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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紅雷(左)和姚

晨主演的諜戰劇

《潛伏》，在天津實

地取景拍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欣 天津報道）在有些人看來，天津是中

國四大直轄市中最缺少特點的一個。它似乎缺少了北京的那種宏偉

和莊重，又遜色於上海那種流光溢彩的繁華，也不像重慶那樣山清

水秀。但事實上，當你真正去感受它，去洞悉那些印證 時代風雨

和歷史變遷的建築文化，相信你會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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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馮驥才說：「天下任何
名城的魅力，首先都來自它獨

有的建築美。這些風情獨特的建築，
是城市情感與精靈的化身，是一方水
土無可替代的人文創造，是它特有的
歷史生活的紀念碑。據此而言，津地
者，小洋樓是也。」

諜戰劇《潛伏》拍攝場地
近年來，以民國歷史為題材的電

影、電視劇，許多鏡頭均取自以小洋
樓為特色的天津。在王家衛、吳宇森
等著名導演看來，天津不僅大量的保
留了近代歷史風貌建築，還保留了天
津特有的歷史人文氣息。據了解，自
2000年以來，已有《金粉世家》、《梅
蘭芳》、《潛伏》、《國歌》、《建國大
業》等近百個劇組到天津取景拍攝。
僅2011年，就有《建黨偉業》、《小站
風雲》、《辛亥革命》等60餘部影視
劇、紀錄片選擇天津作為拍攝景地之
一。相信隨 方中信、鄔君梅主演的
《小洋樓》的熱播，天津小洋樓文化將
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熟識，天津的歷史
風貌建築也將吸引越來越多的國內外
遊客。有專家稱，目前天津已成為中
國名副其實的民國題材類影視劇拍攝
中心，這將成為天津旅遊又一大特色
品牌。
2005年，天津市出台了《歷史風貌建

築保護條例》，將包括原租界內無論是
否被定為文物的古建築均陸續收編加
以保護，並按照「修舊如故」的原則
重新修繕。該《條例》還對小洋樓的
用途、使用、租賃、維修甚至外部裝
飾都做出了明確細緻的規定，並嚴格
限制產權交易。對那些已損毀在亂世
中的建築，政府投入巨資按照史料圖
片等進行重建，同時將多條舊街區加
以整修，闢為「英式」、「意式」、

「德式」、「法式」等異國風情旅遊區。

保護過度難與遊客交融
對於建築本身來說，天津的小洋樓

可謂保護得盡善盡美，但在人文歷史
價值和旅遊開發方面，政府卻面臨
很多尷尬局面：收歸回來的大部分小
洋樓未被充分利用，始終閒置；部分
名人故居被企業或私人佔用，對外不
開放；旅遊項目只限於走馬觀花式的
參觀，難與遊客交融；大筆人力物力
財力的投入，與經濟效益難成比例，
也未收到多少社會效益。
如今，眾多慕名而來的國內外遊

客，都會被指引到「五大道」、「意大
利風情街」、解放路等洋樓聚集區。那
裡有為遊客提供的馬車、電瓶車或單
人/多人觀光自行車等多種代步工具，
並提供導遊或語音導覽器。但純粹
「逛街」式的參觀，多少會讓遊客有些
失望。
「我們只能通過介紹知道這是哪國

的租界，這裡以前發生過什麼故事。
我們可以停下來拍照留念，但是卻只
能站在大門外，我們很想走進這些充
滿故事的房子。」一位在「五大道」
參觀的外國遊客這樣對記者說。

活化遺產體現真正價值
電視劇《潛伏》中主要人物——國

民黨「軍統」天津首任站長王天木的
舊居，位於大理道57號，這裡現在是
一家酒樓。內地首家「潛伏諜報博物
館」落戶於此。酒樓辦公室的王女士
向記者介紹，由於是公益性質的博物
館，只能依托於酒樓來維持運營，但
參觀者絡繹不絕，又影響了客人用
餐，博物館目前已停止對外開放。
記者隨後又走訪了位於睦南道11號

的許氏舊居、重慶道4號的張作相舊

居、大理道1號的蔡成勳舊居、馬場道
12號的潘復舊居⋯⋯這些舊居有的用
於企業辦公，有的用於機關單位，還
有的用作學校和幼兒園，但全部對外
封閉，謝絕訪問。
歷史的積澱是一個城市寶貴的文化

遺產，天津幸運的留住了自己的歷
史。小洋樓見證了歷史的戰火與
硝煙，也見證了都市的繁榮
與輝煌。它曾是不平等條
約下恥辱的象徵，如今卻
成為這座城市最突出的
建築文化特徵。但如果
只是一味保護，不能合
理開發利用，那麼它
只能算作是塵封的
歷史擺設，而非遺
產資源。只有在
保護與利用之間
找到平衡點和
契合點，才能
讓這些風貌
建築真正成
為承載歷史
的活化石，
小洋樓的真
正價值才能
夠有所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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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先後有英、法、美、德、意、俄、日、
奧匈帝國和比利時9個國家在天津設立租界。外國商
人、傳教士、官員等湧入天津，興建用於行政、商
貿、文教、宗教、居住等建築物，展現其民族的建築
風格。因此，天津集各種西洋建築流派於一身：英國
中古式、德國哥特式、法國羅曼式、意大利文藝復興
式、俄羅斯古典式、希臘雅典式、近代摩登式等等，
有「萬國建築博物館」之稱。此外，軍閥混戰，時局
動盪，國內不少政客、名流寄居天津，仿建了一批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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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建築物列保護名錄

名人故居
見證時代風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欣 天津報道）在有些人看來，天津是中

國四大直轄市中最缺少特點的一個。它似乎缺少了北京的那種宏偉

和莊重，又遜色於上海那種流光溢彩的繁華，也不像重慶那樣山清

水秀。但事實上，當你真正去感受它，去洞悉那些印證 時代風雨

和歷史變遷的建築文化，相信你會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天津是距離北京最近的大城市，中國北方的商
貿中心。辛亥革命後，天津又成為了全國的「政
治後院」。這裡進京方便，出海便捷，可進可
退，因此成為民國初年那些政要、前清遺老遺
少、社會名流等首選的避風港，許多革命先驅也
曾在天津駐留。小洋樓，見證了近現代天津的發
展乃至中國時局的風雲變幻，也留下許多風雲人
物的足跡和故居。

張學良故居坐落法租界
據不完全統計，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僅在天

津五大道地區就曾居住過徐世昌和曹錕兩任民國
總統，以及潘復、唐紹儀、顧維鈞、張紹曾、顏
惠慶、龔心湛和朱啟鈐七任國務總理，此外還有
數十位各省督軍、省市長等。著名教育家嚴修、
張伯苓，著名醫學家朱憲彝、方先之，著名愛國
將領高樹勳、鹿鍾麟等也曾居住於此。當年的意
租界，留下了梁啟超、曹禺、華世奎、黃郛、劉
髯公等文化名人以及黎元洪、曹錕、靳雲鵬、張
廷諤等政界人士的故居。吉鴻昌、張學良等人的
故居則坐落於法租界。
其他在天津居住或生活過的名人還有孫中山、

溥儀、袁世凱、張勳、梁啟超、馮國璋、段祺
瑞、曹汝霖、陸宗輿、孫傳芳、湯玉麟、載振
（親王）、張蘭德（小德張）、孫殿英、閻錫山、
張自忠、宋哲元、馬連良等等，難以計數。這些
名人的故居，多數都是小洋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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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社會名流等首選的避風港，許多革命先驅也
曾在天津駐留。小洋樓，見證了近現代天津的發
展乃至中國時局的風雲變幻，也留下許多風雲人
物的足跡和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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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苓，著名醫學家朱憲彝、方先之，著名愛國
將領高樹勳、鹿鍾麟等也曾居住於此。當年的意
租界，留下了梁啟超、曹禺、華世奎、黃郛、劉
髯公等文化名人以及黎元洪、曹錕、靳雲鵬、張
廷諤等政界人士的故居。吉鴻昌、張學良等人的
故居則坐落於法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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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曹汝霖、陸宗輿、孫傳芳、湯玉麟、載振
（親王）、張蘭德（小德張）、孫殿英、閻錫山、
張自忠、宋哲元、馬連良等等，難以計數。這些
名人的故居，多數都是小洋樓。

天津是距離北京最近的大城市，中國北方的商
貿中心。辛亥革命後，天津又成為了全國的「政
治後院」。這裡進京方便，出海便捷，可進可
退，因此成為民國初年那些政要、前清遺老遺
少、社會名流等首選的避風港，許多革命先驅也
曾在天津駐留。小洋樓，見證了近現代天津的發
展乃至中國時局的風雲變幻，也留下許多風雲人
物的足跡和故居。

張學良故居坐落法租界
據不完全統計，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僅在天

津五大道地區就曾居住過徐世昌和曹錕兩任民國
總統，以及潘復、唐紹儀、顧維鈞、張紹曾、顏
惠慶、龔心湛和朱啟鈐七任國務總理，此外還有
數十位各省督軍、省市長等。著名教育家嚴修、
張伯苓，著名醫學家朱憲彝、方先之，著名愛國
將領高樹勳、鹿鍾麟等也曾居住於此。當年的意
租界，留下了梁啟超、曹禺、華世奎、黃郛、劉
髯公等文化名人以及黎元洪、曹錕、靳雲鵬、張
廷諤等政界人士的故居。吉鴻昌、張學良等人的
故居則坐落於法租界。
其他在天津居住或生活過的名人還有孫中山、

溥儀、袁世凱、張勳、梁啟超、馮國璋、段祺
瑞、曹汝霖、陸宗輿、孫傳芳、湯玉麟、載振
（親王）、張蘭德（小德張）、孫殿英、閻錫山、
張自忠、宋哲元、馬連良等等，難以計數。這些
名人的故居，多數都是小洋樓。

天津是距離北京最近的大城市，中國北方的商
貿中心。辛亥革命後，天津又成為了全國的「政
治後院」。這裡進京方便，出海便捷，可進可
退，因此成為民國初年那些政要、前清遺老遺
少、社會名流等首選的避風港，許多革命先驅也
曾在天津駐留。小洋樓，見證了近現代天津的發
展乃至中國時局的風雲變幻，也留下許多風雲人
物的足跡和故居。

張學良故居坐落法租界
據不完全統計，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僅在天

津五大道地區就曾居住過徐世昌和曹錕兩任民國
總統，以及潘復、唐紹儀、顧維鈞、張紹曾、顏
惠慶、龔心湛和朱啟鈐七任國務總理，此外還有
數十位各省督軍、省市長等。著名教育家嚴修、
張伯苓，著名醫學家朱憲彝、方先之，著名愛國
將領高樹勳、鹿鍾麟等也曾居住於此。當年的意
租界，留下了梁啟超、曹禺、華世奎、黃郛、劉
髯公等文化名人以及黎元洪、曹錕、靳雲鵬、張
廷諤等政界人士的故居。吉鴻昌、張學良等人的
故居則坐落於法租界。
其他在天津居住或生活過的名人還有孫中山、

溥儀、袁世凱、張勳、梁啟超、馮國璋、段祺
瑞、曹汝霖、陸宗輿、孫傳芳、湯玉麟、載振
（親王）、張蘭德（小德張）、孫殿英、閻錫山、
張自忠、宋哲元、馬連良等等，難以計數。這些
名人的故居，多數都是小洋樓。

天津是距離北京最近的大城市，中國北方的商
貿中心。辛亥革命後，天津又成為了全國的「政
治後院」。這裡進京方便，出海便捷，可進可
退，因此成為民國初年那些政要、前清遺老遺
少、社會名流等首選的避風港，許多革命先驅也
曾在天津駐留。小洋樓，見證了近現代天津的發
展乃至中國時局的風雲變幻，也留下許多風雲人
物的足跡和故居。

張學良故居坐落法租界
據不完全統計，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僅在天

津五大道地區就曾居住過徐世昌和曹錕兩任民國
總統，以及潘復、唐紹儀、顧維鈞、張紹曾、顏
惠慶、龔心湛和朱啟鈐七任國務總理，此外還有
數十位各省督軍、省市長等。著名教育家嚴修、
張伯苓，著名醫學家朱憲彝、方先之，著名愛國
將領高樹勳、鹿鍾麟等也曾居住於此。當年的意
租界，留下了梁啟超、曹禺、華世奎、黃郛、劉
髯公等文化名人以及黎元洪、曹錕、靳雲鵬、張
廷諤等政界人士的故居。吉鴻昌、張學良等人的
故居則坐落於法租界。
其他在天津居住或生活過的名人還有孫中山、

溥儀、袁世凱、張勳、梁啟超、馮國璋、段祺
瑞、曹汝霖、陸宗輿、孫傳芳、湯玉麟、載振
（親王）、張蘭德（小德張）、孫殿英、閻錫山、
張自忠、宋哲元、馬連良等等，難以計數。這些
名人的故居，多數都是小洋樓。

天津是距離北京最近的大城市，中國北方的商
貿中心。辛亥革命後，天津又成為了全國的「政
治後院」。這裡進京方便，出海便捷，可進可
退，因此成為民國初年那些政要、前清遺老遺
少、社會名流等首選的避風港，許多革命先驅也
曾在天津駐留。小洋樓，見證了近現代天津的發
展乃至中國時局的風雲變幻，也留下許多風雲人
物的足跡和故居。

張學良故居坐落法租界
據不完全統計，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僅在天

津五大道地區就曾居住過徐世昌和曹錕兩任民國
總統，以及潘復、唐紹儀、顧維鈞、張紹曾、顏
惠慶、龔心湛和朱啟鈐七任國務總理，此外還有
數十位各省督軍、省市長等。著名教育家嚴修、
張伯苓，著名醫學家朱憲彝、方先之，著名愛國
將領高樹勳、鹿鍾麟等也曾居住於此。當年的意
租界，留下了梁啟超、曹禺、華世奎、黃郛、劉
髯公等文化名人以及黎元洪、曹錕、靳雲鵬、張
廷諤等政界人士的故居。吉鴻昌、張學良等人的
故居則坐落於法租界。
其他在天津居住或生活過的名人還有孫中山、

溥儀、袁世凱、張勳、梁啟超、馮國璋、段祺
瑞、曹汝霖、陸宗輿、孫傳芳、湯玉麟、載振
（親王）、張蘭德（小德張）、孫殿英、閻錫山、
張自忠、宋哲元、馬連良等等，難以計數。這些
名人的故居，多數都是小洋樓。

天津是距離北京最近的大城市，中國北方的商
貿中心。辛亥革命後，天津又成為了全國的「政
治後院」。這裡進京方便，出海便捷，可進可
退，因此成為民國初年那些政要、前清遺老遺
少、社會名流等首選的避風港，許多革命先驅也
曾在天津駐留。小洋樓，見證了近現代天津的發
展乃至中國時局的風雲變幻，也留下許多風雲人
物的足跡和故居。

張學良故居坐落法租界
據不完全統計，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僅在天

津五大道地區就曾居住過徐世昌和曹錕兩任民國
總統，以及潘復、唐紹儀、顧維鈞、張紹曾、顏
惠慶、龔心湛和朱啟鈐七任國務總理，此外還有
數十位各省督軍、省市長等。著名教育家嚴修、
張伯苓，著名醫學家朱憲彝、方先之，著名愛國
將領高樹勳、鹿鍾麟等也曾居住於此。當年的意
租界，留下了梁啟超、曹禺、華世奎、黃郛、劉
髯公等文化名人以及黎元洪、曹錕、靳雲鵬、張
廷諤等政界人士的故居。吉鴻昌、張學良等人的
故居則坐落於法租界。
其他在天津居住或生活過的名人還有孫中山、

溥儀、袁世凱、張勳、梁啟超、馮國璋、段祺
瑞、曹汝霖、陸宗輿、孫傳芳、湯玉麟、載振
（親王）、張蘭德（小德張）、孫殿英、閻錫山、
張自忠、宋哲元、馬連良等等，難以計數。這些
名人的故居，多數都是小洋樓。

天津是距離北京最近的大城市，中國北方的商
貿中心。辛亥革命後，天津又成為了全國的「政
治後院」。這裡進京方便，出海便捷，可進可
退，因此成為民國初年那些政要、前清遺老遺
少、社會名流等首選的避風港，許多革命先驅也
曾在天津駐留。小洋樓，見證了近現代天津的發
展乃至中國時局的風雲變幻，也留下許多風雲人
物的足跡和故居。

張學良故居坐落法租界
據不完全統計，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僅在天

津五大道地區就曾居住過徐世昌和曹錕兩任民國
總統，以及潘復、唐紹儀、顧維鈞、張紹曾、顏
惠慶、龔心湛和朱啟鈐七任國務總理，此外還有
數十位各省督軍、省市長等。著名教育家嚴修、
張伯苓，著名醫學家朱憲彝、方先之，著名愛國
將領高樹勳、鹿鍾麟等也曾居住於此。當年的意
租界，留下了梁啟超、曹禺、華世奎、黃郛、劉
髯公等文化名人以及黎元洪、曹錕、靳雲鵬、張
廷諤等政界人士的故居。吉鴻昌、張學良等人的
故居則坐落於法租界。
其他在天津居住或生活過的名人還有孫中山、

溥儀、袁世凱、張勳、梁啟超、馮國璋、段祺
瑞、曹汝霖、陸宗輿、孫傳芳、湯玉麟、載振
（親王）、張蘭德（小德張）、孫殿英、閻錫山、
張自忠、宋哲元、馬連良等等，難以計數。這些
名人的故居，多數都是小洋樓。

天津是距離北京最近的大城市，中國北方的商
貿中心。辛亥革命後，天津又成為了全國的「政
治後院」。這裡進京方便，出海便捷，可進可
退，因此成為民國初年那些政要、前清遺老遺
少、社會名流等首選的避風港，許多革命先驅也
曾在天津駐留。小洋樓，見證了近現代天津的發
展乃至中國時局的風雲變幻，也留下許多風雲人
物的足跡和故居。

張學良故居坐落法租界
據不完全統計，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僅在天

津五大道地區就曾居住過徐世昌和曹錕兩任民國
總統，以及潘復、唐紹儀、顧維鈞、張紹曾、顏
惠慶、龔心湛和朱啟鈐七任國務總理，此外還有
數十位各省督軍、省市長等。著名教育家嚴修、
張伯苓，著名醫學家朱憲彝、方先之，著名愛國
將領高樹勳、鹿鍾麟等也曾居住於此。當年的意
租界，留下了梁啟超、曹禺、華世奎、黃郛、劉
髯公等文化名人以及黎元洪、曹錕、靳雲鵬、張
廷諤等政界人士的故居。吉鴻昌、張學良等人的
故居則坐落於法租界。
其他在天津居住或生活過的名人還有孫中山、

溥儀、袁世凱、張勳、梁啟超、馮國璋、段祺
瑞、曹汝霖、陸宗輿、孫傳芳、湯玉麟、載振
（親王）、張蘭德（小德張）、孫殿英、閻錫山、
張自忠、宋哲元、馬連良等等，難以計數。這些
名人的故居，多數都是小洋樓。

天津是距離北京最近的大城市，中國北方的商
貿中心。辛亥革命後，天津又成為了全國的「政
治後院」。這裡進京方便，出海便捷，可進可
退，因此成為民國初年那些政要、前清遺老遺
少、社會名流等首選的避風港，許多革命先驅也
曾在天津駐留。小洋樓，見證了近現代天津的發
展乃至中國時局的風雲變幻，也留下許多風雲人
物的足跡和故居。

張學良故居坐落法租界
據不完全統計，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僅在天

津五大道地區就曾居住過徐世昌和曹錕兩任民國
總統，以及潘復、唐紹儀、顧維鈞、張紹曾、顏
惠慶、龔心湛和朱啟鈐七任國務總理，此外還有
數十位各省督軍、省市長等。著名教育家嚴修、
張伯苓，著名醫學家朱憲彝、方先之，著名愛國
將領高樹勳、鹿鍾麟等也曾居住於此。當年的意
租界，留下了梁啟超、曹禺、華世奎、黃郛、劉
髯公等文化名人以及黎元洪、曹錕、靳雲鵬、張
廷諤等政界人士的故居。吉鴻昌、張學良等人的
故居則坐落於法租界。
其他在天津居住或生活過的名人還有孫中山、

溥儀、袁世凱、張勳、梁啟超、馮國璋、段祺
瑞、曹汝霖、陸宗輿、孫傳芳、湯玉麟、載振
（親王）、張蘭德（小德張）、孫殿英、閻錫山、
張自忠、宋哲元、馬連良等等，難以計數。這些
名人的故居，多數都是小洋樓。

天津是距離北京最近的大城市，中國北方的商
貿中心。辛亥革命後，天津又成為了全國的「政
治後院」。這裡進京方便，出海便捷，可進可
退，因此成為民國初年那些政要、前清遺老遺
少、社會名流等首選的避風港，許多革命先驅也
曾在天津駐留。小洋樓，見證了近現代天津的發
展乃至中國時局的風雲變幻，也留下許多風雲人
物的足跡和故居。

張學良故居坐落法租界
據不完全統計，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僅在天

津五大道地區就曾居住過徐世昌和曹錕兩任民國
總統，以及潘復、唐紹儀、顧維鈞、張紹曾、顏
惠慶、龔心湛和朱啟鈐七任國務總理，此外還有
數十位各省督軍、省市長等。著名教育家嚴修、
張伯苓，著名醫學家朱憲彝、方先之，著名愛國
將領高樹勳、鹿鍾麟等也曾居住於此。當年的意
租界，留下了梁啟超、曹禺、華世奎、黃郛、劉
髯公等文化名人以及黎元洪、曹錕、靳雲鵬、張
廷諤等政界人士的故居。吉鴻昌、張學良等人的
故居則坐落於法租界。
其他在天津居住或生活過的名人還有孫中山、

溥儀、袁世凱、張勳、梁啟超、馮國璋、段祺
瑞、曹汝霖、陸宗輿、孫傳芳、湯玉麟、載振
（親王）、張蘭德（小德張）、孫殿英、閻錫山、
張自忠、宋哲元、馬連良等等，難以計數。這些
名人的故居，多數都是小洋樓。

天津是距離北京最近的大城市，中國北方的商
貿中心。辛亥革命後，天津又成為了全國的「政
治後院」。這裡進京方便，出海便捷，可進可
退，因此成為民國初年那些政要、前清遺老遺
少、社會名流等首選的避風港，許多革命先驅也
曾在天津駐留。小洋樓，見證了近現代天津的發
展乃至中國時局的風雲變幻，也留下許多風雲人
物的足跡和故居。

張學良故居坐落法租界
據不完全統計，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僅在天

津五大道地區就曾居住過徐世昌和曹錕兩任民國
總統，以及潘復、唐紹儀、顧維鈞、張紹曾、顏
惠慶、龔心湛和朱啟鈐七任國務總理，此外還有
數十位各省督軍、省市長等。著名教育家嚴修、
張伯苓，著名醫學家朱憲彝、方先之，著名愛國
將領高樹勳、鹿鍾麟等也曾居住於此。當年的意
租界，留下了梁啟超、曹禺、華世奎、黃郛、劉
髯公等文化名人以及黎元洪、曹錕、靳雲鵬、張
廷諤等政界人士的故居。吉鴻昌、張學良等人的
故居則坐落於法租界。
其他在天津居住或生活過的名人還有孫中山、

溥儀、袁世凱、張勳、梁啟超、馮國璋、段祺
瑞、曹汝霖、陸宗輿、孫傳芳、湯玉麟、載振
（親王）、張蘭德（小德張）、孫殿英、閻錫山、
張自忠、宋哲元、馬連良等等，難以計數。這些
名人的故居，多數都是小洋樓。

天津是距離北京最近的大城市，中國北方的商
貿中心。辛亥革命後，天津又成為了全國的「政
治後院」。這裡進京方便，出海便捷，可進可
退，因此成為民國初年那些政要、前清遺老遺
少、社會名流等首選的避風港，許多革命先驅也
曾在天津駐留。小洋樓，見證了近現代天津的發
展乃至中國時局的風雲變幻，也留下許多風雲人
物的足跡和故居。

張學良故居坐落法租界
據不完全統計，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僅在天

津五大道地區就曾居住過徐世昌和曹錕兩任民國
總統，以及潘復、唐紹儀、顧維鈞、張紹曾、顏
惠慶、龔心湛和朱啟鈐七任國務總理，此外還有
數十位各省督軍、省市長等。著名教育家嚴修、
張伯苓，著名醫學家朱憲彝、方先之，著名愛國
將領高樹勳、鹿鍾麟等也曾居住於此。當年的意
租界，留下了梁啟超、曹禺、華世奎、黃郛、劉
髯公等文化名人以及黎元洪、曹錕、靳雲鵬、張
廷諤等政界人士的故居。吉鴻昌、張學良等人的
故居則坐落於法租界。
其他在天津居住或生活過的名人還有孫中山、

溥儀、袁世凱、張勳、梁啟超、馮國璋、段祺
瑞、曹汝霖、陸宗輿、孫傳芳、湯玉麟、載振
（親王）、張蘭德（小德張）、孫殿英、閻錫山、
張自忠、宋哲元、馬連良等等，難以計數。這些
名人的故居，多數都是小洋樓。

天津是距離北京最近的大城市，中國北方的商
貿中心。辛亥革命後，天津又成為了全國的「政
治後院」。這裡進京方便，出海便捷，可進可
退，因此成為民國初年那些政要、前清遺老遺
少、社會名流等首選的避風港，許多革命先驅也
曾在天津駐留。小洋樓，見證了近現代天津的發
展乃至中國時局的風雲變幻，也留下許多風雲人
物的足跡和故居。

張學良故居坐落法租界
據不完全統計，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僅在天

津五大道地區就曾居住過徐世昌和曹錕兩任民國
總統，以及潘復、唐紹儀、顧維鈞、張紹曾、顏
惠慶、龔心湛和朱啟鈐七任國務總理，此外還有
數十位各省督軍、省市長等。著名教育家嚴修、
張伯苓，著名醫學家朱憲彝、方先之，著名愛國
將領高樹勳、鹿鍾麟等也曾居住於此。當年的意
租界，留下了梁啟超、曹禺、華世奎、黃郛、劉
髯公等文化名人以及黎元洪、曹錕、靳雲鵬、張
廷諤等政界人士的故居。吉鴻昌、張學良等人的
故居則坐落於法租界。
其他在天津居住或生活過的名人還有孫中山、

溥儀、袁世凱、張勳、梁啟超、馮國璋、段祺
瑞、曹汝霖、陸宗輿、孫傳芳、湯玉麟、載振
（親王）、張蘭德（小德張）、孫殿英、閻錫山、
張自忠、宋哲元、馬連良等等，難以計數。這些
名人的故居，多數都是小洋樓。

天津是距離北京最近的大城市，中國北方的商
貿中心。辛亥革命後，天津又成為了全國的「政
治後院」。這裡進京方便，出海便捷，可進可
退，因此成為民國初年那些政要、前清遺老遺
少、社會名流等首選的避風港，許多革命先驅也
曾在天津駐留。小洋樓，見證了近現代天津的發
展乃至中國時局的風雲變幻，也留下許多風雲人
物的足跡和故居。

張學良故居坐落法租界
據不完全統計，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僅在天

津五大道地區就曾居住過徐世昌和曹錕兩任民國
總統，以及潘復、唐紹儀、顧維鈞、張紹曾、顏
惠慶、龔心湛和朱啟鈐七任國務總理，此外還有
數十位各省督軍、省市長等。著名教育家嚴修、
張伯苓，著名醫學家朱憲彝、方先之，著名愛國
將領高樹勳、鹿鍾麟等也曾居住於此。當年的意
租界，留下了梁啟超、曹禺、華世奎、黃郛、劉
髯公等文化名人以及黎元洪、曹錕、靳雲鵬、張
廷諤等政界人士的故居。吉鴻昌、張學良等人的
故居則坐落於法租界。
其他在天津居住或生活過的名人還有孫中山、

溥儀、袁世凱、張勳、梁啟超、馮國璋、段祺
瑞、曹汝霖、陸宗輿、孫傳芳、湯玉麟、載振
（親王）、張蘭德（小德張）、孫殿英、閻錫山、
張自忠、宋哲元、馬連良等等，難以計數。這些
名人的故居，多數都是小洋樓。

天津是距離北京最近的大城市，中國北方的商
貿中心。辛亥革命後，天津又成為了全國的「政
治後院」。這裡進京方便，出海便捷，可進可
退，因此成為民國初年那些政要、前清遺老遺
少、社會名流等首選的避風港，許多革命先驅也
曾在天津駐留。小洋樓，見證了近現代天津的發
展乃至中國時局的風雲變幻，也留下許多風雲人
物的足跡和故居。

張學良故居坐落法租界
據不完全統計，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僅在天

津五大道地區就曾居住過徐世昌和曹錕兩任民國
總統，以及潘復、唐紹儀、顧維鈞、張紹曾、顏
惠慶、龔心湛和朱啟鈐七任國務總理，此外還有
數十位各省督軍、省市長等。著名教育家嚴修、
張伯苓，著名醫學家朱憲彝、方先之，著名愛國
將領高樹勳、鹿鍾麟等也曾居住於此。當年的意
租界，留下了梁啟超、曹禺、華世奎、黃郛、劉
髯公等文化名人以及黎元洪、曹錕、靳雲鵬、張
廷諤等政界人士的故居。吉鴻昌、張學良等人的
故居則坐落於法租界。
其他在天津居住或生活過的名人還有孫中山、

溥儀、袁世凱、張勳、梁啟超、馮國璋、段祺
瑞、曹汝霖、陸宗輿、孫傳芳、湯玉麟、載振
（親王）、張蘭德（小德張）、孫殿英、閻錫山、
張自忠、宋哲元、馬連良等等，難以計數。這些
名人的故居，多數都是小洋樓。

天津是距離北京最近的大城市，中國北方的商
貿中心。辛亥革命後，天津又成為了全國的「政
治後院」。這裡進京方便，出海便捷，可進可
退，因此成為民國初年那些政要、前清遺老遺
少、社會名流等首選的避風港，許多革命先驅也
曾在天津駐留。小洋樓，見證了近現代天津的發
展乃至中國時局的風雲變幻，也留下許多風雲人
物的足跡和故居。

張學良故居坐落法租界
據不完全統計，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僅在天

津五大道地區就曾居住過徐世昌和曹錕兩任民國
總統，以及潘復、唐紹儀、顧維鈞、張紹曾、顏
惠慶、龔心湛和朱啟鈐七任國務總理，此外還有
數十位各省督軍、省市長等。著名教育家嚴修、
張伯苓，著名醫學家朱憲彝、方先之，著名愛國
將領高樹勳、鹿鍾麟等也曾居住於此。當年的意
租界，留下了梁啟超、曹禺、華世奎、黃郛、劉
髯公等文化名人以及黎元洪、曹錕、靳雲鵬、張
廷諤等政界人士的故居。吉鴻昌、張學良等人的
故居則坐落於法租界。
其他在天津居住或生活過的名人還有孫中山、

溥儀、袁世凱、張勳、梁啟超、馮國璋、段祺
瑞、曹汝霖、陸宗輿、孫傳芳、湯玉麟、載振
（親王）、張蘭德（小德張）、孫殿英、閻錫山、
張自忠、宋哲元、馬連良等等，難以計數。這些
名人的故居，多數都是小洋樓。

天津是距離北京最近的大城市，中國北方的商
貿中心。辛亥革命後，天津又成為了全國的「政
治後院」。這裡進京方便，出海便捷，可進可
退，因此成為民國初年那些政要、前清遺老遺
少、社會名流等首選的避風港，許多革命先驅也
曾在天津駐留。小洋樓，見證了近現代天津的發
展乃至中國時局的風雲變幻，也留下許多風雲人
物的足跡和故居。

張學良故居坐落法租界
據不完全統計，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僅在天

津五大道地區就曾居住過徐世昌和曹錕兩任民國
總統，以及潘復、唐紹儀、顧維鈞、張紹曾、顏
惠慶、龔心湛和朱啟鈐七任國務總理，此外還有
數十位各省督軍、省市長等。著名教育家嚴修、
張伯苓，著名醫學家朱憲彝、方先之，著名愛國
將領高樹勳、鹿鍾麟等也曾居住於此。當年的意
租界，留下了梁啟超、曹禺、華世奎、黃郛、劉
髯公等文化名人以及黎元洪、曹錕、靳雲鵬、張
廷諤等政界人士的故居。吉鴻昌、張學良等人的
故居則坐落於法租界。
其他在天津居住或生活過的名人還有孫中山、

溥儀、袁世凱、張勳、梁啟超、馮國璋、段祺
瑞、曹汝霖、陸宗輿、孫傳芳、湯玉麟、載振
（親王）、張蘭德（小德張）、孫殿英、閻錫山、
張自忠、宋哲元、馬連良等等，難以計數。這些
名人的故居，多數都是小洋樓。

天津是距離北京最近的大城市，中國北方的商
貿中心。辛亥革命後，天津又成為了全國的「政
治後院」。這裡進京方便，出海便捷，可進可
退，因此成為民國初年那些政要、前清遺老遺
少、社會名流等首選的避風港，許多革命先驅也
曾在天津駐留。小洋樓，見證了近現代天津的發
展乃至中國時局的風雲變幻，也留下許多風雲人
物的足跡和故居。

張學良故居坐落法租界
據不完全統計，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僅在天

津五大道地區就曾居住過徐世昌和曹錕兩任民國
總統，以及潘復、唐紹儀、顧維鈞、張紹曾、顏
惠慶、龔心湛和朱啟鈐七任國務總理，此外還有
數十位各省督軍、省市長等。著名教育家嚴修、
張伯苓，著名醫學家朱憲彝、方先之，著名愛國
將領高樹勳、鹿鍾麟等也曾居住於此。當年的意
租界，留下了梁啟超、曹禺、華世奎、黃郛、劉
髯公等文化名人以及黎元洪、曹錕、靳雲鵬、張
廷諤等政界人士的故居。吉鴻昌、張學良等人的
故居則坐落於法租界。
其他在天津居住或生活過的名人還有孫中山、

溥儀、袁世凱、張勳、梁啟超、馮國璋、段祺
瑞、曹汝霖、陸宗輿、孫傳芳、湯玉麟、載振
（親王）、張蘭德（小德張）、孫殿英、閻錫山、
張自忠、宋哲元、馬連良等等，難以計數。這些
名人的故居，多數都是小洋樓。

九國租界 匯聚西方摩登文化
■遊人可以在

「五大道」走

馬觀花。

香港文匯報

記者李欣攝

■袁世凱故居。

■張學良故居。

■當年意大利人在意租界的馬可

波羅廣場舉行閱兵式。 資料圖片

天津是距離北京最近的大城市，中國北方的商
貿中心。辛亥革命後，天津又成為了全國的「政
治後院」。這裡進京方便，出海便捷，可進可
退，因此成為民國初年那些政要、前清遺老遺
少、社會名流等首選的避風港，許多革命先驅也
曾在天津駐留。小洋樓，見證了近現代天津的發
展乃至中國時局的風雲變幻，也留下許多風雲人
物的足跡和故居。

張學良故居坐落法租界
據不完全統計，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僅在天

津五大道地區就曾居住過徐世昌和曹錕兩任民國
總統，以及潘復、唐紹儀、顧維鈞、張紹曾、顏
惠慶、龔心湛和朱啟鈐七任國務總理，此外還有
數十位各省督軍、省市長等。著名教育家嚴修、
張伯苓，著名醫學家朱憲彝、方先之，著名愛國
將領高樹勳、鹿鍾麟等也曾居住於此。當年的意
租界，留下了梁啟超、曹禺、華世奎、黃郛、劉
髯公等文化名人以及黎元洪、曹錕、靳雲鵬、張
廷諤等政界人士的故居。吉鴻昌、張學良等人的
故居則坐落於法租界。
其他在天津居住或生活過的名人還有孫中山、

溥儀、袁世凱、張勳、梁啟超、馮國璋、段祺
瑞、曹汝霖、陸宗輿、孫傳芳、湯玉麟、載振
（親王）、張蘭德（小德張）、孫殿英、閻錫山、
張自忠、宋哲元、馬連良等等，難以計數。這些
名人的故居，多數都是小洋樓。

積
澱
積
澱
積
澱
積
澱
積
澱
積
澱
積
澱
積
澱
積
澱
積
澱
積
澱
積
澱
積
澱
積
澱
積
澱
積
澱
積
澱
積
澱
積
澱
積
澱
積
澱
積
澱
積
澱
積
澱
積
澱
積
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