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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由俊生同志发来书稿并请我写序言时,我不由得想起1998年

指导她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情景,我们已经相识相处18年了! 她已经

硕士毕业15年了! 她攻读的硕士研究生专业为世界史,研究方向为

现代国际关系史,毕业论文题目为 《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伊朗政

策》。毕业后她被天津大学社会科学与外国语学院聘用,成为该校公

共课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专业教师。这与她当时攻读硕士研究生

时所学专业差距很大,所遇到困难可想而知! 研究生毕业后结婚生

子,这对齐鲁大地出生的小夫妻,仍然遵循老规矩,妻子守护家庭,

丈夫外出打拼。当忙碌的生活轨迹走到暂时能歇歇脚时,她又回过

头抓自身科研问题了! 为昔日的研究生专著作序,作为导师,我当

然怀着喜悦心情,可是专著内容距离我的专业相差很大,又深感为

难! 我仅谈自己拜读书稿后的体会吧!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1860年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签署 《北

京条约》,规定天津开埠。天津作为天子脚下渡口,在外来列强逼迫

下被迫开埠,开始了城市近代化、港口贸易国际化进程,与此同时,

天津与周边区县的经济互动发生了变化。

本书论述区域为当下天津市的所属区县,研究的时间段为从

1860年开埠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在这一段将近80年的时

间里,这一区域的城乡经济互动在每一阶段都具有不同特征。对于

城乡经济的互动,本书主要从周边区县农业经济商品化、周边区县

乡村工业和农家手工业的促进、区县集市集镇的形成这三部分来阐

述,并且又将之与江南地区的城乡经济进行了比较。

城乡经济互动一个明显的特征是,粮食类、菜类、肉类的生产、

加工渐趋专业化,地区之间分工趋同化,虽然对市场规律认识存在

较大的盲目性,但毕竟乡村自然经济的封闭性逐渐被打破,逐渐融

入这一城乡互动。天津近代工业中的许多大型工厂都开设在市区边

缘地段或周围乡村,一方面,是城市边缘区出现了许多大小不同的

工业区和有一定社区意义的居民聚居区,逐渐形成了介于城市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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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之间的工业聚落区或新的集镇;另一方面,一些周边区县的手工业,

借势形成了与城市工业相匹配的农家手工业和乡村工业。这样的交流更

体现在对周边区县居民文化、观念方面的影响,比如乡民的消费观和价

值观等传统观念的变化、乡民对城市的向往。而乡村工业的发展存在着

单一化、不平衡的问题,城市边缘区域的劳动者处在一种怎样的地位,

是被认同还是被排斥,这些方面,书中提及不多。

在第五章 《城市发展对周边区县集市和集镇的影响》中,天津周边

的集市,受到城市商品经济以及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触动,使原来的以

个体小生产者之间交换日用必需品或家庭手工业所需原料为基本特征的

农村集市有了重大变化。不仅仅是当地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数量可

观的洋货也在集市上出售。同时,集市的范围扩大,交易的内容丰富,

有的集市发展成为商品交流的集散地。通过近代化的交通,乡村集市与

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集市、集镇这种传统的商业渠道能够顺势而为,

它们发挥了连接农村与外界的纽带作用。

在与江南地区的城乡经济比较中,显示了周边区县在这一互动过程

中所存在的劣势,它避免不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出现:各村镇所需工业品

多由天津输入,导致本地工业发展极为缓慢。到20世纪30年代,虽然

杨柳青等市镇形成了以商业为主,农业次之的模式,独流等市镇已经建

有小规模的工厂,但此类市镇没有成为主流,不能代表天津周边市镇发

展的总体水平,就总体而言,天津周边集市 (镇)仍然属于乡村范畴。

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撤县设区”再掀浪潮,一些

地级市急于撤县设区,势头从沿海席卷到内陆城市,实际上是一种试图

通过行政区划调整资源、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因经济发展需要调整行

政区划,本身说明尽管我们已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仍不仅是市场本身,还有很多行政因素。行政因素成为经济发展主导,

使决策者通过不断调整行政区划来促进经济发展,因而有县改市、县改

区的做法。本书所研究的城乡关系中的经济互动,对于 “环城圈”区县

的发展趋势,是 “撤县设区”还是 “省直管县”,或者说原封不动地发

展,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当前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农村农业问题应该受到关注。

以往的乡村农业不见了,越来越多地出现工业园区、住宅小区,特别是

天津城市周围乡村更加明显。农民转变为工人,独家住宅改为高层楼

房,在山区种粮改成种水果,个人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中国

可以放弃农业吗? “未来谁来养活13亿中国人?”难道没有必要思考吗?

13亿中国人需要吃饭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谁来提供粮食? 是中国人自

己,还是靠进口? 我想这些道理大家都清楚,但是我国耕地面积所谓

“红线”不断受到威胁也是人所共知的。如何从国家战略角度思考全面

发展问题,不应仅考虑本地区如何经济发展而忽略国家大战略,农业是

我国全面发展的基础之基础呀!

希望由俊生同志借此书出版之势头,继续扩大研究成果,早日实现

自己的科研梦想。

李 凡

2016年2月23日于南开大学龙兴里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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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写作的缘起

1860年开埠后,天津城市开始了近代化。在迅速发展的天津市区

带动下,不仅周边区县的经济得到了很大提升,而且天津市区与周边区

县经济互动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内容和特点,这直接推动了华北区域的城

市和周边区域关系的发展。区域是城市的生存基础与发展前提,其中城

乡经济关系①是城市与区域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城市与周边区县

的经济关系则是城乡经济关系中较直接的一环。任何一个城市的发育成

长,都离不开周边区县的辅助支撑;反之,城市的发展也会给周围区县

带来深刻的影响。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在中国推销商品和掠取廉价原料,使

中国社会经济一步一步发生多方面的变化,自然经济瓦解和商品经济发

展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开埠后的天津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较早和较

为集中的地区,自然经济的瓦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天津及周边区县也

就表现得较为明显。一方面,由于外国机制棉纺织品的输入,侵夺了天

① 城乡经济关系包括城乡间的工农业分工、工业化与城市化、乡村与城市间的人口迁

移、非农化、城乡经济组织、城乡经济一体化等诸多方面。参见周叔莲、金碚主编:《国外城

乡经济关系理论比较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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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手工纺纱和手织棉布的销售市场,使天津周边区县农家棉纺织手工业

不断遭到破坏,从而造成了以耕织结合和自给自足为特点的自然经济逐

步瓦解。另一方面,在当时商品经济兴起的大潮之下,受城市近代化的

影响,周边区县利用近代天津市区不断扩展、人口迅速增多、市内工商

业和进出口贸易日益发展的机会,开始放弃自给性粮食的生产,转而扩

大蔬菜、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拓展捕鱼养殖事业,经营带有资

本主义性质的农场,又促进了这些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自然经济的进

一步解体。当然,由于自然经济逐步瓦解和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商品销

售市场日益扩大,周边区县经济作物的物价受国际市场的影响也日益明

显。这些都是城市发展对区域影响的主要表现。

反过来,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周边区域,尤其是近距离的区县乡

村,它们因靠近城市而有着地缘上的优势,为城市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

资源和广阔的商品市场。“城市工业的发展必须以该城市近郊,至少是

附近地区农村经济商品化的发展为基础才有出路。在近代交通运输力量

有限和封建关卡尚存的条件下,如果没有附近地区的销售市场和原料市

场,是很难与帝国主义竞争而立住脚跟的。可以这样讲,城郊农村自然

经济解体的程度,往往是衡量该城市近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所

以,对农村经济,首先是近郊或附近区域农村自然经济解体状况的考

察,对于该城市近代化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特别着重考察附近地区农

村经济与该城市工商业发展的相互关系与影响,并总结出一些经验和教

训,对研究今天城乡关系、市管县体制都有积极意义。”①

当前,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具备了支撑城乡发展一

体化物质技术条件,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在

城镇化浪潮汹涌而来的背景下,工业如何反哺农业,城市如何支持农

村,城市周边区县的发展去向何方,这些都是当前各界关注的焦点之

一。而这些 “环城圈”区县的发展有何特点,它们与城市怎样互动,是

挟城市之势转化为次级中心,还是被城市吞并而成为城区一部分,它们

① 隗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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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趋势如何,而影响它们发展的因素又有哪些,各个地区相比又有

哪些异同,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的命题。在对中国目

前正在引发热议的城镇化进行思考的过程中,我们希望能够从历史的角

度来为中国这一轮城镇化的现实困境和未来的出路提供一些经验加以

借鉴。

第二节 当前的研究现状及本书的研究范围

作为华北区域体系的中心城市之一,关于近代天津与其腹地的研究

颇丰,但是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环津圈区县①的发展演变以及天津城

市发展与环津圈区县的经济互动研究尚且薄弱,而近年大量志书的出版

为本书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首先,最重要的资料莫过于2000年前后陆续由天津市地方志编修

委员会编著的 《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上、中、下)三卷,其完整地

记录了同治、光绪年间以及民国时期的天津城市及周边区县的舆地、建

置、物产、艺文、工业、商业等诸多个方面的资料,天津市各区志如

《河北区志》《南开区志》等也有近代物产和工商业变化的记载,其他各

县、各镇、各村的地方志,如 《静海县志》 《武清县志》 《宜兴埠镇志》

《八里台镇志》等也都详细记录了近代以来各村、镇、县的农业种植、农

家手工业、乡村工业、集市贸易以及与天津市区的经济往来。

其次,严中平先生的 《中国棉纺织史稿 (1928—1937)》、彭泽益

先生的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1840—1949)》以及近代天津出版的

① 本书所指环津圈区县,主要为近代天津县、静海县、宝坻县、武清县、宁河县、蓟县

(1860—1937年)六个区县。天津县村镇数量1840年前后为351个村、15个镇 (《津门保甲图

说》);1899年为358个村、15个镇 (《重修天津府志》);1905年设4乡34区,1934年为

377个村、5个镇 (《河北月刊》1934年1月)。静海县1873年全县分为四路,349个村;1923
年为356个村 (《静海县志》)。宝坻县1931年全县共划分10个区,368个乡,878个村 (《宝
坻县志》)。武清县1934年分8区,辖765村镇 (《武清县志》)。宁河县1880年为262个村,

1930年为263个村,5个镇 (《宁河县志》)。蓟县1831年全县分15里 (1里=500米),共

973个村 (《蓟县县志》),1913年改为蓟县,辖7个镇,53个乡,1085个村 (《蓟县文史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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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报刊如 《河北工业月刊》《益世报》等,尤其是天津市地方志编修

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图书馆编的 《<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三

册)、天津市档案馆等编的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 (1912—1928)》 (四

册)和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 (1903—1911)》(上、下),均有对天津市

区和各县物产、工商业、对外贸易、水利兴修调查等方面发展状况的资

料记载。

再次,民国时期北宁铁路经济调查队编的 《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

报告》(四册),对铁路沿线各车站的运输情况、天津市区以及各县的经

济状况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是研究民国时期天津市区和周边各县经济

史、铁路史、地方史的第一手调查资料。

最后,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

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和 《天津文史丛刊》,由天

津市工商联与民建天津市委员会联合出版的 《天津工商史料选辑》,由

各区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著的文史资料如 《河西文史资料选辑》《静海

文史资料》等,这些文史资料中所记录的大量丰富的、生动的口述历史

资料,不仅为本书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还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笔者对近

代天津市区和各区县发展状况的理解和认识。

除了以上所列举的文献资料以外,现已发表的有关天津与其腹地关

系研究方面的成果也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有益的帮助。本书以上述资料

为研究基础,力图探讨近代天津城市化以及在天津城市发展的带动下,

周边区县区域内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的活跃,包括农渔产品商品

化程度的提高、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乡村工业的发展和农家手工

业的繁荣、农村集市和集镇的兴衰趋势和特点等几个方面,以凸显 (中

心)城市与周边区县之间特有的互动促进,并与江南环城村镇发展特点

做一简单比较,以求揭示华北区域城乡发展的某些特质及其原因。

由于在近代历史上天津市区和天津县及其他各县所属范围在不断变

化,所以本书的研究对象有些复杂。从1404年建天津卫始,天津成为

中国古代唯一有确切建城时间记载的城市。清朝雍正三年 (1725年),

改卫为州,天津开始建立地方政府,天津县建置。1731年,“升天津州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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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津府以其地为天津县,辖六县一州”。 《天津通志》记载: “丙辰,

吏部议覆直隶总督唐执玉奏,天津直隶州系水陆通衢,五方杂处,事务

繁多,办理不易,请升州为府,……附郭置天津县,……此新设一县同

该州原辖之青县、静海及沧州、南皮、盐山、庆云一州六县,统归新升

之府辖,其旧设之河间府海防同知,应就近改属天津。”① 同治九年

(1870年),废天津府为津海关道,以直隶总督兼北洋钦差大臣驻扎,

后因义和团运动被夷为平地,总督迁至保定。

辛亥革命后,1912年7月,北洋政府撤销天津县的建制,保留了

“府”。1913年4月,又撤销天津府,重建天津县。1928年6月,国民

革命军占领天津,南京国民政府以天津城及附近地段设立天津特别市,

实行市、县分治。天津县划归河北省,县治迁到灰堆,但市县界限未

定。1930年6月,天津特别市改为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管的直辖的天

津市。“因市县划界,迄未决定,暂以四特别区,市公安局现辖之五大

警区及其他外人租借地为现行区域 (市区)。”② 总之,民国时期,天津

市下属的天津县有东、南、西、北四乡,“东乡以金钟河分东与北,以

海河分东与南,其区域在东围墙外。西乡以子牙河分西与北,以津河、

赤龙河分西与南,其区域在西围墙外。南乡以海河分南与东,以卫津

河、赤龙河分南与西,其区域在南墙外。北乡以金钟河分北与东,以子

牙河分北与西,其区域在北围墙外。”③ “东乡含贾家口等81庄,南乡

含七镇辖马家口等121庄,西乡含一镇辖邵公庄等69庄,北乡含七镇

辖安光等102庄。”④

1934年,天津市与天津县界限首次划定。天津市四境均与天津县

接壤,东至牛圈,东南至吴家咀,南沿津浦路支线,西至西小营门,西

①

②

③

④

光绪 《重修天津府志》卷1 《诏谕》,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天津通志·旧

志点校卷 (上)》,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09页。
民国 《天津志略》第一编 《概要·沿革》,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天津通

志·旧志点校卷 (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2页。
民国 《天津志略》第一编 《概要·市乡》,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天津通

志·旧志点校卷 (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8、109页。
光绪 《重修天津府志》卷23 《舆地·城乡》,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天津通

志·旧志点校卷 (上)》,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65、9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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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至黑塔寺,北沿北宁铁路线,包括公安局所辖六区及四特别区,同

时,当时尚未收回的日、法、英、意四国租界也属于天津市区所辖的范

围;除天津市区以外,北界宝坻、武清,东北界宁河,西邻静海,南接

沧州的区域则属于天津县管辖范围。天津现在所辖静海、武清、宝坻、

宁河、蓟县划归河北省管辖。开埠后,这几个区县围绕着天津大城市,

又东临渤海,水运铁路公路从无到有,均较发达,人烟稠密,物产丰

富,有鱼、盐、煤矿等物产。在天津城市近代化的影响下,各县工业变

化较大,而商业、手工业、副业都很繁盛,又因各县之重镇大都沿河而

建,水路运输方便,各种物品源源不断输送到天津,从而对天津发展提

供了足够的资源支持。因考虑到与当下的城乡关系的发展紧密结合,所

以本书选择了作为天津腹地的当下天津市的所属区县,来探讨城市发展

与所属各区县间的经济互动。研究的时间范围从1860年开埠到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



1860年后天津有了飞速的发展,一方面是城市自身的近代化,另

一方面是港口贸易的国际化。无论是城市化还是贸易化,都对天津周边

区县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带动作用。

第一节 天津城市的近代化

城市近代化,主要是指受近代资本主义因素的作用,近代城市内部

发生了变迁与进步,城市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

主要表现为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两方面。从零星的历史记载

中,我们能大致勾勒出包括市政建设在内的城市自然结构轮廓,而城市

社会结构变迁的内容则相对丰富一些。

一、城市空间结构的变迁

天津位于华北平原东北部,东临渤海,北依燕山,地处九河下游,通

航条件较好,出海口为渤海湾深入大陆的最西端,是靠近京城的最重要口

岸,是北京的门户,被人称为 “京南花月无双地,蓟北繁华第一城”。① 流

经天津的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干线,将南方的经济中心和北方的政治中

① 同治 《续天津县志》卷19 《艺文四》,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天津通志·旧

志点校卷 (中)》,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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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紧密联系在一起,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等五条

河流在此汇流为海河。海河是天津通往南洋和北洋航线的必经之路,故

天津以 “河海之要冲”和 “畿辅之门户”著称。

一般来说,从聚落到城市,从城市到大城市,是城市自然发展的三

个递进阶段。但是天津从小直沽村发展成为大城市不是聚落自然进化的

渐变,而是政治军事行为导致的突变,在一定程度上是乡村城市化突变

的产物。

自古以来,中国的城市都是统治阶级根据其需要,有目的、有计划

建立的,天津也是如此。天津的前身为直沽寨,是江南漕粮北上的转运

地,主要是以漕运和盐业为基础, “商舶浮海兮杳杳,渔舟聚沽兮鳞

鳞”①。其后,随着滨海盐田开发的东移和长芦盐区的兴起,“芦花岸吐

村村月,玉屑佗积面面山;晴日千家连井灶,长途百里杂车船”。天津

随之成为华北最大的盐业产销和转运中心,漕运和盐业带动了当地商业

和手工业的发展,因而漕运枢纽的形成与盐业的发展,是影响天津城市

化及其周边 “巨村”村镇出现的重要原因,历史上兴起的诸多村镇,基

本上都在漕运沿线与沿河要道。如:“津邑北面为大道所经者,村径联

络,人亦繁庶”②,“津邑西北为南北运河交流之所,村皆附河而大道出

其间,水陆扼要处也”,“津城西南,为南运河经由之处……近河诸村田

园相望”③,“东面多水乡……人烟稠密,村落纷如”④。而正是这些村镇

的兴起,使得天津城的兴建有所依托,而它们也在漕运航道的基础上,

形成与天津城市相互呼应的交通运输节点,后来在天津城市发展的过程

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正是因为戍卫北京和漕粮转运的需要,天津凭借着河海要津的地理

①

②

③

④

康熙 《天津卫志》卷4 《艺文》,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天津通志·旧志点

校卷 (上)》,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1页。
胡文璧:《求志旧书》,康熙 《天津卫志》卷4 《艺文》,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

著 《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 (上)》,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6页。
无名氏:《直沽棹歌》,乾隆 《天津县志》卷22 《艺文》,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

著 《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 (中)》,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8页。
同治 《续天津县志》卷7 《河渠·附水利营田》,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天

津通志·旧志点校卷 (中)》,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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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和重要的政治地位带动了自身经济的繁荣。“畿南重镇此称雄,都

会居然大国风,百货懋迁通蓟北,万家粒食仰关东”①,“南北舟车集于

天津”,各地商贾 “鱼贯而进,殆无虚日”②。尽管受政治因素的主导,

天津城市基本上还是形成了一种沿海河发展的自然成长趋势,“海河干

流是城市发展的主轴线”③。其村镇聚落的形成、建城地址的选择、城

乡布局的走向都以海河为依托,形成了一种自西北向东南的狭长的城市

地理造型,南北运河和海河交汇的三岔河口地区与城区的交接之处是都

市中心区。此时的天津地区已经形成了以旧城区为中心,以周边集镇为

节点,以海河干流为主轴线的空间结构布局,这是一种具有较强稳定性

和较大惯性的空间结构,如果没有人为因素的强力干涉,不会轻易发生

结构性变化。

1846年,根据 《津门保甲图说》记载,天津城区有9.4平方公

里④。1860年后,由于外敌的入侵、老城区的被毁、租界的繁荣、清政

府的干预以及河北新区的建设,天津的中心发生位移,传统的夹海河东

西向线形延伸转为沿海河西北、东南面延展,天津城市空间结构也由以

旧城区为中心变为以租界为中心到以租界、河北新区为中心,并逐渐向

新中心集中的布局。

八国联军入侵后, “老城再也没有完全从1900年的事件中恢复过

来。它作为商业中心已经被摧毁,而且这个昔日有城墙围绕的地区,自

从1870年朝廷大臣的衙门迁移到河对面以后,便不再是本地的政治权

力中心了。”英、法、德等西方国家在海河沿岸圈占租界,一大批原有

村落被辟为租借地,这些租界把村落直接连成一片,使其成为城区的一

部分。开埠以前,紫竹林至下元地一带还是一片荒芜的坑塘、洼地,仅

有数个村庄,开埠后,该地区的小庄子、华家台、炮台等被划归法租

界,段家庄、高台子、老菜市等被英租界占据,“当时英租界共包括上

①

②

③

④

同治 《续天津县志》卷19 《艺文四》,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天津通志·旧

志点校卷 (中)》,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75页。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天津简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4页。
罗澍伟:《近代天津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99页。

1公里=1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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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园,以及紫竹林以下之段家庄、小土地庙、碾盘庄、王家庄、崔家

庄、转角房、大井庄、花园等8村,共126户,限3日内一律迁出。”①

小王庄、靳家园、梁家园、李家楼等被划归德租界。到20世纪初,天

津租界与老城区连为一体,其面积又大大超过老城区,“在城市经济活

动中,列强济势力又起着左右作用,这就迫使天津城市从封闭、内向,

向开放、外向的城市转变。这一转变过程是个畸形、痛苦的过程,但在

客观上促进了由封建城市向近代化城市的转变,也是列强在得到最大利

益之余,无意中促进天津城市迅速发展与扩大的过程”。②

1902年,袁世凯在天津推行新政,对天津市的政治、社会治安、

军事、经济、法律、教育、城市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建设与整顿,

这是政府对城市发展的一次整体规划。在城市建设方面专门设立了工程

局,统一规划城市的发展、街道的修筑、门面房屋的改造以及新建房屋

的设计等。其中对城市格局影响较大的是 “河北新区”建设,新区地址

选择在海河以北的芦塘洼地,这片芦塘洼地多为荒凉之所,“市远寒流

见,参差露菜园;三秋芦絮地,一梦柳花天”。但在政府统一规划下,

这个地区很快从原本处于城乡边缘地带的不毛之地,变成为道路纵横、

交通发达、环境优美的新城区。 “光绪间,袁世凯督直时辟为大经路,

直抵京奉路,所谓新车站。又横辟纬路,以天地元黄宇宙日月等字别

之。此经路、纬路,皆从前荒墟抛弃之壤也。”③ 新政不仅开发建设了

河北新区,而且对天津老城区的街道、房屋进行了改造,大大改变了天

津的市容风貌。这两种人为的因素使天津初步形成了近代城市格局。这

种布局结构 “呈现出以西部旧城区、东部租界区和北部行政区为中心的

三个不同的条形片状构造,东部租界区与北部行政区地带经历了自然村

落—市区的突变,西部地带基本保持了村—镇—过渡带—城区的递进趋

向,南部地带因地理环境影响发展较慢,但也呈现出村落增多,乡村部

①

②

③

罗澍伟:《近代天津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36页。
李森:《近代天津城市规划布局的演变》,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城市科学

研究所合著 《城市史研究》(第11-12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1页。
《天津政俗沿革记》卷1 《舆地·乡镇 (上)》,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天津

通志·旧志点校卷 (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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