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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路的前尘往事
朱少伟

乔家路 234-244 号， 保存着一座古老建
筑，它就是明代著名科学家、政治家徐光启故
居“九间楼”。

徐光启出生于上海城南太卿坊祖宅，自幼
勤奋攻读，努力进取。 明代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他中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他廉洁奉公，生活简朴，“通籍四十年，室庐不
改”。 他毕生潜心于农学、水利、数学、历法、军
事等科学范畴的研究和实践， 取得的成果颇
丰：如所著《农政全书》内容丰富、门类齐全,是
我国古代最完备的一部农业科学巨著；与传教
士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是第一部汉译欧
洲经典数学著作。 因而，《明史·列传第一百三
十九》记载：“（他）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
算、火器，尽其术。 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
利诸书。 ”他在北京逝世后，朝廷派员专程将遗
体护送回上海安葬，墓园即今光启公园。

据考，太卿坊原为纪念明代太常寺少卿沈
瑜的牌坊，后街巷以此命名。清代同治《上海县
志》记载：“太卿坊，为沈瑜立。 坊在大南门内，

今尚沿其名。 坊废。 ”从书中的“上海县城内外
街巷图”可看出，太卿坊即今光启路一带。徐光
启的祖父曾经商， 得以购地在太卿坊建宅院，

共三进，后天井北面楼阁外便是乔家浜，沿岸
筑篱笆墙，并在水面造廊桥。 徐光启生前藏书
万卷，均置于太卿坊祖宅“尊训楼”。清初，太卿
坊在动荡中遭焚，徐家也未能幸免，房屋仅剩
最后一进。 它面阔九间（后又被毁两间），俗称
“九间楼”。民国初期，乔家浜填平筑路，居民遂
沿乔家路辟门出入。1931年春，县基街（因县衙
坐落于此而更名） 所矗纪念徐光启的阁老坊，

因“年代过久，失于修理，残缺零落，时虞倾圮”

被拆，这条邻近乔家路的老街也改称光启路。

“九间楼”虽年代久远，却仍具昔日风格，

楠木梁柱依然完好，柱础、雀替、斗拱和宽厚楼
板等还是当年旧物，梁上镌刻卷水云纹。 1956

年进行文物普查时，住在“九间楼”的徐氏后裔
朱二媛曾捐赠明代徐光启绢本画像和崇祯皇
帝所赐黄绫诰命两件。

乔家路 143号，据传为明末将领乔一琦故
居遗址，西侧药局弄口墙上钉着“最乐堂遗址”

牌子。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曾在此建宅者是乔
一琦的族兄弟。

乔一琦诞于官宦世家,他天资聪颖,年轻时
就喜好驰马击剑，能驯服狂野烈马，而且刻苦
练习书法,专攻怀素、二王笔法，人称“乔公子”。

明代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33岁的乔一琦得
中武举，被委以把总，不久任辽东广宁卫（在锦
州东北）守备，旋移驻山海关东之滴水崖，曾写

大字“镇星之精”于石壁。 后又任辽东镇江卫
（在鸭绿江边）游击将军，严格操练士兵。 万
历四十七年（1619年），乔一琦担任辽东经略
杨镐所部左路先锋，抗击后金进犯。 在萨尔
浒之役，乔一琦屡次指挥激战，曾所向披靡；

最终， 左路主将刘綎轻敌中计陷入重围，他
率兵救援时使努尔哈赤的儿子、女婿殒命，

自己也身中数箭，处于腹背受敌的绝境，但
宁死不降，事迹入载《明史》。 因而，晚清秦
荣光的《上海县竹枝词》叹惜：“英雄无命佐
皇廷，滴水崖头坠将星。 天不欲延明国祚，

乔公子技枉精灵。 ”乔一琦的英雄气概值得
褒扬， 书法作品也受到珍视， 他录所著 18

首诗的草书帖及金刚经石刻两种收藏于上
海博物馆。

随着岁月推移，“最乐堂” 仅有遗迹可
寻。 乔一琦遗像原供于药局弄乔氏宗祠,“文
革”初期遭焚。 如今，在乔家路 143号门前，

尚存一块方形花岗岩旗杆石， 正面刻三支
戟，民间传说寓意“连升三级”。

与乔家路连接的药局弄， 顾名思义与
“药”有关系。 它看似一条普通的弄堂，其实
隐藏着不少故事。

药局弄 95弄 1-2号，是药王庙（也称神
农殿）遗址。 自古以来，人们对悬壶济世的著
名药师都崇敬有加， 不仅在他们生前尊重，

他们离世后还被奉为神。 因神农氏即炎帝既
是中华民族的始祖， 也是尝百草疗疾病第一
人，所以这里就专门祭供他。药王庙在清代嘉
庆初年落成，房屋宽敞：前有戏台，中建大殿，

后辟议事堂。 嘉庆二十年（1815年），在进行
重修时，形成条规：每年春秋，官府都要在此
张罗施诊给药，援助缺医少药的贫民，从而有
了“赐药局”之说，药局弄大概也由此得名。

20 世纪 50年代， 药王庙成为小学校舍；

1975年，该小学撤并，药王庙被拆除后改建新工房。

如今，只有当地高龄老人才知道从前的药王庙了。

乔家路连接的巡道街，因从前坐落于此的分
巡苏松太兵备道道署即上海道台衙门而得名。

上海道乃介于松江府、 江苏省之间的机
构。 1843年 11月，上海开埠，由上海道台兼管
“夷务”（后下设洋务局、 会丈局处理外事），如
上海道台宫慕久曾在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
一（1845年 11月 29日），以告示公布与巴富尔
（首任英国驻沪领事）“依约商妥”的《上海租地
章程》23条，划定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
家庄（今北京东路）以南、东起黄浦江的一片土
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作为建筑房屋和居住之
用。 那时，外国人向中国人租赁土地而由中国
官厅所发给的一种契纸，原名为“出租地契”，

因最初由江南海关分巡苏松太兵备道道署盖
印发给，所以俗名就简称为“道契”。 上海道台
虽是正四品，却属重要官员，不少人曾升为正
三品按察使或从二品布政使， 也有担任巡抚
者，如现代作家邵洵美的祖父邵友濂，在晚清
担任上海道台，后做过湖南巡抚。

辛亥革命时， 上海道台衙门被革命党人攻
占，起义军发现末任道台刘燕翼和所有官员均已
逃之夭夭，便找来煤油点火焚大堂。 一时火光冲
天，借着风势，仅半个钟头，道台衙门就被烧得只
剩一堆废墟。它的遗址今为金坛路 35弄集贤邨。

乔家路 77 号，为清代“上海船王”郁泰峰
故居“宜稼堂”旧址。

郁泰峰立志以文化、经济振兴家乡，他继
父兄接手经营郁森盛沙船号后， 拥有沙船近

200艘，致力于开辟南北航运，发展海外贸易。

清代道光、 咸丰年间是上海沙船业之鼎盛期，

辛元欧的《上海沙船》说：“当时有史可查的沙
船商号有 30余家，其中最有名的有王永盛（桐
树）、郁森盛（泰峰）、沈义生（晚香）……1855

年，郁家还捐款数十万修建上海城墙，可见其资
本的雄厚。”郁家陆续设钱庄、商号、典当行等百
余家,许多企业分布于上海县城，遂有“郁半城”

之称。 郁泰峰也热心于公益，常为做善事不遗
余力，咸丰皇帝曾钦赐“从二品顶戴”。

道光五年 （1825年）， 郁泰峰购得原乔氏
“宜园”，更名“借园”，在此兴建“宜稼堂”。此系
两层楼房，结构为砖墙立柱、抬梁式构架、榫卯
结合。平面呈四合院状，共四埭三进，每埭五开
间，正屋前有东、西厢房。每进的前后设门楼和
天井，正屋和厢房之间设小天井，俗称“三进九
庭心”。 沿乔家浜还设统阳台，夜间点亮灯笼，

用于河道照明。在楼东侧，另造双开间东厅，前
排为戏台，中隔天井，北屋为花厅，屋后为假
山，再后为船厅。西侧设长廊避弄，其南端为轿
厅，北端为厨房。 整座宅第在设计方面可谓匠
心独具，崇古而又趋时，朴实中显豪华。

“宜稼堂”虽经历晚清战火损坏和长期风雨
侵蚀，但旧址基本保持了完整的江南宅院风貌。

乔家路 113号，为清末民初上海著名实业
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书画家王一亭故居
“梓园”遗址。

王一亭从小喜好画图，13岁时进钱庄当学
徒，工余在广方言馆学外语。 早年经营过海运
业务， 被聘为日本日清汽船株式会社在沪买
办。辛亥革命前，加入同盟会，负责上海分会财
务，上海光复后，历任上海军政府商务总长、华
商电气公司董事、中华银行董事、大达轮船公
司董事、湖州电灯公司董事长。1912年，当选上
海总商会协理，后任会董、特别会董，笃信佛

教，曾任中国佛教会常务委员。 他还致力于各
种慈善事业，参与筹办华洋义赈会、孤儿院、残
疾院、同仁辅元堂、难民救济会等。

清末，王一亭购得郁氏“借园”部分园址，

因内有一棵百年梓树，遂更名“梓园”。在这里，

他兴建了新的府第，该园沿街的两层西式门楼
上，有罗马柱浮雕，中间为吴昌硕的“梓园”题
额，园中有佛阁、假山、池塘以及各种景物，广
栽花木，还饲养鸟类。 1922年 11月 13日，爱因
斯坦携夫人艾尔莎访日途经上海， 应邀到 “梓
园”赴晚宴，爱因斯坦在致词中说：“今晚来此，

非常愉快。 一到中国，就看见许多美术精品，使
我有深刻的印象， 尤其佩服王一亭先生的作
品。”他在日记中也写道：“驱车穿过迷宫般的黑
暗街道，去一位富翁画家（按即王一亭）家里吃
中餐晚饭。房子外墙高冷，外面黑暗。里面，节日
般灯火通明的走廊， 环绕着浪漫的带有如画般
池塘和花园的庭院。”当年，上海《民国日报》《时
事新报》《大陆报》等都对此作了报道。

如今，“梓园”遗址尚存一幢塔式楼房和一
座两层佛阁。在后面，还有一排宽敞的平房，可
见大大的斜顶、高高的廊柱和雕花门窗，据传
它曾是王一亭的客厅和书房、画室。

乔家路、中华路口南侧，有一座建筑物被称
为“上海的埃菲尔铁塔”，它就是小南门警钟楼。

在清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上海县城
开始有自来水。为了防止火灾的发生，城厢内外
分段由各商号居户捐款备水龙、皮带和车辆，组
成救火社。 5年后，各救火社组成救火联合会。

小南门警钟楼落成后，当地消防可与租界
相媲美。然而，没有人会料到，它最重要的两次
鸣钟，却并非因为火警。

1911年 10月 10日，武昌起义爆发。 在申
城，革命党人也积极开展活动。 10月 24日，陈
其美、沈缦云、范鸿仙、叶惠钧和即将赴武昌的
宋教仁等在上海《民立报》馆召开会议，具体讨
论起义计划。 接着，由沈缦云、叶惠钧、王一亭
秘密联络李平书， 他此时兼任江南制造局提
调、全国商团联合会会长、上海南北商团公会
会长、上海城自治公所议事会总董，这位著名
绅商审时度势，毅然决定率领救火联合会和商
团武装等进行响应。 经各方面力量的洽商，定
于 11月 3日举行起义：在闸北攻占巡警总局，

在上海县城攻占道台衙门和县署，在沪南攻占
江南制造局。是日，闸北的起义先告胜利。下午
2时，小南门警钟楼的洪钟被敲响，先 9响，后
13响，这是约定的暗号，起义队伍统一行动，上
海道台刘燕翼慌忙躲进租界，上海知县田宝荣
闻风而逃， 江南制造局守军也于翌日上午投
降，上海光复。

1927年 3月 21日上午 9时， 上海市民代
表会议执委会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中午 12

时起实行总同盟罢工、罢课、罢市，并由上海总
工会代理委员长汪寿华发布命令。 上海工人第
三次武装起义由周恩来担任总指挥，起义分南
市、闸北、虹口、浦东、沪西、沪东、吴淞 7 个区
域。 中午 12时，以小南门警钟楼钟声为号，南
市工人纠察队兵分 3路, 相继攻占淞沪警察厅
和几个警察署， 以及大南门电话局和南火车
站，最后占领位于高昌庙镇（今高雄路一带）的
江南造船所和上海兵工厂（两者前身为江南制
造局），解除了军阀当局在南市的军警武装。

由此可见，小南门警钟楼曾为腐朽的清朝
敲响丧钟，也曾宣告北洋军阀在沪势力的末日
来临。

可以相信，乔家路经过旧区改造后，相关
明清建筑将得到修缮，传统街巷的线形和界面
特征将得到凸显。 而且，路边宋末上海镇留下
的那棵 700 多岁的珍贵古银杏， 将更枝繁叶
茂，起到画龙点睛的奇妙作用。 北侧曾名列清
代“江南三大藏书楼”的“书隐楼”，将重新焕发
生机，再与宁波“天一阁”和湖州“嘉业堂”争风
流。总之，一条展现历史风貌的原汁原味的“老
街”指日可待！

（本版照片均由作者拍摄）

 花岗岩旗杆石蕴含秘闻

今年初，上海老城厢乔家路地块旧区改造正式启动，引起了

各方关注。《南市区地名志》记载：“清朝时，今乔家路原是一条河

浜，该浜东引薛家浜水进小南门（朝阳门）水关，西达也是园浜

（今凝和路）。 据载，明末名将乔一琦（上海乡人）世代居此，浜因

乔家住宅得名。 辛亥革命后，填乔家浜筑路，路以浜名命名。 ”徜

徉于此，能感受深厚的人文底蕴，追寻特殊的市井气息。

 药局弄与消失的药王庙

 清代上海道台衙门轶事

 “宜稼堂”与“上海船王”

“梓园”出现过爱因斯坦夫妇身影

 小南门警钟楼两次特别鸣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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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小说叫《祝福》？

那天，通信员进来说：“雷锋，俱乐部
陈主任找你，在连部呢！”

雷锋赶到连部，喊声“报告”后进来，

向陈主任和高士祥分别敬礼。 陈主任一
边还礼一边说：“小雷，演出队解散了，你
的几件服装我给你送回来了！”原来陈主
任是来还雷锋的服装。

傍晚的路灯下， 在营区外望花公园
附近的林荫道上， 陈主任和雷锋并肩漫
步。

陈主任翻着雷锋还给他的 《鲁迅小
说集》，问：“看完了吗？”

雷锋摇头：“在连队， 一天天紧紧张
张的，上课，出车，开会，早上按时出操，

晚上按时熄灯，没工夫看小说了。”

陈主任说：“没看完你接着看嘛，没
时间就不能挤出时间？” 雷锋说：“不用
了，主要的我都看了。”

陈主任想知道具体点的情况，他说：

“说说看， 你看到什么份儿上了？” 雷锋
说：“前面 《呐喊》《彷徨》 两个部分都看
了，后面的《故事新编》没来得及看。”

陈主任说：“你不是吹牛吧？ 这本书
我买回一年多了，《呐喊》《彷徨》两部分，

我还没看完呢！你回连才多长时间，就看
完了？”

雷锋说：“真的看完了， 有的还不止
看了一遍。” 陈主任问：“鲁迅那么多小
说，你最喜欢哪篇？”雷锋不假思索地说：

“我最喜欢《祝福》。”

陈主任问：“为什么呢？”

雷锋说：“越看，我越觉得《祝福》里
的祥林嫂特别像我那苦命的妈妈！”

陈主任问：“是吗？ 你妈妈怎么会像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呢？”

雷锋说：“我妈妈死的时候我不到7

岁， 不大懂事， 后来听长辈讲我妈妈的故
事，真的有点像祥林嫂。可惜妈妈没活到今
天这新社会，年纪轻轻就上吊死了！”

陈主任说：“是啊， 你妈妈和祥林嫂都
生活在旧中国， 她们的命运可能有许多相
同的地方，难怪你最喜欢这篇《祝福》！”

雷锋说：“不过陈主任，看完这篇小说，

我有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你文化高，见识
广，给我解释解释。按说，鲁迅是全中国、全
世界有名的大作家，连毛主席都赞扬过他，

可他给这篇小说起个名字竟然叫 《祝福》！

祝福什么？祝福谁？祝福祥林嫂吗？她那么
苦命，有什么好祝福的？祝福鲁四老爷吗？

他那么坏，怎么能祝福他？祝福鲁四老爷不
就成了立场有问题了嘛！”

陈主任笑笑，“小雷呀， 你这个问题真
把我问住了。这样吧，让我回去再看看书，

看明白了，我们再谈，行吗？”

雷锋高兴地说：“好的！”

雷锋驾驶的13号车是运输连技术状况
最差的车。 这个车是抗美援朝时期苏联卖
给我们的嘎斯51型汽车，到雷锋手上，已有
十余年的历史了。 这个车参加过抗美援朝
战争，虽经过多次大修，但部件磨损严重，

连里的同志们都称它为“耗油大王”。

当时国家处于困难时期， 汽车用油也
是紧缺的物资，连队里开展了节油活动。哪
个排，哪个班，都不愿意要这13号车。雷锋
却与别人不一样，他主动向连首长请求，把
这台车给他开。开始的时候，连首长没有答
应，经过雷锋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这台
车才到了雷锋手上。

平时，雷锋就非常注意车的保养，不光
是平时，就算是星期天和节日，雷锋也都用
在维修和保养车辆的事情上。 他要改一改
13号车喝油的脾性。

开汽车能不能节油， 还在于驾驶员的
操作技术。雷锋特别注意学习操作技术。他
与战友一起外出，在乘坐公交汽车时，本来
车上有座位， 雷锋也要站在汽车司机的身
后， 细心地观察公交老司机们的每一个动
作，看他们在转弯时，在刹车时，在启动时，

如何操作。他边看边细心琢磨，记在心上。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如何充分利用汽车
行驶中的惯性，运用滑行节省油料；在启动
汽车时，起步前不轰大油门；保养汽车时，

不用汽油清洗机件， 等等。 在汽车节油方
面，雷锋是非常用心思的。在他手上，这台
“耗油大王”竟然变成了连里上上下下都知
道的节油标兵车。

星期天，在连队简易的活动室里，雷锋
与大庞打乒乓球，打得兴致勃勃。于泉洋在
一旁当裁判，数拍，正要把球判给大庞：“19

平！”这时，门外有人喊：“粮车来了！卸粮
了！”在雷锋带领下，大家毫不犹豫地跑出
去了。

在连队放粮食的仓库里， 刚扛完粮食
的战士在擦汗，有闲工夫了，一个个在用称
粮食的大磅秤称自己的体重。

高士祥也拉着雷锋上秤称， 说：“你也
称称，我看你长肉没有？”雷锋上了秤，乔安
山在一旁看秤，惊喜道：“嚯，54公斤了！”大
庞说：“你入伍时还不到一百斤， 差一点都
没当上兵。现在蹿到108斤了，不简单，不简
单！” 乔安山对雷锋说：“你这肉可没少长
啊！”雷锋看着指导员说：“我说过，二十三，

蹿一蹿！今年我才20岁，体重长了，个头也
能长！”

晚上，在四班宿舍里，雷锋正伏在床沿
儿看书，乔安山拿了一封信进来。雷锋问：

“大乔，你那《愚公移山》背得怎么样了？”乔
安山答：“正背着呢。当务之急，雷锋，快帮
我一把！”雷锋问：“怎么了？”乔安山说：“我
妈又来信了，我还是认不全。”说完把信递
给雷锋。

雷锋打开信，给乔安山念：“安山吾儿：

你在部队可好？学文化是否有进步？能否自
己看信、写信？妈因干活扭着腰，至今未见
好，如手里有钱，寄来十块、二十块，给妈看
病急用……” 雷锋对乔安山说：“你妈妈病
了，急用钱。”乔安山一筹莫展地说：“你替
我写封回信吧！” 雷锋问：“怎么写？ 写什
么？”乔安山说：“就说，就说，缓缓再说吧，

这个月我的津贴都零花了， 下次领了津贴
给老娘寄去！”雷锋帮乔安山写信，写完把
信皮上的乔安山家里的地址抄到自己本子
的一张空白页上。括号里注明：乔母家址。

（十四）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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