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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小洋楼》

内容概要

《天津小洋楼:名人故居完全档案(第4卷)》是一本描写近代天津名人、寓公的书，展现了一幅沧桑的
历史画卷。《天津小洋楼:名人故居完全档案(第4卷)》是一本迄今为止采访最深入、记录最全面、编
排最科学的有关天津名人故居小洋楼的书籍。风云逝去.唯留小楼。沉默的砖瓦窗棂还记得历史本真的
模样。当一部部家族史与中国近代史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一张张已经模糊的脸渐渐变得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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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小洋楼》

书籍目录

鞍山道地区鞍山道 38号 段棋瑞旧居 段祺瑞：一生天津缘59号 张彪旧居 百年名邸，见证多个历史瞬
间70号 静园 静园不静，帝心难平河北路 86号 沈湘旧居 中国的卡鲁索陕西路 55号 阎锡山旧居 “山西
王”乔装潜津门沈阳道 66号 王揖唐旧居 “华北第一奸”的罪恶人生南开区二纬路4P号 杨以德旧居 毀
多誉少“杨梆子”三纬路49号 宁星普旧居 去英国讨债的天津商人意式风情地区民族路 44-46号 梁启超
旧居 饮冰室：梁启超的思想生产线80号 张鸣歧旧居 他曾支持袁世凯复辟88号 孙良诚旧居 “墙头草”
式窗勺军人民族路与进步道交口 郑诵先旧居 “政经骄子”的华丽转身民族路与博爱道交口 潘毓桂旧
居 泄露部队布防图，日军血洗学生兵胜利路 389号 华世奎旧居 津沽名笔润纤毫401号 阎家琦旧居 奇冤
案频发， “阎届长”升职403号 卢鹤绂旧居 小洋楼走出“核能之父”李文田旧居 孪公馆酝酿“天津大
出击”平安街 81号 鲍贵卿旧居 皇姑屯事件他躲过一却博爱道 23号 王卓然旧居 他与张学良形同“左右
手”自由道 37号 李廷玉旧居 李廷玉的国学理想曾国荃祠堂 一生与太平天圍为敌的人进步道 80-84号 程
克旧居 一块大洋闯世界民生路 50号 王一民旧居 王一民平息“天津事变”民主道 23-25号 曹禺旧居 话
剧大师的天津E口记27-29号 曹锐旧居 成也曹锐，败也曹锐35号 张廷谔旧居 时隔十年，他复任天津市
长38号 汤玉麟旧居 他与张作霖的一生恩仇50-54号 冯国璋旧居 冯大总统的家世风云海河东路 39号 袁氏
宅邸 袁门春秋建国道 66号 刘髯公旧居 爱国报人停刊抗日德式风情地区解放南路 292号 吴毓麟旧居 一
生认真的吴毓麟台北路 6号 袁克定旧居 家国河山半梦中消失的小洋楼马场道 5-17号 唐绍仪旧居 内阁
总理与美国总统是邻居6号 胡佛旧居 青年胡佛天津发迹271号 德璀琳旧居 李鸿章称他是“实际上的外
交部长”成都道 20号 陈氏旧居 “洋灰”界的功臣家族贵州路 津中里 罗隆基旧居 他曾两度遭暗杀汉阳
道 慧德里7号 朋弟旧居 半世沧桑“老夫子”岳阳道 78号 阎子亨旧居 决不能给日本人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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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小洋楼》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张彪既是晚清王朝的旧臣，又是中华民国的“建威将军”。他既有浓厚的“忠君”思
想，对朝廷和皇上感恩戴德，又要求变革，倾向改良。辛亥革命后，为避袁世凯猜忌，张彪避渡日本
与侨居长崎的全家团聚。寓居于津时，逢他的老部下黎元洪在北京任大总统，黎经常由北京到张园拜
访，并邀他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张彪坚辞不出。1927年9月，张彪在张园家中病逝，死因被当时的医
生诊断为癌症。卸职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亲往张园祭奠，逊帝溥仪颁“心如金石”匾额，并私谥“忠恪
”。当时报纸喧载“清朝皇帝”“民国总统”均亲自临丧。孙中山在津27天，这里曾是政治聚集地孙
中山有一张与天津各界人士在张园平远楼前长阶上的合影，很多天津老辈人都非常熟悉。孙中山生前
个人最后一次正式留影，也是在张园内。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倾向革命，电邀孙中山
北上共商国计。12月4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及孙科、汪精卫等随行人员由日本乘轮船抵津，下榻于
张园。这是孙中山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津。张远博在文章中称，孙中山来津下榻于此，来洽的是
负责接待的许世英，缘于许之女与张彪之女的同学交谊。起初，张彪并未同意，以“隐退之所不便接
纳政治活跃之人”的理由拒绝。后许世英托在津居住的很多要人前来说情，张彪见此事难以推却，便
答应下来。但孙中山住进张园那天，张彪只派一子以房东身份参加了欢迎的行列，自己非旦不去迎接
，而且始终拒绝与孙中山见面，还不允许孩子到园中去玩，说孙中山是“革命头子”。不过，张园为
了迎接孙中山的到来仍布置一新，大门前搭有彩色牌楼一座，正中缀金色的“欢迎”二字。牌楼上围
以各色彩灯，园内的走廊亦挂满旗帜。12月4日是那年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孙中山在平远楼前石阶上
与欢迎人群拍照时，难耐刺面的寒风。据相关资料，孙中山的随行服务人员很少，行装都非常简单。
他在津的日子不多，却分批由轮船从南方运来大量书籍，有《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
等，足有几万册，堆放在楼下的走廊中。孙中山把这些书大批送人，直至走后，张园还剩下很多书。
在张园，孙中山住在三层东侧内间。他在天津居住的27天里，各界名流前来拜访，既有张作霖等军政
要人，也有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及妇女运动代表邓颖超等，张园因此一时成为国民政治的热点
所在。在天津期间，孙中山已感周身不适，肝区疼痛，医生诊为旅途劳顿，消化不良所致的胃病，其
实此时孙中山已患肝癌。但孙中山并未停止对时局的关注，仍积极宣传召开国民会议的进步主张和反
对段祺瑞的所谓“善后会议”等，先后发表了《告天津人民书》和《善后会议条例》。当月31日，孙
中山扶病乘火车北上，三个月后，在京逝世。张园充当逊帝“行宫”四年如果说，张园因孙中山的下
榻声名远振，那么，让它更加出名的是末代皇帝溥仪在此的寓居生活。1925年2月，也就是孙中山离开
张园54天后，被逐出宫的末代皇帝溥仪从北京来到天津，随后皇后婉容和淑妃文绣也赶到这里，一同
搬进匆忙布置起来的张园。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称，他来天津的目的是为了出洋，结果却一连住
了七年。这其中四年多的时光，都是在张园度过的。然而，这位贵宾全眷驾到时，张彪亲自急往英商
惠罗公司买来上好铜床三具及随侍宿用铁床十多架，又买来大批材料并召集近亲女眷，在二层大厅的
地上匍匐赶制近百件床品，一日之间即花费大洋3700块。为了使张园成为溥仪比较宽敞、理想的“行
宫”，平远楼甚至加盖了一层，增加了客厅、书房和游艺室，特别是游艺室里还有时髦的台球桌。施
工期间，为了免惊圣驾，所有工程一律安排在有限的几个小时里，虽耗资费时，亦在所不惜。特别是
张彪每天黎明即起，亲自执帚洒扫庭院，以尽所谓“事君”之道。这与孙中山人住时的表现，形成了
强烈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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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小洋楼》

编辑推荐

《天津小洋楼:名人故居完全档案(第4卷)》内容介绍：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宫后迁居天津鞍山道的静
园，不远处，是民国执政段祺瑞所居的段公馆；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另一批寓公则在意大利洋楼里安
了家，冯国璋、曹锐、刘髯公、汤玉麟⋯⋯⋯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演绎着多样的人生。掩映于天津
小洋楼里的名人，有清廷遗老、北洋政要，也有富商巨贾、文化名人。名人多故事，聆听这些名人之
后的絮语，你能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洋楼故事，感受历史人物在特定时期的真实状态。历史留给天津
一千多幢样式各异的小洋楼，为天津张贴上“万国建筑博览会”的标签；归隐的静寂，思潮的预热，
丰美的物象，深邃的朵糅，都能在里面一一找到对应物；曾经的风烟，曾经的屈辱，曾经的奋起，都
刻在那斑驳的墙上；照出城市的细节，发散城市的味道。半部近代史，百年风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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