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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津城，一些向阳的地方已有
桃花初绽。而彼三月（农历）时，已有人
题诗了——据说，康熙二十八年（1689）
第二次南巡，因为在江浙一带时，桃花的
花期比较短，赏花未尽兴。沿着大运河
返京路过天津北运河见桃花盛开，写下
了一首《点绛唇》：“前过浙江，桃花放。
今回銮至津门，复见桃花盛开。再见桃
花，津门红映依然好。回銮才到，疑似两
春报。锦缆仙舟，星夜眄辰晓。情飘渺，
艳阳时袅，不是垂阳老。”
道光二十六年（1846）《津门保甲图

说》上显示，在群树环抱中矗立一座桃花
寺，图注说明：“桃花寺，河曲巨村也。”这
桃花寺的前身是建于元代的一座观音古
寺，桃花寺始终是北运河畔一带有名的
寺庙。这里的桃花有多美，乾隆年间，客
居天津查氏水西庄诗人汪沆《津门杂事

诗》说:“桃花寺外桃花树，春去犹迎銮
辂开。莫讶大公机杼巧，红云要护翠华
来。”也是这水西庄，著名作家金庸和天
津渊源很深，“北查”“南查”同宗，天津水
西庄被其称作“天津有一份祖业”。在
《津门诗钞》《天津县志》中记录了不少
“南查”查慎行在天津时的桃花诗，如《桃

花寺》一首：已过桃花口，再问桃花寺。
独客叩门来，老僧方坐睡。欲知春浅深，
但看花开未？
还有更早的。原天津市园林学会

理事长郭喜东介绍说，桃花是天津的“乡
土名花”：“在元代时候，就有种植桃花。”
在北运河西岸，流传着“先有桃口，后有
汉口”的俗语，一种说法是，汛期时，北运
河在这里决口，桃花汛来，所以这里得名
桃花口。当地史料也有记载，早在元代
时，在北仓镇西部地区，当地人就在河畔
遍种桃树。元代瀚林侍讲学士揭傒斯所
写《杨柳青谣》中，也这样记录：“昨日临
清卖苇回，今日贩鱼桃花口”。
在《中国花经》中已经总结：“桃，潜

微科，李瓜。原产我国，西北、华北、华
中、西南等山区均有野生桃树。栽培历
史悠久。” 新报记者单炜炜

津门花事

惊蛰过后，一夜之间催开了城市第一波春花，蜡梅、迎春、桃花、玉兰、梨花……有应时而
绽，也有“抢跑”争春。有植物学专家表示：“原因之一就是积温够了，这两天天气在快速回暖，
所以开花相较往年有小幅度提前也正常；当然受局部小气候影响更大，楼前、避风、向阳等更温
暖的地方相对开花更早。”
要说“早”，天津自古以来因山水之便，野外花木自成风景之外，还有村落广植，于是留下了

和花木有关的往事。
北运河沿岸胜景有着“杨柳桃花

三十里”的美誉，后来也因为北洋大学
而绵延。
出生于津门世家望族的冯熙运，

1913年应聘到北洋大学任教。1920年
至1924年任北洋大学校长一职，校址
就是如今的河北工业大学所在。他曾
在1923年利用办学节约的经费建设了
U字楼学生宿舍，成为当时校中颇具规
模的正规宿舍，让学生们的生活条件得
到较大改善。北洋大学校歌中有“花堤
霭霭，北运滔滔，巍巍学府北洋高”，正
是描写的这一景色。
1927年4月28日《大公报》刊载

的一篇文章上写道：“是什么特殊的风
景,然尚可当作寻春之处。查其处桃
林，原为北洋大学由海大道移彼时所
种……”1945,抗战胜利后，北洋大学
开始复校。校名还是国立西北工学
院,还把恢复旧日风光也作为其中重
要举措之一。
1928年8月31日,北洋大学开放

日就定在桃花盛开之际。17岁考入
“北洋大学”预科班的陈立夫，对天津
尤其是北洋大学感情很深。94岁时，
老先生曾题词一首：“名都胜迹运河
东，曾共芸窗听晓钟。何事麻姑问沧
海，桃花依旧笑春风。” （下转12版）

1928年《北洋画报》刊发北洋
大学中的桃花景

杨柳桃花三十里
北洋大学有胜景

诗词史记收录 沽上“乡土名花”

1846年《津门保甲图》中桃花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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