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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津是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环渤海地区的中心城市，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
天津地处华北平原东北部，东临渤海，北屏燕山，周临北京市及河北省。
常住人口一千多万，土地总面积1．19万平方公里。
    几个世纪以来，天津凭河川之流，藉舟楫之便和渔盐之利，在政治、经济、国防上占有重要位置，
从一个不知名的渔村逐步发展成为重要城市。
金元时期天津已形成聚落点，明建文二年（1400），燕王朱棣兵下沧州，在直沽渡河南下争天下。
称帝后，因这里曾是“天子经过的渡口”，明永乐二年（1404．）遂设卫并赐名“天津”，由此开始
了天津城市的历史。
以后，而州、而府、而县。
到清朝末期，天津已逐渐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的经济中心。
    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60年间，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被
迫开放中国沿海12个城市，设立了各国租界。
天津作为第一批开埠城市，英、法、美、德、日、俄、意大利、比利时、奥匈帝国等九个国家先后在
天津设立了租界，九国租界在天津存续时间最长的为英租界85年，最短的为奥匈租界17年。
这在世界城市的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由此可见天津在中国近代史上负载了最沉重的耻辱，同时九国租界遗存的历史风貌建筑及其建设过程
中派生的多元文化，也成为今天城市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历史文脉和宝贵的文化资源。
    1860年后，由于英法联军的入侵，在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之后，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英、
法、美首先在靠近海河西岸的紫竹林一带设租界。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九国在天津设租界，总面积相当于天津旧城的八倍，这在全世界也是独
一无二的。
自20世纪初叶起，外国人按其国家的建筑风格，在租界进行大规模建设，一大批欧洲建筑师在天津留
下了风格纷呈的小洋楼景观，这些弥漫着欧陆风情的西洋建筑，记述着时代的风雨和历史的变迁，也
凝聚着设计者的聪明才智和建设者的心血汗水。
在九国租界中，以英租界为最大（美租界亦并入英租界），其次为法租界和日租界，以下排列为俄租
界、德租界、意租界、奥租界、比租界。
这些租界均在海河两岸。
各国在租界里兴建领事馆、工部局、公议局、兵营、警察局、高级住宅、饭店、洋行、银行、俱乐部
、商场、电影院等建筑。
    由于先后有九个国家在天津设租界，天津近代建筑形式受到各国建筑思潮的影响，加之天津建筑自
身演变的特点，形成了中西荟萃、华洋杂处的独特风格。
天津大部分近代风貌建筑是在1900年至1936年不足40年的时间里建成的，建筑规模宏大的金融建筑主
要集中在解放北路一带，被称为“东方华尔街”；商贸性建筑主要集中在和平路原日、法租界；居住
性建筑主要集中在河北区“一官”、建国道一带的原意、奥匈租界，河西区大营门、下瓦房一带的原
德租界，和平区原英租界的五大道风貌区及原法租界的中心花园居住区。
上世纪20年代，正值英国“花园城市”规划理论盛行之时，英租界新区（即现在的五大道地区）基本
按照该理论进行规划与建设，从而形成了具备完整的公共配套设施、宜人的空间尺度和舒适的居住环
境的高级居住区。
例如，为保证该居住区的环境质量，不设商业中心，并禁止电车等公共交通车辆进入，因而该区域的
道路规模较小，尺度宜人。
完善的公共配套和室内设施：各租界的建设注重整地筑路，建设完善的市政设施，如路灯、绿化、上
下水等设施的建设，又如在住宅中引进推广了水冲式厕所，改善了居住环境，提高了卫生水平。
各租界的建设引进了西方的现代生活方式，如以起居、餐厅、舞厅为中心的家庭生活方式，以公园、
教堂、市政厅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方式，以电车、汽车代步的现代交通方式。
这些开放的生活方式与封闭的中国传统方式迥然不同，同时也带来了迥然不同的城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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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天津靠近北京，特殊的地理位置，吸引社会各界名流定居天津，天津也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
的舞台。
例如，张自忠、张伯苓、宋柴卿、马连良等。
经初步考证，近代有300多位社会各界名流曾在天津留下了他们的寓所或足迹。
辛亥革命后，不少清廷遗老遗少从北京来到天津寓居，各界北洋政府的许多要员在天津购置房产，寓
居在天津的这类人物竞有上百人之多。
例如：清逊帝溥仪、庆亲王载振、清太监大总管张祥斋（小德张）等；北洋五位大总统袁世凯、徐世
昌、黎元洪、冯国璋、曹锟都在天津有多处住宅。
    天津近代风貌建筑最集中的地区当属五大道。
五大道地区坐落在天津市和平区，其范围是成都道以南、马场道以北、西康路以东、马场道与南京路
交口以西的长方形地段。
该地区纵横23条马路，占地1．28平方公里，现存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建各国建筑风格房屋2000多所
，有代表性的风貌建筑300余幢，文物建筑近百处。
五大道并非一个地名，而是一个流传甚广的熟称。
    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租界当局以“越界筑路”为名，强占了租界以外的大片土地，陆续
建成了赛马会和乡谊俱乐部。
英租界当局以沟通租界至赛马场为名，从赛马场经佟楼，沿英租界直到墙子河，修筑了一条马路称为
马场道，马场道是五大道中最早修建的一条马路。
五大道地区原是天津城南的坑洼淀，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散落着一些窝棚式的简陋民居，当时有“
二十间房”、“六十间房”、“八十间房”等似是而非的地名，从1919年至1926年七年间，英租界工
部局利用疏浚海河的淤泥，填洼修路。
当时，由于租界享有治外法权，所以，下野政客、清廷遗老遗少、军阀买办和外国‘人纷纷涌进该地
区置地建房，英先农公司、比商仪品公司、外国教会及一些中资建筑公司也来五大道承建房屋，大量
外观豪华、风格各异的小洋楼相继建成。
五大道上的小洋楼多建成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五大道”这一名称出于何时。
已不可考，具体到五大道的范围，有两种说法，一是指马场道、睦南道、大理道、常德道、重庆道五
条马路，不包括成都道；一是指上述六条道路，但因常德道较短，为半条路，故省略了。
五大道的准确范围，直到1998年开始准备修五大道时才确定下来。
    马场道全长3216米，最早称马厂道，民国后改为海宁路，路中间有花坛，栽种小松树，上世纪50年
代末拆除。
睦南道全长1968米，最早称香港道，后改镇南道，现名睦南道。
大理道全长1745米，原名新加坡道。
重庆道全长1432米，以威灵顿路现河北路为界，西部称爱丁堡道，东部叫剑桥道。
常德道全长1219米，原名科伦坡道。
成都道全长2206米，原名伦敦道，路中间原设花坛，设欧式路灯，1961年拆除。
    天津近代百年的历史造就了天津中西合璧、古今兼融的独特建筑文化和城市文化，建筑作为一种有
形的文化形态，记载着城市的历史，随着开埠通商，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在这里融合。
这些具有相当价值的传统风貌建筑记载着天津城市的时代变迁，它是城市文化的主要载体，传承着历
史文脉，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天津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五大道上的风貌建筑，记载了天津入的历史。
它从政治、经济、文化、建筑、艺术、人文、旅游等多方面反映了天津的变化，它不仅是天津的财富
，是中国的财富，也是世界的财富。
    天津市档案馆是天津文化事业建设的一个标志，又是传播夫津文化的一个重要基地。
多年来，天津市档案馆一直以开发档案史料为己任，推出了不同种类的档案文化产品，包括档案史料
汇编、研究专著等成果。
天津市档案馆同和平区档案馆联手聘请专家，深入五大道走访当事人的后代，挖掘馆藏档案资源，编
写出版了百年中国看天津系列丛书之一《天津五大道名人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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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融史料性、知识性、可读性为一体，让入耳目一新。
编写组用通俗的笔法写作，在理清历史发展脉络的同时，以住在五大道上的名人及和其有关的事件为
主线，且不拘泥于冰冷的建筑本身，而是通过对相关建筑要素的介绍，诠释其衍生的政治、艺术和人
文内涵。
在编写形式上，也力求有所创新，图文并茂，文字生动。
成书前又经天津历史专家罗澍伟先生审阅把关，力求使之成为一本记载天津近代史发展变迁的精品。
    我希望它成为一个系列，更希望它成为一个品牌，能够不断延续下去，并通过它吸引更多的人来了
解天津，认识天津，走近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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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近代，天津有九国租界，五大道原是英租界的一部分，这个历史风貌建筑区是天津“小洋楼”
最为集中的地区。
该区现有异国风情风格的各类历史风貌建筑400余幢，享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誉，在国内外有相当
影响。
其特点一是居住区功能的完整性和规划理念的先进性。
其特点二是建筑风格的多样性。
该区内房屋具有哥特、巴洛克、古罗马、折中主义、中西合璧等多种建筑风格。
其特点三是居住在此的近代名人多。
据统计，居住在五大道的各界名人有百余位，有爱国人士张学铭、起义将领高树勋、短跑世界冠军李
爱锐、民国总统徐世昌等。
作为天津最大的名人故居建筑群，这些人物的故事展示了中国一部分近代史。
《天津五大道名人轶事》通过档案资料和口述历史资料，撰写了部分名人的轶闻轶事，从中可窥见部
分人物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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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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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 马场道54号与新中国反腐第一大案 桑志华创建北疆博物院 雍剑秋兴建“西湖饭店” 刘冠雄海上
“追捕”康有为 宋柒卿创建东亚毛纺厂 陈祝龄、梁赉奎被绑案真相 崔伯与“崔家花园” 高云览抱病
写长篇 倪嗣冲与“倪家花园” 朱启钤与北戴河的旅游开发 马场道上的德璀琳别墅 汉纳根在津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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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便衣队暴乱 周叔瞍捐献珍藏 卞做成扩大隆顺榕经营规模 王襄收藏甲骨片 张克忠与南开大学化学
工程系 林崧的几件珍藏 为马寅初做手术的金显宅 高树勋智除汉奸石友三 徐世章献宝 大理道 张志潭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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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救被绑外孙 大理道上的两处孙氏旧宅 蔡成勋投资房地产业 常德道 两处地下党活动地 胡奇赶绘毛主
席巨像 金钺编刻天津地方文献 儿科圣手范权钟情摄影 赵以成创建中国神经外科 汪培娲与邓颖超在一
起的日子 重庆道 张作相寓居拒任伪职 孟恩远与双塔楼 金梁退隐津门著书立说 小德张与庆王府 庆亲王
津门摆排场 奥运冠军利迪尔钟情天津 孙传芳血溅佛堂居士林 董维基承建铁路建筑 陈少梅津门再结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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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壮大寿丰面粉公司 朱宪彝创办天津医学院 乐达仁、乐肇基创办达仁堂 风流才子袁克文 袁家骝的家
乡情结 赵天麟被刺案 胡仲文、陈亦侯护藏国宝金编钟 张叔诚捐献《雪景寒林图》 五大道区域的其他
街道 周学熙创办实业 周明泰酷爱戏曲 吉鸿昌抗日的两处联络点 马占山津门遇三险 刘彭寿创办福星面
粉公司 马连良与疙瘩楼 爱泼斯坦津门溯源 谈丹崖创办天津大陆银行 杨文恺当文史馆员 沈理源和他设
计的楼房 阎子亨和他设计的公寓楼 曹锟保晚节 徐世昌的晚年生活 曹汝霖谪居津门 约翰·赫赛来津寻
故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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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潘复马场道上置豪宅 潘复（1883—1936）字馨航，山东济宁人，长居天津，清末举
人。
1919年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曾代理财政部总长兼监务署督办，1926年任财政部总长。
1927年被奉系张作霖任命为内阁总理。
1928年随奉系失败而下台，到天津英租界当寓公。
 1919年底靳云鹏组阁，潘复当财政次长。
靳云鹏与潘复关系非同寻常，两人同是山东济宁人，后来又结成儿女亲家。
此外，还有一层更为特殊的关系，潘父守廉在河南任州官时，其夫人生下潘复，此时靳云鹏之母在老
家刚生下三子靳云鹤不久，家境贫困，靳母便到潘家做了奶妈，并带着云鹤随潘家到了河南住所，同
时哺育云鹤和潘复。
1914年靳云鹏加封泰武将军衔，督理山东军务，潘复登堂拜母，与靳家兄弟结为异姓兄弟。
从1919年至1921年底，潘复曾三任财政次长，并一度代理总长兼盐务署长。
 潘复的旧宅位于马场道2号，为西欧风格的花园式楼房。
建于1919年，由法国工程师设计。
主楼分东西两楼，三层，砖木结构，院内西北角建有平房，共有楼房、平房共117间，建筑面积3828平
方米。
该址庭院广阔，房屋建筑基地面积仅占全院面积的五分之一。
其建筑设计突出圆形、五面形阳台，房间较大，装修高级，全楼有卫生间、洗澡间11处，使用方便。
西楼一楼有两间大会客室，原墙壁、顶棚均有法国画家绘制的精美油画，墙壁有花、木、鱼、虫之类
图案，顶棚为四个西方美女形象，做工精细，栩栩如生。
现已不存。
该址解放后曾为市农林局，后为交通银行天津分行办公使用。
由于建地铁车站，已于2005年拆除。
 潘复的豪宅，是朝野官僚政客们的聚会之地。
他经常在家中大宴宾客，广结各方人士。
潘复下野之后，经常出入他家的有张学良、李景林、褚玉朴、张宗昌、吴毓麟、张廷谔等。
和他往来最密切的是吴毓麟。
吴毓麟（1871—1944），字秋舫，回族，祖籍安徽歙县。
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曾留学欧美，历任候补知府、海军练习舰教习、水师提督署洋务委员、京榆铁
路监工员、陆军部考功官、邮传部帮办、海军视察。
吴毓麟1912年授海军中将，任海防指挥官兼北洋铁工厂总办。
1923年出任交通总长。
1924年直系失败后，吴毓麟退居天津。
潘复和吴毓麟一直来往密切，几乎每周都要聚餐。
除了聚餐，还要打牌和听戏。
通过吴毓麟，潘复结识了时任大总统曹锟的秘书长王兰亭，于是王兰亭便成了潘府的常客。
后来潘复逐渐与曹锟有了来往。
以后甚至发展到潘复的二夫人小翠玲和曹锟的四姨太刘凤伟成了干姐妹。
后来曹锟重组内阁，潘复有意出任财政总长，但不知为什么，最后竞没能如愿。
1924年，军阀张宗昌当上了山东督军，他念念不忘1920年曾被陈光远打败的事，此时陈光远下台后在
天津当寓公，虽无权无势，但非常有钱。
因此，张宗昌正在势头上想趁机敲陈光远的竹杠。
潘复在这里当起了调停者的角色，在家中设下饭局，邀请张宗昌和陈光远前来聚餐。
其结果是张宗昌和陈光远尽弃前嫌，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张宗昌得赠款二十万元，陈光远得到了平安，而和事佬潘复得赠款十万元。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津五大道名人轶事>>

 1926年，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在江西被国民革命军打败，仓皇逃到天津，因他与潘复是
同乡，便在潘府住下。
潘复不仅对孙好吃好喝好招待，还为其找出路。
通过张宗昌，结交了正在势头上的张作霖。
后又由孙传芳发起，与张学良、张宗昌、潘复等人结了金兰之好。
而由于有了这股人脉，潘复才能在1927年被奉系张作霖任命为内阁总理。
潘复于1928年随奉系失败而下台，到天津英租界当寓公。
在他的豪华公馆里，整日里高朋满座，聚赌为乐。
1934年，司徒雷登来津，在潘府会见了潘复。
潘复请司徒雷登带话给蒋介石，愿在军政方面效力，还为燕京大学捐了两万元，把支票交给了司徒雷
登。
但潘复始终没能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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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中国的城市发展史上，有600年历史的天津仍是年轻的城市，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天津的价值
在于近代百年与西方文明的对接。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北京条约》，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
从此天津在屈辱、抗争和学习西方的曲折复杂的困境中走向近代。
鸦片战争后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大部分能在天津找到痕迹，因此素有“近代中国看天津”的说法
。
    在近代，天津有九国租界，五大道原是英租界的一部分，这个历史风貌建筑区是天津“小洋楼”最
为集中的地区。
该区现有异国风情风格的各类历史风貌建筑400余幢，享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誉，在国内外有相当
影响。
其特点一是居住区功能的完整性和规划理念的先进性。
其特点二是建筑风格的多样性。
该区内房屋具有哥特、巴洛克、古罗马、折中主义、中西合璧等多种建筑风格。
其特点三是居住在此的近代名人多。
据统计，居住在五大道的各界名人有百余位，有爱国人士张学铭、起义将领高树勋、短跑世界冠军李
爱锐、民国总统徐世昌等。
作为天津最大的名人故居建筑群，这些人物的故事展示了中国一部分近代史。
本书通过档案资料和口述历史资料，撰写了部分名人的轶闻轶事，从中可窥见部分人物的风采。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走访了60多位近代名人的亲人和后代。
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还有宝贵的历史资料、老照片，我们深深地感谢他们
。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还要感谢提供文字资料、口述史料和老照片的张澜生先生、周骥良先生、张仲
先生、白金先生、郭凤岐先生、林放先生、张绍祖先生、吴裕成先生、葛培林先生、王振良先生、赵
克明先生、胡健先生、高平先生、暴珂先生、马志清女士、刘景端女士、张继和先生、董大业先生、
陈克淦先生等。
由于作者的知识水平、写作水平有限，疏漏在所难免，切盼各方人士，不吝指正，不胜感激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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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津五大道名人轶事》以住在五大道上的名人及其有关事件为主线，通过相关建筑的介绍，衍生出
对政治、艺术和人文内涵的诠释，《天津五大道名人轶事》共分80个题目，近20万字。
融史料性、知识性、可读性为一体，让入耳目一新。
编写组用通俗的笔法写作，在理清历史发展脉络的同时，以住在五大道上的名人及和其有关的事件为
主线，且不拘泥于冰冷的建筑本身，而是通过对相关建筑要素的介绍，诠释其衍生的政治、艺术和人
文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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