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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二沽花共水》

内容概要

《七十二沽花共水》以广阔的文化视野、独特的文化审美、优雅的文化表述，对该城市名胜古迹、风
俗人情、名流大家、历史变迁的描摹，揭示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激发读者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美
好感情。书中配有多种图片，与文字相互映衬、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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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二沽花共水》

作者简介

罗文华，河北省景县人。1965年生于天津，1983年毕业于天津海河中学，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
系文学专业。
个人简历：
作家，诗人，文艺评论家，文物收藏研究专家，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专家。现为天津日报文艺部主任编
辑、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天津市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
员、天津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天津市文物博物馆学会民间收藏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天津市连环
画收藏协会顾问、天津市政协“政协之友”研究组成员、天津市历史文化保护促进会理事、天津国际
茶文化研究会理事、天津市世界语协会常务理事、天津市李叔同：弘一大师研究会理事、天津市孙犁
研究会理事、天津市梁斌研究会理事、天津市鲁藜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女一中：海河中学校友总会副
会长。
个人作品：
著有《烛边茶话》、《槐前夜话》、《与时光同醉》、《罗文华世纪诗选》、《书里画里》、《字画
好看好赚钱》、《不要小看民国瓷》、《紫砂茗壶最风流》、《罗文华说紫砂壶》、《紫气东来·罗
文华说紫砂·鼎朴陶刻精品集》、《趣谈中国茶具》、《名家扇面趣谈》、《鉴藏如意》、《鉴藏铜
墨盒》、《鉴藏名家砚》、《鉴藏屏风》、《收藏杂学》、《消逝的天津风景》、《七十二沽花共水
》，译有《理智与情感》。主编《天津现当代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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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二沽花共水》

书籍目录

序
河东水西天后官
两座直隶总督衙门
曾公祠与李公祠
望海楼教堂与老西开教堂
戈登堂与维多利亚花园
利顺德大饭店的沧桑
东方的华尔街
劝业会场与劝业场
跑马场与回力球场
三口大钟的命运
租界里的三座雕像
海河三座大铁桥
张园与静园
名宅荟萃五大道
天津与扬州的天缘
天津旧称“小扬州”
南马北杳
杳厉合笺《绝妙好词》
为瘦西湖起名的汪沆
桐城派文人王又朴
大收藏家安麓村
石涛诗画酬知音
水西庄华岳绘长卷
金农罗聘的天津缘
周家曾居小盘谷
刘师培两寓津门
旧画报里的老天津
“上海的眼睛”看天津
《点石斋画报》里的重头戏
百余幅图画全方位描摹
“准照片”补正天津史
《点石斋画报》取材《醉茶志怪》
从《醒俗画报》到《醒华画报》
《图画新闻》与《醒世画报》
笺图活旧
东洋车
杨柳青人“赶大营”
如意庵皇会失火
活人出殡
祭灶
钱帖
紫竹林“禁妓”
握手礼
蝗灾，海啸和疫病
泮池跃鲤与“南皮二张”
收藏家“龙袍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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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鞋与小脚
落子馆与男落予
近世文人的翰墨风雅
灵活侧媚徐世昌
精悍松秀郑孝胥
敦方厚重华世奎
浑厚端严罗振玉
恂恂儒雅梁启超
平淡恬静李叔同
华赡流丽袁克文
神采飘逸吴玉如
景瓷宜陶的风云际会
北方最大瓷器集散地
名瓷仿品大量流通
天津人喜爱民国瓷
宜兴壶，天津的宝
从大罗天到沈阳道
大直沽与小刘庄
侯家后的妓院
李鸿章与天津武备学堂
铁路开通事故多
德璀琳与汉纳根
南开自有藏书缘
沈寿津门传苏绣
漫画描摹百年世相
旧报纸的香烟广告
天津包子种种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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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二沽花共水》

章节摘录

插图：河东水西天后官天后宫，又叫天妃宫，被天津百姓俗称为“娘娘宫”，因为宫内供奉着神圣的
天后娘娘。天后，是古时人们心目中的护海女神。传说她叫林默，宋代福建莆田人，“生而神异，有
殊相，能知人祸福，拯人急难”。她只活了27岁，即升天成为海神。后来经各代朝延敕封，成为“天
妃”、“天后”，列入祀典。东沿海浙闽粤诸省的渔民即奉她为“天妃”，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一些
国家则供她“妈祖”。农历三月廿三日是娘娘的生日，娘娘要“回娘家”，每年这时都要为之举行“
皇会”，表演高跷、龙灯、旱船、獅子舞等，万人空巷，热闹非常。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每年要
由江南地区通过海路运来大批粮食，自渤海湾进入直沽河（今海河），再经北运河驶抵大都。为保障
漕粮运输的安全，特在直沽（今天津）设立了“海津镇”。受当时船舶功能和航海技术的限制人，人
们出没在波涛汹涌的江海之中，动軏覆船，风险很大，要寻求神灵的保护，航海女神妈祖便应运而生
。天津当时是大规模海运的终点，所以天津的妈祖庙在北方的沿海城市中建立最早，规模最大，数量
也最多：16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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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七十二沽花共水》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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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二沽花共水》

精彩短评

1、小罗的书&lt;七十二沽花共水&gt;拿到手却发现书脊的装订线直接露在外边,不知道是装祯设计的安
排?还是少寄发了封套呢?困惑中?
2、我对于城市历史总是有太多的好奇心，看到那些正在被时代大潮一点点侵蚀的古老街区，建筑遗
迹难免心生感慨，它们不断诉说着这座城市非同一般的往日辉煌，讲述着这座城市人们所遗忘的传奇
故事，但是历史走过去了便顾及不到自己的身后，步履匆匆却忘记来时的道路。城市在日渐趋同，磨
灭了自己独有的风韵，只有偶尔留下的点点符号像露出水面的残荷，它的故事它的风流都深深掩埋在
记忆的水底。那些曾经确确实实存在过的风华绝代一如天空上飞鸟的痕迹不可触模，只能悠悠地在记
忆中打转，变得日渐模糊虚幻。若干年后这些只言片语所抢救下来的记忆又将是怎样的传奇呢？关心
人类，关注城市的历史
3、作者知识渊博，文笔雅致，读后令人回味无穷。
4、一直不间断买的一本书，很好，很喜欢！
5、可能是这个城市的历史就这样，也不能都怨科普写的不好看。
6、260面那张图毁了这本书　＝　　　＝
7、爱一个人，爱一个城。
8、照片也不太清楚！书里李鸿章有一段话说：“ 只有将货币、土地、劳动力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
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的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
须要求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
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
对于铁路、电讯等事物，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的神圣
权力。”
=============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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