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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范文照
隐藏在八仙桥背后的名字

请随我们走进范文照先生为原先的
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设计的小小门洞，踏
入其中的一刹那，我们仿佛将今天的时光
留在了身后，走进了一段长长的故事中。
入门的陈列厅里陈放着许多上海老照片，
很可惜，照片中却无法寻得范文照先生的
痕迹。的确，如今你询问老上海人，他们或
许人人都知道八仙桥，但对于“ 范文照”
这个名字却是陌生的。虽然这不得不说是
一种遗憾，但伟大的设计师，只要他们的
建筑还在，我们便可以在设计的方方面面
去了解他的思想，他的性格，甚至他的灵
魂。

时间倒回至1927年，对于范文照来
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份，因为就在
这一年，范文照举家来到了上海，来到了
这个繁华的十里洋场。也许，这一年范文
照有着格外好的运气，不久后，他就顺利
地开设了自己的私人事务所。没过多久，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建筑师李锦沛便向
他伸出了橄榄枝，力邀他一起为基督教青
年会设计新的大楼。而说到这里，我们不
得不停下来提一提青年基督会的历史，因
为如果没有这个组织，也就不会拥有这栋
大楼及其后来发生的故事了。

青年会本是一个国际性的跨宗教派
别的青年活动团体和社会服务的团体，
1844年，由一个伦敦商人乔治·威廉斯发
起组成。上海青年会于1900年成立，为青
年做了不少德、智、体、群方面的工作，在
社会上有—定的影响。上海青年会在1909
年就造了健身房，还举办过有全国青年参
加，有15项比赛的大型运动会，引进了不
少西方先进的运动理念，受到那时上流社
会年轻人的追捧，听闻最早让青年会宾馆
闻名的，便是这个一楼，原先的拳击室和
室内篮球场。

让我们再回到范文照这里来，范文照
先生的一生有两个重要的设计思想，一是
早期作品中的“ 全然复古”，在这一点上，
青年会大楼是一个很好的代表作品。二是
在1933年后受到西方影响而大力倡导现
代主义建筑风格，范文照事务所在33年后
设计的协发公寓(YafaApartment)、集雅公
寓(GeorgiaApartment)等都是先生这一思
想的产物，而这些我们都会在下一篇中展
开介绍。但可惜的是，1949年，范文照离开
了让他成名的上海，赴美国定居，从此，国
内就再难寻得他的消息了，但他对上海近
代建筑中现代主义设计思想的产生起了
重要的作用。

二楼大礼堂
古朴淡雅的宫廷建筑风格

我们拾阶而上，二楼极大的落地窗正
对大礼堂，凑近细细看，整块玻璃分成两
大块烧制，一看就是上世纪的做工，遥想
当年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人员要开启这

两扇庞然大物是有多么不方便。轻轻敲打
玻璃，里边会发出低低的回响，富有弹性，
仿佛是在俏皮地呼应着你，后来经工作人
员介绍才知道，这些玻璃都是用琉璃烧结
而成，做法极其考究，牢固异常，就算一个
成人不小心撞在上面，它都会完好无损地
把人挡回去。无奈，我们到访时正值阴天，
所以没有看到阳光透过这琉璃玻璃铺洒
进来，错过了让人惊艳的场景。

回头望去，二楼大礼堂的门窗也是仿
古的，踏步而上的楼梯用花岗石打造，但
不知为何，踏起来却有一种弹性，难道石
头也能生出温柔来吗?雕刻在扶手上的花
纹古色古香，让人不禁觉得自己在摇摆之
间，步步生花。

走进大堂，你无法不被顶部的天花彩
绘所深深地吸引，这是一派多么绚丽的景
象啊。如果你看过青年会的大楼外部藏青
色砖块所构成的板质的外立面，你必然想
象其中的样子也一定是古朴淡雅的，但谁
会料到里面居然是如此活色生香。这像极
了日本的和服文化，颜色最淡雅的绢衣一
定套在最外面，但一层层向内，最里面的
那一层一定是由花纹最为复杂、颜色最鲜
艳的衣料裁制而成的。看来，好的建筑，真
是处处有惊喜。

环绕四周，中国宫殿和玺彩画、朱红
方柱，门扇仿中国宫殿建筑的八交六椀隔
窗，重檐飞挑、蓝色琉璃瓦面，一场色彩的
饕餮盛宴，就在这一方天地间剧烈地上演
着。可是，最让人奇怪的是，大红、大黄、大
篮等亮色的碰撞，一定会让你感到一种窒
息感，但在这里，也许是和典雅的灯光相
配，也许是有着出挑深远的两重檐口，让
空间更加深邃，空气中飘荡的竟是尊贵大
气之感。

但再向前寻去，转角处的红木屏风后
面，用淡紫色天鹅绒包裹的西洋大沙发静
静地待在那里，头顶水晶吊灯晶莹的灯光
洒落下来，为天鹅绒镀上一圈别样柔和的
质感，沙发后面又是一块极大的落地玻
璃，让空气中飘动的尘埃都清晰可见，耳
边传来优雅的曲调，远处走来的女士，穿
着合体的正装，烫着微卷的长发，脚下”嗒
嗒”清脆的声响，突然让这里的时间变得
很慢、很慢⋯⋯

偶遇老克勒
情系三代的休闲工作场所

“ 是的，时光真的如梭，再次来到这
里，我都快要认不出了。”说这话的是一位
名叫董建中的老先生，他可是与这栋青年
会大楼有着不解的渊源。建筑是优美的，
但最让它添色的，是在它有限的空间里承
载的无限多的故事。

那日，在商悦青年会宾馆，接受我们
采访的时候，董老先生身穿一件粉色衬
衫，一条米色卡其裤，脚蹬一双牛津鞋，头
发梳得光亮有型，虽然80多岁了，仍派头
十足，他笑着说，“ 不是Burberry的裤子，我
不穿。”尽显上海老克勒的味道。

“ 我第一次来这里是我初三的时候，
后来到了上大学的时候（ 老先生当初就读
于圣约翰大学，现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就
一直到这里练boxing(拳击)。”老先生俏皮
地一笑，用手做了做练拳击的样子，然后
平静地说：“ 那个时候不是谁都能到这里
来练boxing的，要通过‘ 关系’，费用也不
便宜，我是通过同学的关系才能进来打
的，告诉你，这里可培养出了好几个中国
拳击冠军。那个时候训练室在一楼，现在
已经没有了，就算我们现在坐的地方，当
时也是没有的。我们学生办卡是一块大
洋，一个月可以打八次。进门的时候还要
向门童出示会员卡。”

老先生用手比了比八，我们问他为什
么会想打拳击，他咧了咧嘴，说道：“ 那个
时候，boxing不是普及面很广的运动，在大
学生里面很时髦的，打的时候觉得自己很
帅，哈哈⋯⋯有的时候，我们打完冲好澡，
几个同学正好手头有零用钱，就会到原来
上面的九楼孔雀厅去点一杯咖啡，配一块
凯司令蛋糕，一起聊天。

记得那个时候贪玩，有一次我父亲叫
我过来收租金，结果30块大洋的租金几次
就在这里用完了。” 我们听闻一起哈哈大
笑，不禁想象着老先生年轻时是多么风流
倜傥，想象着这位年轻的少爷是如何在这
里练习拳击，练就一副健康的身材，也不
知他穿着西装打好领带，梳溜了头发，走
过圣约翰大学的绿色大草坪，有多少女生
带着绯红的脸颊向他暗送秋波呢？“ 我还
记得那个时候上面有一个自动播唱片的
唱片机，我非常喜欢那种沙哑低沉的爵士
唱 法 ， 像《 I CAN’T TELL YOU》、

《 BLUE SKY》都很好听，我现在还会哼
几句哦，可是啊，那个时候和我一起玩的
伙伴，今天只剩下4个，那个时候都是可以
围成一个大桌子的。”

老先生将到这里扁了扁嘴，一旁他的
外孙女，如今在青年会宾馆就职的丁小姐
忙安慰道：“ 外公，不讲了，喝口茶，想到又
要伤心了。”我们忙岔开话题，老先生又慢
慢说道:” 我姐姐的婚礼就是在上面孔雀
厅办的，我们老上海很讲究订婚仪式和结
婚仪式的。” 说完他从包里拿出了姐姐的
结婚照给我们看，照片中的女孩年轻清
秀，一身洁白婚纱与身边的先生靠在一
起。我们无法想象当时的婚礼有多么隆

重，但透过老先生的眼睛，我们仿佛看到
了那场宴会上宾客尽欢的快乐场面，听到
了乐队奏响的轻松爵士乐章，小香槟们玩
耍的调皮笑声⋯⋯

老先生说完后，他抬着头，仿佛仍在
回忆着什么，我们静静地陪伴在他一旁。
桌上的缕缕茶香腾然升起，又悄悄地消
失在空气中。“ 这里刚刚上来的地方都
没变，扶手还是那个样子，头顶的花案也
没变，但其他的地方，都太不一样了，我
都认不出了，以前这边唱歌演戏的地方
都没有了，结婚之后，我也就来得少啦
⋯⋯”

老先生或许从未想到，自己年轻时运
动聚会的场所，如今是他外孙女工作的地
方，真是一个有趣的轮回，临近采访结束，
老先生突然来了一句：“ 不可虚度光阴
啊！” 我不知是不是此刻的青年会大楼让
他联想到了什么，引发他这样的感慨，但
是望着老先生离去的背影，我们将心底深
深的祝福送个这位可爱的老人，也送给这
幢风采依旧的青年会大楼。

车流如织，穿
梭在上海的西藏南
路上，临街的一边，
矗立着一栋十层楼
的藏青色建筑，它
的顶层做成一圈蓝
色琉璃瓦的中国传
统盝顶的样式，大
门口写着“ Marvel
Hotel”，即商悦青
年会大酒店。坐落
在它一旁的便是大
名鼎鼎的大世界，
不远处的转角，是
老上海口中经常提
到的兰生大剧院，
再向前走一点，就
到了上海音乐厅。

在如今上海最
热闹的人民广场商
圈里，这几个老建
筑互相遥望成趣，
仿佛是对曾经那段
老上海时光的永久
凝固。今天要探访
的，便是历史上的
八仙桥基督教青年
会大楼，现如今的
商 悦 青 年 会 大 酒
店，这是范文照的
又一个设计。

青年会大楼：
顺应时代而生
未因时代而变

大世界旁藏青色的建筑，是曾经的青年会大楼。

采访中偶遇董老先生和他的外孙女。

董老先生手中的会员卡铭刻了不少
历史故事。

花岗石打造的楼梯尽显复古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