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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法国俱乐部：
几经变迁的文化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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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楼春秋》解说词：
以法国为中心，（当时）欧洲流行一股新的

艺术潮流，叫做装饰艺术运动，讲究的是实用、

理性。原法国俱乐部建筑整体没有太多的装

饰，主要的花纹是几何花纹，还有植物花纹，灵

感源于自然界。法国俱乐部建在这儿，为什么

没有选择大的古希腊、古罗马的柱式？因为它

自身的功能就是一种休闲的、时尚的行为，所以

选择了比较摩登时尚、比较流行的这样一种风

格。（节选，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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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天津开埠后，外国侨民逐渐增
多，俱乐部（亦常译作“总会”“球房”）作为
社会交际、文化娱乐的团体和场地，开始
在各国租界兴建。俱乐部有别于一般的
消费场所，集议事、饮宴、展览、演艺、健身
运动等功能于一身，成员多为具有相同兴
趣的特定会员，或由国别、职业身份来界
定。作为典型的文化娱乐类近代西洋建
筑，天津的外国俱乐部建筑多集中在中街
（今解放北路及解放南路北段），如英国俱
乐部、美国海军俱乐部、德国俱乐部。其
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当数原法国俱乐部，因
其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长期作为天津青
年宫使用，是全市广大团员和青年开展文
娱活动的主要场所。其建筑后又被开辟
为金融博物馆，在这条有着“东方华尔街”
之称的解放北路上，成为展示和解读天津
金融历史文化的新平台。

法国俱乐部是法国商人议事之所，也
是法国侨民的娱乐中心。法国著名军事
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军总指挥约瑟
夫·霞飞（在中国习惯称其为“霞飞将
军”），曾于1922年访华期间专程访问天
津；3月4日上午，霞飞抵达天津东站后，在
法国领事官员陪同下驱车过万国桥，先后
在英租界红墙外法国营盘参加阅兵典礼，
在法租界法国公园参加竖立战胜纪念碑
典礼。中午，霞飞来到法国俱乐部，受到
法国侨津商民及各国人士欢迎。霞飞发
表演讲后，有天津中国商会代表上台致欢
迎词，并赠送宝剑一柄。《大公报》记者向
霞飞赠送了该报当日出版的“欢迎霞飞大
元帅来华特刊”。当天，在法国俱乐部外
面的法租界中街上，特意临时搭建了一座
双门洞的“得胜门”（凯旋门）。此门为仿
石门形，由苇席搭盖，外用灰色纸彩画而
成。全市机关、商店、学校悬挂国旗表示
欢迎，各国洋行、银行也为此放假一日。
此外，为促进中法文化商贸沟通，1923年
法国商业展览会（法国出品货样陈列所），
在现存原法国俱乐部所在地块上的老建
筑中举办；这年10月12日晚间，驻华法国

商会天津分会曾在法国俱乐部举办开幕
礼宴会。

1946年7月15日，法国俱乐部改为盟
国俱乐部，旋即更名为“胜利联欢社”。胜
利联欢社旨在促进“国际团结”“友情合
作”，延续了原法国俱乐部的功能，成为法
国人社交活动的首选场所。1946年10月，
为欢迎法国驻华大使梅理霭携夫人来津，
法国驻津领事奚格瑞与夫人在胜利联欢社
举行宴会。联欢社内有食堂、台球房、纸牌
室、图书馆、舞厅、酒吧、网球场等，还组织
每周舞会、桥牌比赛、乒乓球比赛、音乐会、
法国电影招待会及济贫募款等活动，因此成
为当时天津各界聚会的重要场所。1946年
12月，燕京大学天津同学会约200人在胜利
联欢社举行联欢会，欢迎美国驻华大使、燕
京大学原校长司徒雷登来津访问。

法国俱乐部早期设立在今解放北路
与滨江道交口西北向的建筑中。该楼亦称
“击剑俱乐部”“剑会馆”，后被新华信托储
蓄银行大楼所替代。对角处的原法国俱乐
部现存建筑，由法租界工部局于1932年兴
建，为单层砖混结构，带地下室。建筑正门
设计在街角处并做斜角处理，最大特点是
门两侧逐渐收分的金色波纹状竖向线条和
扶壁灯柱，强调入口的引导性。中间厚重
的金色大门，上配大面积金属花饰镂空玻
璃，金碧辉煌。各开窗处微微凸出，上挑雨
罩，下与地下室窗的窗间墙用竖向条纹和
方块图案装饰。进入内部拾级而上，可经
八角形中央大厅便利通达不同房间，厅内
各门头均为八字形。厅顶设采光玻璃窗，

并悬挂一盏大型吊灯。楼外设有花园、球
场等空间，功能完备。建筑外形简洁、比例
得当，运用丰富的铁艺元素，体现了19世纪
末新工艺艺术运动特色。

天津解放后，华北区油脂公司曾在原
法国俱乐部办公。1953年10月1日，团市
委在此设立的天津青年宫开幕。青年宫
充分利用原建筑特点，改建后设能容纳
500人的小剧场，以及舞厅、游艺室、阅览
室、业余艺术活动练习室等。舞厅墙壁装
有彩色壁灯，游艺室内放置台球、乒乓球
和各种棋类设施。1980年，青年宫剧场经
过改扩建后，舞台面积和座位都有所增
加，可接待文艺团体进行整场演出并可放
映宽银幕影片。1992年，青年宫剧场及大
厅被天津市证券交易中心征用。经过改
造，青年宫由后操场出入，背靠露天舞台
的休息厅扩建为多功能娱乐厅，厅内设电
子游艺、大屏幕投影录像等。

除日常接待外，天津青年宫还经常举
办各种适应青年学习成长的革命历史展
览、文化知识讲座等活动。如1963年4月2
日，“雷锋同志模范事迹展览”在青年宫展
出。展览共分四部分，展出的实物和照片
共150件。这些展品是在北京中国人民革
命军事博物馆等单位协助下，将雷锋生前
遗物、照片原件，加工影印和复制而成。展
览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全市共计二十
多万人参观。1988年，青年宫曾举办著名
作家系列讲座，如吴若增讲“关于当代文学
的两大主题”，杨润身讲“东德观感兼谈我
的文学创作”，航鹰讲“我的文学创作及出

国观感”，肖复兴讲“中学生幻想曲创作谈”等。
2010年6月9日，中国金融博物馆（后更

名为天津金融博物馆）在解放北路29号原
法国俱乐部旧址对外开放。该馆收藏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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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
几经变迁，有着近百年历
史的建筑，正以崭新的面
貌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
珍贵文化遗产的守护者
和启迪人心的文博殿
堂。作为历经沧桑、得到
悉心保护而又加以活化
利用的文化瑰宝，这座建
筑将在城市发展中凝聚
和释放新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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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太子务记忆

高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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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赶太务。”朋友圈里，太子务
村的朋友发出介绍廿五赶集的帖子，勾起
我的思绪。

太子务村是武清区 622 个行政村之
一。这里的人提到太子务时，发音统统省略
了“子”字；“务”的发音，字典上就一个，但如
果您到武清找太子务村，直说“太府”就是。
我对“太府”记忆深刻，不仅因为那里是我父
母出生的地方，更源于我与姥姥的亲密感
情，那是我从7岁到14岁总去的地方。

1962年，我第一次去“太府”，足足住了
半年。1966年到1970年，我又断断续续在
那里住了一年半，直至实在忍受不了夏天蚊
虫过敏和冬天冻伤遭罪，这才返回“太府”人
向往的“天津卫”。当时，农村有自行车的家
庭就属于富户了，因而“太府”的人骑车去一
趟杨村都要兴奋数日，更别提天津城了。

那时候的“太府”，属于河北省管辖，全
村约500户人家，与周围村落比很有影响。
关于太子务村名的来历，有一个古老传说：
辽代有一位太子乘船路经这个地方，天已
黑，就将船靠岸住宿此地，因而取名“太子
坞”，后衍变为“太子务”。村里有四大姓，
村中心姓孟，我姥爷祖辈的家；村西，高姓
为主，我爷爷家族；村东，李姓为主；村南，
张姓为主。孟高李张约占全村一半人口。
印象尤深的是，有一孟姓人家，在村里是大
户，据说其祖先是几百年前从山东邹县迁
徙落户于此的，后人聪敏睿智幽默，尤其追
溯到上几代的孟鼎臣，人称孟大先生，是袁
世凯儿子的私塾老师，在京城只要有“太
府”乡亲找，孟大先生一律热情招待，临走
还必塞给乡亲几块大洋。我还见过孟大先
生的儿子孟一民，他早年毕业于北洋法政
学校，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孟大先生的孙子
孟家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武清城关中
学的名教师，英语、语文、数学样样能教。

听村里老辈人说，“太府”廿五集始于
清代乾隆年间，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
这是一年仅一天的年集，逢这一天，“太府”
周边十里八村的农民把自家东西拉到这里
来卖，除了做买卖也走亲访友，气氛不亚于
大年三十。记忆中的“太府”廿五集非常热
闹，所买卖的东西相对比较集中，有新鲜的
猪牛羊肉、活鸡、豆腐、香油，还有各种农作
物，以及篮子、簸箕、大锅盖等日用品，农民
们来此喜悦地把劳动成果换成钱。伴随着
大集，村里还在东学校（太子务小学）操场
上组织篮球比赛，“太府”一年四季篮球比
赛很多，村篮球队水平胜过周边的仓上、南
马房等村，一个叫郑和的村民总当裁判。
看得多了，也懂得了一些比赛规则，我喜爱
看体育比赛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太子务划归为泗村甸
乡；上世纪60年代中期，全村由一个生产大
队管辖，大队又分12个生产小队，村中心以
东学校为基点。大队支书叫李贵，五官端正，
一身正气。50多年过去了，曾经在“太府”插
队的我姐姐，如今提起李贵来仍然赞不绝口，
那真是一名好干部，还有他身边的杜金露、张
文全、李成林、尔全、方连友、范朝友等，都是
优秀的共产党员，没有一点私心。李贵总是
披着破棉袄到老乡家解决问题，从不搞特殊
化，工作之余还要拿着锄头下地务农。他们
的家和老百姓的家没有任何区别。

还记得，那时“四清”工作队队员住在
我三姥姥家的西房里。有一天我悄悄划开
窗户纸，从缝隙中看到工作队的刘姨，现在

回想起来，她当年最多30岁出头。“四清”队
员日常吃饭由队干部安排，每天交给村民
一斤粮票和三毛五分钱，轮流各家各户
吃。自然，这个刘姨总在姥姥家吃饭，跟我
很熟，只是我这个刮窗户纸的动作令她严
肃地问了一声：“谁啊？”“我啊，孟家的外孙
女，有事向您反映。”说着我就进了屋。她一
脸惊讶问我啥事，我就一五一十地说起来。

那些天姥姥家总来一位老人，我叫他
陈爷爷，他一坐就是大半天。那年冬天异
常寒冷，阳光却毫不吝啬地通过玻璃和窗
户纸洒满全屋。陈爷爷坐在那里拄着手
杖，眯着眼睛好像在享受着不花钱的温
暖。他时不时撩开沉重的眼皮跟姥姥说他
的难处，我也听个大概，知道大队安排的帮
他挑水做饭的人总不按时去。我说：“有共
产党、毛主席在，贫下中农的事就有人管。”
陈爷爷笑了，露出来仅有的几颗黄褐色的
牙。他走后姥姥告诉我，陈爷爷快一百岁
了，无儿无女。有几天，陈爷爷没来，我想
到他那张发愁的脸，就一鼓作气，如同捅窗
户纸一样把他的事也捅开了。

几天以后，陈爷爷又来姥姥家，步履也
轻快了一点。进门就对姥姥说：“这丫头真
行，把我的事跟工作队说了，挑水做饭的就
都来了。这么小的孩子真能办大事啊。”

此事不久，姥姥对我说，等你将来真能
办大事，别忘了给姥姥找一位解放军。她
拿出两张照片给我看，照片上是同一位身
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的军人，英姿挺拔，
精神十足。照片背面的签名是“義俊田”。
姥姥说，快解放的时候，这位军官和他的警
卫员从东北四野来到河北省整编，住在咱
们家，给我讲革命道理，帮助村民挑水扫地
喂猪，帮助大家学习文化，你妈就是那个时
候当上妇女主任的。他们南下解放全中国
的时候，你妈在东学校代表村民欢送解放
军。要不是你奶奶阻止，她就跟部队走了。

姥姥1974年突然病故，我到了“太府”
哭着找舅妈要義俊田的照片，舅妈说以后
再找，可几十年过去了，她始终也没找到。
后来舅妈说起那年和舅舅结婚，红门帘子
还是義俊田帮着挂的呢。再后来已耄耋之
年的妈妈也念叨起義俊田，说他当年临行
前嘱咐她好好学习，送她单行本的毛主席
著作《将革命进行到底》，南下前他还对姥
姥说，大娘，只要我活着一定还来看望您。
他走后的转年，我妈在天津收到他的来信，
信中说自己肝不好。那是1950年的夏季，
我妈刚生下我姐，满月那天，她就和姥姥抱
着婴儿一起照了张两寸照片，寄给了远在
安徽的義俊田。但此后杳无音信。2008
年，我写了一封《義俊田老伯伯，您在哪
里？》的信，投给《解放军报》，很快军报刊出

寻人启事，但也无下文。尽管遗憾，我也算
是记住了两代人的托付。记得姥姥生前每
当听到村里的小喇叭播放歌唱家马玉涛唱
的“见到你们格外亲”，就会陷入沉思，呆呆
地想義俊田和他的警卫员，泪流满面。有一
年我特别想姥姥时，就给马玉涛写信叙述了
这件事，并赞扬她年年参加文艺家慰问老区
的活动，马老还给我写了一封回信呢！

在“太府”，也有我好奇的事情。尤其是
看舅妈做饭，她把玉米面大饽饽转着圈贴在
锅边，怎么也掉不下去，锅里是香喷喷的玉米
米查粥。饭真香。至今我喜爱农家院炒的鸡蛋
熬的粥，也与那时的经历有关。印象中，冬天
村里大多数人家的窗户没有玻璃，姥姥家有几
块玻璃，但是高一点的窗户是用专门的窗户纸
糊的，绷得紧紧，很抵寒。

小学四年级后，我天津的学校停课两
年，我就在“太府”插班六年级学习，在班里
成绩顶呱呱。大舅家的淑华表姐上县里读
初中去了，我成为村里的小“秀才”，顶替了
她的位置。

每年廿五集前，“太府”性格腼腆、说话
木讷却爱笑的姜致和大叔就开始忙碌起
来，热心为乡亲们写对联、写福字，只有这
时候他的眼睛才特别有神。他的字毫不夸
张地说如标准的正楷欧柳结合体，和著名

书法家田蕴章、田英章兄弟俩的字很像。
1968年，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有机会和
姜大叔为全村500户家庭写对联，用红黄两
色油漆写在门框上。我们准备好两色油漆
小桶，姜大叔提一个，我提一个。我出词，
他刷漆底色，等油漆干了再写字。他从没
有对我这个十几岁小女孩说的词产生过半
点怀疑，我说什么他就写什么，我力求500
户不重样。那些天和姜大叔在一起写对联
真是快乐，我向他学习书法，收获不小。

我回天津上学的前一天晚上，姜大叔闻
讯来到姥姥家门口，隔着简易院墙的缝隙，
塞给我一本小字帖，嘱咐我好好练字，将来
一定有出息。多年来家里不少字帖都不知
去向，可姜大叔送的字帖我至今珍藏着。几
年前我再去武清，与姜大叔的妹妹、年已79
岁的姜老姑联系上，才知道姜大叔怀才不
遇，一生坎坷，最后抑郁而终。想起那年我
跟着他走街串巷写对联，他实足年龄仅35
岁。我恨自己这些年忙于工作，忘了亲情乡
情。如今我也到了古稀的门槛，发现早应该
报恩的、叙旧的、回访的亲友，一个个竟然都
陆续离世，留下的是无限的惆怅与回忆。

太子务给了我朴素的世界观，令我在人
生的道路上总怀着一颗淳朴的心看世界、待
他人。从小就近距离接触农民和农村，让我
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从不与人攀比。

如今的武清，村村通公路早在三十多年
前就实现了，公交车直通“太府”姥姥家的房
边，遗憾的是，姥姥去世早，没能看到她梦中
的愿景。当年姥姥从“太府”到天津，需要走
12里旱路到落垡车站，再由落垡站坐绿皮慢
火车两个多小时到天津东站。如今她的子
孙们开车不到40分钟就从武清进入市区。

时光荏苒。看朋友圈的介绍，今年春
节“太府”的年集从腊月二十五持续到正月
初九，不仅可以赶集购物，还有热热闹闹的
庙会。我重返“太府”的理由又多了一个。

难忘太子务，难忘廿五集，难忘我的乡
亲和故土。

网络时代，一切
都可以很快捷，一切
也可以虚拟，但是包

括春节在内的传统节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重视，讲究仪式感的民俗也越来越有人气。
尤其是21世纪的年轻人纷纷穿上汉服，弹
弹古琴，写写毛笔字，背诵古诗……形成了
全方位的国潮。

过年期间走到哪里都有浓浓的春节味
儿。大红的灯笼、红纸黑字的春联，还有那
些穿着红衣红袜的售货人员……根深蒂固
的大年气息依然活跃在华夏大地，这或许
就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真谛。

民俗可以随时代而更新，方式更是可
以在守正创新中得以不断推出新花样，只
是中国人过自己的大年时那种情景，那种
文化深处的沉浸是不可忘却的。

明代贡生彭孙贻有《小年夜词》：“今年
今日倚春娇，梳得云鬟懒上翘。斜插柏枝
花一朵，旁人说是小年朝。”古时吴人将正
月初二之夕定为小年夜，新正三日为小年
朝。这首诗的后半部有一句“五色彩笺频照
影，喜看百子映红椒”。古代中国人也喜欢
用柏树枝做配饰，插在头上或别在襟前。因
为“柏”在汉语中谐音为“百”，所以“百子”是
子孙兴旺的吉庆词儿。西方的圣诞老人乘
坐鹿拉的雪橇，而中国的老寿星也是骑着
鹿。“鹿”谐音为“禄”，可以理解为俸禄，也
可以寓意长寿，古有“鹤鹿同春”的吉祥用
语。西方肯定不是这个谐音，他们有多种相
关传说，总之鹿是有些神仙气儿的，这说明
人类之间有许多契合之处，希冀美好、向往
富裕是一个共同的愿望。

旅游需要文化，国潮也需要文化，而
文化不仅是红衣红饰红花，更重要的是丰富的内涵。彭孙贻《小年
朝词》中有这样的诗句：“宜春翠胜称安翘，花滚裙红褶未消。侍女
衣篝漫收拾，今朝正是小年朝。”“三朝新岁两朝霜，晓起轻寒压闹
妆。更启巾箱上眉艳，春山暖入紫貂长。”清代沈钦韩有《拜年诗》，
一开头“熏炉灰暖烛光紫，连街爆竹开门喜。闺中揽镜插边花，厨下
注汤瀹园子。主人衣冠斗簇新，拈香先拜家宅神……”我们的先人
为什么讲究过年要新衣新帽新鞋？是为了新年能有新气象，忘却头
一年的某些不如意，从而以新面貌新形象迎接崭新并幸福的来年。
拜宗祠也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不忘祖先，不忘
中华之根脉，春节正是一个关键节点。

农历正月七日，谓之“人日”。唐代风俗是这一天女子要穿戴相应
的服饰。温庭筠在《菩萨蛮》中写：“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
香红，玉钗头上风。”既有衣服质材的形容，又有衣服颜色的联想。发
饰、化妆，一应俱全。“胜”是一种菱形装饰，《山海经》里就说西王母“蓬
发戴胜”，而“参差剪”则是在说工艺的精妙了。最后落到头上的“玉
钗”，而且还颇具灵动感。

春节突出了一个“春”字，“一年之计在于春”的情结也是中华文明的
亮点。“春盘宜剪三生菜，春燕斜簪七宝钗”，元好问在《喜春来·春宴》中描
写的少女发型与头饰，正是突出了人们在春天到来时的喜悦。其中“春
燕”是姑娘们头上戴的应时头饰，以五色彩绸为燕戴在头上，邻里之间争
奇斗艳。《荆楚岁时记》中记载：“立春之日，悉剪彩为燕以戴之，帖‘宜春’
二字。”西晋傅咸《燕赋》中写：“四时代至，敬逆其始。彼应运于东方，乃设
燕以迎至。翚轻翼之岐岐，若将飞而未起。何夫人之功巧，式仪形之有
似。御青书以赞时，著宜春之嘉祉。”看，中国习俗中有多大的学问！

过春节，我们感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看国潮，我们在新风扑面中
看到无尽的希望。

华说华服

关于读书，很多人提出要读纸质的书，
不能读电子书。好像读纸质的书才是读书。

读书读的是什么呢？读的是内容，而
不是载体，纸和电子屏幕都是媒介而已，
呈现出来的文字，该是《红楼梦》还是《红
楼梦》，该是儿童读物也还是儿童读物。
说起《红楼梦》，我记得有一次听一位大学
者讲课，他说，读《红楼梦》怎么也得看纸
质书吧？作为媒介，书的内容曾经在布绢
上、竹简上、石头上、铜柱上，如果一味想
复古，纸张都显得不够资格；向未来看，电
子阅读不仅完全可行，甚至可能取代纸质
书。纸质书曾经也是新鲜事物。

现在网络发达，电子阅读软件非常
多，装在手机里，拿在手里，方便快捷。
曾经流行过阅读器，单一功能就是读书，
现在更常见的是用手机来读，不少手机
功能强大，画面清晰，和纸质书比起来更
方便携带，载体不同，阅读的感受不一
样，但阅读的内容没有两样。手机阅读
比电脑又灵活了一些，台式电脑会把人

固定在房间里，而就算笔记本电脑，在拥挤的人群里也不方便打开。手机
就不同了，在局促的环境里，如在嘈杂的地铁上，至少可以把手举高，有一
个手机屏幕，能阻挡贴面人的焦虑的呼吸，能把那段时间充分利用起来。

如今，手机已经是重要的工具，很多人须臾不能离开。可是谁只要看
手机时间过长，还是要被“恶狠狠”地称为：玩手机。也难怪有人一天到晚
拿着手机不放，手机里的各种功能，比如微信，除了是社交工具，也是重要
的传输工具。替手机一辩，手机不就是沾满了我们各自的汗渍，带有一定
体温的伙伴吗？能用来支付、聊天，当然也能用来阅读。

一味批评手机阅读是碎片化阅读，这是不客观的。在手机阅读“狙
击”传统阅读方式之前，人们也是在进行所谓的碎片化阅读，时间并不长，
但很多人好像已经都忘了。那时候街头的报刊亭红红火火，人们手里拿
着的，除了不同类型的都市报，还有五花八门的文摘杂志。就连恋爱中的
男女，也把青春杂志作为有效的“武器”，互相分享读物或者鸡汤文，朦胧
中尚未捅破窗纸的男女，互相借阅图书，夹带信件，传递情意，就像现在的
朋友之间也会转发一些电子版的文章，情况没有什么区别。

既然说开卷有益，那么用手机阅读也可视为一种“开卷”方式，如简单将
其归为碎片化阅读，颇有值得商榷之处。传统的读书卡片是不是碎片化？抄
写在笔记本上的名言警句是不是碎片化？零星时间看系列散文家的文章是
不是碎片化？背诵一首一首的唐诗是不是碎片化？《全唐诗》好多卷，也只能
用所谓碎片化的时间和方式去阅读背诵，少有人用一个集中时间去背古诗，
都是碎片化地用一生的时间读诗品诗。况且，什么是碎片化？所谓的碎片化
其实是被充分利用起来的零星时间。只要去阅读，就是开卷有益，不管是纸
质阅读，还是电子阅读，工具不重要，重要的是阅读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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