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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公议局”的名称，也一
直存在争议。

在法国南特外交档案中心中的法
语名称，翻译成中文应该是“大法国天
津工部局”，此外，南开大学政治学会
1926年出版的介绍天津租界情况的书
籍中，也称之为“工部局”，当时的“工部
局”是法租界警察局。

在一些旧版地图中，克雷蒙梭广
场被标注为“工部局花园”——克雷蒙
梭就是出席1919年巴黎和会、极力促
成《凡尔赛条约》对德国遏制的法国总
理，对辛亥革命持同情态度。

“1945年10月6日，就是在天津

法国公议局大楼外、克雷蒙梭广场上，
举行了驻津日军投降仪式。”傅磊提供
了一系列老照片，详细记录这一历史时
刻。1945年“二战”结束后，天津的美
军司令部就设在公议局大楼。

当日的投降仪式，中国军方代表
及当时天津市长张廷谔、副市长杜建时
等，与美军团司令骆基等，共同接受了
日军的投降。“老照片中有一个细节，日
军代表被押解到现场后，依次解下佩刀
放到签字桌上。”据说，当时广场两侧天
津老百姓掌声、呼叫声震天。

“这里更是天津解放后最早的军
管会所在。”傅磊介绍，1949年1月15

日天津解放当天下午，黄克诚、黄敬等
率军管会全体人员随攻城部队进入市
区，在法国公议局大楼挂牌成立“天津
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同时发布公告：

“为着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维护
社会安宁，确定革命秩序，着令在天津
并东至塘沽、大沽，南至静海，西至杨柳
青，北至杨村所辖区内，实行军事管
制。”还决定塘大地区划归天津市领
导。当时，军管会主要接管机构分财
经、文教、市政部门，以最快速度恢复生
产，安定人民生活。

后来军管会随中共天津市委迁入
了鞍山道上的张园。

法国公议局旧址记录重大历史时刻荟萃文化艺术珍品

这座大楼见证日本投降天津解放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迁

出后，时隔20年，‘法国公议

局’再次对外开放。”一家三

口参观数字博物馆时，市民

罗先生如此感叹，他举着手

机，镜头里更多的是这栋老

建筑里的建筑细节：窗户、吊

灯、走廊、露台、甚至建筑外

部装饰等。

位于当年法租界核心位

置的原法国公议局，已入选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第

七批二十世纪中国建筑遗产

名录选全国重点文保名录，

记录了不少天津历史中的重

要时刻和几代市民的记忆。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1861年6月2
日，法国政府和清政府签订《天津紫竹
林法国租界地条款》，划定法国租界，但
当时法租界里并没有相关法国机构，中
国文物学会会员、天津记忆团队成员傅
磊介绍：“第一代法国领事馆在当时老
城东门外宫北大街。”

1899年，当时法国驻天津领事杜
士兰就提出要修建法国公议局大楼，

“一直到1913年，才选定现在解放北路
天津金融博物馆的地址。”傅磊说，工程
拖到1921年开始，结果因“一战”的爆
发而最终废弃，“这里后来修建了法国
俱乐部，而最早的法国俱乐部是和DD
饭店毗邻。”

战争结束，重新选址修建公议局大
楼，而设计方案则是通过竞赛选取，入

选的设计师是雷欧·门德尔松。大楼竣
工于1931年。所选地址则是第一代法
国菜市。它修建于1908年，最初只是
一座混凝土高台，中央有一个消防栓，
用来清洗场地，设置了下水道和两个水
池，并且安装有电动水泵以方便排水。
1922年，为了满足公共卫生的需要，法
租界当局设计了一座市场大棚，成为了
天津当时唯一一座室内菜市场。

直到1928年，在克雷蒙梭广场上
的这座法国菜市被拆除，修建法国公议
局大楼，菜市在马家口“异地”重建，天
津人亲切地称之为“大菜市儿”。它从
建成之日起，就成为了天津最著名的蔬
菜副食品市场，也就是后来的“长春道
副食品综合商场”。

设施完备、功能齐全，当时法租界

是天津租界位列前茅的，这也伴随其两
次野心扩张。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
以梨栈为发展起点，劝业场为中心，形
成了天津新的商业中心地位，从而逐步
取代了天津传统商业中心，这一现象也
是独一无二的。

在整个天津法租界发展过程中，法
国公议局发布了一系列重要基建决策，
促进了地区繁荣。例如，它多次颁布对
于拆旧建新的建筑审批制度、规范城市
公共卫生环境、拓宽租界内马路等，有
数据记录，当时的“主干道”——大法国
路的宽度就从9米扩展到15米。后来，
这条路从法国桥（万国桥，今解放桥）连
接英租界维多利亚路被称为“中街”，其
中为“银行街”主要路段，都在原来的大
法国路上。

天津是中国近代最早拥有博物馆、
图书馆的城市，和这座大楼缘分匪浅。

天津图书馆是由直隶图书馆、天津
市立图书馆和原天津图书馆三馆合并发
展而来。早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当
时的直隶提学使卢木斋就开始着手筹建
直隶图书馆，1908年6月9日，天津第一
座官办图书馆在直隶学务公所内开馆，有
数据显示，初期藏书近20万卷（册）。另
一座天津市立图书馆于1931年建立，随
着天津沦陷、1939年水灾，图书馆被严重
破坏。直到1948年，法国公议局大楼成
为天津图书馆的馆舍。天津解放后，三馆
逐步合并，原法国公议局大楼也成为天津
市人民图书馆的所在。图书馆除了采购
新书，还陆续收到任凤苞、周叔弢、张叔诚
等大藏书家的捐赠，古籍质量之高，全国
闻名。1982年更名为天津图书馆，1991
年复康路新馆成立，遂迁入新馆。

大楼还曾作为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
馆的馆舍。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始建
于1958年，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创建的
少儿图书馆之一。天津戏剧博物馆、文庙
博物馆馆员罗丹介绍说，1978年，天津少
儿图书馆首先在天津文庙恢复，在1985
年，因文庙修缮，天津少儿图书馆迁到了
体院北，在1992年至1994年是以原法
国公议局大楼为馆舍。

1918年6月1日，天津第一座博物
馆“天津博物院”成立并开馆。几经辗转，
1950年11月，天津市市立博物馆更名为
天津市市立第一博物馆。到1974年，天
津市博物馆分为历史博物馆、艺术博物
馆、自然博物馆等单位。直到2004年，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合并为天津博物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是在1957年时，以抽调出的历史博物馆
艺术部的基础组建的，当时的馆址位于解
放北路的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旧址。罗丹
说，从1995年到2004年，天津艺术博物
馆是在原法国公议局大楼。此后，大楼还
曾是天津文物局等文化单位办公楼。

根据记载，新组建时的天津市艺术
博物馆就拥有藏品1000余件，品类齐
全、精品荟萃，在国内享有盛名。其中北
宋范宽《雪景寒林图》、元代边鲁《起居平
安图》等都是国宝级馆藏，如今收藏在天
津博物馆。此外，还有张叔诚捐赠的元赵
孟頫行书《洛神赋》、西周夔龙纹铜禁、清
乾隆珐琅彩牡丹雉鸡玉壶春瓶等，无一不
属于“国家宝藏”。 新报记者单炜炜

图片均由天津记忆团队提供

老明信片上的法国菜市，法国
公议局大楼即在此修建。

法国公议局大楼外广场上举行的日
军投降仪式。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军管会”挂牌

“缴械投降”——在日军投降仪式
上收缴的日本军刀。

规划早修建晚“原址”是老法国菜市

举办日军投降仪式天津解放宣布“军管”

文化艺术宝库
汇集国家宝藏大楼旧影 (张翔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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