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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小洋楼》

内容概要

由天津日报传媒集团编著、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迄今为止最全面介绍“天津小洋楼”名人故居历
史文化的丛书——《天津小洋楼——名人故居完全档案》于新春之际，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套丛书
以兼具阅读和收藏价值的贺岁书身份为津门的兔年新春留下一个滋味隽永的文化印记。
这套丛书是在天津日报传媒集团《城市快报》“小楼春秋”系列报道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共4卷，
约127万字，近500幅图片。丛书采用16开全彩印刷，收?现存天津近代名人故居小洋楼218幢，消失的
小洋楼33幢，全景再现了251个名人家庭跌宕起伏的沧桑往事。

Page 2



《天津小洋楼》

书籍目录

天津小洋楼：名人故居完全档案（第一卷）
 马场道
 潘复旧居 “潘公馆”里的民国往事
 香港大楼 楼里有个少年俱乐部
 吴泰勋旧居 戴笠在此宣布建立军统天津站
 法国教会公寓 金乃千在天津最后的日子
 胡若愚旧居 淡然如水的晚年生活
 徐氏旧居 一代总统的“隐居”往事
 王仲刘旧居 袁世凯的“理财顾问”
 雍剑秋旧居 唯有善者留其名
 吴新田旧居 吴馆特殊的“小亭子”
 李烛尘旧居 为和平解放天津而努力的企业家
 骆玉笙旧居 我与奶奶在安乐邮的日子
 杨荣环旧居 京剧名角不愿子女学戏
 刘松庵旧居 “少爷大夫”美食家
 杨珂旧居 从少爷到名医
 北疆博物院 一个洋人在津的岁月传奇（桑志华旧居）
 达文士旧居 “达文士楼”菲达文士所盏
 刘冠雄旧居 海军总长，魂系大海
 朱启钤旧居 朱启钤护宝记
 睦南道
 许氏旧居 这条路，住着张作霖四位夫人
 孙殿英旧居 东陵大盗，在此销赃
 颜惠庆旧居 最擅经商韵外交官
 李赞臣旧居 他的家族捐出了私人花园
 张克忠旧居 震惊世界的化学家
 张学铭旧居 市长·园长·美食家
 林必锦旧居 贫寒出身的名医
 林崧旧居 大家林崧方寸藏爱
 金显宅旧居 “肿瘤之父”的中国心
 纳森旧居 纳森叔侄把持煤牧
 李勉之旧居 大宅门里的爱国者
 施锡恩旧居 医学博士的美丽人生
 卞颖新旧居 儒雅父母，教子有方
 卞傲成旧居 他让中药有“标”查循
 ⋯⋯
 大理道
天津小洋楼：名人故居完全档案（第二卷）
天津小洋楼：名人故居完全档案（第三卷）
天津小洋楼：名人故居完全档案（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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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小洋楼》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928年夏，吴俊升在沈阳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第二年，吴泰勋从东北陆军讲
武堂第八期毕业后，在张学良的卫队任骑兵队长。因为吴俊升生前最爱养马，“少帅”骑兵队里的马
匹三分之一是吴泰勋家的私产，所以张学良对吴泰勋格外器重，加上两人父亲同时在皇姑屯遇害，更
多了一份惺惺相惜的情谊。于是张学良与吴泰勋结拜了把兄弟，这“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更为密
切了。“西安事变”之后，在张学良的引荐下，吴泰勋结识了戴笠。戴笠一直想在奉系军阀的上层人
物中物色一个特务，而吴泰勋正适合戴笠所需的条件。在戴笠的提议下，张学良、吴泰勋和戴笠也结
成了把兄弟。 宫运学说，吴俊升的两个孙子都在加拿大，另有一个外孙生活在中国台湾。多年前，宫
馆长曾经接待过吴俊升的这个外孙，他为郑家屯博物馆的吴俊升旧居展提供了很多资料。宫馆长回忆
，吴俊升的这位后人曾经留下过联络方式，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唯一的线索也断了，从此再也联络
不到吴氏后人。 戴笠在吴公馆发布五条辅务决策 吴公馆里的故事，除了吴泰勋本人，更多则集中在
著名的特务头子戴笠身上。 戴笠（1896～1946）字雨农，小名春风。1926年人黄埔军校，毕业后任蒋
介石侍从副官。1928年开始进行情报活动。1930年建立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后
建立“十人团”，深得蒋介石宠信。1932年3月，蒋介石为加强特务统治，先组织力行社，后在南京秘
密成立中华复兴社（又名“蓝衣社”），戴笠被任为特务处处长。1938年特务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
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任副局长。1942年，美蒋联合组成特务机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戴兼为主任。 舒季衡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电台天津站长，天津站是他和妻子徐爱莲共同负责的。新中国
成立后，这对军统特务夫妻成为改造的对象，国民党军统天津站活动的情况主要来自于这对夫妻的回
忆。 舒季衡回忆，1945年11月下旬，戴笠来天津，随行人员有军统局北平、华北办事处长马汉三等军
统特务。天津军统局特务头目、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陈仙洲组成了招待组，负责一切活动和警
卫事宜。而戴笠本人居住在原马场道7号的吴泰勋家，同时借用睦南道上张学铭的住宅，作为开会会
客之用。 吴泰勋的公馆内外遍布众多“便衣”，闲杂人等不得靠近。这天晚上，戴笠在吴公馆备下晚
宴，20多名军统北平局、华北局的高级特务相继到来。登瀛楼的大师傅特备好一桌地道的鲁菜，由专
人送到吴公馆。戴笠与各位高级特务寒暄一阵后，神情忽然变得严肃。他轻咳一声，压低声音，一字
一句地说：“今天我有重要的事儿要宣布。” 戴笠一共布置了五项工作：一、将日伪时期在津潜伏的
特务组织，统予撤销，建立军统局天津站。这是军统局在津的最高特务秘密机构，统辖市内各机关团
体的军统特务，任陈仙洲为站长；二、改组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改任陈仙洲为处长；三、组成天
津肃奸机构，定名为“天津区汉奸财产清查委员会”，主要任务要肃清沦陷时期叛国投敌的日伪汉奸
，并查封其财产。由天津市长张廷谔任主任委员，戴笠任副主任委员，时子周、牟廷芳、梁士杰、甘
舍棠任委员。名为各单位联合组织共同负责，实际是军统局独揽大权，操纵一切；四、平津区铁路局
添置部分铁道装甲车和吉普车，车上装设报话机，由武装路警按时分段巡逻，遇有情况，立即通知附
近驻军，进行“围剿”；五、发誓“定把高树勋部再拉回到我们方面来”。 据回忆，戴笠先后三次来
天津，都曾经到吴泰勋公馆，除住宿之外，也作为集会和布置工作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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