / 1888

1110333 福音堂 (毕士大福音堂))) 愚园路 72999

念念念主布道所所 愚园路 93333

福福福音堂 (会幕堂))) 江苏路 276/666

1110444 -二}/ 西女校校 江苏路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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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666 弥格小学 ! 天主堂堂 长宁支路 12555

1110777 圣约翰青年中学学 梵皇渡路 1486/8555

1111222 圣约翰大学学 梵皇渡路 155 111

仁仁仁爱医院院 长宁路 89 555

下册

图图图 建筑名称称 地址址

号号号号号

11111 上海洋径派圣母院拯亡会会 四川南路 3777

天天天主堂 神父宿舍 类思小学学 四川南路 3666

私私私立潜德小学学 永安路 888

22222 浸会堂 ! 进德女子中小学 ! 明德小学学 福建南路 147 (149)))

(((((郑家木桥教堂)))))

33333 基督教青年会会 西藏南路 12333

44444 福音堂堂 金陵中路 174/2000

55555 泰东圣经学院院 林森中路 38444

尚尚尚贤妇孺医院院 淡水路 92 / 111

77777 宝康里里 林森中路 31 5 弄弄

88888 伯特利保产医院(伯特利教会 八仙桥会会 西藏南路 169一17111

堂堂堂 )))))

福福福音堂堂 西藏南路 173 一17555

99999 福音医院院 浙江南路 155/1777

lll777 天主堂 ! 正修中学 ! 天主堂施医局局 董家渡路 17555

正正正修小学学 董家渡路 18000

仿仿仿德女子中学学 董家渡路 19444

222OOO 清心中学校校 陆家淇路 59 777

清清清心女子中学学 陆家洪路 55000

222222 基督教普益社 (谦心堂))) 蔑竹街 4333

222444 耶稣教会会 学院路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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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福福音堂 ! 福音小学 (城中堂))) 三牌楼路 6333

私私私立思敬小学学 西姚家街 4888

222555 天主堂 ! 上智小学(敬一堂))) 梧桐街 5333

222777 耶稣堂堂 方洪中路 50888

222888 天主堂仁善育婴堂 ! 仁善小学学 虹桥街天佑里 1一222

神神神召会会 西唐家街 13222

333111 清心堂堂 大佛厂街 30 (大昌街)))

333222 天主教鲍斯高慈幼会 ! 慈幼会修院院 国货路 28555

怀怀怀鸿小学 ! 圣心女中中 国货路 23666

圣圣圣慕堂堂 天主堂街 5999

333666 灵恩小学学 文庙路 7555

333777 私立天恩小学暨幼稚园园 松雪街 7888

444OOO 裨文女子中学学 西林后路 10222

444222 教会医院院 肇周路 41333

尚尚尚德小学学 大吉路 15666

基基基督教纯道堂堂 方斜路 55 444

上上上海西门妇孺医院院 方斜路 41999

444555 慕尔堂 (慕尔分堂))) 合肥路 1333

基基基督教堂堂 合肥路 1777

迎迎迎南医院院 合肥路 1999

救救救世军军 建国东路 5000

惠惠惠中中学学 肇周路 42 111

444666 耶稣堂堂 自忠路 317/6111

福福福音医院院 顺昌路 13222

444777 中华圣教会 ! 诸圣堂堂 复兴中路 43555

圣圣圣德小学学 复兴中路 42333

仁仁仁爱会总院院 重庆南路 14999

555222 全国天主教福利委员会会 英士路 361 (淡水路)))

555333 伯多禄教堂 ! 磐石小学学 重庆南路 27000

震震震旦大学学 重庆南路 2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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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震震旦大学附中中 重庆南路 22 777

震震震旦博物馆馆 重庆南路 22 555

555666 震旦女子大理学院院 长乐路 13999

圣圣圣心小学学 长乐路 14 111

SSSSST.M ICHAEL . 5 COLLEGEEE 长乐路 14333

救救救恩福音堂堂 林森中路 70 6/1000

555777 教堂堂 皋兰路 1666

555888 广慈医院院 中正南路 19777

震震震旦女中女子宿舍舍 中正南路 19999

法法法国天主堂堂 建德路 1号号

666OOO 神爱堂堂 泰康路 1999

666666 SANCTA SOPHIA SCHOOLLL 中正南一路 9000

教教教堂 CHURCH OF CHRIST KINGGG 长乐路 16555

777OOO 俄人基督教 (恩典堂))) 陕西南路 242/555

777111 教堂堂 陕西南路 35000

圣圣圣谊中学 ! 德化小学学 复兴 ,书习路 1218/4222

福福福音堂堂 嘉善路 38 一4000

777222 灵粮堂沪南分堂堂 嘉善路 169/333

耶耶耶稣堂 (使徒信心会耶稣堂))) 嘉善路 109/777

777666 天主教全国教务委员会会 岳阳路 19777

777777 基督堂 CHRIST M ISSIONNN 东平路 666

777999 THE BIBLE AUDITORIUM ( 中华基督教教 常熟路 105 (175)))

会会会西区分堂 ! 安息日会沪中教堂)))))

888OOO 圣芳济中学学 中正中路 1157/4000

888lll 礼拜堂堂 华山路 31000

美美美国学校 CATHEDRAL BIRLS . SCHOOLLL 华山路 42555

红红红十字会第一医院院 华LI--J 路 36333

上上上海医学院 (华山医院)))))

888333 中华圣公会救主堂堂 五原路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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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伯伯特利妇孺医院院 复兴西路 2111

888444 教堂 (上海国际礼拜堂))) 衡山路 5333

美美美童公学学 衡山路路

888888 中比镭锭治疗院院 林森中路 172999

999OOO 天主教堂堂 五原路 28777

中中中华基督教 (长老宗))) 长乐路 106222

基基基督教 (鸿灵堂))) 安福路 16000

999666 天主堂(徐家汇天主堂))) 慈佑路路

徐徐徐汇公学学 (近衡山路 ! 华山路交口)))

1110555 基督教堂堂 法华镇路40 111

1111222 天主堂 ! 天主教工厂 ! 天主教灵修道院院 潜溪北路 28444

土土土山湾印书馆总发行所 孤儿工业院院 槽溪北路 新蒲汇塘交口口

蒲蒲蒲蒲西路 44888

1111444 若瑟院 ! 天主教圣地 圣衣院院 天钥桥路路

1111555 若瑟院附属小学 ! 圣堂堂 天钥桥路路

徐徐徐汇女中 ! 育婴堂 ! 孤儿院院院

启启启明女校校 天钥桥路 14444

1111666 耶稣福音堂 ! 育人小学校校 谨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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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O 上海建筑保护名录中的教会建筑

一一原有名称 ,,现在名称称 地址 ,, ,备注 ,,

西西侨青年会会 体育俱乐部!市体委,,黄浦区南京西路15"号 {,,第一批 ,,
圣圣三一基督教堂 ,,黄浦区政府礼堂 一一,黄浦区九江路江西中路 一一一

,,八仙桥基督教青青淮海饭店 , , ,黄争甫区西藏南路123号 , ,, , ,年年会会会会会

)))徐家::天主堂 ,,,徐家汇天主堂 ,,徐汇区蒲西路巧8号 ,,,

佘佘山天主教堂堂 佘山天主教堂 ,,松江县佘山 ,,,
国国际礼拜堂 ,,国际字"拜堂 },,徐汇区衡山路58 号 ,, ,,
步步高里里 ,步高里 ,,卢湾区陕西南路387号号 ) 111
{{{修道院公寓寓 湖南街道办事处 一一,徐汇区复兴西路62 号 一一, ,,
{{{尚贤坊 ,,尚贤坊 ,,卢湾区淮海中路350弄弄弄
{{{基督教慕尔堂 ,,,沐恩堂 ,,黄;甫区西藏中路316号 ,, ,,
董董家渡天主堂堂 董家渡天主堂 , ,南市区董家渡175 号号 ! 一一
广广学大楼楼 ,文体进出口公司 ,, ,虎丘路128号 一一,第二步比 ,,
{{{女青年会大楼 ,,市政设计院院 ,圆明园路133号 ,,, {{{
lll真光大楼 ,,真光大楼 一一,圆明园路209一号 ,,,
麦麦家圈医院 ,,仁济医院 ,,山东中路45一号 ,,,
若若瑟堂堂 ,天主教上海教区 ,,燮燮鲤些 一 口口 444
中中法中学 一一光明中学 ,,淮海东路70 号号 ,,
怀怀恩堂堂 , J环恩堂 一一,陕西/匕路375号 ,, , ,,
大大胜胡同 ,,大胜胡同同 华山路229弄 888
美美国学校 ,,少"童艺术居lJ院 ,,华山路643 号 一一, 一一
陕陕南丰寸 ,, 陕南村村 陕西南路187 弄 ..., ,,
震震旦大学学 第二医科大学 ,, ,重庆南路227号 一一, ,,
{{{美童公学学 ,704所 }}}衡山路1 "号 111,,
,,徐::公学 ,,徐汇公学 一一,徐镇路50号 ,,, ,,
徐徐学汇圣母院 ,, ,徐家汇圣母院院 潜溪北路45 号 一一, ,,

...藏书楼楼 ,图":馆 ..潜溪j匕路8" 号 }}}}};;;青J"堂 一一,青, "堂 !!!大昌街30 号 ...,,
{{{基督教堂 ,,虹口区文化馆 ,,多伦路59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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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林堂 一一景灵堂 ,,昆山路135号号 , ,,

沪沪江大学学 上海理工大学学 军工路516号号 { ,,
圣圣约翰大学 ,,华政政 ,万航渡路 / 75号号 , 一一
中中西女中 一一,市三女中 , ,江苏路巧5号号 , 一一
{{{安,息堂 一一安,急堂 ,, ,虹桥路283 -号号 , 一一
lll诩下林卜!为碑Z !! 青岛工行行 虎丘路20 号号 }第三批批111一 1/ .卜户不! 石石石石石

青青年协会大楼楼 ,虎丘公寓寓 虎丘路131号号 { ...
诸诸圣堂 一一 ,, ,复兴中路425号号 } 一一
大大修道院 一一,徐"二区政府大楼 ,,潜溪北路336号号 , 一一
{{{清心中学学 上海市第八中学学 陆家淇路650 号号 ,,,{{{祥德路住宅宅宅 ,祥德路 /弄弄 , ...

唐唐墓桥路德圣母母母 ,,甫东唐墓桥 ,# #) 一一堂堂堂堂堂堂

天天主堂 ...}南张安老院院 七宝九号桥桥 ,,
中中国基督教青年年 ,浦光大楼(浦光中中 四少!}中路595一607号号 一一
ZZZ !! ,学)))))))222 三.........

教教会学校/同仁医医,曾为黄浦区人民政政,九江路219号 ..厂一一一一院院/百乐饭店店 ,府大楼楼楼楼

新新恩堂!上海公共一一,上海基督教三自爱, ,乌鲁木齐北路25号号万 , ,礼礼拜堂!基督教新新,国运动委员会 , , , ,教教堂堂堂堂堂

...淮海坊! 霞飞坊一一淮海坊坊 {淮海中路927弄 ,, , ,,广广兹厚阵阵 ,瑞金医院8号楼楼 ,瑞金二路 -97号号 , 一一产产 了. ! ~ . 2 . 一一一一一

美美童公学宿舍楼楼704所家属楼及水水衡山路10! 一一万 - , ,及及水塔塔 塔塔塔塔

}}}徐家*:天文台 一一_仁海气象局气象台台 ,蒲西路166号 , ,, , ,
英英华书馆馆 海军托儿所 ,,武进路400一412 号 ,, , , ,

, ,圣沪"教堂 一一,杨浦老年人医院999杭少!}!}路349 ! 一一, ) 一一,,,号楼楼楼楼

沪沪江大学历史建建上海理工大学建筑筑军工路516号号 万 , ,筑筑建筑群群 群群群群

圣圣玛利亚女中中{东华大学长宁路分分,长宁路1187号号 ,一石石,,,校校校校

{{{上海盲童学校 一一上海盲童学校校 虹桥路1850 号号 { ..
{{{花园住宅# 教堂堂 ,空军医院a楼b楼楼 ,哈密路 -7 -3号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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