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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煒文老師上海城市研究系列之:

上海的里弄民居(石庫門)

及其反映的市井及平民文化生活氣息

參看以上海為主題的其他:
https://const-infobank.org/urban-
studies/china/study-of-the-shanghai-city/

聯絡: bswmwong@friends.cityu.edu.hk 

上海的民居可分為弄、里、坊、村、公寓和別墅等名稱，其

級別逐級提升。

一般平民集地散居，有個聚腳位簡單地弄點家務和維生，稱

之為弄。

南京條約後上海形成租界，洋人作為物業發展以營利的方式，

仿照英國倫敦、曼徹斯特工業區工人住屋的毗連形式，建造

了眾多簡單的排屋，初期樓高二至三層，後期的可達四層另

加露台。自1860年開始至1930年間，這類樓房發展迅速，

類別亦由開始的低價平民形號發展至中產形消費樓，再加上

特色的西洋風格成為雅緻的裝飾小品，廣受民眾歡迎。這些

相連排屋又圍成一個半封閉像個小城堡的佈局，加強了小區

內的私密性，在小區內一排一排的通道亦成為居民主要的生

活空間，形成上海人通稱的「里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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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弄裏的排屋各有本身的大門入口，這些大門多為一堵簡單的

矮牆形式與弄道分隔，門口多以磚或石眉樑作支撑和修飾，像

一個倉庫入口，俗稱石庫門。

石庫門住宅脱胎于中国傳统的四合院。十九世纪後期，在上海

开始出现用傳统木结構加磚墙承重建造起来的住宅。由于这类

民居的外門选用石料作門框，故称“石庫門”。这种中西建筑藝

術相融合的石庫門作为建筑和文化的產物，在中国近代建筑史

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石庫門式房子的出现使庭院式大家庭传统生活模式被打破，取

而代之的是適合单身移民和小家庭居住的石庫門弄堂文化。

石庫門里的“亭子間”、“客堂間”、“厢房”、“天井”以

及“二房东”、“七十二家房客”等与石庫門有关的名词成为

老上海们温馨的記憶。

租界前期的民居建築 (老式石庫門里弄)

老式石庫門里弄住宅始建于清同治年間（1870年），
多为磚木结构建築。樓房布置多采用歐洲聯排式，
也受中国傳统的三合院或四合院的佈局影响，

具有江南傳统民居特色，
模仿西洋建筑细部處理的手法較少。

亦因專供當年大量湧入上海的新住民而以低成本大量建造，
故在19世纪末期以後，為上海租界内一种较

普遍的樓房形式。但因其受火災及朝濕氣候影响較大，
進入20世紀後已為其他經改良設計的里弄形式所逐漸取代，

現今留存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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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的里弄民居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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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弄式民房居所在現今上海仍在城內各處廣泛留存

(圖中為徐滙-盧灣區交接北望一帶的里弄民房)

虹口區四川北路一帶的里弄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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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區近蘇州河一帶
的里弄民房

里弄裏的排屋和弄道大致佈局



9

里弄裏的排屋佈局

里弄裏分隔一列列
排屋的通道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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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個圍村或小城堡
的里弄入口(弄口)

大多以門樓形式設計的里弄入口，進入後里弄(弄堂)便成
為一個屬於區內居民的私人空間。門樓上部通常亦是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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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弄的入口與弄堂通道的典型寫照

弄堂內居民的日常生活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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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石庫門式排屋入口

典型的石庫門式排屋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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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弄裏的民生狀況



14



15



16

弄堂(石庫門)
背後的小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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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弄房子裏的普遍實况。解放後房屋均採用分配制，每個房子單位可以住上高達十數戶人家。加上空
間的局限、設施不足，居住環境十分惡劣。雖近十多年來社會經濟顯著改善，但低下階層市民的居住
條件，一時仍不易解決。唯一得到舒緩的，是個別住戶逐漸的遷移而使空間的分配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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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較例外在新一代里弄裏的高質房

建於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其他住宅樓房

除了以低價形式大量提供的里弄民居樓房外，上海的樓宇
發展商人亦建造了不少走中、上價路線的樓房。這類房子
大多是半獨立式，減少了排屋式的密集與平庸，內裏空間
與外形設計也有所改善而變得多元化，最終發展成為上海

建築文化中的一個獨有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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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案例:

虹口區長春路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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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案例:

虹口區溧陽路、歐陽
路、吉祥路一帶的半
獨立式花園大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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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案例:

靜安徐滙區交接(延安中路旁)
的半獨立式大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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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案例:

虹口區武進路的大型相連樓房

代表案例:     虹口區武進路一帶的大型相連樓房及半獨立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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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案例:

著名位於徐滙區法租界的陜南村。民国19年建，為法国天主
教會普愛堂投资，磚木结構。村内有4層公寓式大樓16幢。

陜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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陜南村

代表案例:

位於徐滙區延慶路住宅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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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區眾多帶維多利亞風格
的磚木結構樓宇(上海人稱之
或廣式或日式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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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區乍浦路一帶
眾多美麗的紅磚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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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於城區內眾多頗雅緻、具建築品味的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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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滙區華山路附近具包浩斯(Bauhaus)風格的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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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沒在鬧市中的老民房

狀態已算不俗的民房現貌

此類樓宇多為上世紀三Ｏ年代前後興建，為鋼筋混凝土建造，間中也雜以磚木結構部份，同期
在香港也興建了為數不少的同類房子。在香港現在已剩餘極少，但在上海還留下一定的數量。



35

上海城區内眾多建於二十世紀
二、三十年代的高層住宅樓

樓高二十二層，原名百老滙
大厦的上海大厦，1934年为
英商安利洋行投資所建，
一直作為酒店用途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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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於1932年樓高18層
的錦江飯店

河滨大樓坐落于北苏州路，是30年代上海
最大的公寓大樓。大樓占地7000平方米，建筑
面積5.4萬平方米。由（英）公和洋行設計。原
樓高7层，鋼筋混凝土结构，1978年在原基礎
上加建三層。

大樓設有中央暖氣装置及冷熱水供應管道。
並設有楼梯7道，升降梯9部。底層还建有設備
齊全的游泳池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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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浦區蘇州河伴一帶眾多
建自上世紀二○至三○年
代的高層公寓式住宅

其他城區內設計獨特
的高層公寓式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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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城區內設計獨特
的高層公寓式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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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為留意的一類老樓房 –

位於乍浦路及黃河路的食店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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