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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伴随着外侨的到来，西洋的各种体育活
动也随之进入中国，并成为一股潮流。赛马便是其中
之一。西洋赛马最初于1842年出现在厦门鼓浪屿，随
后香港和上海也举行了赛马。此后随着中国通商口岸
的不断开放，赛马活动陆续扩展至天津、牛庄、北京、汉
口、青岛等商埠，其中上海、天津、汉口是最重要的中
心，尤以上海最具规模。因此，说到西洋赛马在中国的
历史，就不能不提上海。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张宁
研究员，长期致力于赛马研究，2024年中国社科文献
出版社出版的《狂骉年代：西洋赛马在中国》便是其最
新的成果。作者依靠扎实的学术积累，为历史爱好者
撰写了一本兼具学术和通俗的历史读物。该书主要介
绍了英式赛马在中国的发展，同时观察中西文化汇聚
下形成的冲击和影响。

本书共分六章。对于赛马如何从西洋传入中国
并生根发芽，张宁在该书第一章进行了讲述。她认
为英式赛马的传入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关。由于东
印度公司是国家特许的贸易组织，在与中国进行贸
易的过程中，外商居住在指定的区域，且不准在外过
夜，亦不得携眷入住，使得商人在百无聊赖之际寻求
打发时间的活动。而赛马则是英式社交的重要载
体，于是外商“或举行赛马借以娱乐”。外国租界在
华设立后，外国人便开始寻觅场地举行赛马活动。
而且，各商埠的外国人社区主要以年轻男性为主，生
活寂寞，“为了避免斗殴、酗酒、赌博，甚至沉迷当地
女子之类的事情发生”，租界当局也鼓励他们从事激
烈运动，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赛马便是其一。此
外，骑马在英国属于贵族运动，而来华外侨多系中产
阶级下层，他们的社会地位因租界的殖民性质而得
以提升，遂对更高阶层的生活方式起了模仿之心。
正是在这三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赛马运动逐渐在
各租界兴起。要赛马就需要场地，上海的赛马场也
经历了三次变迁，从最初的“老公园”，中经“新公
园”，最后是南京西路的第三跑马场。赛马所使用的
马也从最初的英国纯种马逐渐改为蒙古马，一方面是
基于成本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英人和蒙古马来
说，上海都是他乡，两者容易产生情感共鸣。

随着赛马活动的兴盛，赛马参加者日益增多，于是
便成立了赛马俱乐部——上海跑马总会。正如其他外
侨所成立的俱乐部一样，赛马俱乐部也是一个高度排
外的组织，并不接受华人加入。即便是上海知名商人
叶澄衷的儿子、具有外国留学经历的叶子衡，在当时上
海赛马总会主席克拉克的襄助下，两次申请入会也未
能如愿。在这样的刺激下，叶子衡决定联合宁波帮商
人自行筹建赛马场，成立赛马会。这便是江湾跑马场
和万国体育会，它是中国人成立的第一个赛马场和俱
乐部。万国体育会虽然由华人组建，但是洋人也参与
其中，实际上是一个洋人与华人共同参与的组织，很多
规定对华人马主来说不尽公平。例如，上海跑马总会
不收华人会员，但万国体育会却华洋皆收，结果使得华
人马主只能参加江湾赛事，而无法到公共租界参赛。
为了彻底打破这种不公平，范回春联合青帮三大亨黄
金荣、张啸林、杜月笙在引翔港再次新建赛马场即“远
东公共运动场”，并成立“中国赛马会”，以纯粹华商为
号召，广纳华人马主和骑师参与。可以说，从上海跑马
总会，到万国体育会，再到中国赛马会，既是上海赛马
运动不断发展的历史，也是华人不断争取赛马平等、重
构上海赛马秩序的尝试。华人通过加入马会、获得圈
内人的肯定与尊重，成为他们在租界获得地位的一种
手段。而外侨与华人通过共同举办比赛或相互往来而
逐渐打破华洋壁垒，使得租界社会空间和赛马俱乐部
出现了出人意表的转变。

如果说赛马进入中国，最初只是一种公众娱乐的
话，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逐渐成为一种全新的赌博方
式。正如上海、天津的回力球场一样，跑马场也成为赌
博场。张宁在第四章就此展开了讨论。她从观众的视
角出发，探究赛马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所造成的影
响。英式赛马引入上海后，华人观众很快就聚而观之，
犹如参加庙会一般。后来随着跑马场对华人开放，市
民便迅速由“看跑马”变成“买马票”，由此观众的观看
习惯发生了变化，昔日跑来跑去看热闹的情形消失不
见，取而代之的是站定一处、屏气凝神地注视，并由此
引发一系列的马票纠纷。赛马已不再是纯粹的体育运
动，而是成为赌博下注的一种载体。

除此之外，赛马运动也与女性解放有关。最初，赛
马并不允许女性参加，她们只是扮演观众的角色，甚至
成为马场外的一景。此后通过担任领奖人和拉马走过
大看台，再通过猎纸赛，逐步闯入这个属于男人的禁
区。张宁在第五章通过希克林夫人、可子小姐、小立达
尔夫人等人的事迹，来说明租界外侨女性逐渐从观众
到参与者的角色转变过程，也揭示了女性地位的提
高。最后一章是跑马厅从赛马场变为人民广场的历
史，宣告赛马在中国大陆的终结。

体育活动，看似只是一项运动，实则隐藏着政治
含义。有学者指出，帝国的建立最初凭借的可能是
政治与武力，帝国的维系却需要仰赖文化的输出。
而“运动看似最为无害，其实影响却最深远”。本书
关于西洋赛马在中国的历史，恰是最好的注脚，也值
得我们深入思考。

“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这是中
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一个传统。”在新时代背
景下，爬梳一个具体而微的校史，阐释以大学
为载体的现代法学教育，能够以史为鉴，更好
地自下而上去了解近代法学教育的现代化转
型脉络，同时也是感受天津沧桑变迁历史逻
辑的重要手段。

天津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历来重视挖
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以发挥地方志“存史、
育人、资政”之功能。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
会办公室资助出版的“天津地方史研究丛书”
即是如此。该丛书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天津城市文脉精神、繁荣地方文化建
设、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学术研究具
有重要的地方史料价值。《北洋法政学堂校
史》即为其中一部。

天津公安警官职业学院教授刘国有编著
的《北洋法政学堂校史》（以下简称《校史》）由
“法政学堂历史梳理”与“法商校史资料选”两
部分组成，共计40余万字。该书历时10余年
积累与打磨，法政学堂历史梳理、校史资料收
集、章节设置以及遣词造句可谓用心。作为
法商学院的第一本校史著作，作者不仅为现
代法学教育和法制史研究领域提供了借鉴路
径，而且为天津地方史研究贡献了智力支持。

天津是一座有着鲜明地方特质的城市，
城市中形形色色的人以及他们的实践活动塑
造了这座城市底色。对天津“地方”有着直观
且浓厚兴趣的当数天津土著，他们虽来自不
同行业，但经由直观感受形成的天津文化矩
阵，促使他们不但热心于发现，还热衷于宣
传、保护与传承天津城市文化。作者为天津

宝坻人，同时有着北京大学法律系的专业知
识背景和功底，在与文字打交道的30余年
中，他天然地融入当地，并在实践工作与故乡
浸润的双重影响下，能够体悟到近代天津法
律历史文化的厚重。因此，在与法政学堂历
史的对话中更能准确触摸到它的独特性。特
别是在近代法律教育转型过程中，作者详细
地描述了法政学堂的师资、课程、招生、校园
文化以及职业培训等内容，为读者勾勒出法
政学堂的曲折与发展是近代社会转型的一个
结果。其间通过对法政学堂所表现出的种种
应对之策与具体活动的描写，也让读者了解
到近代天津的一个多维社会关系空间。从而

在他构建的意义之网中，天津地方文化气质
呼之欲出。

在民族国家框架下书写历史，通常有宏
观与微观两种历史观察视角。宏观的研究视
角虽有助于把握“大历史”的发展趋势，但也
会因为流于宏阔而引发人们的质疑。同样，
微观的研究视角虽然为宏大叙事提供了具体
例证，让历史变得更加多样与独特，但过于对
细节的追求也会引发一叶障目的批评。因此
作为地方史研究者，如何将两者有机结合是
走出“地方”的一个重要路径。在《校史》中，
作者显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有效的
解决办法。比如在对法政学堂办学源流的溯
源中，北洋法政学堂同近现代中国大多数学
校一样，办学历史曲折且复杂，加之近代历史
过于宏阔，因此大多数学堂资料会被宏大历
史所湮没。作者一方面遍查报刊、书籍、档案
以及回忆录等资料，厘清了该校复杂的历史
办学源流，同时将之与近现代天津历史上诸
多事件，如清末新政、辛亥滦州起义、国会请
愿以及民初学制改革等事件相联系，并进行
了讨论。从而让读者既了解到一些鲜活的历
史细节，如李大钊曾有意担任校长、法商学院
的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以及学生如何投身于社
会活动等，也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丰富了对
近现代中国法律教育史和天津地方史的认

知，展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社会转型的地方社会
特征。

地方史志当“贵在史识，重在致用”。学术
意义上的地方史研究常被比喻为解剖麻雀，解
剖一只麻雀可以了解所有麻雀的生理结构，但
每只麻雀又是独特的个体。说明“麻雀”是什
么，才是解剖麻雀应该最终完成的任务。所以
地方不仅是特定人群生存的家园，也是“地方讲
述自我特色故事”的原生地。作者将档案资料与
口述历史结合，通过历史研究方法最终成书。这
些文本内容既是对北洋法政学堂校史的概览与
总结，更重要的是这些文本内容因其“地方性”易
引起当地人的共鸣，而后通过当地人的阅读与传
播，在与传统历史记忆的校正中形成了具有当下
时代特色的历史记忆。而这恰恰契合了以文化
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展现城市文
化特色和精神气质，传承发展城市文化、增强地
方认同，培育滋养城市文明的目的所在。
《校史》的面世让更多人有机会了解并关注

北洋法政学堂的历史，对处于近代转型中的天津
也有了更深的学理认识，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投身
于天津地方史的研究中。或许如作者所言，该书
最大的憾事是资料收集未能尽善尽美，这也是地
方史研究者普遍需要面对的问题。总之，瑕不掩
瑜，相信未来天津地方史研究、天津法律史研究会
出更多更上乘的著作。

传统的电影史研究往往比较宏观，研究
的视角大多是自上而下。自新世纪以来，在
跨学科综合研究的视域下，学者们开始关注
谁拍电影、怎样拍电影、谁发行放映、谁看电
影、影片受到什么评论等一系列问题。于是
在“重写电影史”的背景下，有一批新成果出
现，如《中国岭南电影艺术史》《北京电影业史
迹》，以及《解放区的电影》和《大后方电影
史》，还有《顺流与逆流：重写香港电影史》
等。但这些成果多是以点带面，从电影政策、
电影与城市等视角碎片化的进行研究。总体
来看，目前区域电影史、地方电影史的研究尚
显薄弱，而《天津电影专题史研究》的出现恰
好填补了天津电影史研究的空白。

明清时期的天津，作为北方的漕运枢纽
和海运码头，在拱卫京畿的同时逐步成为北
方的商业中心。至近代，帝国主义胁迫清政
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860年天津便
成为中国北方第一个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
英、法、德、意、日、美、俄、比、奥九国，强行在天
津设立了租界。九国租界里，在一栋栋洋楼
拔地而起的同时，西方的生活方式也在潜移
默化中改变着天津人传统的生活习惯。先是
电灯、电话、照相机，接着是有轨电车、汽车，之
后电影便开始进入天津人的日常生活。

1895年12月电影在法国巴黎诞生，几个月
后，l896年百代公司即在天津法租界的天丰舞台
开始放映“外洋灯影”——即电影。1896年8月
上海徐园也以“西洋影戏”的形式进入上海娱乐
市场。10年后，天津市民除了上茶楼、进戏院之
外，最常见的娱乐消遣方式就是到电影院看电
影。而且，天津的电影业是拍摄与观赏同步，直
接反映天津生活的最早影片，一是1900年由法
国摄影师詹姆士·威廉逊拍摄的《中国教会被焚
记》，二是1902年由美国公司派出摄影师在天津

拍摄的风景短片《天津街景》。
1907年百代公司电影部经理周子云，创

建了权仙电戏院（今淮海影院），这是当时中
国的第一家影院。随后，天津的电影放映逐
渐辐射到北京、陕西等地，天津成为中国电影
传播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天津的电影业，从
最初借助茶园、戏院、公园等传统娱乐场所进
行放映，逐步发展到改造或新建独立的电影
院，电影逐步成为天津一项独立的娱乐项
目。天津电影的放映业，从“外洋灯影”发展
到“电影”，天津即成为“电影”一词肇始地；天
津电影艺术本身，也从纪录片到故事片，从无
声片到有声片，从黑白片到彩色片，这些都见
证了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过程。
《天津电影专题史研究》一书以天津电影

为研究对象，打破了传统的历时性结构，从电

影的发端开始梳理天津百年电影史，力图从多
维度呈现一个丰富的天津电影史，以新的视角
与方法对天津地域电影发展史进行梳理和阐
释，每个历史时期各有侧重。近代天津有着丰
富复杂的社会生态，这一时期天津几乎没有制
片业，但放映业却特别发达；另外，这一时期从
天津走出去的影人特别多，可以说他们构筑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电影中重要的一部
分。解放初期，天津电影制片厂与北影厂合作
拍摄了《红旗谱》，历史原因天津电影创作转向
了新闻片与纪录片。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天
津电影制片厂的重构，天津在电影创作上又成
为在全国都极为罕见的得奖专业户，无论是片
种还是奖项，几乎涵盖了国内所有重要奖项甚
至国际大奖。
《天津电影专题史研究》共有六章，第一章

梳理了天津早期的电影传播，挖掘民国报纸与
天津电影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二章梳理天津电
影制片业的发展；第三章分析天津电影创作特
征；第四章的研究对象是天津的电影院，特别
是早期的地方影院，这对今天的院线发展具有
启发性作用；第五章是关于天津电影人群体的
研究，除导演外还涉及编剧、演员、电影实业家

等电影业群体，通过这些天津电影人群体，阐释几
代人对中国电影发展的贡献与影响；第六章分析
电影中的天津影像，天津地域电影拍摄基地、景
观等对电影城市品牌建设的作用。

本书从电影史角度对天津电影史进行了客
观的梳理与阐发，史论结合，思路明晰。一方面，
作者从影院建设、影人发展、影片创作等角度回溯
了天津电影业与电影人历经的艰辛，从而清晰地
展示出天津电影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作者对天
津电影史中的电影作品、电影现象进行了细致入
微的论述和阐释，使读者可以从中领会到天津电
影文化和城市文化的特质：这种宏观与微观相结
合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填补了天津电影地域
史研究的空白。

天津电影业中的放映业，是电影艺术最重
要也是最直接的交流途径和传播手段，天津的
电影放映业，时刻紧跟世界电影的发展进程，既
见证了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过程，也展示了天
津电影艺术的丰厚实力。天津作为中国电影重
要的发源地之一，建立了中国第一家电影院、第
一家新闻影院、第一家儿童影院以及第一家爱
子影院，天津的电影活动是中国电影史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天津作为中国著名的通商大埠，
电影业是伴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天
津在电影传播、电影接受、电影创作、电影人才
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电影文化，这种天津
特色的电影文化，对于今天天津电影产业的发
展，对于天津城市形象的建构，都将发挥出极其
重要的作用。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城市如同一颗颗
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天津，
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以其独特的地理
位置、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鲜明的中西合
璧、古今贯通的城市风貌，成为中国北方一颗
耀眼的明珠。恰逢天津设卫筑城620周年之
际，我十分高兴为《天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一书作序，希望借此书让更多的人了解天津、
热爱天津。

我曾经到访过许多国家和城市，多次组
织和参与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申报等相
关工作，深知文化遗产对于一个城市、一个民
族的重要性。天津，这座拥有悠久历史的城
市，见证了中华民族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穷
走向富强的伟大历程。其丰富的历史文化积
淀，不仅承载着天津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
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的
重要组成部分。

天津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始

终走在全国前列。从五大道的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和历史风貌建筑群，到古文化街的传统
街巷和历史风貌；从一宫历史文化街区的异国
建筑风情，到海河两岸近代工业遗存的历史印
记，天津以其独具魅力的建筑风格和文化氛围，
吸引了无数研究人员和游客的目光。这些历史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不仅彰显了天津的城
市魅力，更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和精
神遗产。

天津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作为北方的重要港口和商贸集散地，天津在近代
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从洋务运动的兴

起，到北洋政府的成立；从近代工业的崛起，到抗
日战争的烽火，天津见证了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幻
和历史变迁。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为天
津的历史文化增添了浓厚的色彩和厚重的底蕴。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方面，天津同
样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京剧、相声、杨柳青年画
等传统文化艺术，在天津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名片。这些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不仅丰富了天津
的文化内涵，也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作出
了重要贡献。

值此天津设卫筑城620周年之际，我衷心
祝愿天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在新的历史时期
越发彰显其独特的文化魅力，为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同时，我也希
望《天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本专著能够成
为广大读者了解天津、热爱天津、传承天津文
化的重要窗口，为天津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事
业添砖加瓦，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北方的明珠北方的明珠北方的明珠北方的明珠北方的明珠北方的明珠北方的明珠北方的明珠北方的明珠北方的明珠北方的明珠北方的明珠北方的明珠北方的明珠北方的明珠北方的明珠北方的明珠北方的明珠北方的明珠北方的明珠北方的明珠
单霁翔

《天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天津

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

推荐理由：天津人文与自然

景观风貌独特，具有丰富的历史

文化资源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拥有众多珍贵的文物、历史

风貌建筑以及保存完好、风貌独

特的历史文化街区。独特的城

市气质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使其

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

和文化中心。

本书分为“别具一格 天津历

史文化名城的价值与特色”“筚路

蓝缕 天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

发展历程”“津沽瑰宝 天津历史

文化名城的文化资源”和“蝶变新

生 天津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更

新实践”四章，既有对天津丰富而

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的详细介

绍，又有对天津在国家关怀下名

城保护工作开展情况的分析，更

有对天津光辉前景的展望。该书

内容翔实、图文并茂，能让读者读

后更加热爱天津。

作为区域电影史的天津电影研究
杨楠

《天津电影专题史研

究》，孙蕾著，天津社科院出

版社2023年12月出版。

《北洋法政学堂校史》，

刘国有著，天津社科院出版

社2023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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