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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亭，1953年天津生人，大专文化，从事业余摄影与写作20多年，历练和积累了丰富的人生

阅历，受益匪浅，且有所建树。

作者于1995年开始学习摄影，从事摄影艺术创作至今已有20余年，先后涉猎于民俗、舞台、婚

庆、花卉、风光、模特、人体、社会新闻、商业活动等多种艺术题材的尝试与创作，最终定向于

天津百年的老城区及历史上的九国租界地的风貌建筑、街景和胡同影像，形成极其珍贵的艺术作

品和城市记忆。

2005年、2010年先后出版《李春亭摄影作品选》折幅画册。并于癸巳2013年春，作者甲子六十

岁之际，出版了个人新闻作品集《十年种树长风烟》；2014年春夏之交，出版《父亲——镜头中的

儿子》（上部）；2015年秋冬之际，出版《父亲的手艺人生》；2016年的十月金秋时节，出版早期

作品《李春亭艺术摄影作品集》，使自己的文学创作又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以拍摄“城市记忆”为主题，从中分门别类拍摄了各个老城区的历史风貌建筑、老街景、胡

同、平房、四合院院落、平房大门、屋门、平房石墩等已经消失的城市记忆。与此同时潜心收集研

习天津近代租界内各国建筑史料，以及人文内涵文化；并探究了津城民族四合院文化，与之建筑内

外相释义。为此先后撰写了百余万字。

作者历尽艰辛连续八年，在民俗春节期间抢救性拍摄胡同的年味标记——吊钱，民俗记忆，珍

藏了十分珍贵的城市记忆系列影像图典。

作者现为天津市职工摄影研究会会员、中国民俗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艺术家协会会员、

天津市摄影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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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巷深处有人家，

参天古树影相随，

遮风挡雨好惬意，

市井百态乐趣多。

在天津卫广袤的土地上，除老城里之外，还散落

着成片曲径深浅的胡同，它是津城600多年百姓市井

生活的美丽画面。它所承载的民风传统文化理念和根

脉，构成了我们国人的血脉中关于胡同的记忆和浓浓

的乡思。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时光荏苒，回顾曾经沿着那

充满泥泞与狭窄的千条巷道，寻访尘封历史的往事，

踌躇的脚步声在畅想中回荡，彼时瞬间拘谨后跨进朱

门的感觉仿佛进入了门的天堂。蓦然，我总是甩不掉

那种“入门”的感觉！

一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笔者是天津解放初期

生人，称为“50后”。前尘往事的记忆，萦怀着我的

心绪，令人总是难以忘怀。老城厢这穿越百年的民风

民俗，让人记忆犹新，让人怀旧心仪，让人逸致有趣。

笔者从小在老城里的祖母家长大，家住老城的中

心地带，小学一年级背着书包穿梭于蜿蜒而窄小的胡

同之中。记忆犹新的是孩儿时的玩耍都是在胡同里度

过的，像男孩儿玩的砍木材、弹球儿、拍毛号儿、推

铁环、抽尜尜、玩杏核、拔老根儿、撞拐、老鹰捉小鸡

等，那都是昔日胡同里男孩子们最爱玩的技巧型游戏。

日月星辰，仅上了一年小学的我，7岁以后随父母

举家搬出了老城里。然而，7岁的记忆已经深深埋藏在

内心了。

早在90年代，笔者在阅报时观察到，照片远比文

字更直观、更能说明问题，而且最能说明新闻的现场

感和真实性。社会已进入了信息时代，一张图片就是

一篇文章，就是一条综合信息流。在摄影者引以为豪

的一句话“一图胜千言”的理论，笔者后来在摄影生

涯中有了切实的体会。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时的童趣

是永远剪不断的思念，童年有更多美好的记忆。

时代变迁，60多年过去了。2003年夏，笔者亲历

目睹了老城厢大规模地被拆迁，声势浩大势不可挡，

一年之内夷为平地。随之胡同文化也就荡然无存了，

但笔者对老城厢胡同的记忆和情感仍旧难以割舍。

笔者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于20世纪90年代中

期，开始萌发摄影记录老城厢的念头。

摄影的价值是一种精神价值，是一种在现代生活

中与物质价值相对等的平衡砝码。它是一种记忆历

史、收藏历史、解读历史的书库。时代的变革，经济

的发展，人们工作生活进入了快节奏，生活中的阅读

已经进入了读图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于是笔者

决定深入学习摄影艺术。

笔者的一位好友张明光先生，他年长我几岁。他

集书法、绘画、篆刻于一身，又是散文评论家；他既

做过媒体副刊编辑、美术编辑、新闻记者，又是大学

教授；他知识渊博，文化深厚，思维敏锐，睿智聪

慧，思想另类，词汇丰富，语言犀利。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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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光先生于我来说亦师亦友，我们经常在一起交

流思想，交流写作，交流媒体的媒介作用；他敏锐韬

略，评论社会时弊有自己的慎独之处，使我受益匪

浅。那时，应他之邀，我给他翻拍即将售出的国画存

档，或制作画集；还为他拍摄了黑白人像特写。因而

我在学养上向他学习了许多东西。

明光先生古道热肠，仗义疏财，我敬重他的人

品。他儒雅洒脱，智慧深邃，我愿意与他交流，交流

人生，交流文化，对一些问题有许多真知灼见。可说

是无话不谈。

那时我已挚爱摄影几年了，他阅读过我的多幅艺

术作品，评价为：单就摄影来说，你的硬件和软件还

算过得去，只是摄影玩玩而已。继而，他语重心长地

点拨道：“摄影要想出大彩儿，出成绩，出成果，就

要侧重选择一个值得记忆的专题，深入地拍下去。比

如，拍民工的生存状态，拍他10～20年，就能拍出出

彩的成绩来”。

古人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举一

反三，从中悟出了道理。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从摄影

领域里发现，凡是拍摄涉及人物的，就很不好拍，拍

人像是一个很敏感的事情，相机镜头对着人家使之很

反感，他不会让你拍。尤其是社会底层人物，他们蓬

头垢面，破衣烂衫，脸面寒碜，夏日赤身光膀子，生

存在恶劣的环境中。因而必然涉及人像的肖像侵权问

题，因此这种题材的创作受到一定的限制，产生一些

问题。

一个时代，一段历史，一个时期都会留下历史的

印迹。

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利弊，放开眼界，另辟蹊

径，我决定从选择拍摄城市记忆的建筑开始。

引用鲁迅先生要求文艺创作所言:“选材要严，

开掘要深”。看到，想到，或展望，这是一种精神境

界。这是一种沉淀，一种厚重的文化积累。二十年

后，我如愿结出了丰硕成果。

二

改革开放的春天，我怀着一种激情，一人独行，

选择了一条艰辛的艺术探寻之路。从“四十不惑”到

“耳顺六十”；从血气方刚到两鬓染霜；从企业任职

的中坚力量，到退休回家侍奉老人，从单纯的城市风

光摄影到历史建筑及遗存的记录。月复一月，年复一

年，义无反顾，矢志不渝，弹指二十年，奋力拼搏，

发挥到极致。

为此笔者行走耕耘路，不停步的创作中感慨颇

多：自命打油诗：

淘金不怕巷子深，独行丈量胡同中。

千条里巷誉津城，八道湾里百姓宅。

寻常巷陌民俗风，亲情友情邻里情。

童年童趣童玩耍，不惑天命耳顺行。

阅读摄影二十载，城市记忆囊括中。

一个城市、一条胡同、一幢建筑、一座老屋，或

是一片瓦、一扇门窗、一块青砖都有其深邃的历史内

涵，那是世代传承的共同记忆。然而，我们对那些已

经或者正在消失的胡同、院落，或民俗、民风的怀念

与感伤却是永恒的。

以城市风貌建筑为题材，笔者投入到充满激情的

创作之中。镜头见证城市建筑万物，影像记录时代

变迁，追寻城市中即将消失的灵魂。无论是在春雨

霏霏、夏伏灼灼、秋风潇潇、冬雪飘飘的岁月里，还

是在双休日、节假日的黄金周，笔者付出了极大的艰

辛，克服一切意想不到的险阻，常年不懈地奔波在天

津这座具有600多年历史的老城，穿梭于大大小小的

街头里巷，纵横数百条胡同，以双脚作量尺，留下

了许多令人难忘的足迹。

小小的胡同充满人气，我痴迷胡同百姓的市井文

化，痴看门户，痴看门上的物件，痴看门上的符号，

我心生温暖。摄影带来了乐趣、体魄和养生，在老城

的胡同中行走，总感到是很惬意、很幸福的事情。

这是一条长长的艺术探寻之路，当10年、30年，

甚至50年过去，再回首的时候，才觉得意义深远，感

慨万千。

摄影术进入中国的年代不比美国晚多少年，但成

熟的过程却相差甚远。摄影在西方的诞生本身是社会

进化和文化演进的过程和结果，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新

的表现形式，也必定是文化元素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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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二十几年的摄影生涯中，拍摄了数以十万计

的摄影作品。整理、品读、题款、配诗、写说明、点

评、说故事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欣慰、我庆

幸、我自豪。

引用当代著名学者、作家冯骥才先生的一句话：

“完整自己人生，走出自己的路子来”。

我的人生之言：“坚持走自己的路”。二十几年

来，笔者正是遵循这誓言，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努力

完成“修身”，执着地追寻着城市记忆！

当我漫步在狭窄的胡同中，一股阴凉潮湿的气息

扑面而来，仿佛踏入了童年的岁月。弯曲凹凸不整的

泥泞小路，青砖灰瓦的墙壁，门廊飞檐的砖雕，门槛

石墩的雕刻，犹如浏览一座座洋溢着民俗风情的博物

馆，无不烙下了人们市井百态生活的印记。

这是我摄影创作题材中一个最大的专题亮点。城

市记忆，这个题材很大，很宽泛，涉及内容繁多。开

始一边随着拍摄单体风貌建筑，一边收集与建筑相关

的史料阅读，一边扩大视野，逐渐展开题材分类。宽

泛的、横向的、纵向的、整体的、联排的、独栋的、

局部的、青砖残破的、风骨的。从老街景到小巷深

处 ， 从 府 署 街 稍 宽 泛 的 小 街 景 到 盘 根 错 节 的 窄 巷

中，凡是值得留存的城市记忆，尽可能地收纳到镜

头之中。

据 中 国 邮 政 史 料 记 载 ： “ 天 津 市 胡 同 有 1 7 2 8

条”。我骑着自行车，肩背相机，踏破铁鞋，丈量着

每一条胡同的长短。贪婪地循着天津的老大直沽、老

城厢、老南市，铃铛阁、西关街、老堤头、同义庄、

西于庄、西沽、西站、杨柳青的漕运民居，到九国租

界的五大道、德式风情区、意式风情区，乃至周边乡

村的百年历史风貌建筑的遗存，都是我涉足、观光和

摄取景观的范畴。唯恐有疏漏，落下空白点。

有的地域我曾数次光顾。盼天气、等光源，春夏

秋冬寻找最佳拍摄时机、最佳拍摄角度、最佳拍摄画

面；有的建筑高大雄伟奇特，我就冒着危险攀上对面

的楼顶，拍摄独有的角度；有的建筑被政府、市委、

区委、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占用，拒绝拍照，我只

好三番五次，软磨硬泡也要拍摄到手；有的我与住宅

主人、或保安、或警卫人员唠嗑，拉近距离，达到拍

摄目的。有的地域死一般的寂静让你心惊；有的地域

狼狗出没让你胆颤。有的地域，为了广泛搜集信息，

要与城建拆迁抢时间；有的地域，保留修旧如旧，在

修旧以前抢拍街景；有的地域，按史料记载，反复搜

寻旧址旧居；有的地域，老房子居多，就地毯式走街

串巷拍摄百年以上有特点的老房子。宅门见证了时代

的变迁，给人以想象。

每当我发现一座百年的老楼时，心绪十分激荡、

兴奋，努力窥视着最佳拍摄角度，令我流连忘返。在

拍摄过程中遇有老年人，就聊上几句，问一问，是否

知道其建筑历史的渊源，或旧居主人的历史，以挖掘

文字史料，丰富图片的记忆。

摄影艺术让我陶醉，城市记忆让我痴迷，老建筑

让我专注，影像图片让我爱不释手。唯有心灵深深地

被城市记忆震撼着、浸润着、愉悦着。在那一刻我会

忘却一切世俗烦事，排解一切纷忧心绪。拍摄的酣畅

淋漓，寻到生命的真谛和人生的快乐，发现美、亲近

美、感受美、记录美，甚至具有强烈地视觉冲击力的

美感。这个过程中，创作者不禁血液沸腾，净化了灵

魂，艺术境界得到升华，令人心情舒畅，神清气爽，

恰似养心又养生。

每当一人独处“影缘斋”的书房内，顿觉宁静而

致远的境界油然而生，恍然一种踏入另一时空的幻

觉。社会名流、达官显贵的名人旧居，历史记录的工

商业旧址，以及一栋栋联排公寓，一座座独栋别墅，

一幢幢组合公寓，一排排青砖瓦房，一套套大小四合

院，一条条里巷胡同，一扇扇房门屋门。影像中记录

和描绘了斑驳沧桑的历史痕迹，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

史画卷。百年风貌建筑文化的交融，有着极高的建筑

艺术特色和异国建筑风格，具有很强的艺术性、欣赏

性、知识性和历史性，是我们城市宝贵的文化遗产，

同时，亦是中国天津近代与现代城市大变革中的历史

缩影。

当历史印迹在时光的流转中转瞬即逝后，影像作

为历史的证物渐渐显示了它的独立和不可替代的价

值。我坚持不懈地拍摄了二十年，积累了二十年，整

理了二十年，书写了二十年。影像和照片，于是就像

一个流光溢彩的容器，收纳下了时间和空间共同构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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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记忆及多彩人生。这些情感是有价的，我拍

照、整理、写作、尘封它们就是收藏自己的情感，收

藏自己通过摄影所记录的各种发现和见证。既然有

价，就是财富。

作品的根本价值，在于它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和

艺术意境。

这些作品的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能够激发人们

的联想和想象，同时影像又是人类心灵的映照。如按

一般审美心理流程，当欣赏者从这些作品获得审美愉

悦的同时，很自然地会由表及里，从感性到理性受到

深刻的感染，以致影响终身。

三

一张有价值的老照片，可称为“历史文献”的宝

贝，它可以使国家图片库里增加极其珍贵的历史宝

藏，可以被国家定为一级文物。

1839年8月19日以来，摄影术从诞生至今，已走过

了177年的历程。而中国摄影文化起步较晚，1900年后

西方列强入侵我国，使中华民族遭受了空前的凌辱和

涂炭，但同时侵略者也带来了现代文明，摄影就是有

代表性的一种艺术形式。

随着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如今

摄影已经发展到数码化，普及程度越来越高，随手可

拍，人人都是摄影师。

著名建筑学家创始人梁思成先生曾说：“建筑是

一本石头书”。建筑摄影是一种以建筑为拍摄对象，

用摄影语言来表现建筑的专题摄影。

抢拍城市的历史建筑，其文化意蕴，乃至史料价

值不言而喻。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笔者追寻津沽胡同民俗

风，揭示老城古巷百姓情已有二十余载。

每一座城市、每一幢建筑、每一面墙壁、每一扇

大门，甚至与建筑有关的每个物件，都具有生命力。

它除了有实用价值，还有审美功能，更具有历史的收

藏价值和文化记忆。在我心中总有挥之不去感觉，更

多是当我们失去某些值得保留的建筑之后，才懂得珍

惜它的存在与价值。

四

天津与北京的胡同有着天壤之别，北京的胡同能

抬进“八抬大轿”或开进小轿车，民居中多为王公贵

族的府邸，朱红漆的两扇大门宽亮，金柱大门，高台

阶，大门口两侧两尊威武的雄狮，显示了主人的地位

和权贵。

旧时，天津是一个拥有着多元文化积淀的老城，

既有原生态的“码头文化”“大直沽文化”“老城厢

文化”“老南市文化”痕迹；又有西方文化的流入与

浸染，特别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我国，有英、美、

法、德、日、俄、意、比、奥九个国家（实际十一个

国家），他们强行在天津开辟租界，划分势力范围。

从此，天津这个典型的具有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

的北方工商大城市华洋杂处，兼容并蓄，文化方面新

与旧，中与西充分交融。

翻开百年的历史，一览西方列强的科学文化为人

类文明演进的过程，从这里我们能够领略到早先西方

社会的建筑文化与环境艺术的独特韵味。也会更加深

刻理解大洋彼岸人类文明的程度与发达。不可否认，

人类文明的相互交融和渗透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巨

大动力。

五大道、意式风情区、德式风情区以及解放北路

金融老街，素有“东方华尔街”之称。是近代中国的

一个缩影。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曾在这里酝酿与

传播。因为它将近代中国的风云与风情终结在这片片

风貌建筑的洋楼群中。

人的一生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憾事，建筑历史文化

的流失和破坏都会给我们留下终身的遗憾。说老实

话，原本笔者对胡同文化，或深层次的建筑历史文化

毫无研究，甚至于连起码知识都没有，还别说撰写这

些历史、建筑、民俗、市井文化的相关著作，那是不

可能的。唯一的出路是“行万里路，且读万卷书”，

边拍摄记录，边读书学习。特别是对中国天津近代史

的学习。

拥有了这些影像视觉成果，城市、街景、胡同、

建筑、门屋、门卷、窗卷、影壁、石墩等等，令笔者

浮想联翩，对这些景致的特写与写真产生了浓厚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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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兴趣。由此引发阅读了有关的历史书籍，学习近代

史、摄影史、建筑史、民俗史；还阅读了全部的《今

晚贺岁书》系列，深入了解天津六百多年的史学，及

天津文化通览、天津租界史、地方史学、中国百年风

云、民国军阀混战纵览等。还参考了著名学者梁思成

和林徽因有关建筑史学及建筑文化等相关著作，使我

获益甚大。

作为天津人，我时常惊叹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所

具有的历史风貌建筑的不同姿态、不同景致和不同的

造型艺术。城市记忆——风貌建筑系列就是我们这座

城市的宝贵而巨大的财富。

城市最大的物质性遗产，就是一座座建筑物，它

是城市的肌体与气质，承载着这个城市的有形记忆。

它记录了城市的历史背景、年代和故事，见证了这个

城市建筑生命的由来与历程，为后代人研究历史提供

了活生生的教材。

天津六百多年来，我们真的应该感谢老祖宗，

留下了这难以割舍的宝贵遗产，中华民族的符号，

使我们的生活更有色彩，更加炫耀，更宝贵的历史

价值。

五

在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我最崇拜、最欣赏、

最佩服的是中国当代文化学者、作家、画家、书法

家冯骥才先生。他勇于担当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

他曾讲：“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国文化的携带者和传播

者。”他说出了我的心声。

由此，奔波、冲动、激情、出片、参赛、获奖；

尘封、翻阅、静思、联想、分类、梳理、写作，几乎

成为我生活的全部。抢救这些深邃的城市历史文化，

笔者责无旁贷，更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于是，笔者循序渐进，十万、数十万，乃至百万

字应运而生，并辅以数千帧的历史影像见证，形成图

文并茂的天津城市记忆的历史画卷。

呵护城市文化遗产，收藏城市记忆，保护城市见

证，是我们每一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我热爱美丽的中华，热爱淳朴的民族，热爱民情

与民风；继而，竭力推广与展示它的神韵与魅力。

门，是一个地域文化的标志，它延续了五千年地

域文化演化的民俗和智慧。

如宫门、会馆门、鼓楼门、庙门、金融门、宗教

门、大宅门、百姓门、贫民门、窗扇等百年以上具有

一定特色的门窗系列，使中国天津胡同平房门民俗的

记忆与传说内容丰富多彩。

笔者竭力追寻民俗文化的内涵，尝试着以影外之

音，画外之意，物象博引，尽显蕴含着天津卫城六百

岁遒劲沧桑，力图做到艺术创作与历史见证的完美结

合。同时，更是想为后人留下天津的地域历史、民俗

文化等重要的史料。

笔者在创作中始终被这一帧帧反映天津卫的历

史、穿透岁月的标志性建筑震撼着，感染着，创作中

总是似有梦魂萦绕的感觉。

这些只鳞片爪的照片复制，走马观花的文字，足

以把读者带进天津卫600多年历史记忆的情怀之中。

然而，令笔者至今存有遗憾的是“吾生恨迟延觉

悟，耽搁时朝获知少”。拍摄历史建筑的工作还是晚

了十年，不然会获得更多更精彩的历史记忆。

历尽千辛万苦踏遍津城里巷，留住城市民俗记

忆，同时又是一种传承与创新。在我的镜头中，一

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环渤海大都市——天津正在迅

速崛起。

愿朋友们在风景中阅读，在影像中深读，静静地

体味影照与文字中散发着的人文气息。希望能给大家

强压力、高节奏的工作和生活中带来些许的轻松和愉

悦，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作者于2013年癸巳（蛇年）策划

2016年丙申（猴年）仲冬完稿

于影缘斋



《说文解字》译述：门：闻也。从二户。象形。

凡门之属皆从门。门义为房屋或院落、城垣内外相闻的出入口。

象形字，由左右两户相对组成，象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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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卫老城府署街镇台衙门旧址

百年风云百年歌，

百年老城衙门多。

阴云笼罩城里中，

记忆名城故事多。

引言：天津胡同平房门扇的民俗记忆与传说

天津具有600多年的历史渊源，它深邃的文化底蕴

源源流传。如今，它依旧焕发着不朽的活力，这里的

人们也依然在生活，在繁衍，在发展，在追寻着自己

的梦想，生生不息。

让我们追溯这600多年历史灿烂美好的文化渊

源吧！

天子之渡。1401年10月（建文二年九月）明朝朱

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率军由直沽渡河南下，争夺帝

位。称帝以后，将直沽改称为天津，即天子经过的渡

口之意。

1404年12月23日，成祖朱棣，甲申年岁尾，在直

沽设立天津卫，同时筑城浚池。初为土城，因不能持

久坚固，故于1491年（弘治四年）开始以砖石包砌城

墙，城池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570米，南北宽900

米，面积1.55平方千米。并在东南西北四门之上构筑

了城门楼，即四面围墙设门，均有门楼，名曰：镇

东、定南、安西、拱北。城中心十字街口建鼓楼，每

日敲钟，以司晨昏，启闭城门。

史记：天津“卫”，是明代军队的一种编制，天

津卫城之初就是一座军事管制的城市，由于大量军

队长期驻扎于此，渐渐地这些军人家属都迁入了天

津卫。

中国天津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随着天津卫的建设

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也随之增多。城中人口稠

密，里巷宽窄。既有平民百姓居住的青砖瓦房，又有

商贾官宦出入的雕梁画栋的官衙深院，商业繁荣，民

俗民风沿袭至今。

适逢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朝廷为了稳定

军心，满足他们对教育的需求，下令：“全国凡是有

武卫的地方都要设立卫学，选优秀的武官与军士子弟

入学接受教育”。今日的“文庙”，就是当年天津最

早的官办学校。也就成为天津最早的中学，同时也是

天津那个时期的标志性建筑群。

正统十二年（1447年），大成殿建成，用来供奉

孔子以及孟子、颜回等人的牌位，所以说文庙不仅是

学生念书的地方，同时又是祭祀儒家始祖孔子的场

所。后因另有奉祀历代名将的“武庙”，故又称它为

“文庙”，在天津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这就是早年天津卫的起源。

茅舍：“三间茅舍向山开，一带山泉逸舍迴。”

（白居易别草堂诗）。早在人类初民时期，就开始建屋

栖身，求得遮体生存，门洞与窗口主要用来通道、通

风和采光。大约从西周开始，砖瓦的研制，使得民居

建筑有了基本的简陋雏形，营造单体建筑开始出现。

春秋伊始，建筑有了定型的样式，并逐步演变增

加色彩和造型特征，后成为官宦封建等级的象征。

战国晚期，秦都咸阳集六国之精英，将他们统治

阶级的行宫建造的十分壮观雄伟。只可惜，战乱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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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之一炬，令人痛心不已，也给后世留下了深深的遗

憾和悲愤。

千年千禧千福祉，民风民俗多元化。

中国文明起源的要素之一——宫殿。而宫殿的文

明象征之一，是帝王出入的宫门。门的出现，是人类

建筑史中的一大进化。

中华上下五千年有着璀璨绚丽的民族文化，其中

早在宋代王安石变法时期就创造出《营造法式》的建

筑法规。继而，在创造古代建筑的同时，设计师及各

种工匠们独具匠心。春秋开始，从帝王雄伟富丽宫殿

的形成，官宦群臣、王公贵族府邸的建造，色彩和造

型即成为等级制度的象征，到平民百姓的土造茅屋，

打造了各式各类的门窗，构造、工艺、技术、装饰、

色彩的样式，及防风、防雨、防晒、隔音等功能，各

“门”类，百花齐放，异彩纷呈，风格迴异，争奇斗

艳，具有中国特色。

自元代实行大规模的海运。那时，处于南北方海

运和运河交通枢纽地位的天津来了机遇，皇帝有令，

筹集江南的粮食和丝绸运抵京城。大运河已全线贯

通，天津卫沿海河每年要有五六百万石的物资经漕运

由直沽运抵都城北京。因此，陆续在卫城内外建立大

量屯仓，并在卫城之内设立户部分司，以加强大规模

的漕运管理。由此带动了天津沿河两岸的百姓民众们

的生产和生活。他们依河而兴，依水而生，繁衍生息

养育了几代人。

漕运沿岸，沿街商铺，高挑旗幌，招呼路人，殷

勤礼至。海河、北运河、子牙河占有得天独厚的三河

五岸的地理位置，他们养渔船、运官粮、运盐巴，经

商立字号，跨街建房，营造安乐窝，一派繁忙景象。

地域内的广大民众勤劳奋斗逐渐发迹，成为天津最繁

忙的水路交通。

天津早先比较繁盛的地区，只有老城厢及其周边

的一些地方，除城里十字街的“大街”外，就是东门

外的宫南、宫北大街，北门外的估衣街、针市街、河

北大街、三条石大街以及南门外的南关大街，西门

外的西关大街。乃至影响到沿河两岸，大直沽、侯

台、铃铛阁、堤头、同义庄、西沽、西于庄等大半

个津城。

难 怪 后 人 俗 称 天 津 卫 为 “ 码 头 文 化 ” 的 繁 盛

之地。

作为我国建筑艺术的构件之一门户或门脸，当人

们第一眼观览到某建筑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建筑壮

观的外形，其次就是关注到建筑的出入口，门户或门

脸，即大门。

“旦辞文明门，回首望宫阙。”（刘基诗）门，

既是地域文化，又是民族文化；既是各类建筑表现，

又是人文等级象征。“门第：不说文章与门地，自然

毛骨是公卿。”（韦庄诗）风情万种，五花八门，风

格迴异，大放异彩，充分展示了时代特征，既传播了

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也为城市建设增添了风采。

当年帝国主义列强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到达天津

同时先入为主，看好政治、经济的地域文化，于是他

们瓜分天津，以海河为一条主线，强行划分了九国

租界。

譬如：比较典型的有，早年沿着海河上游而下的

俄租界、英租界、德租界、法租界、美租界、比租

界、及其他租界地；大直沽地区、老龙头车站、海

河东岸的租界地，意租界、奥租界；北运河的堤头大

街、西沽的盐店街、西于庄的桥口街；南运河的河北

五马路地区，沿街建起了数以百幢的多进大小四合

院落，胡同联排平房，是当地生活比较富足丰裕的

商户。

与此同时，天津卫的经济兴旺发达，还源于以地

域资源天下商贾汇集淘金。最为典型的是，大胡同的

估衣街、针市街，以及东、西、南、北马路各行各业

的商户到此经营抢占商机。一则为推动津城商业繁荣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二则营造培育了天津民众的

经商意识；三则吸引众多的南方商贾来津淘金。可谓

容纳百川，龙脉系于一城。

时至今日仍有江浙一带的后生们近四十余万人在

津城拓展经营范围，引领并拉动津城的经济大发展，

他们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繁衍生息扎根于天津这个

第二故乡。

在清代中叶以前，漕运的兴起与发达，以海河上

游三岔河口为中心的内河航运与贸易港口正式形成

了，卫城丰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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