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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上海自开埠后人口增加，对于公共空间的需求日渐明显，由此促使以张园为代表的一批私家园林作为公

共空间相继开放。张园以其地理位置优越环境优美以及公共性强等特点成为晚清上海最大最活跃的公共

空间，是休闲活动空间、社会活动空间的重合。张园公共空间中的娱乐技术、商品交易等问题直接改变

了传统生活方式并影响到早期设计的萌生，同时也为建构中国早期设计的发展形式提供了一个有形的场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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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opening of Shanghai as a port, the population has increased, and the demand for public 
spac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pparent, which has prompted a group of private gardens 
represented by Zhang Yuan to be opened as public spaces one after another. Zhang Yuan, with its 
advantageous geographical location, beautiful environment, and strong public nature, becam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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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st and most active public space in late Qing Shanghai, overlapping leisure and social activity 
spaces. The issues of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and commodity trading in the public space of 
Zhang Yuan have directly changed traditional lifestyles and influenced the emergence of early de-
sign, while also providing a tangible field for constructing the development form of early desig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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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 世纪末的上海在开埠后即设立租界，成为一个“袖珍型的西方社会典范”，持续将西方文化和生

活方式引入，公共空间也随之出现。这时期的上海由于受限于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发展，还没有出现明确

的“设计”概念。于是，这些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文明成果就集中在公共空间中，作为一种洋场时尚而

出现。因此人们对待洋场时尚的态度正孕育了早期现代设计的态度。而其间，张园则是最为著名的公共

空间，其实际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是广泛而深刻的，作为公共的都市空间见证了洋场时尚对原有文化关系

的改变。 

2. 张园出现的背景 

在近代中国社会中，一个突出的特征是社会变革的剧烈程度，众多前所未见的新奇事物层出不穷。

因此，作为一个公共私园，张园应运而生，逐渐发展成为上海知名的公共活动场所。张园以开放的姿态

向公众展示了当时西方先进文化及思想的影响和渗透。张园的诞生背后有其独特的历史和社会因素。它

不仅是一种建筑形式，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当时市民阶层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同时也反映出近代西方文

化在上海城市中传播和渗透的状况。 
张园位于静安寺路的南侧和同孚路的西侧，这片土地原本是农田。在 1872 至 1878 年期间，英国的

商业格农向几名农户租赁了 20.25 亩土地，将其改造成了花园式的住宅。此园由张叔平先生主持修建。

在光绪八年(1882 年)，张叔和花费巨资购买了这片土地，并以“莼鲈之思”为灵感，为这片园区命名为

“味莼园”，也被称为“张氏味纯园”或简称张园，并在 1885 年正式向公众开放。从此张园就成了一个

名闻沪上的着名园林。从那时起，张园逐渐崭露头角，成为清末民初时期上海最大的公众活动场所，并

在 1895 年到 1909 年期间达到了其巅峰。在 1911 年之后，张园的经营状况逐渐恶化，到了 1918 年，园

主决定停止运营，并将其出售给王克敏，使其转型为住宅。直到今天，该园仍是上海滩上唯一一家保留

至今的西式园林[1]。 
张园在最初的开放阶段就能在众多的私立园区中独树一帜，因此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其一是它

与其他私园易接近。首先要提的是，张园与静安寺相邻，其地理位置十分有利。静安是一个繁华而又充

满历史文化气息的城市，它既拥有近代建筑艺术之精华，更具有浓厚的商业氛围。跑马厅位于租界的东

侧，而静安寺则位于其西侧。这条街道不仅是当时中外人士往来的重要通道，而且还是近代中国最早建

成的公共公园之一。1862 年，上海跑马总会投资修建了一条名为跑马道的道路。自从这条路完工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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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寺与租界之间就建立了道路连接，这条路也被命名为静安寺路。许多大型的花园式洋房住宅，例如斜

桥总会、“道台花园”和盛宣怀公馆等，都选择在静安寺路上建设，这导致了人流的不断增加和人气的

持续上升。在静安寺街两侧还有许多商业店铺和商铺，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张园巷。在 1900 年之后，这片

土地被直接纳入了公共租界，而清政府对其的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张园里，人们可以自由地

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而那些与清政府持反对态度的集会和演讲，实际上都得到了租界的庇护。另外，

由于租界内还存在着许多与华工有关的机构和团体，如工部局、商会及一些其他社团等等。这种方式不

仅方便华人团体组织各种活动，还使得不同的人能够方便地进出。这就使张园成为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公

共空间，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许多积极影响和作用，是研究晚清中西文化交流中不可忽略的重要方

面之一。 
其次，与其他尽是传统江南风格的园林相比，园内汇集了苏州庭院、西式别墅、石库门等中西样式

建筑。正如晚清《申报》所述，“张园以旷朗胜，徐园以精雅胜”[2]。这其中，兴建于 1892 年的安垲第

楼是当时上海最高的建筑，楼高两层，中间是大厅，楼上楼下可容纳千余人，来往游客都会登高一望上

海的繁华胜景。正是由于安垲第的建设，前往张园的游客数量瞬间大大超过了愚、徐等园的游客。这其

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安瓿庵与张老庄祠之间的距离。当时的人们评论道：“顾独因其宽敞的空间而

被誉为东都的浪子和北里的名姬，他的眼神流露出深深的情意，他的鞋子错落有致，这就是所谓的仰望

和俯视，每个人都能如自己所愿，这并不是愚园所能期望的。”[3]此外，这里的各种建筑风格也给国人

带来了新的视野。作为中国近代着名的园林式建筑群——上海租界内最繁华热闹的地段之一，张园更是

成为中西合璧的杰作。张园里的西洋文化与当时外滩地区密集的洋楼大厦形成了一种独特而霸气的对比，

这在一片精致的中式园林中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它所表现出的那种典雅、精致、雅致以及那份高贵和神

秘的气质，令我久久不能忘怀。 
最终，张园的兴盛主要得益于其主人张叔和所持有的“商业智慧”中所蕴含的现代观念。张叔和园

不仅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还具有商业功能。以上海的开埠作为界限，园林的主人身份从一名官员转

变为商人，但张叔和作为当时上海的著名商人，更加敏锐地认识到了建立园林“经济”这一概念的重要

性。他不仅在设计中加入了商业因素，而且将其运用于建筑设计之中，使原本只是供文人雅士休闲娱乐

的场所，成为一个可以进行商业活动的空间。自 1885 年张园建立之日起，它就对公众免费开放，不收取

任何入园或登楼的费用。尽管当时的外滩公园已经声名远播，但华人是被禁止进入的。在 1909 年徐园正

式对外开放之前，它只对部分文人开放，而南市四园的建立则是在 1908 年之后。这些都表明，张园已不

再是单纯供达官贵人休闲娱乐之所，而是兼具商业经营功能的公共空间。张园成功地打破了私家园林私

密化和精英化的传统模式，通过对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等不同社会阶层的包容，确立了自己作为“海上

第一名园”的真正地位。 

3. 摄影技术中的未来想象 

1839 年 8 月 19 日，法国科学家路易·达盖尔在一块涂有感光乳剂的光滑金属板上，通过相机进行

感光处理，并利用药液的化学反应，成功地捕获并固定了物体，从而获得了一张生动逼真的图像。他用

自己发明的设备和方法拍摄出的照片，不仅可以永久保存，而且还能反复使用，这就是着名的南格禄摄

影作品《我的祖国》。达盖尔将这种制作方法命名为摄影。此后不久，法国摄影师南格禄也来到上海，

开始了他对中国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精神世界的探索。经过五年的时间，南格禄成为了首位将摄影设备和

技术引入上海并广泛传播的个体。当时南格禄还没有进入上海这个城市，他在一家印刷厂做工人。南格

禄竭尽全力将摄影设备引进上海，这主要是为了支持土山湾的宗教印刷行业。因此，他拍摄照片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与当地的居民建立联系和互动。他拍摄了很多照片，其中包括了《我的母亲》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2253


刘静文，李佳一 
 

 

DOI: 10.12677/design.2024.92253 616 设计 
 

等一系列反映上海城市变迁和社会生活的作品，这些照片也成为了上海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摄影艺术是一种标准的外国娱乐形式，70 年代之前的摄影馆主要是由外国人经营和运营的。那时，

外国摄影师大多到中国来拍摄人像和风光作品，而中国人一般不愿意去拍此类题材的摄影。然而，这些

外国照相馆不仅专注于人像摄影和满足海外侨民的需求，更是热衷于拍摄向本国展示中国基层生活的社

会类照片，并将其中的一些照片制作成明信片，然后带回国内销售。当时，由于外国人对中国文化了解

有限，对中国的风俗民情也不甚熟悉，因而在制作相片时往往会采用“假洋鬼子”式的拍摄手法。因此，

那些有机会接触到洋照相师镜头的中国人，很多都是社会底层的人，他们被摆成各种不同的姿势，更多

地是作为一种工具，而不是这项技术的使用者。这与西方的商业摄影有着很大差异。 
在摄影技术被引入中国之前，人们想要维持自己的形象，只能依赖绘画。随着照相技术的普及，出

现了一些职业画家，其中不乏专业摄影师和商业摄影师，他们利用照相机进行创作。在民间，许多专业

画师创建了“影像铺”，他们主要为市民绘制肖像，以满足他们的艺术需求。当时，西方国家流行的照

相方式是照相师手持照相机拍照，然后将照片上传到报纸和杂志中去。随着照相技术的引入，众多的画

师意识到了摄影技术的发展方向，因此决定转向摄影技术的学习。随着摄影和照相的普及，大批画家开

始转向照相业，其中一部分人成为第一代华人照相师。因此，第一代的华人摄影师中，很多人是从画师

职位转变而来的。他们在上海、香港等地都设有工作室，为市民服务。 
摄影技术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肖像画，因为它能够真实地再现角色的外貌和服饰风格，使人物在细微

之处得到完美展现，具有很高的写实性。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追求更

高的精神层次。特别是在我国民众的现代娱乐观念逐渐确立后，他们对自身形象的追求达到了空前的高

度。于是，在传统的文人士大夫眼中，照相术便不再只是记录个人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工具，而是可以用

来寄托自己内心的理想与愿望。在这个时刻，摄影技术迅速地展现了其娱乐和纪念的双重功能，变成了

一种广受欢迎的流行趋势。照相在当时已是一项十分流行的文化现象。张氏味莼园，作为晚清时期上海

最大的公众活动场所，融合了多种西方的艺术技巧，因此摄影作为一种创新的娱乐活动自然也是必不可

少的。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的休闲需求，更使当时的中国人感受到西方文化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同时也为

近代摄影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平台。 

4. 商品展销中的艺术交易市场 

4.1. 商品展示空间的形成 

张园在上海是一个展示西洋文物的主要展窗。它以独特的陈列方式和丰富多样的展品内容，向人们

展现了一个中西合璧的世界。张园首先出现了许多还未被广泛推广的外国物品。 
以摄影技术为例，自 1839 年摄影技术在欧洲被发明以来，1843 年它开始在来华的西方人中得到应

用。1850 年代，上海开始了摄影业务。到了 1870 年代初，上海已经有了苏三兴、公泰、宜昌和恒兴等

几家摄影馆，但直到二十世纪初，摄影仍然是一种时尚的活动。当时上海的一些着名人士如陈独秀、胡

适、鲁迅、瞿秋白、蔡元培等都喜欢照相。当张园对外开放后，张叔与光华楼的主人决定在园内特设一

个摄影馆。他的儿子张宗汉经营着一个小小的照相馆，取名“华光照像店”。“每逢春天和秋天的美好

日子，青楼里的人们都喜欢去张园拍照，因为张园的风景非常美丽，足以送给恋人，就像是一份普通的

礼物”。张叔和家的照相店也因此成为当时沪上最着名的一家照相馆了。 
例如，在 1886 年 10 月 6 日，张园开始尝试使用电灯作为一个例子。在这之前，中国没有任何一家

商店使用电灯，但张园试燃后却很快被人接受和推广开来，成为上海最早使用电灯者之一。在那个时期，

上海对电灯的引进时间相对较短，消费者数量有限，但丰泰洋行推出了一种创新的电灯技术，适用于室

内环境。张园在经营上也颇有特色。为了吸引更多的用户，我们选择了游客最多的张园作为试燃的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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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燃后，灯影婆娑，蔚为壮观，一时盛况空前。在晚园里，有数十盏电灯，它们散布在树木之间和轩下

室里，高低错落，形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园内的每一个角落都展现出了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许多游

客前来欣赏。此日，丰泰洋商与沪上人士共饮此酒，共乐，共歌，共话，共议，共为振兴中华之大计而

努力。 
从历史记录来看，展览和销售的内容之丰富和规模之庞大是显而易见的。这一时期，随着商业经济

发展与社会进步，人们对精神文化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张园始开设“雅乐”专栏。此刻，张园已经开始

肩负起推广和宣传新型文明生活方式的责任。商品的展示区域正在逐渐建立起来。这是张园中最具有特

色的部分，它为当时社会上其他建筑所不具备的特点，也使其成为近代上海最具代表性的公共开放场所

之一。 

4.2. 南洋劝业会上海张园工业博览会 

1851 年，英国成功举办了水晶宫博览会，这也是全球首个展现国际参与精神的博览会。此后，历届

水晶宫博览会都吸引着无数的目光，成为国际知名的展览平台。在全球现代设计的历史进程中，这一次

的博览会无疑是一道醒目的风景线，它的成功举办直接催生了工艺美术运动，并激发了现代设计观念的

出现。中国人最早参加到这一盛会中来的，就是上海商人徐容村家。在这次博览会中，一个名为徐容村

的上海商贾带着他所经营的“容记丝绸”前往伦敦，并最后荣获了金银两大奖项。这一事件标志着近代

上海成为国际知名的贸易港口和商业重镇。接着，清朝政府为了“振兴实业、开通民智”的目标，决定

在 1910 年 6 月在南京举办第一次以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博览会，即南洋劝业会，并希望得到各省的协助。

由于各国对中国的态度不同以及各国之间政治斗争不断升级，使得此次博览会被称为“二次世界大战前

最后一次国际博览会”[4]。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无疑成为了中外商品的交易中心。由

于这里实际上受到南洋的管理，因此决定在 1909 年的十月初九举办“出品协会”，作为南洋劝业会的预

演活动。在这次博览会中，张园园、徐容村同是参展人之一，他们的作品被选作展品展出。张园在当时

的上海被视为最对外开放的公众场所，因此自然地被选为这次博览会的首选地点。由于张园在世博会开

幕前就已被确定了参展项目，因此这次博览会也可以看作是一次由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展览会。 
为了确保这场工业博览会的顺利进行，1909 年 11 月 19 日至 21 日，《申报》杂志连续三天发布了

关于该博览会的启动广告。在这次广告中，《申报》不仅报道了展会盛况和展品情况，而且还对此次博

览会进行了全方位的宣传攻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展览会”这一标题。广告明确指出，会议的场地

位于静安寺的张家花园内；并详细说明了展出地点为上海法租界内新建成的“万国建筑博览会”展厅。

展览场地展示了包括天然物品、生产物品、教育用品和美术作品在内的四大类别，总计超过四万件；在

会场的外围，有各种娱乐活动来增添气氛；会场内以书画为主并配以摄影图片，布置得十分典雅美观，

使人感到既是一个会议中心又是一个休闲场所。每个人都可以获得 4 角的入场券，观众人数达五千多人

[5]。营业时段是从每天的早上九点延续到晚上十二点。在会场内，观众可以参加各种活动或观看节目，

也可向有关人员索取门票。 
张园的这次博览会已经具备了欧美世博会的基本要素。首先，张园内安垲第楼高两层、面积大、容

纳性强；又因为张园本身就是游乐场所，也就天然具备了博览会的休息区与服务区，“老洋房内为万家

春番菜馆、大庆楼酒馆、小花园茶馆，南洋弹子房前为会场医院，又有大清邮政局专递会场内外信件”：

再加上 1909 年中国品物陈列所已经从四马路迁入张园，这就方便了展览会的展品与会场管理，会场设有

干事、仆役、巡捕、包探、巡丁、消防队员、工匠等服务人员。 
同西方博览会相似，此次张园工业博览会也特别注重对那些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进行陈列和

推广。参展方虽多为中国传统产品如丝绸，棉纺，面粉之类实业却因本届博览会亦具国际性的参与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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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展会上亦有不少西洋生活器物亮相，以及二十余家洋商家，比如“上海自来火公司已经安装了超过

二百盏的新型灯具”，“瑞生洋行增添了见风不灭的车灯”，“在全国范围内，其璀璨的光芒足以与三

万四千八百支洋烛的光辉相媲美”；电气房里还设有电灶，电扇，电铃，电叫子等。 
这次工业博览会让张园在商品展销上获得了全新的地位，各类西式工业品，传统手工业品林林总总，

一些最潮的舶来品即使只在张园销售也没有二店。尽管这次的工业博览会并没有像 1851 年的水晶宫博览

会那样激起艺术家对产品的外观、品质、行业趋势乃至社会文化的深入思考。但作为逐渐接受了工业文

明的东方文化，博览会在展品种类，展陈设计和展览管理方面表现出来的状态和公众的反映已能表明上

海人具备了回应这些商业现代性引起的变化的能力[6]。 

5. 结论 

在晚清时期，娱乐空间为中国早期设计的演变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舞台。而在近代上海，张园作为一

个社会公共空间，其显著特点是休闲、社交和政治活动空间的融合，这使得它展现出的设计风格更为丰

富和全面。从整体上看，张园集休闲文化和娱乐活动于一体，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市民阶层的精

神诉求。张园内的设计活动是一种“非个体”的设计成长方式，它是由群体性的力量共同演绎而成的。

这种成长是设计主体逐步显现、设计意识逐步独立、设计行为逐步成熟的过程。其中的群体性、日常性

和内发性正好代表了中国近现代设计的发展脉络。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园式的现代休闲文化和生活模式

在当时就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成为中国近代城市近代化进程中一道独特的景观。 
总之，张园的诞生、出现是和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紧密相连的，同时其宽容和开放的特征也为众

多华人群体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活动空间和舞台；其承载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亦远超一般私家园林的作

用和功能，而是和社会变迁和政权鼎革密切相关。通过考察张园这一清末民初的公共活动空间，可为近

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提供一个全新的观察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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