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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不尽的外滩源（上篇） 
撰文   隋郁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外滩，北起外白渡桥，南抵延安东路，全长约1.5km，东靠

黄浦江，西侧是风格各异的大厦——外滩的精华就在于这些被称

为“万国建筑博览”的外滩建筑群，著名的中国银行大楼、和平

饭店、海关大楼、汇丰银行大楼再现了昔日“远东华尔街”的风

采。虽说不是出自同一位设计师，也并非建于同一时期，但它们

的建筑风格与色彩却非常和谐统一，无论是隔江相望还是身临其

境，都能感受到一种刚健、雄浑的气势。从清末民国时期至今，

外滩特色建筑群历经战乱，饱经风霜，目前尚存23幢建筑，按照

时间的顺序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图1）。

1  第 一 阶 段 —— 1 9 世 纪 中 下 叶

（1844~1895年）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英

商怡和洋行率先在外滩北京路口租地，

第二年建居住和办公合一的两层楼建

筑。5年后，外滩已有11家洋行进入，

多为带有宽大内阳台的砖木结构券廊式

建筑；而到19世纪末，外滩的建筑已

是鳞次栉比。然而，外滩自形成后便处

于不断的翻建中，有的甚至翻建了2~3

次，所以，这一时期最终保留下来的建

筑并不多，目前保存完好的只有外滩33

号原英国领事馆。它是外滩最老的一幢

楼房，建于1872年，由克罗斯曼与伯依

斯设计。占地38 559m2，共两层，砖木

结构，四坡屋顶，屋顶上铺小青瓦。外

墙原为清水砖墙，经过几次大修之后，

改为混合水泥粉刷，仅在立面上加刻了

水平勾缝。建筑左右两端对称，中部略

向外凸出，形成主入口，主入口采用五

孔券门廊，庄重而神圣，门廊上方为廊

式内阳台，两侧的门窗与中部不同，下层为平券，上层为券石拱

窗，并且楼上的窗户下部都采用罗马式栏杆。建筑强调水平线

条，在上下层之间采用小檐口作为装饰，顶部檐口出挑不多，并

饰以齿饰。1884年在领事馆的北面还建造了一座两层的砖木结构

建筑，作为领事官邸，建筑风格与领事馆相近，底层采用半圆拱

券柱廊。整幢建筑在主入口的前方种植了大草坪，突出了米黄色

建筑的优雅稳健（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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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1895~1919年）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材

料，外滩建筑群纷纷拆旧建新，并使用了钢筋混凝土结构，层数

也逐渐增高，但建筑风格依然保持统一，以折衷主义为多，建筑

内部重视装修，并增加了先进的设备设施。这一阶段的建筑保存

至今的有9幢。

外滩9号旗昌洋行大楼又名港监大楼，现在使用单位为招商

局（集团）上海分公司。1901年拆除重建，由英商通和洋行设

计，3层砖木结构，建筑面积1 538m2。建筑的主立面共5个开

间，以入口处为中轴，左右对称。底层采用圆拱门窗，墙面为石

材贴面，石材之间勾缝非常讲究，体现石材的厚重感与设计的精

细感。主入口处理得非常简单，较主体部分略有凸出，左右各饰

半柱作为装饰，顶部设计有雕花门楣。建筑的二、三层为双柱外

廊形式，三层柱式采用科林斯式柱，二层柱式采用塔斯干式柱，

外墙采用红色清水砖墙，每层之间均设水平腰线，屋顶为平顶，

女儿墙上的装饰也突出了水平线条，第一开间与第五开间的顶部

还加设了三角形山花，使整个建筑更加整体化（图3）。

外滩6号中国通商银行大楼又名元芳大楼，原为3层砖木结

构，东印度式建筑，1906年拆旧建新，由英商玛礼逊洋行设计，

现为假4层砖木结构。所谓假4层是指在坡屋顶上开老虎窗的做

法，只能算是半层，但是从建筑形式上看，构图非常完整。建筑

首层为半圆拱式的门窗，二层门窗为扁拱，三层为平拱，四层为

哥特式常用的尖拱，由圆到方到尖，建筑立面丰富，变化中不失

韵律感。建筑的顶部是三角形屋顶配有尖拱窗，仿佛是哥特式建

筑风格；下半部却接近文艺复兴式。两种风格看似矛盾，但在这

一幢建筑中却相得益彰。外立面装饰上具有宗教色彩，众多细长

柱子勾勒墙面，正入口处设有一个三孔券门廊，三门四柱，是本

建筑的特色（图4）。

外滩19号汇中饭店大楼，现在的使用单位为和平饭店南楼。

1906年拆旧建新，由英国建筑师司高塔设计，六层砖木结构，建

筑面积11 697m2，总高约为30m。建筑外墙采用白色清水砖砌成，

镶以红色清水砖作为装饰。门窗形式非常丰富，有圆拱、扁拱、尖

拱，也有平拱，屋顶檐部及门窗框也用了一些巴洛克手法，富于变

化。汇中饭店是上海最早开设屋顶花园的旅馆，屋顶的东西两侧各

建一座巴洛克式凉亭，人们坐在东侧的凉亭内可眺望黄浦江，坐在

西侧的凉亭内可一览南京东路。汇中饭店的东西两侧还各装有一座

电梯，这也是中国最早安装电梯的建筑（图5）。

外滩7号电报大楼，现在的使用单位为泰国盘古银行。建筑

图3 外滩9号图2 外滩33号

图1 外滩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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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水平线条，每层都设计有水平腰线，腰线处理得非常丰富。

窗的形式也变化多样，特别是二层的窗楣分别采用半圆形和三角

形相互交替设计。三层、四层虽然为长方形窗，但窗间墙的装饰

各有不同，三层窗间墙以及四层的两端开间采用单柱或双柱作为

装饰，装饰柱为古典式柱子，虽然使建筑的立面充满立体感，却

略显琐碎。外立面的材料自下而上由粗质到细质，是典型的文艺

复兴的手法。建筑顶部两端采用出檐较深的弧形亭式屋顶，使整

幢大楼颇具艺术韵味，是典型的巴洛克建筑风格。在外滩的建筑

群中，电报大楼体态虽然不大，但其建筑艺术特征可谓别具风格

（图6）。

外滩3号上海总会大楼是上海滩上的第一个西侨总会，1909

年在原址兴建新楼，由马海洋行设计，英商聚兴营造厂施工，

是当时外滩建筑中第一座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大楼共6

层，其中1层为地下室，建筑总高26.9m，为英国古典主义风格。

此建筑最大的特色是在立面的三、四层设计有6根通高的爱奥尼

柱，为整幢大楼的立面增加了立体感。建筑以主入口为中轴，左

右对称，两端顶部各设置了一个圆穹顶亭子，具有典型的巴洛克

风格。建筑的窗框由尖拱、圆拱相间设计，变化而有序，雕刻细

腻精美，也带有巴洛克倾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建筑正门雨篷

上方刻有“1864”和“1910”等字样，前者是原有建筑的建造

年代，后者是现存建筑的建造年代（图7）。

外滩15号华俄道胜银行大楼又名华胜大楼、中央银行大楼，

现在的使用单位为上海外汇交易中心。建筑面积5 000多平方

米，为3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外墙主要材料为釉面砖和花岗

岩。大楼为文艺复兴时期新古典主义风格，并具有一些巴洛克风

格的装饰，特别是主入口大门的上方设计有三角形山花，下方左

右各设塔斯干双柱，类似巴洛克的双柱廊做法。建筑以主入口为

中轴线，左右两侧的开间内各有两个扁拱的券窗。建筑的二、三

层立面中间设计了两根通高的爱奥尼圆柱，左右开间则饰以方形

壁柱，柱头均有装饰。两层中间有3个半圆拱窗，两边则是长方

形的窗框，窗框上部配有三角形装饰。建筑顶部屋檐出挑深远，

设有齿饰，华丽典雅（图8）。

截至外滩15号，第二阶段的外滩建筑已介绍过半，从外滩9

号的三层砖木结构发展到外滩3号的第一幢钢筋混凝土结构，可

以说，建筑技术发生了质的飞跃，这在上海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第二阶段后期以及第三阶段的外滩建

筑又会有更多的变化与发展。（待续）

图8 外滩15号

图7 外滩3号图6 外滩7号

图5 外滩19号图4 外滩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