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报微信平台

12

周
刊

2023

年2

月24

日

星
期
五

监
制/

赵
睿

责
编/

王
轶
斐

美
编/

张
驰

责
校/

张
敏

天津的老人都管天津百货大楼叫
“中原公司”。

百年前，上海先施百货公司的高级
助理林寿田、黄文谦等人北上天津开辟
新路。在当时的日租界旭街（今和平路
172号）以极低的价格买下1200平方米
的地皮，建设中原公司大楼。
当时的设计师考察了香港、上海各

大百货公司的建筑，最终设计出独具特色
的六层尖塔式大楼，高60多米，塔身和楼
身的高度相等，可俯视海河，鸟瞰全市。
1926年选址，1927年动工，1928年正式
落成。大楼设计新颖，规模宏大，设备先
进，中原公司主楼时称“燕赵第一楼”。
天津文史专家学者曲振明讲述，中

原公司当时经营模式十分新颖：一、二、
三楼为百货商场，经营洋广杂货、绸缎、
布匹、呢绒、食品以及各种器皿、电料等，
以后又增建附属鞋厂及家具工厂；四楼
设中西餐厅、游艺场、球社、舞厅等；五楼
为妙舞台剧场；六、七楼供杂耍、评书演
出。作为近一个世纪前城中的潮流之
地，中原公司的布局和现在的大型商场
几乎没有区别。

开业之年，中原公司又组织了大批
滞销商品，进价低廉，每日营业额高达五
六万元。遇上节日，顾客甚至能将柜台
挤破，引领着天津的时尚和超级人气。

1939年，天津全城遭遇水灾，津城
超过10万间房屋被冲毁，中原公司一层

也被浸泡超过一个月而歇业，损失颇
大。水灾之后的转年，大楼又遭遇了一
场罕见的火灾，整个商场元气大伤，逐渐
无以为继。

天津百货大楼即将因升级改造暂时闭店

一座百年大楼装满天津回忆

“小时候爸妈带我逛滨江道、和平路，对于孩子来说逛街是个苦差事，挺累，但有康乐冰棍和很多好吃的还是挺值
的。人山人海，每每都是紧抓妈妈的手，寸步不离。40年过去了，老爸走了十几年了，老娘也很难和我逛商场了，回忆起
来还是挺幸福的……”

今年初，天津百货大楼集团有限公司发布临时关店改造告知函：
“为使百货大楼新厦与老厦房产分离后设施设备有效改造和正常运
行，进一步提升百货大楼的商业形象，拟于2023年4月1日临时关
店，启动装修改造工程。”
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天津百货大楼，让几代天津人记忆满满的津

城地标，期待它在改造升级之后能再现繁华。

上世纪90年代，百货大楼是天津70
后、80后周六日聚会的“约见地标”——
“上午10点，和平路百货大楼门口不见
不散！”从艰苦岁月到美好时代，这座高
楼参与了几代人的生活、情感，构筑起浓
浓的城市记忆。
有天津网友笑称：“每当听马三立的

相声《买猴》里面的千货公司，脑子里的
画面就是百货大楼。”但其实，马三立先
生和王凤山的相声《十点钟开始》里就有
关于百货大楼的生动描述：“你不卖枪
啊，我自己买！百货大楼儿童柜！”
这些记忆中，有亲情的回忆。@笠

说：“我姥爷就是那里的老员工。他之前
曾在日本洋行里学徒，对于日语，听得懂
也能说，但不会写。上世纪80年代初，
天津友好城市神户市代表团到访，参观
百货大楼时就是我姥爷做的翻译。”
有情感的连结，@飞腾998：“忘记是

百货大楼五楼还是六楼的游戏厅。当时
特别流行‘动物世界’，有一次投注中了
大奖，‘吐’了两百多个游戏币，到学校分
给同学们不少，至今家里还剩余20来
枚。第一段大学恋情也是在那里分的
手，自己疯狂投币在点歌机里点歌，点到
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一句‘也许放弃，
才能靠近你’让情绪崩溃了……”
也有对于过去的怀念。网友米兰

说：“那时还没有电器城和网上购物，帮
妈妈家买的第一台冰箱就是在百货大
楼买的。我和妈妈抱着孩子坐1路回
家，我们还没到家了，冰箱已经送到放
在楼下了。”
每个城市都有她的专属地标，镌刻我

们的生命记忆，串联我们的成长轨迹。大
楼一直矗立在那儿，守望时代的进程。对
于百货大楼的此次暂别，天津人都送上衷
心的祝福：“希望她不久之后重见当年的
光彩。到时，我们不见不散！”

新报记者王轶斐单炜炜
老照片由天津历史文化研究学者

唐文权提供

新中国成立后，困顿中的中原公司
迎来了转机。1949年7月7日，中原公
司总店更名为天津市百货大楼，率先成
为国营企业。

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
40多年时间里，百货大楼就是天津市民
的购物必选之地，小到针线纽扣，大到自
行车、电器，都可以在这里买到。百货大
楼的“上新”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
进，在老天津人的印象里，去百货大楼和
劝业场买东西，才靠谱、才讲究。

网友@笠还记得，当年天津百货大
楼取消有轨电车后，公交1路和24路都
延续了之前电车的路线，一直相当火
爆。这里还曾有一个“区间线”8路——
从动物园直接到百货大楼。他还记得，
百货大楼的老楼进去有个挑空的二楼，
那是买秋衣秋裤等针织品的“针织部”。
这个独特的“中二楼”也让很多天津人记
忆深刻。除了门前的公交，百货大楼自
己也发生着变化：唐山大地震后，百货大
楼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将顶部塔楼改成
了大钟表。那时候在附近居住的市民笑

称，看着大钟表上学，“大表只要一停，我
上学就迟到”。
上世纪80年代，买手表、买布料，还

有冰箱彩电；上世纪90年代，买山地车、
婚纱和首饰。天津人的买买买，不是去
百货大楼就是劝业场。天津百货大楼当
时被评为全国“十大百货商场”。
1980年前，百货大楼一直是天津最

高的建筑，城中最重要的地标之一。它
不断出现在地图册、明信片、书包或者日
记本封面儿上，也出现在百货大楼自家

的购物袋上。网友@胡同飞猫06称自
己无意中翻出一个塑料袋，“竟然是个
‘文物’，塑料袋没有半点老化，袋子外面
印刷的信息量很大，百货大楼的老楼确
实如图，电话还是5位数字的。”
1994年，原天津百货大楼新楼进行

改、扩建工程，新商厦建在旧大楼邻身，
与老商场连为一体，历时3年建成。成为
了天津更具代表性的地标建筑。2000
年，天津百货大楼再度大幅改造，2011
年，百货大楼改名为振华百货至今。

95年前中原公司人气旺到挤破柜台 难忘城市记忆
期待再现繁华

八九十年代购物必选百货大楼上学要看大钟表

1939年中原公司遭遇水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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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百货大楼的大钟表逐渐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