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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探寻老街旧巷 追寻城市记忆

编者按：

对于大多数城市而言，老街巷就是它的城市风骨和文化韵味，然而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
断推进，许多老街巷相继被拆迁改建，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混凝土所铸造的高楼大厦，承载着文
化内蕴和儿时记忆的老巷与我们渐行渐远，成为历史的过往。好在有一些作者用历史的笔触，
用真实的相片记录着街巷的过往，《老街巷》就是这么一本书，可以帮助我们读懂天津城市发
展的沧桑历程和厚重文化。

探寻老街旧巷 追寻城市记忆
题 目 对 仗 工
整，凸显文章
中心。

①人们常说，在天津问路只分左右，不论东西。久而久之，这便成了天
津区别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独特风景，为人们所乐道。其实，因河而生的
道路并非天津的全貌，曾经的老城里、三岔河口便有着众多南北纵横、东西
交错的街巷。可见，街巷的意义与其所在区域的发展状况密不可分，而独特
的城市发展历程又令天津的街巷形态异彩纷呈。

①叙述天津道
路“只分左右”
的城市特征，
引出本文所要
阐述的话题。

②《老街巷》是一部将城市规划、景观建设与天津历史人文研究结合起
来的系列图文书，旨在讲述城市历史进程的同时，探讨人与空间、建筑、区
域、景观之间的关系。《老街巷》的作者是毕业于南开大学的“80 后”历史
学博士，同时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因此他将自己对家乡老街旧巷的
理解、感触与专业充分结合起来，将其真诚热情地展现在了书中。

②介绍本书内
容及作者的生
活背景。

③相较于其他涉及天津街巷历史文化风情的著作，《老街巷》有着明显
的不同与突破。就全书结构而言，作者根据街巷的留存情况将整本书分为“曾
经的老街巷”和“现存的老街巷”两大部分，每一部分又运用历时与共时相
结合的方式，选择重要片区来展示天津街巷的历史风貌。“曾经的老街巷”
包括“三岔河口”“老城里”“南市”三部分，“现存的老街巷”则按时间
顺序分为“天津开埠前的街巷”“近代街巷”“20 世纪前半期的街巷”和“新
中国成立后的街巷”四部分。其中，九国租界中的街巷是“现存的老街巷”
中的重点篇章。这样的安排，不仅生动讲述了天津街巷的过往，而且全面展
示了码头文化、老城文化、市井文化、租界文化和工业文化各自独立又相互
交融的天津城市特质，对于人们系统了解天津城市的发展和规划起到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

③介绍全书的
结构框架及重
点篇章。

④以历史进程为主线，在城市区域发展的背景下阐释街巷的变迁是
《老街巷》的一大特色，而作者对南市和英租界的讲述便是其中的代表。

④介绍本书的
写作特色及代
表篇章。

⑤作为与北京天桥、上海城隍庙、南京夫子庙并称中国四大“世俗
生活区”之一的南市，它历来都是人们关注、研究的热点，出现了一系
列的著作。《老街巷》则另辟蹊径，以街巷、建筑的形成过程为视角，
深入论述了南市地区的成长历程，为一般图书所罕见。作者从城南洼最
初的聚居高地——芦庄子谈起，分析了甲午战争后划定日租界的心理预
期以及庚子事变后天津商业娱乐中心的南移对南市街巷开发建设的深
远影响，进而详细考察了以广兴大街、荣业大街、荣吉大街、清和大街、
东兴大街为代表的众多南市街巷及其相关建筑，为读者绘制出了南市开
发、建设、兴旺的动态图景，读来令人信服。

⑤介绍本书的
叙述角度，以
街巷、建筑的
形成过程为视
角，写南市地
区 的 成 长 历
程。

⑥新老照片的交相辉映依然是图文书《老街巷》的亮点。在这里， ⑥ 本 书 装 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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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警语】

街巷是城市的脉络，与建筑一起塑造着城市的形态，让城市变得灵动、鲜活。街巷是城
市的印迹，当一切都在斗转星移中不断改变时，往往只有街巷保留着城市最初的容貌。探寻老
街巷，追寻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城市记忆。

【思维串联】

【思考】

通过对本文的阅读，思考书评应该从
哪些方面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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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陕西省柞水中学 长孙永健）

我们可以感受河北大胡同的繁华喧嚣，饱览德国俱乐部的旧日风采，欣
赏东方汇理银行的南亚风情；无忧无虑的南市少年、古朴神秘的安立甘
教堂、华灯初上的劝业场则无不彰显着摄影者的匠心独运。更值得一提
的，是本书突破性的设计，跨页、留白、跳色丰富而大胆，一条条老街
旧巷在光与影的变幻中如水墨画般写意，给读者带来了巨大的视觉冲
击。

设 计 富 有 创
意。

⑦道巷是城市的脉络，与建筑一起塑造着城市的形态，让城市变得
灵动、鲜活。街巷是城市的印迹，当一切都在斗转星移中不断改变时，
往往只有街巷保留着城市最初的容貌。探寻老街巷，追寻我们每个人心
中的城市记忆。

⑦指出研究老
街巷的现实意
义 和 历 史 价
值。

作者：唐舰，天津古籍出版社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