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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鸿昌故居，也就是咱天津人常
说的红楼，始建于 1917 年。1930 年
抗日名将吉鸿昌将军把这栋楼买下
来，带着全家迁入居住。吉鸿昌的外
孙女郑吉安，从小听外祖母和母亲讲
过许多关于外祖父的往事，每次回到
这里，她心中都感慨万千。眼下，红楼
的修复改造项目已经提上日程，未来，
这里将作为纪念馆对外开放。

站在外祖父曾经生活过的房间
里，郑吉安娓娓道来，讲起了那段波澜
壮阔的历史。吉鸿昌，1895年出生于
河南省扶沟县的一个贫苦家庭，1913
年，不满18岁的吉鸿昌加入冯玉祥的
部队，南征北战十几年后，刚刚 30 岁
出头的吉鸿昌已经是师长了。

1932 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
发，吉鸿昌闻讯辗转回国，秘密与中共
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在同年秋天加入

中国共产党。自此，他从一名爱国的
旧军人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踏上了
新的革命征程。1934年，吉鸿昌返回
天津红楼，凭借地处法租界的优势，红
楼成了吉鸿昌秘密联系党组织、开展
地下活动的阵地，他以家为战场，在这
里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
同盟”，利用三楼一间相对隐蔽的房间
印刷进步刊物《民族战旗》。当时，来
自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人、进步人士频
繁在红楼集会，为了方便众人随时疏
散、躲避抓捕，吉鸿昌特意把二楼用于
开会的房间用7扇门全部打通。

密集的人员往来，再加上房屋主
人的特殊身份，导致当时的红楼成了
国民党特务重点盯梢的对象。因此，
吉鸿昌他们常常需要转移集会地点。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一行人来到
国民饭店，以吃饭打牌作为掩护，商讨
组织抗日民族武装力量和统一战线等
具体工作，这时，国民党特务展开了对
吉鸿昌的暗杀行动。提到当时险象环
生的事发现场，郑吉安说：“当时暗杀

没有成功，有个女特务化妆进入房间
假装去找皮球，看见我外祖父坐在对
着门的位置，穿着白衣服，她就做了个
记号，让暗杀特务进来朝着穿白衣服
的人开枪，也巧了，我外祖父换到了另
一个位置，坐到他位置的人也穿着白
衣服，特务意识到打错人之后赶紧又
开枪打中我外祖父，外祖父是负伤以
后被捕的。”

1934 年 11 月 24 日，吉鸿昌在北
平的监狱中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时年
39岁。临刑前，他写下了后世广为传
诵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
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短短
20个字，道出了一位民族英雄直面死
亡、气吞山河的气概。得知丈夫英勇
就义的消息后，胡红霞强忍悲痛将当
时家里仅剩的财产——红楼抵押出
去，换来8万大洋，把吉鸿昌的遗体从
监狱赎了出来，虽然吉家人在红楼里
居住的时间，前后加起来不过短短几
年，但在吉氏后人看来，红楼始终是他
们的根，是家族的精神源泉。

这么多年来，为了最大限度地再
现文物最初的样貌，张威团队在制定
修复方案的时候，一块残砖、一段窗
棂都不舍得浪费，只要是经过修理和
加固之后还能使用的，哪怕是临时改
方案也要保留下来。一边用着老物
件，一边还要确保安全牢固，施工难
度可想而知，因此张威他们必须不停
奔走，与建筑的使用方和施工方进行
沟通。在张威看来，这些历经风雨依
旧屹立不倒的老建筑，就像是时光馈
赠给我们的瑰宝，每一个都拥有独特
的过往和气质，帮助它们找回原本的
样子、再以全新的身份融入当今人们
的生活，是职责，也是成就。他说：

“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我们文物数
量的增加，包括国力的强盛，文物保
护工作从技术、经费投入、管理上都
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我们还是要打
开思路，选出一部分符合条件的文物
建筑，给它置入新功能，让它发挥应
有的价值！”

图片由《津云调查》节目组提供

穿越时空穿越时空
听文物建筑讲听文物建筑讲““前世今生前世今生””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天津拥有众多历史风貌建筑，它们来自什么时代、承载了怎样的风霜，又给今天的我们
以何种启示呢？我们一起踏进这些重获新生的老建筑，倾听它们穿越时空的讲述……

位于和平区承德道 12 号的法国
公议局旧址，始建于 1929 年，作为过
去天津法租界的行政事务综合管理机
构，这里曾承担着财政、税收以及城市
建设等多项管理职能，它的前身是成
立于1862年的天津法租界工部局，后
来，原工部局所辖的秘书部与工程部
改组成为了天津法租界公议局，直到
1943年，法国公议局的历史使命才宣
告终结。两年后，驻津日军向中国军
队的投降仪式在这里举行。

多年来，天津记忆文化遗产保护
志愿者团队成员张翔一直在四处奔走
搜集相关文献、照片，为众多文物建筑

的保护和修复提供参考资料，为的就
是让更多人有机会走进这些老建筑，
倾听它们的历史背后蕴含的时代信
息，进而了解我们这座城市是如何历
经风雨，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老百姓只有走进文物建筑，身临
其境有所触动，才会对文物的历史背
景感兴趣，只有有兴趣，才会去深入挖
掘它的历史，才会意识到这个建筑的
价值并参与到保护中来，所以我们一
直在呼吁，应该把更多的老建筑开放
给公众。”张翔说。

虽然法国公议局旧址现在已经对
外开放，但它作为一座数字化艺术博

物馆的修复和改造工程其实才刚刚开
始。负责制定这次修缮及施工方案
的，是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张威
带领的团队，本着真实性和最小干预
等文物修复原则，张威他们在将现代
化设施安装进来的同时，必须保持建
筑原有风貌不变，甚至还要不断追溯
并复原出它更早的样子。近百年来，
法国公议局旧址的用途几经更迭，各
个时期的使用和修缮痕迹层层叠加在
一起，导致其中许多空间已经无法识
别出历史原貌。这时，天津记忆团队
凭借手中丰富的资料，给张威提供了
不少帮助，像这样的合作，他们已经记

不清是第几次了。张威说：“我们以前
的文保工作往往更注重保护，把文物
建筑修好，让它能够延年益寿就行。
在新时代，很多文物建筑在修缮改造
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合理、有效地利
用，特别强调让文物活起来，就像法国
公议局旧址这个大楼，将来作为博物
馆开放之后，可以通过举办讲座、出租
场地，创造一些社会和经济价值，这是
双赢。”

法国公议局旧址的“前世今生”

红楼孕育红色火种

张威团队制定修缮方案

郑吉安与张威在吉鸿昌旧居

吉鸿昌旧居外景吉鸿昌旧居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