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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津老俗话》由章用秀编著。
　　街巷是城市封存的记忆，也是城市人的根脉。
她能展现一个城市生命的丰富和厚重，能勾起人们对童年的追忆和对往日的眷念。
&ldquo;繁华要数估衣街，宫南宫北市亦佳&rdquo;；&ldquo;西北角，自来水，西大湾子梁家嘴&rdquo;
；&ldquo;芦子坑，老铁桥，大胡同子金家窑&rdquo;；&ldquo;电灯房，药王庙，陈家沟子娘娘
庙&rdquo;；&ldquo;南门外，有澡塘，杨家花园有楼房&rdquo;；&ldquo;鬼龇牙，上鬼市，西市大街卖
旧物&rdquo;；&ldquo;银窝子，竹竿巷&rdquo;；&ldquo;铁工街，三条石&rdquo;；&ldquo;河北大街小
冀州&rdquo;；&ldquo;沈王郭洼老地道&rdquo;&hellip;&hellip;这些有关&ldquo;老地界儿&rdquo;的俗话
已成为天津城市历史的&ldquo;活化石&rdquo;。
今天，随着旧城区的改造，许多老街旧巷逐渐消失，而我们却在这些老俗话中看到它们旧时的景象，
听到它们昔日的故事。
　　《天津老俗话》就将这些流传于天津民间的各类老俗话汇集起来，在记录其内容的同时，深入发
掘每句老俗话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写出俗话所涉及的人物、事件，特别是与其相关的动人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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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领人上海大世界，天津劝业场，如果不去逛，枉到天津上海走一趟进了大罗天，死了也心甘逸闻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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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庙，机器磨房全知道衣食住行篇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天津卫三宗宝，银鱼、紫蟹、大红袄
青麻叶的大白菜，赛梨不辣的青萝卜狗不理包子独一份，贴饽饽熬鱼一锅熟石头门坎素包有咬劲儿，
耳朵眼儿炸糕烫舌头大福来的锅巴菜，十八街的大麻花煎饼保子一套一套的，烙饼炸蚂蚱，夹（家）
着吃卖药糖，四角四方四海名扬，提倡国货，炮打东洋有钱过关，没钱打底下钻鞋爱高跟走几遭，全
凭衣服见时髦北门富，东门贵，南门贫，西门贱四马路，安电线，白牌电车围城转南门外，有澡堂，
杨家花园有楼房人文艺术篇梅先生拔烟袋，不得已而为之天津卫，八大家，韩、高、石、刘、穆、长
源、振德、益照临黑油漆，亮大门，冰窖胡同李善人北京学成，天津走红老乡亲，孙菊仙华孟严赵，
四大写家孟广慧、马家桐，津门二甲泥人张袖中捏像刻砖刘，风筝魏，屈文台的风葫芦苏先生骨药，
没病找病天津卫有三桩宝，永利、南开、《大公报》中国大学堂，首家看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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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北京四合院，天津小洋楼　　有人说：&ldquo;无论在哪一国，得风气之先的总是I临海的城市，
这就叫得天独厚。
&rdquo;北京作为封建古都，其王府、四合院之类的传统建筑，天津无法与之比肩；但天津是
个&ldquo;洋气&rdquo;十足的城市，除了那密布的租界，超前的理念，西化的生活外，最直观表达这
种洋气风格的，就是异彩纷呈的小洋楼。
漫步在小洋楼集中的五大道、中心花园、意式风情区，能够领略到英国建筑、意国建筑、法国建筑、
德国建筑、西班牙建筑的风情，真像一个&ldquo;万国建筑博览会&rdquo;。
　　从建筑流派和风格上看，天津的洋楼包括：西洋古典复兴式、西洋古典折中主义式、哥特式、罗
马风式、英国都铎式、意大利文艺复兴式、浪漫主义式、简化古典主义建筑及&ldquo;维也纳分离
派&rdquo;式、尼德兰式、西班牙式、英国半木料式、象征主义建筑、第二帝国时期的意大利式、带有
孟莎屋顶的法式建筑、俄罗斯式建筑、现代建筑式、中西合璧式，等等。
有统计资料显示，北洋政府时期的5位总统、1位执政、6位总理、2l位总长、16位督军、4位省长、清
朝遗老遗少19位、旧军政要员15人都曾在天津小洋楼居住，这还不包括一些工商巨子、学界名流。
　　今和平区成都道以南，马场道以北，南京路以西的地区共有马场道、睦南道、大理道、常德道、
重庆道五条重要的道路，天津人俗称&ldquo;五大道&rdquo;。
这里在历史上曾是英租界的&ldquo;墙外推广界&rdquo;。
从1920年到1926年，英租界工程部利用疏浚海河的淤泥，填洼修路，决定在此建筑高规格的住宅区。
英商先农公司、比商仪品公司以及一些中资公司纷纷抢滩，承建房屋。
仿佛一夜之间，这里便冒出了两千多座不同风格的花园式楼房宅邸。
别看这里的建筑都是小洋楼，但20世纪前半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大部分是中国人，因为这里又是旧
租界所在，所以，许多北洋政府的政客们在下野后都选择在这里购置房屋，置一些不动产。
&ldquo;要想发大财，快到北洋来&rdquo;，于是，冒险家的乐园竟成了许多人争相猎奇的场所。
虽然在这个地方很少能够听到枪声，但在这片区域的洋楼中密谋好的事情，却可以让近代中国硝烟滚
滚。
天津有&ldquo;北京前台，天津后台&rdquo;一说，小洋楼里的一声响动，一次密谋，居然能改变中国
的局势。
　　意租界在天津市区的海河北岸，属于今天的河北区，这是一片具有鲜明意大利风格的庞大建筑群
，现在人们称之为&ldquo;意式风情区&rdquo;。
凡是到过这里的人无不为那独特的建筑、优美的景观和深厚的文化所折服。
专家们评论：&ldquo;这里是亚洲仅存的一片原汁原味的地中海建筑群，作为&lsquo;世界建筑博览
会&rsquo;一道亮丽的风景，其观赏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不言而喻。
&rdquo;一些外地游客惊叹：&ldquo;真没想到，在中国竟然有这样一片完全是西方异国情调的神奇土
地！
&rdquo;从建筑上看，这里几乎囊括了意大利各个时期不同风格的建构，其中有反映文艺复兴思潮的巴
洛克、罗可可式建筑，也有在&ldquo;新建筑&rdquo;运动期间出现的强调功能、净化造型、注重经济
的欧美现代化式建筑。
马可-波罗广场周围的房屋则更具典型的罗马风格&mdash;&mdash;凉亭圆拱并饰以爱奥尼克式柱廊。
根据有关方面提供的资料，该地区现存各类小洋楼76栋，建筑面积达6万余平方米，是近代意大利在境
外保留最为完整的历史街区，也是构成天津&ldquo;世界建筑博览会&rdquo;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人往往将天津与其他带有&ldquo;洋味&rdquo;的大城市作比较，以为天津小洋楼不一定是中
国&ldquo;最高级&rdquo;的。
其实这是误解。
天津有英、法、德、美、日、意、奥、俄、比九国租界，租界地的数量在全国第一，各国建筑各具特
色，小洋楼千姿百态，这是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
与上海滩比起来，天津小洋楼多数是民居，体量未必很大，但风格别致，数量多，这正是天津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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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读过清末浙江籍学者孙宝碹（1874&mdash;1924）的《忘山庐日记》，因其兄孙宝琦晚清时供职于
天津，孙宝碹常往来于京津间，他在日记中不止一次地提到天津的小洋楼。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他与友人一同信步于天津租界之街市，目睹那一幢幢充满
浓郁异国情调的颇有气势的西式洋楼，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他在日记中不无感慨地说：&ldquo;盖纵横曲直，高楼峻宇，皆西国模制，无稍稍闲杂。
殆与游欧洲街市无异，上海所不如也。
&rdquo;他还将天津的洋楼与上海的洋楼作了比较，感到天津的洋楼较上海的更为整洁、集中和多样。
他说：&ldquo;天津之外国居留场，自庚子乱后，远胜于上海。
&rdquo;又说：&ldquo;盖上海惟黄浦滩及律师路一带稍洁净，此外则阗嚣庞杂，不免厌人，但道路略
平坦耳。
&rdquo;从《忘山庐日记》来看，孙宝瑄也曾多年寓居上海，他对津、沪洋楼的评价恐非信口胡言，想
必当时也是通过对两地的深入观察和分析得出的结论。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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