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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颂平旧居：
蜚声收藏界的“海天屋”

成淑君秋
春楼
小
【91】

●《小楼春秋》解说词：
吴颂平旧居这座小楼，以现代人的眼光看，也

不失精致典雅，既古典又摩登。如今这座建筑已

化身为餐厅，昔日的旧宅里流转的是形形色色的

食客。厚重的历史，特色的菜品，优雅的环境，在

家族世代相传的故事中，为昔日的辉煌续写了一

个跨越百年的结尾。（节选，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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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宜量力而行
杨仲凯

陈炳富：
中国现代管理学的开拓者之一

高阳

诗词三首

和平区昆明路117号矗立着一座欧式乡
村别墅风格的西洋建筑，主体为二层砖木结
构独立式住宅，局部为三层。平面呈八字
形，红瓦大坡度尖脊屋顶，外立面为混水墙
面，局部是硫缸砖清水墙。墙体有独具一格
的狮面装饰环和中世纪欧洲古典风格的壁
灯，楼门则是毛石和硫缸砖相间砌筑而成的
古罗马城堡式拱券门。立面构图简洁明快，
形体特色鲜明，高耸的双坡顶错落有致，建
筑造型大气而端庄。这便是吴颂平旧居。

吴颂平（1882—1966），名熙忠，字颂平，
以字行。祖籍安徽婺源（今属江西）。父亲吴
调卿曾担任汇丰银行天津分行买办达25年之
久，在天津还投资兴办了自来火公司、硝皮厂、
织呢厂、打包公司、电灯厂和自来水厂等众多
企业，积累了庞大的家产，人称“汇丰吴”。吴
颂平是吴调卿的长子，出生在天津，毕业于北
洋巡警学堂，先后任乾清门御前侍卫、京绥铁
路局警务处处长等职，后赴美留学，回国后追
随孙中山先生多年，主要从事经商和社会活
动，是英商赛马会的名誉董事和水阁医院董
事，也曾任日资企业大华煤油公司常务董事。

吴调卿去世后，吴颂平搬离“吴家大
院”，1934年在英租界康伯兰道兴建了这座
被其称为“海天屋”的高级花园别墅。别墅
占地面积约7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800平方
米，由“泰兴工厂”承建，设计者为“海天屋主
人”，工程师则为奥地利建筑师罗尔夫·盖
苓。别墅内部装修豪华，新颖的客厅壁炉和
日式木结构花厅极有特色。庭院内布置有
喷泉和凉亭，种植着各种名贵花草树木，幽雅
的环境与风格别致的建筑相互辉映。这座宅

邸见证了吴颂平中西文化兼收并蓄的生活。
他酷爱驾驶摩托车和汽车，1903年在上海就拥
有了驾驶证，被称为“中国驾驶汽车之第一
人”。据说他一向都是自己驾车，从不雇用车
夫，对汽车修理也颇为精通。他还经常在可容
纳数十人的别墅客厅里宴请宾朋，举办舞会。

吴颂平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痴迷于
京剧艺术和文物收藏。他是天津著名的京剧
票友，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他自幼热爱京
剧，工小生。先后向京剧名小生徐小香、德珺
如和程继先问艺，以文戏开蒙，打下良好的唱
工基础，并颇得程继先之真传。他嗓音宽亮，
腔调古朴，多走宽音，靠把、雉尾、扇子、纱帽、穷

生、娃娃生等生行各门类无一不能，拿手戏有《辕
门射戟》《飞虎山》《黄鹤楼》《镇潭州》等，80余岁时
仍能轻松演唱《监酒令》《罗成叫关》等小生唱工
戏。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唱片社曾为他灌制
《罗成叫关》唱片，当时他已届八十高龄，演唱仍然
游刃有余。吴颂平也是京剧票房“雅韵国风”社的
重要成员，后来又与武生票友朱作舟合组“琴声雅
集”国剧社，收集了许多珍贵的梨园资料，还时常与
京剧名票、名伶举办大型义演或受邀到堂会唱戏。

吴颂平的另一大爱好是文物鉴赏和收藏。
他是闻名天津的文物收藏家，藏品精品荟萃，生
前致力于古代铜镜、宣德铜炉、历代官窑瓷器等
文物的收藏。宣德铜炉是吴颂平收藏的重要内
容，他自诩为“宣炉之王”，对宣德铜炉颇有研究，
收藏的部分精品铜炉曾被故宫博物院收藏。他
收藏的三国鎏金神兽镜、汉画像镜、唐瑞兽羽
人葡萄镜等古代铜镜均价值非凡，体现了收藏
者独特的收藏情趣与审美意识。唐瑞兽羽人
葡萄镜，是国内唯一刻有羽人形象的葡萄镜。
吴颂平对所藏的铜镜极为呵护，为每件铜镜都
定制了上好的硬木方盒，上贴“新安吴颂平氏，
海天屋藏”的圆形标签。

1990年9月，吴颂平的子女将他生前所收
藏的文物精品198件，全部捐给了天津市艺术
博物馆。这些文物包括25件铜炉、31件铜镜、
15件古瓷、91件铜带钩、12件古墨古玉等。另
外，吴颂平还曾收藏宋刻本《周曇咏史诗》，该版
本是传世版本中唯一集诗、注、评于一体而保持
原貌的本子，属海内孤本，极具学术价值。
作为收藏家，吴颂平从不把收藏的文物当

成私家专享，秘不示人，而常以物会友，互相品
鉴，以此提高彼此赏鉴和收藏的水准，弘扬祖国
传统文化。经天津大收藏家徐世章发起，每周
四定为文物鉴赏日，吴颂平、何瑞章、杨晋、马少
眉、张叔诚等人轮流到彼此家中欣赏文物。他
们志趣相投，均有收藏和鉴赏古物的嗜好，又擅
长书法，互相为各人喜爱的
藏品题词赋诗，鉴赏品评。

历经数十年，吴颂平旧
居作为重点保护等级历史风
貌建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仍保持了原有的建筑
风貌，现为“花园酒店”，以上
海风味餐厅对外营业，游客
可以进入洋楼参观。

南开大学校园内矗立着一块“智圆行方”的石碑，这是南
开商科一条重要的育人理念，已经成为几代学子的精神内
核。这四个字也是陈炳富先生为人治学特点的高度概括。

陈炳富先生1920年12月出生于安徽和县。尽管年少时
家境贫寒，但他笃志好学，学业成绩优异，自1934年在县立初
中求学起，多次获得奖学金。1937年始读于湘西高中。1940
年考入内迁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外文系。翌年，转考入昆明
西南联合大学经济学系。他思想进步，在校期间参加进步读
书会，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值乱世，先生倾向革
命，亦不忘学业，主编壁报《论衡》和《经济论衡》，经常发表进
步言论，为校内翘楚，受到师生的注目。先生1945年毕业，
1946年冬到南开大学任教，先后在经济研究所、经济系、管理
学系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0年任新创办的管理学
系主任。2011年，中国管理科学学会授予先生管理科学领域
唯一一个由中央单位组织评选的“管理科学奖”（学术类），以
表彰他为中国管理学科重建所作的历史性贡献。

在国际影响方面，先生曾任南开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
主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席、欧洲国际市场
学会（EMAC）常务理事和国家协调员等。他广泛招揽国际
人才，布局管理学系的国际平台，开拓了与加拿大、美国、日
本等国高校的交流合作基础。他倡导的中加联合培养
MBA和博士项目被誉为“南开—约克”模式，堪称中国管理
教育史上的创新经典。他的学生张文中回忆说：“陈先生身
体力行，他致力于开展国际交流，在管理学的研究和教学中
积极采用英文原版教材，并请外籍教师直接用英文授课。”

陈先生提出的重估中国传统智慧、建设中国特色管
理学的比较研究思想，依然是今天管理研究的热点和重
要愿景。他较早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和宝
贵经验，提出自古至今中国有许多管理实践与管理思想
值得探讨、研究、总结，应创造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管理理论。他认为西方只有管理科学，没
有哲学思想，我们中国人要用中国的文化解决中国的问
题。他从古人的智慧里提炼的“智圆行方”的管理学科育
人理念，持续塑造着广大南开学子的品行。

先生在国内率先提出古代兵法在现代经济管理中的借

鉴和应用的命题，将《孙子兵法》与古代经济管理学结合起
来进行探讨与研究，发表了大量功力深厚、富有新意的著
述，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不但受到国内
管理学界和史学界同仁的推崇，还引发了西方学者的浓厚
兴趣和合作愿望。先生的学生、南开大学商学院戚安邦教
授回忆说：“陈先生治学非常严谨，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
《道德经》《孙子兵法》都是要求背诵下来的，上课就是研讨，
类似于《论语》讲的‘自贡问为仁。子曰……’都是一问一
答、研讨、辩驳，先生博学强记且孜孜不倦。有一年，年事已
高的他去国外探亲，利用三个月的探亲时间，坚持把学生不
容易理解的文言文翻译为白话文。他曾经把《孙子兵法》翻
译成英文版，海湾战争的时候曾有一美国将军想找陈先生
要这本英文版《孙子兵法》，但是他没给。”

陈炳富先生以一个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提出了理论与
实际结合、学科结合、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四结合”的观点，
四个“结合”既是管理学科的办学思想，更是指导中国特色
管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思路。他时刻关注国家发展的需
要，早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切中时弊，有补于制度，跃动着
一颗拳拳赤子之心，也奠定了他的治学风格：研究紧随时代
的发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他在指导学生作论文设计时，
曾鼓励学生进行管理学新视角的研究：“不要只考虑题目难
不难，要想对社会有没有价值。”而且他一直坚持理论研究
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曾长期深入企业作调查，风雨无阻，很
多企业的人自称是他的学生。去自行车厂时，他每天骑一
辆非常简陋的车子出入，老教授的俭朴生活和做学问的认
真，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许多当时曾求
教于陈先生的企业领导人，说起这些事来，依然满是敬仰。

陈先生十分重视培养兼具多种学科背景的人才，发挥各
学科特长，以多学科结合的优势去解决定性和定量的问题，甚
至亲自去不同学科挖掘人才，会聚到南开大学商学院管理学
系。1990年，陈先生与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开始联合培
养战略管理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同年，他招收了国内第一个美
籍博士生。曾有位韩国籍博士生求学于陈先生门下，语言沟通
和学习压力都大，陈先生就请英语能力较好的学生戚安邦帮他
排忧解难。陈先生对这名韩国学生特别关注并青睐有加，后来
这名学生不仅成绩斐然，更成长为南开大学商学院的教授、博
导，对天津、对南开感情深厚，在中韩之间教育、经济、文化等领
域的交流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并于2023年8月被
天津市人民政府授予天津市海河友谊奖提名奖。

陈先生展现的兼收并蓄、平易近人的大师风范，为当今高
等院校师德建设树立了光辉典范。戚安邦教授回忆说：“我得
知自己博士被录取的时候，恰好也申请到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
资助，可以去美国留学进修。当时陈先生问我的个人意见，我
说我可以放弃去美国、读您的博士生。但是陈先生的意见却
是，你入学后就去美国，回国后继续读博，不要耽误个人的发
展。陈先生当时的决定是特别大公无私的，他就是惜才爱才，
想创造一切机会供学生成长，这种师德风范一直影响着我。”
张文中回忆说：“记得我们当时常常会晚上去陈先生家。往往
是上一拨还没走下一拨就到了。工作了一整天的陈先生尽管
很累，但他对学生始终充满激情，对大家在学业上、生活上的各
种问题，总是耐心细致地释疑解惑。”经陈先生亲自指导的硕
士、博士遍布海内外，且大都在管理学科和其他领域作出突出
贡献。陈先生在退休后仍关心我国管理教育的发展，曾在病床
上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写信，就加强我国高校管理学
科师资队伍建设等问题提出建议。

今天的南开大学商学院已经成为拥有国家级重点学
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国家社科创新基地的实体化学院，已逐
步成为中国商科人才的培养重镇，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体
系的创新高地，服务经济社会的高端智库平台，“中国情景、
中国理论、国际表达”的重要国际交流平台。腾飞的商学院
与陈炳富先生生前呕心沥血的工作息息相关。

陈炳富先生一生虽然经历过很多坎坷，但是他从来没有
抱怨过生活，永远是一种从容淡定的状态，不计较个人得失。
他以严谨的学理训练、深沉的现实关怀，探讨传统文化的价值
重建，推动现代化的管理学创新。特撰此文，以抒缅怀之情。
（作者系南开大学商学院学科发展办公室主任）

【学人小传】

陈炳富（1920—2010），安徽和县人，著名管理学家、教

育家。1946年受聘南开大学，曾任南开大学管理学系首任

主任、中国科学院管理学部的学部委员候选人。20世纪80

年代初，他主持了南开大学恢复商科（管理）教育的工作，组

织成立了国内最早以“管理学”命名的系科。1980年以来，

他主持完成了16项国家和天津市重点研究项目，先后出版

专著、教材、译著、工具书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

特别是由他任总主编的“南开大学管理系列教材”和“南开

大学现代管理译丛”，为国内管理学科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

动作用，为南开大学管理学科在国内赢得了较高声誉。

日记是一种特别有趣味的文学形式，
自然、真实，既可以作为文学样式研究，又
常常具有社会史、文化史乃至经济史的价
值。文化人日记中的新年也呈现出别样
的趣味和历史风景。

鲁迅日记向以简约、明确著称，里面
有不少关于新年的记述，或略或详，呈现
了不同时期的风貌。北京绍兴会馆时期
的鲁迅，生活相对简单，连新年也过得极
为简单。1913年2月6日：“晴。旧历元旦
也。午后即散部（步）往琉璃厂，诸店悉
闭，仅有玩具摊不少，买数事而归。”1917
年1月22日：“晴。春假。上午伍仲文、许
季巿各致食品。午前车耕南来。下午
风。晚许季上来，并贻食品。旧历除夕
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许广平
称此时期的鲁迅充满了“深沉的忧郁和艰
难的探索”。八道湾时期，周氏家族聚居，
兄弟怡怡，鲁迅的新年生活丰富了不少，
日记中有不少友朋相聚饮酒的记录。1920
年2月19日：“晴。休假。旧历除夕也，晚
祭祖先。夜添菜饮酒，放花爆。”1922年1
月27日：“旧除夕也，晚供先像。柬邀孙伏
园、章士英晚餐，伏园来，章谢。夜饮酒甚
多，谈甚久。”1923年2月15日：“晴。下午
游小市。旧除夕也，夜爆竹大作，失眠。”2
月17日：“晴。休假。午二弟邀郁达夫、张
凤举、徐耀辰、沈士远、尹默、臤士饭，马幼
渔、朱逷先亦至。谈至下午。”

1923年8月2日，因兄弟失和，鲁迅从
八道湾迁至砖塔胡同，这一时期他情绪低
落，一度大病，前后延续39天，1924年的新
年也颇为低沉。1924年2月4日：“旧历除
夕也，饮酒特多。”2月6日：“夜失眠，尽酒一
瓶。”有时鲁迅也会连续工作，不计较节日
与否。1925年1月24日：“晴。旧历元旦也，休假。自午至夜译《出了
象牙之塔》两篇。”1月25日：“夜译文一篇。”1月28日：“夜译白村氏《出
了象牙之塔》二篇。作《野草》一篇。”

上海时期，看电影是鲁迅的一大爱好，这也是他摩登的一面。
1928年1月22日：“旧历除夕也，夜同三弟及广平往民（明）星戏院观
电影《疯人院》。”1929年2月10日：“星期（日）。晴。旧历元旦也。”2
月11日：“午后同柔石、三弟及广平往爱普庐观电影。”1934年2月19
日（正月初六）：“晚蕴如及三弟来并为取得《作邑自箴》一本，《挥麈
录》七本。饭后同往威利大戏院观电影，为马来深林中情状，广平亦
去。夜雨。”观电影《龙虎斗》。2月22日：“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并邀何
太太携碧山往虹口大戏院观电影。”观探险片《非洲小人国》。当然，
鲁迅不仅看电影，还陪海婴放花爆，可谓少有的欢乐时光。1933年1
月25日：“旧历除夕也，治少许肴，邀雪峰夜饭，又买花爆十余，与海
婴同登屋顶燃放之，盖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二年矣。”1935年2月4
日致杨霁云的信中，鲁迅写道：“舍间是向不过年的，不问新旧，但今
年却亦借口新年，烹酒煮肉，且买花炮，夜则放之，盖终年被迫被困，
苦得够了，人亦何苦不暂时吃一通乎。”

与鲁迅日记的“枯瘦”不同，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浦江清的日记则要
“丰腴”不少，甚为详细。他的《西行日记》中记录了1943年的新年景
象。1942年底，浦江清历时半年，辗转九省，终于抵达昆明，从敌占区
的“僦居上海”到“自由区”的昆明，他心情大好，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新
年。1943年2月3日：“龙泉镇六天一街子，今日因逼岁除，添一街子。
鸡蛋二元一个，生花生二十元一斤，鸡四十五元一斤，牛肉十六元一
斤，皆比平日贵。虽现在平价亦压不下去，闻城内东西更售缺，更贵
也。是日闲暇无事，读《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杂书，连读数篇南岳游
记，颇怀南岳之生活。是晚为小除夕，与佩弦讨论如何过年。”“街子”
是云南方言，即市集。浦江清详细记述了其时昆明的物价。当时，“教
授阶级甚穷”“都感经济压迫”。2月4日，旧历岁除：“上午佩弦请吃烤
年糕。下午同人集合包饺子（即角子）。晚饭即吃蒸饺，另菜二碟，佐
以酒。又闻家送来鸡肉一碟，萝卜球一碗。此即年夜饭矣。同人兴致
尚好。我自幸今年得在自由区过年，如仍僦居上海，则愁闷可知。晚
饭后在闻家打牌。”年夜饭虽然简单，但在当时历史情境下也不失充
足，友人相聚，又有打牌游戏，浦江清在上海时的“愁闷”早已消散，心
情自然不错。2月5日，旧历新年，亦立春日，浦江清写道：“午饭有烧
肘子、炒猪肝、冰糖白果等，皆何善周所安排。在故乡元旦吃素，此间
旅居同事，不能守此矣。下午想出门作黑龙潭之游，不得伴。晚饭后仍
入雀局。是晚镇上有龙灯戏。”在次日的日记中，浦江清又解释了此间
的“热闹情形”，“因废除不平等条约，与盟国成立新约，故政府特下令庆
祝三日。同时世界战局形势好转，胜利在望。”由是，“民间庆贺旧历年之
高兴，远比往年为胜。”2月8日，浦江清与闻一多、朱自清一起完成了黑
龙潭之游，“与一多夫妇及佩弦散步至散村余冠英家。又到黑龙潭散
步。夕阳照潭，竹树荫蔽，境甚清幽。庙中山茶尚盛。一株梅花姿态甚
好，正盛开。”此时浦江清的心情正似“尚盛”的山茶，也如“盛开”的梅花。

浦江清认为日记可“作日后追忆过去生活之张本”，确乎如是。
通过日记，我们往往能追寻到主人的性情、趣味，得观生活自然、真实
的一面，又能看到历史和社会的各种风景。

历朝历代都有著名的藏书楼，很多到现在依然屹立，藏书楼
的主人就是那些大藏书家，他们为了抵御战火和时代变迁不惜
倾家荡产，甚至几代人传承接力藏书的感人故事流传到现在。
直到现当代，也颇有一些著名的藏书家，个人的藏书规模和藏书
质量相当可观。藏书家多是学问家，藏书并且读书、著书。

但在当下，个人藏书跟过去相比还是有了很大的变化，
公办的图书馆还在考虑图书电子化的问题，个人藏书的功能
与理由、意义和价值，也应该重新考量和探讨。

藏书，藏的是物理意义的图书本身，而不是书上所附着
的知识价值。过去，书籍承载的知识和信息可以通过印刷的
方法批量复制得以流传，读书人在意不同的版本。除了版本之

间有知识差异，也有收藏价值，有的版
本精美高雅，但这种高雅可能也只是
给人带来阅读和藏书时的审美感受。
而有的版本粗制滥造，别说收藏，就是
保留的价值也没有，赶快清理掉才是

上策。正是因为图书复制品的性质，所以有价值的藏书要么是
孤本善本，要么有独有的价值和意义。比如一套文坛巨匠的作
品全集，可以批量印刷。但如果“这一套”是该作家签了名的，
那就不一样了。所以，藏的是书，不是知识，当然书上一定会承
载着知识价值。而如果这位作家书法技艺也高超，那就价值更
高了，因为书法作品承载的不是知识，而是书法本身，书法不是
可以复制的印刷品。

藏书的原因和理由多种多样，其实用“存书”可能更准确，因
为“藏书”确实可以说是个专有词汇。一些人藏书是为了让自己
的居家显得有文化品位。也有人藏书是为了专业工作和写作备
查，很多东西在网上是查不到的，专有书籍和工具书具有小图书
馆的作用。还有人藏书就是出于占有欲，买来就是为了“有”，至
于什么时候看那就不一定了，也许看，也许就永远不看了。

专业部门藏书对室内温度和湿度都有很高的要求，这是
现在一般个人所做不到的。藏书是需要场所的，这也是个现
实问题。传说有作家为了保存读者来信买了十套房子，这种
情况毕竟少见，况且对于浩瀚的藏书事业，区区十套房子也
太小了，若不信，去看看宁波的天一阁就知道了。很多人为
了藏书，把床底下和柜子上的空间都贡献了出来，还要用各
种不同的箱子把多余的书装起来，屋里的空间几乎都用来放
书了，别说客人来，就是自己回家都要闪展腾挪，否则脚都没
有地方放。书长年累月放在箱子里，根本没有拿出来读的机
会，也不能作为装饰品来展示，这样的“藏书”价值何在呢？
也有人不买新书买旧书，逛书摊，不管是哲学著作还是果树
种植指导书，只要价钱合适就买，捆好扛起来就走。

据说现在不再时兴书房的概念，而是家庭图书馆，充分
利用空间，过道走廊、所有的墙都做成书架，就连厨房和卫生
间也是这样做，甚至连推开的门都是书架。很多人追求坐拥
书城的感觉，确实不错，但前提是要有较大的空间，藏书还是
宜量力而行，如果只能把书藏在床底下，那还是算了吧。

龙年吟龙

孙橄

东方有神兽，踏浪亦潜渊。龘龘还复朤朤，一跨八千年。九畜集成殊

相，策力遨游苍莽，情驻水云间。天法屠妖孽，时雨润桑田。

出查海，雕甲骨，卧红山。图腾不负大梦，黄土戍平安。此贺四灵之

首，再度修鳞养爪，起舞弄横澜。亿众乘龙跃，吟啸荐轩辕。

龙行龘龘

欣欣家国（九叠篆）

居广鸿 治印

辰龙肖形印

喜迎龙年新春

王海福

金龙降瑞驾长风，万物迎春气象隆。

沽水流觞歌旭日，津门展卷绣云屏。

三新焕彩呈福地，十举升华跃大鹏。

再起东山天子渡，惊天傲啸又一鸣。

新春感怀

张勇

夜深灯火簪新岁，醉里朦胧数旧牍。

十万旆旌驱虎疫，八千鍪甲战洪图。

枕戈饮胆革积弊，枵腹从公靖半湖。

两鬓欺霜尤拭剑，爆竹声里再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