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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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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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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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铁路局长平息劫车案孙凤藻原籍是浙江，据说是三国孙权的后代。1421年，孙家的先
祖跟随明成祖迁都时到天津定居。民国时期，孙凤藻先后担任过津浦铁路局局长，直隶省教育厅厅长
，并且曾投资于启新洋灰公司、东亚毛纺厂等，在实业界颇有成就。在他一生从事的事业中，有一件
事曾震惊中外，几十年后，他的家人仍在传讲。戴继东还在很小的时候，外婆总会对他说起一些外公
生前的事，其中说得最多的，就是1923年临城列车被劫，抢走外国乘客一事，因为时任津浦铁路局局
长孙凤藻的斡旋，这件事得到了圆满解决，没有产生国际影响。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发生在1923年5
月6日凌晨两点，制造这一历史大案的主角，是当地有名的土匪武装——“山东建国自治军”的首领
孙美瑶。劫车案发生前的一年，孙美瑶等当地土匪武装与官兵打打停停，利用抱犊崮的有利地形支撑
了近一年的时间。但孙美瑶的叔叔最后被官兵围困在了抱犊崮的一个山头上，要不是地势险要，官兵
恐怕早就得胜而归了。为了减少伤亡，官兵将匪巢团团围困，希望等到山上土匪绝粮后再行进攻。为
解抱犊崮之围，孙美瑶想出了围魏救赵的办法，截击从临清路过的津浦铁路客车，掳劫人质逼迫官兵
撤围。这趟车上的中外旅客非常多，有不少是将参加山东黄河官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中外记者和外国
旅行者。登上车的土匪手持长短枪，先是大肆抢劫一番，然后命令所有乘客下车。临城劫车的消息很
快传到津浦铁路局。那天刚刚上班的铁路局长孙凤藻，愣愣地坐在办公椅上一言不发。铁路局成立以
来，中国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这场劫车案事关外交，搞不好会出乱子。到时候，公众的责备肯
定会冲着津浦铁路局而来，作为局长，肯定是首当其冲。接连几天，孙凤藻与上级（交通部）、下级
（临城车站）热线电话始终不断。津浦铁路局车务处、警务处、机务处的几位处长与总工程师先到临
城。为表示对人质的关心，津浦铁路局随车押运粮食、衣物、药品前往，并从各地抽调多名医生，到
临城组建临时医院，治疗被释放的人质。经过多轮谈判，6月12日，官方代表和土匪代表在总统府顾问
安迪生及地方绅士的见证下签订协议。当晚，“洋票”全部释放。官方答应任孙美瑶为招安军旅长，
发给军装2000套，军饷先发两个月。除去劫案发生时，一名英国人在逃跑时丧命外，其他外国人质全
部脱险。2010年在中国上海召开的世博会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95年前，孙凤藻创办的水产学校也曾
在美国的世博会上尽揽风光。1915年2月，直隶省立甲种水产专门学校将生产的9种食品罐头摆上了美
国世博会盛宴，同时参展的还有该校生产的渔具模型。提起这座水产学校的历史，距今整整100年了。
而这座学校，也成为孙凤藻一生最重要的成就。在学校的创办过程中，孙凤藻倾尽心血。在学校正式
开办一年前，孙凤藻被委派去日本调查水产讲习所、试验场及制造厂等事宜，他在日本获取了很多水
产教育的宝贵资料。1910年9月，水产讲习所已录取学生96名，借黄纬路天津长芦中学堂的一角为校舍
，直隶水产讲习所随即开学。第二年，该校改为直隶水产学堂，孙风藻为首任监督。1917年5月，该校
选派渔捞、制造两科毕业生10人，由孙凤藻率领东渡，留学日本，并调查日本及菲律宾的水产教育。
留学生中有后来成为天津“水产三杰”的张元第、郑恩绶、刘纶，有1949年以后任水产部副部长的杨
扶青及著名水产教育家张国经等。1922年4月间，该校新购日本渔轮，5月，学生第一次乘渔轮赴渤海
实习。此时孙凤藻升任直隶省教育厅厅长，其弟子倡议将他的办校事迹镌刻立碑。1931年8月5日，这
所学校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水产学术刊物《水产学报》，被誉为“风毛麟角，不可多得”。此时孙凤藻
虽已不在学校就职，但他仍为创刊号写了序，他写道：“水产学报，乃研究渔业学术之先导，可以交
换世界上之新学问，灌输渔民之新知识⋯⋯”P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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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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卷)》内容介绍：晚清“庆亲王”在小洋楼里如何继续着他那如
梦如幻的贵族生活？张作霖的把兄弟张作相又是怎样躲过窗台下埋藏的炸弹？奥运冠军李爱锐在天津
度过了怎样的时光？著名教育家严修晚年又如何教育自己的晚辈？小楼深处，名士风流正在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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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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