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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5_B7_E6_96_87_E5_c34_44849.htm 上海这座城市就好像一

个有生命的肌体。从高空俯看：纵横交织的道路犹如动脉，

把城市分成若干个小区；每个小区之内，又有许多建筑与建

筑之间形成的小通道，它密密麻麻布满全城，就像毛细血管

那样细小却充满了生机。对这些小通道，各时代、各地区、

各民族都有不同的称呼，上海人则把它唤作"里弄"，又叫"弄

堂"。其实，称"里弄"的不只是上海人，中国江南地区都这样

称呼。但是里弄能与北京的胡同一样著称于世，却主要是因

为近代上海大批里弄住宅的兴起。 里弄的起源 可以说，里弄

建筑是上海所独有的产品。这些里弄建筑的出现和一个世纪

前上海的殖民地历史背景有着深切的关联。从1845起，英、

美、法、日相继在上海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先后建立了英

租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日租界，而老城区一带则为华界

。初期，这些界地各自为阵，互不干扰。有些外国租界甚至

在一些公共建筑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里弄

石库门住宅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1860年以忠王李秀成为首

的太平军发动东进，攻克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宁波等

苏南浙北城市，迫使数以万计的苏南、浙北难民进入上海租

界避难。人们纷纷迁居租界，致使租界的人口急剧增加，住

房问题日益突出。租界为接纳难民，动员商人投资住宅建设

。为了充分利用土地，设计师将欧洲的联立式住宅和中国传

统的三合院和四合院相结合，创造出这种中西合璧的新建筑

样式的里弄住宅。在思南路周边地区建造于 1918年的老渔阳



里和新渔阳里可以说是典型的早期石库门里弄建筑。 仅仅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近2300万平方米的里弄房子在数

年间就占据了上海滩的大块地皮，此时正是上海的大暴发阶

段。那也是一个中西合璧的时代，里弄的格局采用中式结构

，欧式联排的方式，在一条纵轴上依次展开，前后排排伸展

，上海最初的"小区"就是这样如棋盘展开，确立了城市的空

间。 亦中亦西聚居之地 最经典的里弄是从"石库门"开始的。

石库门建筑从外观上保持了中国传统民居的封闭式深宅大院

的样式，但面积和尺度大大缩小，空间变得紧凑甚至有些局

促，由于早期的住宅每户都有一简单的石料门框，内配黑漆

厚木门，所以将此类住宅群一律称作石库门里弄。 上海民居

对"弄"的称法，其他城市的人甚至读不准这个词的音，其实

，"弄"只是有别于街面房子的"胡同"的通称。早期的石库门大

多叫弄、里，就是我们常说的"里弄"，又叫"弄堂"。上海里弄

式住宅建筑的数量，据20世纪50年代初的统计居全国之首。

里弄总数约有9000多处，住宅单元约 20万幢以上，其中拥有

二百幢住宅的大规模里弄约有150余处。里弄式住宅占上海居

住建筑总面积的65%左右。 里弄常用弄、里、坊、村、公寓

、别墅等名号，级别逐次提高。后几种又统称为新式里弄，

居住条件已明显优于早期的老式石库门，配有欧式壁炉、屋

顶烟囱、通风口、大卫生间等。 总的来说，上海有三种不同

形态的里弄：石库门里弄、新式里弄和公寓里弄，每一种都

有各自不同的性格。 为了迎合中国传统的家族居住形式，早

期的石库门建筑除部分设计摹仿西洋排联式住宅外，其布局

大致仿江南普通民居。进门后为一天井，天井后面为客厅（

上海人叫"客堂"），之后又是后天井，后天井后为灶间和后



门,通过客堂去后天井，和厨房、储藏室等附属用房。天井和

客堂的两侧分别为左右厢房，二楼的布局基本与底层相近，

唯灶间的上面为"亭子间"，再上面是晒台。其代表建筑有河

南中路东侧，宁波路、北京路之间占地1.33公顷的兴仁里，还

有中山南路新码头街的敦仁里、棉阳里、吉祥 [1] [2] [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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