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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本身没有自觉的记忆。
这种理性的记忆，实际上是人赋予它的。
为此，自觉的记忆是现代人类的文明要求与文明行为，而破坏记忆则仍是滞留在一种原始的非理性的
惯性中。

　　当然，记忆是有选择的。

　　这里说的记忆不是个人化的，不是为了满足个人某种怀旧情绪的。
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群体的记忆。
那就要从城市史和人类学角度来审视城市，从城市的历史命运与人文传衍的层面上进行筛选，把必须
留下的记忆坚决守住。
这样城市的保护就绝不是简简单单留下几个“风貌建筑”，摆摆样子而已，更不会随手把许多极其珍
贵的记忆大片抹去。

　　对待一个城市的生命记忆，对待一代代先人的经历与创造，必须慎重，严格，精心。
对待保留下来的记忆必须尊重它的完整性与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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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自明永乐二年（1404年）天津设卫筑城以来，城中建筑主要为衙署、军兵驻地、仓囤
及相关建筑等，民宅不多。
当时的少量居民主要以盐业、漕运及渔业为主，分布在北大关码头到小直沽、大直沽的沿河一带，草
屋、土房乃至聊以生存的窝棚，稀疏点点，建筑结构简单，几乎没有布局可言。
自元代延祜占至泰定年间大直沽和三岔口分别始建天妃宫与天后宫以后，商民贸易往来与日俱增，天
后宫前的开阔处及附近地区逐渐形成闹市，大直沽、宫南大街、宫北大街、侯家后、估衣街一带率先
形成人口聚落带，随之而来的土房、灰房虽然是简易的，但基本具备了天津民居的雏形。
随着天津城市的发展，特别是自清雍正二年（1724年）天津卫升为天津州以来，辖区不断扩大，各地
商人、民众迁居并落户津城，相形之下，原来以官宦、盐商、粮船商为主的民宅建设也进入了繁荣时
期。
当时天津人的生活中心依旧在以天后宫、玉皇阁为核心的东门外、海河沿岸；以侯家后为依托的北门
外、南运河沿岸，成片的砖瓦房、灰房、土坯房相继落成，景致初现。
至19世纪末，天津城人口60余万，民宅房屋已达15万间以上。
老话说：东门贵，西门贱，南门贫，北门富。
此说源于以鼓楼为中心的老城四门，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天津居民择居方位的心理与风习。
东门临近文风鼎盛的文庙，而且可直通海河岸及天后宫。
北门有通京大道，与御河、三岔口岸一衣带水，可谓寸土寸金。
城西南地势低洼，有大水沟阻碍交通。
天津漕运、盐业发达，最先发迹的船户、盐商们在老城厢率先置地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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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天津的风俗》是天津旧事丛书之一。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老天津的风俗>>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