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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租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_的旧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
天津是继上海之后，中国第二个设立租界的城市，但却是近代设立租界最多的城市。
天津租界的设立分为三个阶段：1860年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美三国率先胁迫清政府在天
津划定租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德、日两国也在天津设立租界；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
，俄、意、奥三国以其占领之地区划分为租界，比国也借此占有一块土地。
40年之间，天津先后设立了英、法、美、日、德、俄、意、奥、比九个国家的租界。
本书所记述的则是在旧天津的意国和奥国租界发生的故事。
意租界的设立得追溯到1902年中国和意大利签订的《天津意租界章程合同》。
一百多年前，意租界及其周边一带，还是“盐包累累如山”的一望无际的盐坨地。
除了大片露天储盐场外，还有水坑和洼地。
天津的母亲河——海河在这里绕了个大弯，如弧形环抱，滋养着这片土地。
如此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引起了意大利人的注意。
1900年，英、美、俄、德、法、日、意、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攻陷了天津、北京。
1902年6月7日，意大利公使嘎里纳与天津海关道唐绍仪签订协议，在海河左岸划定意租界：南临海河
，东接俄租界，北沿京奉铁路，西与奥租界接壤，共占地771亩，其范围正是河湾这个地方。
意大利租界是天津历史上第七块租界，也是意大利在海外的唯一租界。
意租界共存在了43年。
1941年12月8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国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也于12月9
日发表了对日、德、意宣战文告，声明与日、德、意所签订的一切条约、协定、合同一律废止，收回
日、意租界。
由于当时大片国土尚处于日军占领之下，这一维护主权的举动并不能付诸实施。
其后不久，日、意两国政府却与汉奸汪精卫演出了一幕“交还”租界的傀儡剧。
1943年1月9日，日本政府与汪精卫伪政权签订了“交还”日租界的协定，随后将日租界改名为“兴亚
第一区”。
同年1月l4日，意大利政府也发表声明，宣布“交还”意租界。
但中国政府对意租界的实际接管，则是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
奥租界的正式划分也是在1902年，所谓奥国即是当时的奥匈帝国。
早在普法战争以后，德国为了确保自己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先是在1873年l0月与奥匈帝国及沙皇
俄国结成三国同盟，后又于1882年5月与奥匈帝国及意大利王国结成三国同盟。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德国以联军统帅身份，把当时与中国毫无外交冲突的奥匈帝国也拉了进来
，成为交战国之一，使奥国也得以在中国获益。
l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天津以后，德军进驻城外海河以东地区，后德军进攻北京，将这一区域移交奥军
防守。
奥国军队人数很少，因防地与意大利军队的防地毗连，故主要依赖于意国军队的协助。
就在这年的l1月，奥国公使向北京外交使团发出通告，要求在天津设立领事馆，并要求与其他国家享
受同等的特殊权利。
1902年经天津海关道唐绍仪与奥国驻津副领事贝瑙尔议定，划定奥租界。
奥租界的地界为：东沿铁路线（今货场大街），东南接意租界（今北安道），西临海河，北迄金钟河
（今狮子林大街），再从十字街南折至铁路，占地1030亩。
奥租界从设立到收回历时仅17年。
据胡素文《奥租界》一文称：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中国政府宣布中立，奥租界未受到
影响。
1917年8月14日，中国政府在协约国怂恿下对德、奥宣战，并宣布收回奥租界。
同年9月1日，中国政府与协约国达成协议，同意中国政府收回德、奥两国在华租界。
1918年11月战争结束后，天津协约国领事团又节外生枝，提出德、奥租界应由英、法共管，激起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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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阶层人民的愤慨，公推天津商会会长卞月庭为首席代表，向政‘府进行交涉，并鼓励天津警察厅长
杨以德立即接管奥租界的行政大权。
协约国驻津领事团为此通过其北京公使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由此引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抗议运动。
天津协约国领事团见事不妙，不得不放弃其共管德、奥租界之想。
1919年g月10。
日协约国与奥国在巴黎附近的圣日耳曼宫签、订《圣目耳曼合约》，其中第一百一十六条明确规定将
奥租界归还中国。
奥租界收回后，改名为特_另lJ第二区（简称“特二区”）。
著名史家来新夏先生在《天津租界谈往》序中写道：“租界”是一个既令人憎恨，又让人向往的地方
。
憎恨它在我们神圣国土上划出了一块块国中之国，藏污纳垢，为非作歹，扰我社会，害我生民；向往
他们出于其生活需要所进行的近代都市建设的公用设施，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近代都市的一种模式。
意、奥租界正是如此。
旧天津意租界和奥租界的那些富于异国情调的欧式建筑和先进的市政设施，尤其令人称道。
以意租界而言，这里的建筑几乎囊括了意大利各个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其中有反映文艺复兴思潮的
巴洛克、洛可可式建筑，也有在“新建筑”运动期间出现的强调功能、净化造型、注重经济的欧美现
代化式建筑。
马可·波罗广场周围的房屋则更具典型的罗马风格——凉亭圆拱并饰以爱奥尼克式柱廊。
根据有关方面提供的资料，该地区现存各类风貌建筑76栋，建筑面积达6万余平方米，是近代意大利在
境外保留最为完整的历史街区。
奥租界虽然存在时间短，却也留下部分奥式建筑，这些建筑接近日耳曼风格，与毗邻的意租界建筑截
然不同。
奥租界的楼房多为砖木结构，屋顶以挂瓦坡式、德意志古堡式、中世纪哥特式为主。
房屋形体自由朴实，底层为砖石结构，上有阁楼和老虎窗，墙面多为浑水墙，饰有水泥断块和几何图
案装饰。
著名建筑有奥国领事馆、奥国俱乐部等。
由于历史及其他原因，意、奥租界大家辈出，名人汇集，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
在意租界，居住着梁启超、曹禺、华世奎、刘髯公、卢木斋等诸多文化名人及一批科研领域的精英；
同时还有黎元洪、杨以德、张廷谔、段芝贵、曹锐、孙良诚、程克、齐耀琳等政要人士的住所。
这些名人故居与宅第不仅建筑风格独特，而且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如梁启超故居及其相邻的饮冰室，前者为1915年梁从海外归来后定居和致力于学术研究之所在，饮冰
室则是梁启超晚年的书斋，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梁启超后期的著名学术著作，包括《清代
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等，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今民主道上的曹禺故居亦为中外人士所瞩目，上世纪30年代轰动文坛的《雷雨》等话剧名作，便是在
这里酝酿出来的。
而汤玉麟宅邸则是目前天津最为典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以观赏价值而著称。
奥租界内的袁氏旧宅、冯国璋旧居及曹家大楼等均为北洋时期总统级人物的府第，栋栋楼宇美轮美奂
，洋味儿十足。
曾任国务总理的龚心湛、靳云鹏、王士珍和湖北督军王占元、吉林督军鲍贵卿等，卸任后也在奥租界
建造住宅。
这些建筑，有的以欧式著称，有的为中西合璧的典范，颇具观赏价值。
意、奥租界曾发生过许许多多牵动人心的历史事件。
1915年梁启超与蔡锷密议讨伐袁世凯的护国运动，抗日战争时期绑架著名爱国者何思源家眷的事件，
电话东局的“抗交”斗争等，都发生在当年的意租界。
同盟会会员王熙普传播革命思想遭逮捕，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创办《劳报》，1919年五四运动时
天津各界人士举行庆“双十”大会及游行，张友渔妙计巧用“自新院”等，则发生在奥租界。
意、奥租界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和风貌建筑资源，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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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2年起，天津市将这里的保护性修复和开发利用，列入海河综合开发建设的重要项目。
经过数年的努力，如今已在旧意租界的基础上建起了意式风情区，在旧奥租界的基础上建起奥式风情
区，统称“意奥风情区”。
风情区全部在天津河北区范围之内，每天来此参观的中外人士络绎不绝，现已成为观光旅游的一大亮
点和天津的一个重要文化品牌。
本书作为“百年中国看天津”系列丛书之一，以彰显天津历史文化底蕴、为天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
务为主旨，全书分为“意国租界”和“奥国租界”两大部分，收入文章80篇，计“意国租界”部分49
篇，“奥国租界”部分31篇。
本书在写作上以意、奥租界旧建筑和遗址遗迹为切入点，着力发掘其背后的人和事，从书刊、档案、
口述资料等多种素材中构成“记忆”的组合，尽可能让人读起来感到丰满、鲜活。
为了使读者对意、奥租界产生一个完整的概念，本书同时也兼取“以入说事，以事带史”的手法，于
“讲故事”中尽量勾勒、穿插一些租界本身的来龙去脉，让人从中看到租界自身的演变发展，努力再
现旧天津意奥租界的总体面貌。
有人说“历史是一种稀缺资源”，意、奥租界的风雨沧桑是我们鉴古知今的活教材，也是“百年中国
看天津”的重要“看点”。
这里虽说是旧天津之一隅，同样能折射出百年天津的历史脚步，感受到近代中国的艰难历程。
这种“稀缺资源”注定是今天的“宝贵财富”。
　　2011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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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旧天津意奥租界故事》作为“百年中国看天津”系列丛书之一，以彰显天津历史文化底蕴、为
天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为主旨，《旧天津意奥租界故事》分为“意国租界”和“奥国租界”两大
部分，收入文章80篇，计“意国租界”部分49篇，“奥国租界”部分3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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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934年，因受当局胁迫，罗隆基离去，《益世报》销路立即下降。
当时，刘浚已故去，刘豁轩乃兼任总经理。
为挽回颓局，又聘请钱端升任主笔，由两人合作，曾发表了抨击日寇、伪满和一些亲日分子的社论，
因此触怒了黄郛，受到了停邮处分。
因新闻来源和报纸发行被切断，被迫一度停刊。
刘豁轩四处奔走才得以复刊。
但外患才解，内忧又起，有些争权谋利者向《益世报》董事长天主教神甫比利时人雷鸣远进谗，又因
刘豁轩平时对天主教的清规戒律也不认真恪守，因而不为雷鸣远所喜。
刘豁轩知难而退，离开了《益世报》，到燕京大学任教。
 据说，刘豁轩先生沉默寡言，不苟言笑，敬之者尊为良师益友，轻狂之徒则讥之为冰面人“巴斯奇登
”。
他在燕大新闻系虽时间不算太久，但培养了不少侦秀的新闻工作者，多在国内外各大报社或通讯社工
作，可谓桃李满天下。
 《益世报》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停刊，后迁往大后方昆明、重庆等地继续出版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天津
复刊，由刘浚卿的小儿子刘益之任总经理，刘豁轩社长，《益世报》又成了刘家天下。
 1946年10月，《益世报》为纪念创刊一万号，拟发行纪念刊。
在此之前收到很多题词，大多是颂扬《益世报》办报成绩的，有的只是些官场的应酬话，极为难得的
是，其中居然有周恩来的题词，题词是用毛笔写的，全文是“为和平民主而奋斗”，写在一张信笺上
，署名下钤有周恩来的印章。
当时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兼外事工作委员会书记，正住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办事
处，有人推断，可能是《益世报》驻南京记者利用采访之机请周恩来题写的。
周恩来肯为《益世报》题词，并非一般的简单应酬之举，而是基于他多年对《益世报》的了解。
前面提到，早在五四时期，当时在南开就读的周恩来与《益世报》发生了联系。
周是天津学运的领导人，《益世报》是支持学运的报纸，深受学生欢迎。
因此周对《益世报》也有好感。
在天津《学联报》上也曾对《益世报》的态度表示赞赏。
天津《学联报》原由协成印字馆代印，后来协成印字馆受官方威胁，拒绝代印，《益世报》毅然接替
过来，代为承印。
周恩来去法国勤工俭学时，还为《益世报》寄写了大量海外通讯。
周恩来为《益世报》题词，显然是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原由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政治上的原因，周恩来的题词未能发表。
据新闻界老前辈刘书申先生回忆说：“我记得出版前一天安排版面时，当时的《益世报》编辑部主任
李寿朋（后为副总编辑），把制好的周恩来题词锌版（有半张扑克牌大小）摆在报样纸上，反复掂排
着位置，左摇右晃端详观看。
不料，次日翻看《益世报》，竟不见昨天排好的周恩来题词。
我虽然很诧异，但在那种政治环境中，编辑部人员对此事原由都讳莫如深，用不着询问，心中自然都
明白其中的原因。
这幅题词手迹，后来由我收藏进当时的《益世报》资料室中。
” 尽管周恩来的这幅题词未能公诸于世，但他题写的“为和平民主而奋斗”八个大字，却深深铭刻在
报馆人员的心中，同时也成为《益世报》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益世报》于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停刊，前后达三十余年，其影响几与天津《大公报》相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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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旧天津意奥租界故事》作为“百年中国看天津”系列丛书之一，以彰显天津历史文化底蕴、为天津
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为主旨，《旧天津意奥租界故事》分为“意国租界”和“奥国租界”两大部分
，收入文章80篇，计“意国租界”部分49篇，“奥国租界”部分3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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