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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五大道题记    “天津小洋楼，北京四合院”，是对滓京两大城市历史建筑风格最为精辟的概括。
小洋楼与四合院不仅生成了天津、北京这两个城市的不同文化基因，也体现了近代中西文化的相互碰
撞、相互交融。
从天津的督府衙门到北京的紫禁城，从租界的花园洋房到皇城的王府豪门，权贵军阀、工商巨头和文
化名流——上演过一幕幕中国近代历史的正剧、喜剧、悲剧和闹剧。
    1860年，英国率先在天津设立租界，随后法国、美国、德国、日本、沙俄、意大利、奥匈帝国和比
利时先后在天津划定租界。
至20世纪初叶，天津竟然有九国租界，总面积23000余亩，相当于老城区面积的8倍多，这在世界上都
是绝无仅有的。
美国学者罗英芸用“超殖民地”的概念，来形容近代天津这一“中国所有通商口岸中拥有外国租界最
多”的城市，以揭示“多种殖民主义分割一个城市空间时所产生的潜在内涵”。
    由于英、法、美、德、意、奥、比、日、俄九国租界并存，天津租界建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
、丰富性。
不同时期租界建筑风格均体现了当时欧美建筑和城市规划思潮。
    英租界经过三次扩界，占地面积最大，街区布局体现了当时英国田园城市的规划风格。
大体构成维多利亚道商务区、小白楼商业区、五大道住宅区的格局，道路呈不规则的自然弯曲和走向
，配以街心公园，注重沿街和建筑物周边的绿化。
    法租界街区规划采用古典主义手法，主要街道建有豪华宏伟的商业楼宇和市政大厦。
劝业场一带被称为小巴黎。
日租界建筑掺杂和式与欧式风格，建筑物和街区的尺度都比较狭小，旭街中原公司一带(今和平路百货
大楼)被称为小银座。
    尽管意租界占地面积最小，但规划得最为精巧。
以马可·波罗广场为中心，建有“一战”胜利纪念碑，周边建有回力球场和公园，民居和公共建筑错
落有致，颇具意大利小城意蕴。
    早期的租界建筑主要为教堂、洋行、领事馆和工部局、俱乐部等公共建筑，主要集中在英、法、德
租界的维多利亚道、大法国路、威廉街一带(今解放北路、解放南路周边)。
街区建筑大多为古典主义风格，如哥特式的利顺德大饭店、戈登堂、大清邮政局、望海楼教堂，罗曼
式的老西开教堂，维多利亚风格的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开滦矿务局大楼，日耳曼风格的德国领事
馆，俄罗斯风格的俄华银行等等。
    20世纪20年代后，法租界梨栈大街(今劝业场)一带出现一批体现折中主义风格的商业楼宇，如劝业
场、惠中饭店、交通饭店、东莱银行大厦等，以及摩登风格的渤海大楼、中国大戏院、寿德大楼等建
筑。
至90年代，劝业场一带一直都是天津的商业中心。
    与此同时，英租界“五大道”高级住宅区也开始成形。
“五大道”并不是一个历史称谓，而是后来人们对于这片西式建筑聚集区的简称。
其范围东起墙子河(今南京路)、西至海光寺大道(今西康路)，南抵马场道，北达宝士徒道(今营口道西
段)，占地约1-4l平方公里。
这里建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折中主义和摩登风格，以及中西合璧的各式花园洋房两千多座。
    如果把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视为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那么，城市中的历史建筑和街区，无疑最具
有感知性、象征性、标志性。
美国当代建筑家查尔斯·摩尔认为：传统的、有地方性特色建筑中蕴含着一种人类赋予的“文化能最
”，可使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和地位。
如今“五大道”不仅成为小洋楼和老租界的代名词，也成为天津最具象征性的历史文化符号。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津是当时中国北方最开放、最西化的都市。
租界里的新式商厦、高级饭店、酒店、酒吧、影剧院，以及跑马场、回力球场、游泳馆、桌球馆、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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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厅等游乐场所一应俱全。
在租界这个炫富场和安乐窝里，达官显贵们享受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在这个销金窟里，有多少富家公子，沉迷于风月场中不能自拔；有多少家资巨万的豪客，最后变得一
贫如洗。
    近代中国有多少重大事件，肇始于租界的公馆、豪宅之中。
有多少呼风唤雨的权贵、手眼通天的商界大亨、引领风潮的文化精英，在这里留下他们的印记。
“五大道”见证了近代中国的屈辱沉沦、抗争与崛起：“五大道”也留下了一代风云人物和才子佳人
悲欢离合、人生沉浮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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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五大道名门世家》讲述了近代中国有多少重大事件，肇始于租界的公馆、豪宅之中。
有多少呼风唤雨的权贵、手眼通天的商界大亨、引领风潮的文化精英，在这里留下他们的印记。
“五大道”见证了近代中国的屈辱沉沦、抗争与崛起：“五大道”也留下了一代风云人物和才子佳人
悲欢离合、人生沉浮的轨迹。
《五大道名门世家》将诉说了他们的故事。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五大道名门世家>>

作者简介

冬月，就读天津二十中学、南开大学，从业出版三卜年，编著《五大道风云人物》、《五大道才子佳
人》、《五大道名门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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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隐身租界的王公显贵 清王朝覆灭以后，体仁阁大学士那桐、学部大臣荣庆与江宁
将军铁良，军机大臣徐世昌、内务府总管大臣增寿臣、两广总督张鸣岐、两江总督张人骏、山东巡抚
孙宝琦，以及傅增湘、华世奎、严范孙、朱启钤等一批皇亲国戚和前清权贵都跑到天津避难，纷纷在
租界购房置屋，过起了闲适的寓公生活。
 一、旗下三才子之那桐 那桐（1856—1925），字琴轩，叶赫那拉氏，隶属内务府满洲镶黄旗人。
光绪十一年（1885）举人。
曾任户部银库郎中、鸿胪寺卿、内阁学士、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右侍郎、户部尚书、外务部会办
大臣、体仁阁大学士等要职，袁世凯调任军机大臣后，那桐还一度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叶赫那拉氏亦称叶赫纳喇氏或叶赫纳兰氏，为清代满族“八大姓”之一，原系明末海西女真扈伦四部
之一叶赫部的王族。
追溯历史，叶赫那拉氏及金朝贵族姓氏，源自今吉林省叶赫河、伊通河流域。
明朝初年居住在松花江大折弯地区的蒙古人星根达尔汉吞并原居住在扈伦地区（今黑龙江省呼兰河与
松花江合流地区）的纳喇氏部落后，改姓纳喇氏，使用女真语，并逐渐融合于当地女真人风俗之中。
十六世纪初，纳喇氏族一部南迁开原北，后又移叶赫河，故称叶赫部，视星根达尔汉为叶赫纳喇氏始
祖，即叶赫那拉氏。
 顺治元年（1644）纳喇氏大部分入关，定居北京并派遣到各地驻防。
叶赫那拉氏一族在清朝身居要职，地位显赫的人甚多，包括清初武英殿大学士明珠、著名大词人纳兰
性德、辅政大臣苏克萨哈、道光朝兵部尚书那清安，顺治朝兵部、礼部尚书果斯海，议政大臣哈雅尔
图，咸丰同治朝大学士瑞麟，慈禧之父惠征，孝定景皇后之父都统桂祥，以及提携那桐一路高升的孝
钦显皇后（慈禧太后）和德宗孝定景皇后（隆裕太后）。
 那桐不仅家世显赫，也是皇族中为数不多有真才实学的官宦，被誉为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
其人颇具文采，1916年10月3日，他在远游泰山观日出的一篇文字云：“卯初起，到浴日养云室观日出
。
是时天气清朗，约卯正东望，霞光四流，云现五色，一轮皎日缓缓而出，三起三伏，殆所谓三浴者耶
。
俄间晓日渐高，万山毕露，观日之景大备矣。
辰初在山门外冲寒瞻眺，见四面云山奔来，脚下寺内露泰山极顶巨石数方，登此远眺，众山罗列，若
拜若伏。
巳初饭毕，乘笱舆游后石邬，道路崎岖，较前尤险。
至天空寺，沿路怪石奇松为前山所无。
寺中小坐，仰观后山壁立千仞，使人望之悚然。
仍由南天门下山，路过五大夫松至云步桥、酌泉亭、对红桥观瀑布。
当此佳景，欢畅举杯，虽神仙无此乐也。
” 光绪二十二年（1896），那桐晋升为户部银库郎中，虽官阶不高却是一个掌管国库的肥差。
户部银库郎中年俸约六七千两白银，除去大家庭的日常支出，所余有限，但那桐的不明来源财富却增
长得很快。
醇亲王载沣的胞弟载涛在回忆录中称“那桐平日贪得无厌”，“只认得钱”。
作为理财专家，那桐为人精细，在日记里常记有经手的重大钱款事项，及购地置屋、添置大宗家私，
以及门客来访等详细记载。
他不仅参与开设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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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五大道名门世家》引领风潮的文化精英，在这里留下他们的印记『五大道』见证了近代中国的屈辱
沉沦、抗争与崛起；“五大道”也留下了一代名门世家悲欢离合、人生沉浮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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