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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曲晓燕“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入围街道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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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特别行政区望德堂坊

江苏省泰兴市黄桥老街

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河口明清古街

河南省濮阳县古十字街

重庆市长寿区三倒拐

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龙川水街

广东省广州市沙面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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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静安区陕西北路（新闸路——巨鹿路段）历史文化名街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松口镇松口古街区

福建省石狮市永宁镇永宁老街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镇斗门旧街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新场古镇上下正街街区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边城镇茶峒古街道

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汤山镇石阡老街

编号 街道名称 读者意见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详细住址

第五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读者评选表格

注：请在入围的街道（名单见表）中选出10条您认为可以荣获第五届
“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称号的街道，并在所选街道后面的“读者意见”栏中画
“√”。选票可供两人填写，原件寄回，复印无效。此选票将在《中国文化
报》、《中国文物报》上连续刊登。

第五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推介活动投票流程
第五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推介

活动经过专家评审，现已评选出入围街道，
即日起进入公众投票阶段。哪些街道可以
最终当选第五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呢？
期待您的关注。

投票方式：手机短信投票、信函邮件
投票，请您根据情况，选择相应的投票方
式。

投票日期：2013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30
日。

一、短信投票
全网移动用户参与方式:
编 辑 DP + 街 名 对 应 的 编 号 到

1066566652
资费：1元/条
例：DP001发送到1066566652
江西、贵州移动用户参与方式：
编 辑 DP + 街 名 对 应 的 编 号 到

106651071 或编辑 8P+街名对应的编号到
1066510726

资费：1元/条
例：DP001 发送到 106651071 或 8P001

发送到1066510726
湖南移动用户参与方式：
编 辑 DP + 街 名 对 应 的 编 号 到

106651071

资费：1元/条
例：DP001发送到106651071
全网联通用户参与方式：
编 辑 DP + 街 名 对 应 的 编 号 到

106651071
资费：1元/条
例：DP001发送到106651071
全网电信用户参与方式：
编 辑 DP + 街 名 对 应 的 编 号 到

106651071
资费：1元/条
例：DP001发送到106651071
（四川、安徽、广东、重庆、陕西请用联

通参与投票。）
二、信函投票
请将右侧的投票表格剪下来，在您支

持的候选街道后面画“√”号，所选街道不
能超过10条，然后邮寄至组委会。投票表
格以报纸原件为准。

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 15
号中国文化报社609室 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评选推介活动组委会

邮编：100013
咨询电话：010-64296355 64296175

第 五 届“ 中 国 历 史 文 化 名 街 ”读 者 评 选 表 格

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

陕西北路（新闸路——巨鹿路段）位于
上海市静安区中部，南北向，长 1000 米，宽
9.2 米。这条街旧称“西摩路”，与上海另一
条著名的主干道路——南京西路十字相交，
是一条拥有百年历史、保存比较完整的上海

“老马路”。
1899 年，上海公共租界扩界，公共租界

工部局开始辟筑租界道路。1914年，今陕西
北路（新闸路——巨鹿路段）完工，以英国海
军上将西摩（Edward Hobart Seymour）的名
字命名为西摩路。1943 年更名为祁门路。
1946年，命名为陕西北路，沿用至今。

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陕西北路（新闸路——巨鹿路段）自筑成
以来，一直是上海的高档居民区，居住着大批
外侨和社会名流，是老上海大名鼎鼎的“洋人
街”“名人街”。老上海时期在陕西北路居住
过的外侨囊括多个层次，既有英国和法国的
富商，也有犹太难民和美国水兵，还有大量西
班牙人、葡萄牙人和白俄人。

陕西北路（新闸路——巨鹿路段）位于
上海公共租界的核心区域，华洋混居。除了
外侨聚居外，还居住过众多在近代中国历史
有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富商巨贾。中西方
多彩文化在该路段上交流融合，并以其“海
纳百川，融贯中西”的特色，成为海派文化的
具象代表。

作为近代上海中西交融的高档住宅区，
陕西北路（新闸路——巨鹿路段）无论建筑、
环境、人文均体现出海派文化典型特征，拥
有相当优良的城市空间品质。街区以陕西
北路为主线，沿线多为独立式花园住宅，间
有华业公寓、太平花园等公寓建筑群落，西
摩会堂、怀恩堂等宗教建筑，内含小型戏院
的平安大楼等商住两用建筑，展现了老上海
公共租界拓界期间社区生活的居住、文化、
精神建设状态。这些建筑风格多样，装饰细
节纷繁，它们紧邻街道又让人产生必要疏离
感，形成了独立中见统一、错落中见和谐的
传统格局。

公共空间布局上，街区马路的空间特点
基本一致，以车行道为主干，两侧为人行道、
行道树及住宅围墙，形成空间和视线的“通
廊”。马路两旁主要种植法国梧桐，春夏秋三
季，绿荫遮蔽，保留着老上海租界时期街道的
历史风貌。

历史和文化价值

1.万国建筑风貌汇聚

陕西北路（新闸路——巨鹿路段）地处
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区域，来自海内外的众多
富豪集聚，带来丰富多变的建筑风格，是上
海难得的万国建筑风貌汇聚区域。其中，新
闸路至奉贤路段、南京西路至威海路段，基
本保持了老上海的历史风貌，成为一处不可
多得的建筑文化风景长廊。其多元的建筑
语汇和风云际会的传奇故事交相辉映，堪称
老上海的城市“缩影”。其中较有代表性的
建筑有：

英国花园别墅，代表性建筑有陕西北路
457号何东公馆、陕西北路369号宋家老宅；

法国古典主义花园建筑，代表性建筑有
陕西北路186号荣宗敬旧居；

西班牙城堡式公寓，代表性建筑有陕西
北路173号华业大楼；

北欧挪威式豪宅，代表性建筑有陕西南
路30号马勒住宅；

新古典主义教堂，代表性建筑有陕西北
路500号西摩会堂；

近代公寓大楼，代表性建筑有陕西北路
525号南洋公寓；

折衷主义风格建筑，代表性建筑有陕西
北路380号许崇智住宅；

近代新式里弄住宅，代表性建筑有陕西
北路332弄西摩别墅；

西式联体式别墅区，代表性建筑有陕西
北路470弄太平花园。

2.名人旧居荟萃
静安区是上海中心城区，历史悠久、文化

兴盛，是海派文化的重要聚集区。陕西北路
是静安区的主要道路之一，是静安历史和文
化的重要见证者。近代历史上，众多达官贵
人、军阀政要、洋商富贾、名流学者、爱国志士
均寓居于陕西北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陕西北路更成为在上海的犹太人的聚居区和
避难地，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犹太文化印记。
正由于中西文化精华的直面交流，陕西北路
也因此成为上海开埠后中西多元文化交融的
代表性路段。

陕西北路（新闸路——巨鹿路段）是陕西
北路的精华所在，近千米的距离云集了名人
旧居、典型风格建筑、革命遗迹等历史文化景
观 21 处。这其中有多处均在近代上海乃至
近代中国历史变迁中，留下了不容忽视的浓
墨重彩。

部分代表性名人名居有：
西摩会堂
陕西北路 500 号，原为上海犹太侨民协

会拉希尔犹太会堂会址，是上海现存时间
最早、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犹太教会堂。
2001 年 10 月，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将西
摩会堂收入 2002 年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保
护名录。以色列两任总统赫尔佐格和魏茨
曼、两任总理拉宾和内塔尼亚胡，前美国第

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前美国国务卿奥尔
布赖特，前德国总理施罗德等均曾到访。

该处另有一所上海犹太学校旧址，校舍
由霍瑞斯·嘉道理于1932年建造。上海犹太
学校最初由亚伯拉罕创建于1900年，在谢里
丝以色列犹太会堂内，后迁至该址。

宋家老宅
陕西北路 369 号，宋氏家族旧居，也是

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典礼场所之一。
1931年7月，宋母倪太夫人认张学良之妻于
凤至为“干女儿”的拜母礼仪也在这里举行。

董家住宅
陕西北路 414 号，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

之父董浩云旧居。1940年，董浩云在上海筹
资组建了自己的第一家船务公司——中国航
运信托公司，并购置此宅作为公司高级职员
和董家亲属住房。

观渡庐遗址
陕西北路、北京西路转角，1911年武昌起

义后，南方军民全权代表伍廷芳与北方代表
唐绍仪在上海多次举行“南北和谈”，早期几
次谈判即在观渡庐。“观渡庐”是伍廷芳的笔
名，也是其在陕西北路的住宅名。

怀恩堂
陕西北路 375 号，上海各基督教会可容

纳人数最多的教堂之一。经常有世界各国
教会人士前来参加礼拜，有的还被邀请在此
讲道。

太平花园
陕西北路 470 弄，中国近现代史上杰出

外交家、法学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父子曾在此
居住。

何东公馆
陕西北路 457 号，著名香港商人何东旧

居。1949 年后，何东家族举家迁回香港，何
东住宅由上海房地产部门接收。1957 年，
毛泽东倡议重新修订《辞海》，并建议由上
海来完成此事。第二年，何东住宅就成了
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上海的许多文化精
英集中在这里办公。以后，这个编辑部改
组为上海辞书出版社，并于 1979 年正式出
版了《辞海》。

南洋公寓
陕西北路525号，著名华侨实业家、南洋

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人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产
业。

许崇智住宅
陕西北路380号，国民党元老、粤军总司

令许崇智1925年后在沪居所。
马勒住宅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陕西北路

巨鹿路路口，门牌号为陕西南路30 号，由近
代上海著名富商、英籍犹太人马勒兴建。建
筑面积达3223平方米，宅前有2000多平方米
的大草坪，称作马勒花园。

3.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众多
陕西北路（新闸路——巨鹿路段）位于

南京西路历史风貌区的核心区域，人文荟
萃，因此也有着丰富的不可移动文物资源，
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3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区域
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20 处，上海市优秀历史
建筑35处。

保护与管理

逾百年历史的陕西北路，堪称海派文
化精华之聚焦。多年来，静安区一直持续
开展陕西北路保护、维修工作。2004 年，上
海市政府批准了由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
提出的12 个历史风貌保护区，陕西北路（新
闸路——巨鹿路段）被划入南京西路历史
风貌保护区。2007年9月，上海市政府发布

《上海市风貌保护道路（街巷）规划管理若
干意见》，将陕西北路列为 64 条“永不拓宽
的马路”之一。2008 年，静安区委、区政府
开展文化发展专题调研，结合区域名人名
居众多的特点，提出“以陕西北路为重点进
行名人名居保护性开发”的规划。同年，静
安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为该路挂牌“静安名
人名居文化景观线”。2009 年静安区文物
管理委员会在迎办上海世博会的过程中，
启动“静安城市文化印记”项目，邀请新加
坡澜雅景观设计（上海）有限公司、上海现
代建筑设计集团历史建筑保护设计研究院
进行方案规划，对陕西北路进行维修整
治。该工程由静安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牵
头，静安区文化局、教育局、绿化和市容管
理局、住宅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民宗办、江
宁路街道、南京西路街道、置业集团等多个
部门分工合作，对陕西北路主要代表性建
筑开展保护性修缮，对主要道路开展整修，
进一步优化外环境，通过政府主导逐步实
现沿街商业形态的自我调整，形成集文化、
餐饮、休闲、购物为一体的老上海风情街。
2010 年，《静安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将陕西
北路划入历史风貌保护组群，坚持纯开发
行为的禁入，并要求在旧区改造中，积极探
讨历史建筑保护与完善使用功能、改善居
民生活条件、展示历史建筑风貌相结合的
实施策略。

1.外环境改造
注重点、线、面结合，对陕西北路上极

不协调和脏、乱、差部分开展整改，使环境
整修与历史风貌统一，建筑外观与文化内
涵统一。

外环境改造又分为重点景观勾勒和街面
环境整治两部分。对陕西北路上多家代表性
人文建筑，开展了包括绿化布置、防护栏整
治、景观灯光布置、标识系统设置（景观小

品）、店招设计、街景设置、围墙整修、建筑外
立面整治及修缮在内的多项工作。

比如，陕西北路 430 号犹太住宅、陕西
北路 414 号董家住宅沿街二层因居民违章
搭建破坏建筑历史外观，以两幅反映街区
居民生活场景的墙画加以修饰。陕西北路
470 弄太平花园恢复了门口立柱上的拱顶，
弄内铺装深灰色花岗岩，对建筑立面上已
有的空调外机、衣物晾晒架等进行了整治
清理，建筑外台阶护栏恢复为白色。陕西
北路 375 号怀恩堂外高耸的围墙阻隔了行
人的视线，现采用了较低矮的镂空围墙，
使行人能在休闲漫步之中直接观赏到墙
内独特的基督教教堂建筑风貌。此外，陕
西北路 461 号崇德女中和陕西北路 457 号
何东公馆也进行了门头改造。

“静安城市文化印记”项目陕西北路工
程，总计完成沿街房屋修缮和立面整治 27
处，主要包括：防盗窗及门窗、违章搭建、雨
棚、晾衣架、空调、店招店牌等，总计建筑面
积 2.5 万平方米；对围墙、入口和门头等沿
街直接界面 15 处进行整治，完成道路两侧
围墙整治约 800 米；对主要的 21 个景观点
进行了个性化艺术铜牌（由 10 余位著名书
法家题写建筑名称）的安装。

2.开发部分景观点的文化休闲功能
有条件开放了部分景观点给公众参

观，让市民能走进“历史老屋”，触摸到老
上海生活细节，身临其境地感受文化的积
淀。如：经营性开放宋家老宅；定期开放
怀恩堂；文化遗产日等特定节庆日开放西
摩会堂、何东旧居、马勒住宅等。同时，为
方便公众了解陕西北路人文历史文化，在
陕西北路 600 号源创创意园区设立了“陕
西北路名人名街展示咨询中心”，基本陈
列以版面形式和特别制作的电影纪录片

《陕西北路名人名街》介绍建筑形式多元、
人文底蕴深厚的陕西北路，并举办长期展

“老上海实物展”。至今，举办了“国庆·静
安人文游专线车（免费）”、静安名人收藏
展、陕西北路名人名街明信片赠送活动、
乐动陕西北路名人名街专场演出等服务
广大社会群众的惠民活动 50 余场次，吸引
驻区单位和街区居民、学校师生等共同参
与名街的共管共建，形成了一支宣传名街
历史、管理名街秩序的志愿者队伍。名街
的社会知名度不断提高。

3.居民生活保持原汁原味原生态
静安区政府多年来一直十分重视历史

风貌保护道路的保护工作，在“旧城改造”
过程中陕西北路（新闸路——巨鹿路段）得
以完整保留，许多居民都是从祖父辈甚至
曾祖父辈起居于此地。许多宅子里虽已是
住上了“72 家房客”，可各自家中至今保有
闲时煮上一壶咖啡、互相串门聊天的弄堂

生活情趣，年长的常常向年轻的说起那些
老掌故，留守老人也常常能得到年轻邻居
的照应，整个街区居民的生活保持着“平
实、和谐、原汁原味原生态”。

4.老字号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集聚
陕西北路与南京西路商业街相交，位

于上海中心城区的中心路段，为保护其原
有的居住社交的历史功能价值，相关管理
部门一直未引进大型商业企业。2009 年，
静安区商务委在陕西北路（延安中路至南
京西路段）近一公里街面上引进了近 20 家
中华老字号品牌企业，包括拥有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头衔的亨生西服、龙凤旗袍，
以及恒源祥绒线、开开百货、鸿翔女装、大
美华布鞋、美新点心、第一西比利亚皮货、
蓝棠博步皮鞋、春竹羊毛衫等，既方便了街
区居民生活，更汇聚了名街的人气。受此
影响，陕西北路南京西路以北段原先售卖
时尚服饰的小店逐渐为铁皮玩具藏品店、
茶艺馆、红酒坊、咖啡屋等取代，实现了沿
街商业业态的自我调整，与街区历史文化
氛围相合。

2012 年 年 初 ，静 安 区 文 化 局 开 展
“2010-2011 年度十大静安文化事件评选活
动”，委托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进行调查，在

《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媒体
发起市民评选，借助城区居民的眼光来判断
静安文化前行之路，而“城市文化印记——
陕西北路名人名街”项目以重整静安文化资
源、重焕静安文化魅力获选。

名人名居承载着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
集建筑、人文和文物价值于一身，是城区文
化体系的重要坐标。名人名居集聚的陕西
北路（新闸路——巨鹿路段）是当下静安最
具文化内涵和魅力的历史风景名片，“十二
五”期间，静安区将坚持历史文化品牌的传
承，进一步优化陕西北路名人名居街沿街立
面、灯光、绿化景观布置，继续支持沿街商户
进行业态调整，加大优秀历史建筑的深度开
发与开放，目前已与同济大学合作形成了陕
西北路历史文化保护发展规划。并在此基
础上开展“静安城市文化印记”之旅，通过
静安文化博物馆网站建设和商文旅联动模
式，加大陕西北路“名人、名居、名事”的历
史文化宣传和推介力度，深入挖掘并发扬
陕西北路的名人名居和老字号文化特色，
逐步形成具有较强影响力和辐射力的静安
文化名片。同时，要以名人名居和文化街
区居委会活动室为基地，兼容区域内市属
文化资源等覆盖全区的公共文化设施和服
务网点，开展青少年志愿者文化宣传活动
等，加强中小学文化遗产知识普及，提升城
区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引导城区居民
自觉参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共同守护
我们的宜居家园。

太平花园

何东公馆

陕西北路俯瞰（南京西路至延安中路）

自在里马勒别墅

小朋友参观陕西北路 街景 马勒先生与佣人在马勒住宅内合影 西摩会堂

华业公寓

宋家老宅

荣宗敬旧居

百年传承海派文化 中西融汇都市风采
———上海市静安区陕西北路（新闸路—巨鹿路段）历史文化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