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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教堂的由来
细数当年上海的教堂，不仅能察

觉到数量的众多，还能深切地感受

到不同国家、不同教会的文化是如

何直接印刻在教堂建筑上，从而丰

富了城市的色彩。譬如，它们中有圣

三一堂的严谨、经典的哥特式，有清

心堂标新立异的转角平面，有鸿德

堂的中西合璧的装饰，还有国际礼

拜堂的英伦乡村风情。现在，我们将

要拓展发现的足迹，去见识一下坐

落在复兴中路上的一座宝贵的教堂

建筑：诸圣堂。

依据源头来看，这座创建于1 91 5

年的教堂在上海众多教堂中只能属

于“ 后生晚辈”，不过它的建筑样式

和做工一点也不逊色于任何其他的

基督教教堂，有些地方甚至达到了

“ 人无我有”，盖其原因，它是上海仅

存的罗马式基督教教堂，它的存在，

让上海教堂的建筑形式愈加多样。

现在我们将思绪作一个穿越。

1 91 5年，美国圣公会的年轻传教

士麦甘霖在今天淮海中路黄陂南路

的一条里弄内开始租房布道。四年

后，郭斐蔚主教在辣斐德路（ 今复兴

中路）买下了土地三亩，建造起礼拜

堂，这便是诸圣堂的由来。

然而，这只是一座临时性的房

屋，在随后数年中，经信徒不断地奉

献，还有麦甘霖和中国牧师汪孝奎

的共同筹划，终于在1 925年的圣诞

节落成了一座新堂，那便是时至今

日还展开在复兴中路与淡水路一边

的诸圣堂。

严守古老的传统
隐匿在四边建筑的包围中，你不

走进铁门中是很难一睹诸圣堂的全

貌，不过，教堂西北角敦实的方形钟

楼和朱红的鳞状瓦片，则能让每个有

历史感觉的过客回想起中世纪的亚

平宁半岛。

钟楼严格地遵循着古典建筑的

章法，呈现纵向三段式的构造。顶层

不同方向的墙面各有三道圆拱，每个

拱内嵌有木制格栅窗，四面共为十二

扇。一系列显示着精密设计的数字告

诉我们，这座教堂绝不简单。

现在让我们看看教堂的主体形

象：红砖砌筑的墙体无疑是教堂建筑

的主要象征之一，正立面的底层建有

突出的封闭式门厅，开有三道门拱，

相对应的是三扇门之间的四组科林

斯立柱，都为三根一组，混凝土雕

刻，共计十二根。门厅上方的山墙中

央有圆形玫瑰窗，再向上则是三角

形屋顶了。

穿过门厅，便进入了主堂，一条

狭长的走道迎接着每一位来人。长条

形的主堂空间分为左中右三廊，大堂

居于中间，在左右两边各有六道连续

的拱券开辟出了两条回廊。不像门口

精雕细琢的科林斯柱，支持起石拱券

的是近现代建筑中更多出现的塔式

干柱，而头顶上方清晰可辨五根平行

的木屋架，这是老式教堂建筑中支撑

木结构屋顶的核心构件。

继续朝着圣台方向行进，又可见

南北两侧的耳堂。没错，是典型的巴

雪利卡式教堂，当年即使作为上海

最年轻的圣公会教堂，诸圣堂在内

外结构上对传统的传承也没有丝毫

的怠慢，这与圣公会作为基督新教

中最为重视礼仪规范的传统显然有

着直接的联系。不论是三、六、十二

这些拱券数目，抑或是巴雪利卡式

的平面形状，全都能从宗教理念中

找到确切的依据。

斜阳从西侧的玫瑰窗射入，经由

窗框分割，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吊灯、

砖墙、石柱、地面上，坐在长凳上，你

可以尽情地欣赏它所构成的美妙图

景。长凳经岁月的打磨已经没有了很

鲜明的光亮，诸多部位上的油漆还出

现了脱落，个别长凳甚至表面已经开

裂，经询问诸圣堂的王翠芳牧师之

后，方知它们的历史是与教堂一样的

长久。

再一次的复古追求
由于历史的变迁，诸圣堂不得不

改作了它用，内部装饰多有毁坏。

上世纪80年代初复堂以来，陆陆

续续进行过多次修缮更新，建筑内

外的装饰却也随之改变。伴随着维

修、装潢，诸圣堂的建筑本身在得

到加固、保护的同时，却也一步步

地远离了它本来的设计。例如上世

纪90年代时，堂内的红砖墙曾经用

白色涂料覆盖，突出的是另一种宗

教 氛 围 。 这 样 的 设 计 不 可 谓 不 美

观，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

始意识到建筑只有还原它最初的面

貌才具永恒的意义。

借着迎接世博会的机遇，诸圣堂

得以迎来一次令人惊艳的变化。

2009年，诸圣堂开始了一场自复

堂以来最为瞩目的修缮工程，工程最

为重大的一个项目便是对教堂的建

筑本身进行了结构性加固，用1 08根

地桩化解了主体建筑倾斜的危机。同

时，逐一地剥离了外墙与内部原有的

粉饰涂层，使之露出清水红砖墙体的

本色，让诸圣堂得以接近它在1 925年

初生时候的模样。

五年前的那次工程还给信徒们

一个近乎完美的诸圣堂，但在王翠

芳牧师看来，仍然还留有一个不小

的遗憾。

就在我们探访诸圣堂的当天，诸

圣堂正进行圣台的历史复原工程，完

工后，诸圣堂内部将恢复到1 925年刚

刚建成时的布置。这次在旁人看来不

算最为费力的改动实际上是诸圣堂

修复中最难以攻克的一关。王翠芳牧

师说，复原圣台历史布置的最大阻碍

便是缺乏相关的历史资料作为施工

依据，因此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无法真

正落实。转机出现在201 1 年，一位教

友通过各种努力从国外网站中找寻

到了一张记录诸圣堂建成初期内部

环境的历史照片，这才使得圣台复原

成为可能。调整后，圣台中央悬挂的

十字架将被取下，取而代之的是一座

富有圣公会教派特色的约柜。同时，

原有的讲道席也将依圣公会习惯与

一架旋转楼梯连接并设置在圣台的

一端。

当读者阅读这篇文字的时候，整

个圣台的复原工程已告完成。现在，

当你走过那道科林斯柱撑起的拱门，

诸圣堂将为你展开的是近百年前的

那个历史场景。

“ 修旧如旧”之后，诸圣堂内部恢
复到了1925年刚刚建成时的布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