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法国俱乐部旧址建筑变迁历程

青春文艺青年宫网红打卡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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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宫的活动相当多，几代“天津
青年”对这里都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大
家心目中的胜地。

市民“志刚”先生回忆说，每到“六
一”和节假日，青年宫就是欢乐的海
洋，“小电影院、游乐室、阅览室、木偶
室、电化室、健身房、射击室……各娱
乐室人山人海，但秩序还是非常好
的。”他最喜欢的是游乐室的火柴点蜡
烛和猜谜语游戏，完成要求还能得到
一份小礼物；电化室是最让人流连忘
返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一台苏联老大
哥赠给青年宫的全自动化小火车。

各种联欢会也得到了青年们的热
烈欢迎。联欢内容更是五花八门，有观
摩电影、文艺节目和球类比赛，还有舞
会、游艺、球类活动等，不少参加过联欢
的青年还记得，新春通宵联欢晚会，大家
在一起庆祝新年。有资料显示，1953年
10月至1966年5月共举办联欢晚会和

专题晚会2900多场，参加活动的群众
达到396万余人次。1978至1987年共
举办联欢晚会和专题晚会1290余场，参
加活动的群众有172万余人次。

青年宫更是很多文艺青年梦想开
始的地方。建宫之初建立的天津青年业
余歌舞团，设有合唱、舞蹈、管弦乐、民乐
4个队。“成员来自学生、教员、医生、工人
中的艺术骨干，也走出了全国知名的艺
术家。”天津历史文化研究学者、青年收
藏家罗丹举例，比如男中音歌唱家、声乐
教育家黎信昌，就是在1954年，考入天
津青年宫的业余歌舞团，在这里学习、表
演，为日后从事声乐工作打下基础。此
外，还有著名的音乐指挥家李华德，歌唱
家石维正、戴学忱、王莉华、王令如，舞蹈
家李雅琴、陶华、景岱、齐兰等，都是这个
团的成员。1955年，歌舞团参加全国群
众业余音乐舞蹈观摩演出，女声小合唱

《只因立功喜报到了家》获一等奖，还被

灌制唱片在全国发行。上世纪八十年代
末，还成立天津少女合唱团，也轰动一
时。各种青年艺术团体，一直是天津大
型群众歌咏活动、消夏晚会、歌唱比赛、
庆祝活动的主要参与者。

青年宫倡议组建天津青年书法协
会、天津青年美术协会，还举办各种丰
富多彩的展览、讲座，罗丹说，1963年
4月2日的“雷锋同志模范事迹展览”，
展出的实物和照片共 150 件，是将雷
锋生前遗物、照片原件，加工影印和复
制而成，当时全市共计二十多万人参
观。青年宫举办的“星期讲座”，还请
来著名作家老舍等各界人士主讲。在
九十年代，青年宫搬迁和筹建新宫舍，
但这里还作为天津市青年影评协会副
会长单位，多次组织青少年观看优秀
影视片和开展影评活动……这里一直
是天津青少年汲取营养、感受文化艺
术正能量的场地。

天津解放后，原法国

俱乐部成为华北油脂公

司所在。1953年，这里

成为天津青年宫，青春、

文化、文艺的气息从这里

洋溢，既是天津青年人学

习和活动的场所，也培育

出不少青年人才，成为了

日后著名的艺术家。

2010年，这里建立起中

国第一家集展示、教育、

金融文化消费和金融史

研究活动为一体的专业

金融博物馆，交织的记忆

都是不可磨灭的一段城

市历史。

2010年6月9日，中国金融博
物馆（后更名为天津金融博物馆）
在原法国俱乐部旧址对外开放。
罗丹介绍，说博物馆收藏并展出了
大量与金融相关的珍贵文物和历
史资料，生动呈现出金融行业的发
展历程，“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座
建立在‘真古董’文物建筑上，展现
重要文物的博物馆。”

馆内的八角厅和仪式厅的大理
石地板，一直保持着当年的原貌。
尤其是仪式厅、原舞厅，厅内的大理
石地板又被称为“弹簧地板”，在地
板的硬质大理石下敷设有缓冲减震
的结构，能够减缓舞者足部的疲劳，
同时也延长了地板的寿命。

馆内有中国及世界各个时期
的货币、金融票据，比如轮船招商
总局发行的中国第一张股票、有
毛泽东头像的唯一一张股票等；有
珍藏的《国富论》书稿及亚当·斯密
当时从事股票交易的凭证，及账房
先生所用的老账箱；互动环节有仿
照100 万真币和 36根一斤重的
金条，让参观者亲身体验人民币
和金条的重量……通过艺术品、
电灯泡、留声机、电脑等展品，生
动诠释了金融与艺术、科学、政治
乃至战争间的紧密联系。

该博物馆发布的数据显示，
作为一家民营非营利的公益机
构，13年来接待各界访客达到近
70万人次。在很多人看来，该博
物馆已是有相当名气的网红打卡
点，是天津特色文化游的银行街
的“起点”，博物馆门口的青铜金
融牛更是受到各地游客的喜爱，
以“执牛耳”造型拍照留影。

从博物馆公布的资料来看，
闭馆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建筑年久
失修存在巨大安全隐患，已不具
备安全运营的条件。博物馆在停
止运营并永久性关闭的同时，原
址门前的金融牛雕塑择日迁移。

据了解，天津新的同性质博
物馆或在附近择日开放。关注原
法国俱乐部旧址的各界人士，也
希望该文保建筑能够进行更好地
修缮保护和利用。

新报记者单炜炜王轶斐
图片除署名外

均由“天津老照片”团队提供

据中国石油流通协会发布的王汉
生《图说石油市场100年》中记载，1950
年，国家决定成立包括油脂在内的外贸
专业总公司。百货等内贸公司设省、县
各级公司，油脂等外贸公司在总公司下
设分公司、支公司、办事处。这标志着
由国家统治、以国营贸易公司为主体的
新中国贸易专业公司体制正式建立。

在天津，这个步伐迈得要早。在中
粮集团发布的企业历史进程中显示，在
1949年2月，中粮的前身——华北对外
贸易公司在天津成立，内外贸兼营。
1949年9月，华北对外贸易公司分设华
北粮食公司、华北油脂公司、华北蛋品
公司等专业公司。其中，华北油脂公司
所在即是原法国俱乐部建筑。10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华北对

外贸易公司所属机构开始陆续迁入北
京，改组为全国性的贸易公司。

见证了国家贸易机构的初创历史，
原法国俱乐部建筑很快成为了天津青
年梦想飞扬的地方。根据“天津老照
片”团队成员、天津历史文化研究学者
唐文权、陈硕提供的一些资料显示，
1953年8月，由天津市政府将华北油脂
公司拨给团市委建立青年宫。当年10
月1日，天津青年宫开幕。

青年宫占地面积7500平方米，建
筑面积3145平方米。为二层楼房，楼
上设有小剧场（兼大舞厅）、休息厅、展
览厅（兼排练厅）、阅览厅、小舞厅、会客
室。楼下有游艺室、乒乓球室、台球室，
美术小组活动室、图书馆等。后院广场
1954年冬季施工，增设露天大舞台、露

天大舞池、灯光球场、露天电影场和旱
冰场等活动场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初，曾被撤销数年的青年宫又恢复，陆
续恢复原有功能后，并改建小剧场，新
建建筑面积550平方米的展览大厅和
2700平方米水磨石地面的旱冰场。增
添了电子游艺机、150英寸彩色投影电
视、小台球、巧力击球、掷球、磁力汽车、
哈哈镜、组合健身器械等设备，以及各
类培训班用的电化教具等设施。”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天津青年宫原
主任李松年先生的回忆，1958年底，按
照团市委安排，他参加了筹建青年俱乐
部的工作，而当时的青年俱乐部设在东
马路的少年宫所在地。后来，青年俱乐
部与青年宫合并。改革开放后，天津青
年宫腾出旧址，异地重建。

华北油脂公司建筑拨给青年宫

天津青年宫旧影。 另一个角度的天津金融博物馆和在此参观打卡的市民游客。李丽平摄

天津青年宫正门。（资料图片） 原法国俱乐部旧址建筑，在“银行街”风貌建筑群中风格独特，吸引往来游客拍摄。李丽平摄

13年金融博物馆
接待近70万人次

是天津青年心目中的活动胜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