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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天津」是怎樣煉成的



天津名稱的歷史由來眾說紛紜，大致有以下幾種：

➡ 詩詞之說：「天津」一詞最早出現於戰國時代楚國
詩人屈原的詩歌中，他在《離騷》中寫下了「朝發
軔於天津兮」這一昂揚的詩句。

➡ 星官之說：「天津」的名稱來源於星官名「天津
星」，《隋書·天文志》在記載「九坎東列星」時記
載：「尾亦為九子箕，亦曰天津」。

➡ 河名之說：「天津」源自河名「天津河」，《金史·
河渠志》中記載：「通濟河創設巡河官一員，與天
津河同為一司，通管漕河閘岸，上名天津河巡河官
隸督水監」。

➡ 賜名之說：「天津」流傳最廣、史料最充分、記載
最清楚的說法是源於皇帝的賜名，天津是「天子津

渡」之意，是明朝皇帝朱棣奪取帝位成功，始發於
渡過沽河，於永樂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公元 
1404 年 12 月 23 日），傳諭旨「築城浚池，賜名
天津」。明朝文人李東陽的《重建三官廟碑記》，
碑記里注有：「天津象徵天子車馬所渡之地」的詞
句。

from Wikipedia uploaded by Wjfy

圖片 1.1 褚遂良書法集字「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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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來源
SECT ION 1



金朝在三岔河口設立軍
事重鎮「直沽寨」，
「直沽」之名始見史
籍，是天津最早的名稱。
元朝延佑三年（1316 
年）時在直沽設「海津
鎮」。直至永樂二年十一
月廿一日（1404 年 12 
月 23 日），明成祖朱棣
賜名「天津」，即天子渡
口之意。清朝，天津升衛
為州，升州為府，但「天
津」二字保持此名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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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 ION 2

名稱變遷



清末時期，天津的西文名曾使用過威妥瑪拼音的
「T'ien-chin」和郵政式拼音的「Tientsin」，如北
洋大學（今天津大學）曾名「Imperial Tientsin 
University」，Tientsin 作為天津的通用的西文名稱
被廣泛使用，見證了天津最輝煌的時期。而自 1980 
年代末以來，使用羅馬字母的國家比較普遍以官方所
使用的漢語拼音名稱「Tianjin」來作為「天津」名
稱的拼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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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名稱
SECT ION 3

圖片 1.2 印有「Tientsin」的明信片



CHAPTER 2
天津的歷史



天津現在的位置是古代由黃河改道前由泥沙沖積形成的
沖積平原，古黃河曾三次改道在天津附近入海，3000 
年前在寧河縣附近入海，西漢時期在黃驊附近入海，北
宋時在天津南郊入海。金朝時黃河改道南移，天津海岸
線固定。最遲至戰國時期，
此處已有先民勞作生息。西
漢時期漢武帝在武清設置鹽
官。隋朝大運河的開通，使
南運河和北運河的交會處
「三岔河口」成為天津最早
的發祥地。唐朝時期在蘆台
開闢了鹽場，在寶坻設置鹽
倉。唐朝中葉以後，天津成
為南方糧綢等物資北運的水
陸碼頭。海河曾是宋遼的「界河」，南北為宋、遼分
治。宋朝在海河以南設立許多軍事據點，如南河、沙

渦、獨流等，以防遼軍南下。金朝在三岔口設立軍事重
鎮「直沽寨」，當時天后宮附近已形成街道。元代海漕
開通，直沽成為漕運樞紐，為此在大直沽專設了接運廳
和臨清萬戶府並修建糧倉，興建天后宮。延佑三年

（1316 年）在直沽設「海津
鎮」，是當時的軍事重鎮和漕
運中心。明朝燕王朱棣以「靖
難」為名同其侄明惠帝爭奪皇
位，在此渡河南下奪取政權。
永樂二年明成祖朱棣賜名天
津，即天子渡口之意，築城設
天津衛。隨著人口增加商業發
展，明廷在天津陸續設官衙、
建學，或將外地官、衙遷津理

事。清朝天津先後改衛為州，升州為府。晚清時期，天
津作為直隸總督的駐地，成為李鴻章和袁世凱興辦洋務

圖片 2.1 天津城廂保甲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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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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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開埠以前，特別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西方列強曾先後數次發動針對大沽口的戰爭。1858 年 5 月 
20 日，英法聯軍向炮台側面登陸，清軍發炮反擊，殺傷近聯軍士兵百人。然而直隸總督譚廷襄棄守逃亡，
使南北炮台陸續被攻佔。清政府被迫與俄英法美四國代表分別簽訂《天津條 約》。1859 年 6 
月 20 日，英、法、美三國公使到達大沽口外，被清政府要求從北塘登
陸並由清軍保護到北京換約。英法聯軍拒絕並進攻大沽口展開第二
次大沽口之戰，清軍發炮反擊擊沉英法聯軍4艘軍艦，使英法聯軍
遭受重創撤退。這是晚清時期對外作戰罕見的勝利。1860 年 8 
月 1 日，英法聯軍出動軍艦30 多艘和陸戰隊 5000 人
在北塘附近順利登陸展開第三次大沽口之戰，陸
續攻下新河、塘沽和大沽口北炮台。咸豐皇帝下
令放棄南炮台，剩餘清軍撤退到天津，大沽口淪
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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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開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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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 年 10 月 24 日，清朝政府與英國簽訂北京條約。西方各國先後在天津設立英、美、法、德、日、俄、意、奧、比
九國 租界，並在租界中進行吹泥墊地，疏浚海河航道，改善了天津的投資環境。使天津逐步成為中國北方開放

的前沿和近代中國洋務運動的基地。由天津開始的軍事近代化，以及鐵路、電報、電話、郵政、採
礦、近代教育、司法等方面建設，均開中國之先河，天津成為當時中國第二大工商業城市和北

方最大的金融商貿中心。1900 年 7 月 5 日，八國聯軍攻陷天津，組成「暫行管理津郡
城廂內外地方事務都統衙門」，對 天津實行了兩年軍事殖民統治，並於 1901 年下
令拆除城牆。光緒二十 九年（1903 年），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
臣的袁世凱在天津 海河北岸開始開發的新城區，即河北新
區，在新城 區的規劃建設中，率先在中國採用
了西方現 代都市計畫理念，也稱「北洋
新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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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英租界：利順德大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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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年 3 月，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北洋政府
成立。同年 7 月 1 日，天津縣署裁撤，其所屬機構歸
併天津府接管。1913 年 4 月，恢復天津縣，將天津府
裁撤。縣署設在原府署，後易名為天津縣行政公署。
1916 年 10 月 20 日法國公然拘捕中國警察，企圖強
佔老西開。天津人民組成「維持國權國土會」，數千人
舉行示威。後來由於北洋政府的妥協，老西開歸「中法
共管」，史稱「老西開事件」。1917 年 3 月 14 日，
中國政府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對德國和奧匈帝國宣
戰的當天，中國軍警進駐並收復天津德租界和奧租界。
1923 年 6 月，黎元洪曾宣布將民國政府遷往天津，實
際是天津英租界，並在當地發布總統指令和總統任命，
並設立議員招待所，使天津英租界一度成為民國大總統
的駐地以及沒有內閣的政府所在地。

1927 年 1 月 17 日，比利時駐華公使洛恩宣布願意將
天津比租界交還中國，並於 1929 年 8 月 31 日簽訂了

交還天津比租界的約章。1931 年 3 月，正式舉行交接
典禮，天津比租界改為天津特別行政區第四區。1928 
年 6 月，國民革命軍佔領天津，南京國民政府設立「天
津特別市」並成立天津特別市政府。1930 年 6 月，天
津特別市改為南京國民政府由行政院直轄。同年 11 
月，因河北省省會由北平遷至天津，天津直轄市改為省
轄市；1935 年 6 月，河北省省會遷往保定，天津恢復
直轄市。

1937 年 7 月 7 日的盧溝橋事變之後，天津隨即捲入戰
火。7月29日，日本侵略軍派遣飛機對天津市包括私立
南開大學在內的重點目標進行轟炸。7 月 30 日，日軍
佔領天津並成立天津市治安維持會，並任命高凌霨為委
員長。同年 12 月 17 日，改組為天津特別市公署。
1939 年 4 月 9 日，親日派的新任天津海關監督程錫庚
在天津英租界大光明影院被抗日愛國人士刺殺，引發英
國與日本的外交糾紛。同年 6 月 14 日起，日軍對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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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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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租界和天津法租界進行時間長達一年的
武裝封鎖。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進佔
天津英租界。同年 8 月至 10 月，天津發
生洪水災害，這場災害造成當時天津市區
百分之八十的地區被洪水所淹，超過 10 
萬間房屋被沖毀，八百多萬人受災，六十
五萬天津及其周邊居民成為災民，造成直
接經濟損失約法幣六億元。1945 年 8 月
14 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中華民國政府
收復天津以及西方各國在天津設立的租
界。9 月 30 日，美國海軍陸戰隊 2 萬餘
人在塘沽地區登陸，10 月 8 日，在駐津
美軍司令部門前廣場舉行在津日軍簽降儀
式。1946 年，國共內戰爆發。1948 年 
11 月 29 日，平津戰役開始。1949 年 1 
月 2 日起，解放軍平津作戰的各攻擊部隊
34 萬人在天津周圍集結，並於 1 月 14 
日發起總攻，經 29 小時激戰擊敗國軍後
控制天津全境。

1930 年代的天津法租界杜總領事路與福煦將軍路交叉路口左侧建筑分别为浙江兴业银行大楼和交通
饭店大楼，右侧建筑为惠中饭店大楼，上面挂有可口可乐的广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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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49 年至 1958 年 2 月這段時間裡，天津市為中央直轄市。1958 年 2 月 11 日，天津市被併入河北省，後因
「大躍進」和天津工業基礎雄厚，河北省會遷往天津時間達八年，期間天津大量工廠和高校外遷河北，給天津經濟發
展造成不利影響。1967 年 1 月 2 日，因「備戰、備荒」和擔憂天津會成為戰場，河北省遂將省會遷回保定，天津恢
復為中央直轄市並保持至今。

在 1976 年 7 月 28 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區發生的 7.8 級強烈地震中，天津受地震波波及，遭受重創。全市因地震
死亡 24345 人，重傷 21497 人。全市超過六成的建築物遭到地震破壞，近 70 萬人無家可歸。地震使天津的工業損
失嚴重，超過三成企業遭到嚴重破壞。同時，北大港水庫和於橋水庫也被地震嚴重破壞。1981 年，海河上游為供津
冀用水而修建的密雲水庫為保障北京用水，停止向津冀供水，導致津冀用水困難。同年，中國國務院決定興修引灤
入津工程，天津市的用水問題終於開始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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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改革開放伊始，天津被國務院列為 14 個沿
海開放城市之一，經濟開始快速發展。1994 年，天津
市開始工業的戰略東移，全力打造濱海新區。2005 年 
10 月，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召開，會議決定把推進濱
海新區開發開放納入「十一五」規劃和國家發展戰略。
2006 年 3 月 22 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將天津定位
為「國際港口 城市、北方經濟中心、生態城
市」，從此 京津之間的經濟中心之爭，終於
落下帷幕。 同年 5 月，國務院批准濱海新區

為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
同年 6 月，《國務院關於推進
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有關問
題的意見》公布，明確：「在

金融企業、
金融業

務、金融市場和金融開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原則上可
安排在天津濱海新區先行先試」。2007 年 6 月 23 
日，天津贏得了第六屆東亞運動會的舉辦權。該體育賽
事將於 2013 年在天津舉行。2008 年 8 月 1 日，中國
第一條時速 350 公里的高速鐵路京津城際鐵路開。同
年，天津市作為第 29 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協辦城市協
辦了足球項目部分賽事。與此同時，夏季達沃斯論壇開
始落戶天津，2010 年夏季達沃斯論壇於 2010 年 9 月 
13 日至 15 日在天津舉行。2010 年，天津在市區的梅
江會展中心舉行了聯合國第四次氣候變化談判。2011 
年 8 月 16 日，天津成功取得第十三屆全運會的主辦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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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地理環境



天津市位於東經 116°43′ ̶
118°194′，北緯 38°34′ ̶
40°15′ 之間，北距北京 120 
公里，東、西、南方分別與河
北省的唐山、承德、廊坊、滄
州地區接壤，並與山東省、遼
寧省隔海相望。市域總面積為 
11860.63 平方公里，擁有 
153 公里的海岸線，陸界則長 
1137.48 公里。現在，由於天
津港新港區和第二港口̶̶天
津南港的建設，天津的海岸線
隨著填海造陸工程的進展而持
續增長。

圖片 3.1 NASA 拍攝的天津市與北京市

Tianjin and Beijing ISS026-E-010155

William L. Stefanov, NASA / JSC

14 Decemb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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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地勢以平原和窪地為主，堆積平原區面
積達 11192.7 平方公里，約佔全市總
面積的 93%，其中近 80% 是河網
密布的濕地和鹽沼。因北部有低
山丘陵，海拔由北向南逐漸下
降，屬於由燕山山脈向濱海平
原的過渡地帶。北部平均海拔 
1052 米；東南部頻臨渤海
灣，平均海拔僅 3.5 米，是華
北平原的最低點，亦是中國海
拔最低的大城市。天津市的最高
點為薊縣的九頂山，海拔高度為 
1078.5 米。此外，天津地表植被有
針葉林、針闊葉混交林、落葉闊葉林、
灌草叢、草甸、鹽生植被、沼澤植被、水生

植被、沙生植被、人工林、農田種植植物
等。由於，天津市區的綠化樹木曾以白
毛楊為主，故春末夏初在適宜的氣
候條件下會有「飛絮」的現象發
生。天津地區地質史歷時 30 億
年以上，由太古代發展到第四
紀，才基本形成現今的地貌，
當中經過了三個主要階段，即
地台基底形成階段，地台蓋層
發育階段和大陸邊緣活動帶階
段。尤其天津薊縣擁有獨特的古
地理環境，北部山區地質遺迹類

型多、分布廣、價値大。中國首個
國家地質公園̶̶天津薊縣國家地質公

園，是中國惟一記錄有中上元古界地球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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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地處海河流域下游，是海河五大支流̶̶南運河、北
運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的匯合入海處，素有「九
河下梢」、「河海要衝」之稱。海河幹流位於天津市中
部，從天津市內三岔河口起到大沽口入海. 全長 73 公里。
天津歷史上因水而立，依水而興，因此海河被稱為天津的
「母親河」。市內主要河流還包括：北運河、南運河、衛
津河、津河、新開河、月牙河。

天津海岸線地處渤海西部海域，長達 153 公里。天津的海
洋資源擁有包括面積 370 多平方公里，正在開發利用的灘
涂資源、富含大量浮游生物、游泳生物、底棲生物和潮間
帶生物的海洋生物資源。此外，在海水資源利用方面，天
津自古以來就是著名的鹽產地，擁有中國最大的鹽場長蘆
鹽場，佔中國海鹽總產量的四分之一。而且近年來的海水
淡化工程將解決城市的淡水不足問題。天津海洋油氣資源
豐富，現已發現 45 個含油構造，儲量十分可觀。

海河幹流全位於天津市中部，全長 73 公里，從子牙河
與北運河交匯的天津市內金剛橋三岔河口算起，到塘沽
區大沽口入海，實際直線距離只有不到 50 公里。海河
包括了五大支流：北運河、南運河、大清河、子牙河和
永定河，以及許多更小的支流，如果從最長的支流濁漳
河算起，全長為 1329 公里。 此外海河支流還有：潮
白河、洋河、桑乾河、拒馬河、府河、唐河、滹沱河、
滏陽河、衛河、清漳河、濁漳河等。三岔河口為天津市
紅橋區、河北區和南開區的交點，流經和平區、河東
區、東麗區直到濱海新區匯入渤海。

圖片 3.2 天津冬季的海河冰上垂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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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位於中緯度歐亞大陸東岸，屬溫帶季風氣候，主
要受季風環流影響，四季分明。夏季受西太平洋副熱帶
高氣壓影響，以吹偏南風為主；冬季受蒙古冷高氣壓控
制，盛行偏北風，在初春時易誘發揚沙天氣。一月平均

氣溫為 -5.4℃到 -3.0℃，七月平均氣溫為 25.9℃到 
26.7℃，年平均氣溫為 12.3℃，年降雨量為 544.3 毫
米，平均無霜期為 196～246 天。

* 平均降水日數 （≥ 0.1 mm）／來源： 中國氣象局 2009-03-17

圖表 3.1 天津 (1971-2000)氣候平均數據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全年

平均高溫 °C

平均低溫 °C

降水量 mm

相對濕度 %

平均降水日數 *

日照時數

1.8 5.0 11.7 20.5 26.1 30.1 31.0 30.2 26.3 19.7 10.6 3.9 18.1

-7.5 -4.9 1.3 8.9 14.6 19.7 22.7 21.9 16.4 9.3 1.3 -4.9 8.2

3.3 4.0 7.7 20.9 37.7 71.1 170.6 145.7 46.1 22.7 10.4 4.1 544.3

56 54 53 51 56 64 76 77 68 64 63 59 61.8

1.8 2.1 2.9 4.4 6.9 8.0 12.4 10.2 6.0 4.5 3.5 2.0 63.8

178.3 176.9 205.3 229.8 265.7 251.2 217.6 223.3 223.3 211.1 173.1 166.2 2,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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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有 12 個市轄區，1 個副省級區，3 個市轄縣。
市轄區分為中心城區、環城區。中心城區指和平區、河
東區、河西區、南開區、紅橋區、河北區。按照服務業
功能，中心城區按照「金融和平」、「商務河西」、
「科技南開」、「金貿河東」、「創意河北」、「商貿
紅橋」的功能定位。環繞市區的環城區為東麗區、西青
區、津南區、北辰區、武清區和寶坻區。副省級區是濱
海新區，由原塘沽區、漢沽區、大港區以及天津經濟技
術開發區等區域整合而成。市轄縣包括寧河縣、靜海縣
和薊縣。

《天津市空間發展戰略》提出「雙城雙港、相向拓展、
一軸兩帶、南北生態」城市規劃理念。其中，「雙城」
是指天津市中心城區和濱海新區核心區；「雙港」是指
天津港和天津南港；「南北」指市域中北部及南部；
「北端」是指薊縣北部山地丘陵地帶。

中心城區

中心城區是天津的發祥地，也是文化教育政治經濟商業
中心。規劃提出中心城區天津市行政區劃圖實施「一主
兩副、沿河拓展、功能提升」的城市理念。確定在中心
城區建立市級中心商務區。中心城區「一主兩副」為小
白樓地區城市主中心，西站地區、天鋼柳林地區城市副
中心。小白樓地區城市主中心由小白樓、南站商務區，
和平路、濱江道、南京路、天津金融城等組成。天津西
站地區城市副中心位於中心城區西北部，規劃範圍東至
南口路，西至紅旗北路，南至南運河，北至普濟河道。
天鋼柳林地區城市副中心位於中心城區東南部，是海河
上游開發改造的重要節點。

按照服務業功能，中心城區按照「金融和平」、「商務
河西」、「科技南開」、「金貿河東」、「創意河
北」、「商貿紅橋」的功能定位。

19

行政區劃
SECT ION 12



市區 面積（km2） 人口（万） 郵政編碼

和平區

河西區

南開區

河東區

河北區

紅橋區

10 27 300041

37 87 300202

39 101 300100

39 86 300171

27 78 300143

21 53 300131

環城四區

郊區 面積（km2） 人口（万） 郵政編碼

東麗區

津南區

西青區

北辰區

460 56 120110

401 59 120112

545 68 120111

478 70 120113

濱海新區

濱海新區是天津市下轄的副省級區、國家級新區和國家
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是北方對外開放的門戶、高水平
的現代製造業和研發轉化基地、北方國際航運中心和物
流中心、宜居生態型新城區。由原塘沽區、漢沽區、大
港區以及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等區域整合而成。位於天
津東部沿海，環渤海經濟圈的中心地帶，是亞歐大陸橋
最近的東部起點，也是中國鄰近內陸國家的重要出海
口，先後被寫入中國「十一五」和「十二五」規劃並上
升為國家戰略。濱海新區包括先進製造業產業區、臨空
產業區、濱海高新區、臨港工業區、南港工業區、海港

物流區、濱海旅遊區、中新天津生態城、中心商務區九
大產業功能區。

地區 面積（km2） 人口（万） 郵政編碼

濱海新區 2270 248 300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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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濱海新區生產總値佔據天津市的半壁江山。
「濱海新區十大戰役」之一的中心商務區，由於家堡金
融區、響螺灣商務區和泰達 MSD 等組成。2012 年響
螺灣商務區中 39 個項目的 80% 完工。於家堡金融區
預計 2013 年初具規模。

遠郊區縣

郊區郊縣 面積（km2） 人口（万） 郵政編碼

武清區

寶坻區

薊　縣

寧河縣

靜海縣

1570 95 120222

1523 80 120224

1593 83 120225

1414 42 120221

1476 78 120223

以上區劃地名資料截止到 2009 年 11 月；人口依據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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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政治那些事



天津市現任市委書記為張高麗，市
長為黃興國，市人大主任為肖懷
遠，市政協主席為邢元敏。2009 
年，天津市進行了行政體制改革，
撤銷塘沽區、漢沽區、大港區，成
立濱海新區，並將原由天津市直接
管轄的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天津
濱海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天津空
港經濟區等整合成為濱海新區的功
能區，由濱海新區政府派出機構管
委會管轄，濱海新區的首任區委書
記由天津市市委副書記何立峰擔
任。 天津市人民政府大樓建於戈登堂之上，戈登堂又稱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大樓，始

建於 1890 年，坐落於當時天津英租界的維多利亞道，為 19 世紀天津體量最
大的一座建築物，1976 年唐山大地震後，該樓被損壞，1981 年拆除，在原
址上建成新的天津市人民政府大樓。只有後面的天津英租界消防隊舊址，還保
存著當年的建築原貌。

圖片 4.1 天津市人民政府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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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由於缺乏民主監督，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存在
高官利用職務便利大舉斂財、官商勾結的腐敗案例，如
永基非法集資案、天津地鐵腐敗案等。張立昌主政天津
時期，曾公開表示「天津有腐敗現象，但沒有腐敗官
員」，此言一出即引起輿論嘩然。 前天津市政協主席、
政法委書記宋平順因腐敗問題而畏罪自殺，成為中國大
陸自文革結束以來第一位自殺的省部級官員；同樣因腐
敗問題前天津市檢察長李寶金一審被判死緩，其情婦王
小毛亦因相關案件而被捕入獄。

24

貪腐問題
SECT ION 14



CHAPTER 5
城市建設與規劃



隋朝大運河的開通，使南運河和北運河的交會處「三岔
河口」成為天津最早的發祥地。 金代末年，為保障中
都及漕鹽儲運的安全，貞祐二年（1214 年）建直沽
寨， 三岔河口自此從單純的漕運樞紐發展成為漕運與
軍事相結合的畿輔重鎮；元延祐三年（1316 年）改直
沽寨為海津鎮；明永樂二年（1404 年），天津作為軍
事要地正式設衛，並於明永樂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404 年 12 月 23 日）在直沽寨設衛築城，初為夯
築土垣。 明弘治年間（1493 年），山東兵備副使劉福
在天津老城正中心的十字街建造鼓樓。當時的天津城池
平面為矩形，東西長 1570 米，南北寬 900 米，總面
積為 l.55 平方公里。天津老城城牆四面設有四座門
樓，東南西北分別為「鎮東」、「定南」、「安西」和
「拱北」。此後從清順治至嘉慶的一百四十餘年間，天
津老城的城牆重修多達十二餘次。經過明清兩代的建
設，天津城市初具規模，逐步向南運河和海河一帶發

天津老城的老地图／清朝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原
圖由天津博物館保存展示

本圖像現時因在中國著作權過期而處於公有領域。根據中華
人民共和國（司法管轄區為中國大陸，不包括香港和澳門）
和中華民國（目前司法管轄區為台澎金馬地區）的著作權
法，所有攝影作品在首次發表50年後，或者從創作之日起50
年未發表，則進入公有領域。所有非攝影作品則在作者死亡
後50年進入公有領域。

圖片 5.1 清朝道光年間的天津老城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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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口岸的設立和租界的劃分是引發天津都市計畫格局
和空間演變的開端。從 1860 年英法租界的劃分到 
1903 年租界最後一次擴張結束，天津曾先後存在九國
租界，租界的總面積是老城區的數倍。正是在這一時
期，西方的現代都市計畫理論和空間模式開始被引入天
津。

租界擴張與道路建設時期

天津租界自開闢之後，租界中的工部局依據本國風格獨
自對專管租界進行規劃、建設和管理。與老城區的空間
定位不同，租界的選址和規劃首先考慮的是交通與安
全。天津成立了最早的市政管理機構一一英租界工部
局，戈登制定的英租界規劃率先將歐洲城市的空間模式
被引入天津。 它沒有眾多官僚機構組成的權力中心，也
沒有對空間秩序和市民行為實行控制的城牆、城門等，
而是以維多利亞道為主軸的道路網、位於租界中心的教

堂、港口碼頭、市政
廳和公園形成一個與
中國傳統城市截然不
同的城市空間。交通
的便利與路況的改善
推動了租界商貿的發
展。受到租界的影
響，1883 年天津的華
界設立了中國最早的
市政機構̶̶工程
局，進行市政道路建
設，主要是按照西洋
方式修整街衙，將天
津老城的大部分街道改造成西式的現代馬路。1888 年 
11 月 3 日的《中國時報》曾這樣報導天津，「一度遍
地皆是深溝、大洞、臭水溝的使人噁心的可恨的道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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剷平、拉直、鋪平、加寬。並且裝了路燈，使人畜都感
到舒服，與此同時，城壕里的好幾個世紀以來積聚的垃
圾也清除掉了。」 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1918 年來過天
津並被當時天津獨特的城市空間與都市文化所感染，曾
在其小說中寫道：「走在天津城裡最氣派、最整潔、最
美麗的街區，令人彷彿來到了歐洲的都會。」1900 年 
7 月 14 日，八國聯軍攻陷天津老城，次年由八國聯軍
組成的天津都統衙門下令拆除城牆，改築環行馬路，牆
基殘存在地面以下。

局部規劃建設時期

在洋務運動的背景下，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袁世
凱在天津海河北岸開始開發新城區̶̶河北新區，在建
設中較早採用了西方現代都市計畫理念 。與此同時，租
界的擴張與劃定逐漸告一段落，各國專管租界都進入各
自為政的規劃建設時期，其中英、法、日租界建設發展
最為迅速，在其租界內出現了「城市用地分區」、「建
設法規」以及「建築標準」等的相關現代規劃內容，租

界逐漸成為乾淨整潔、秩序良好的新城區。舊城區與不
斷擴張的租界、新市區毗連成片，形成了新舊城區以大
經路、東馬路為中心和租界區以海河為中軸的網狀道路

奧租界 意租界

俄租界

日租界

法租界

俄租界

英租界
德租界

比租界

互動 5.1 天津租界地圖

1 of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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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格局和局部完整的自由拼貼城市形態，屬於典型的
馬路主義都市計畫風格。

總體規劃建設時期

北伐戰爭結束之後，天津作為華北最大的港口和商埠，
其城市總體規劃與規劃理論和實踐開始迅速發展。1928 
年，國民政府將天津劃為特別市。1930 年，天津開始
徵集城市總體規劃方案，最終由梁思成和張銳共同主持
的《天津特別市物質建設方案》，即「梁張方案」中
標。這是天津近代都市計畫史上第一部詳細、全面的規
劃方案，儘管方案內容具有一定的空想性，但卻反映了
當時中國都市計畫理論發展的水平與方向。1936 年天
津市政府頒布了「建築規則」來指導城市建設。

日本佔領時期

1937 年日軍佔領天津及華北後，成立專門統籌華北地
區內城市建設事務的華北建設總署，多次制訂「華北開
發計劃」並反覆強調資源的開發與交通運輸事業建設兩

大原則。而天津在計劃中被規劃成向日本本國輸送物資
的交通樞紐。但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日本侵華戰略為
適應戰爭需要發生了改變，天津除了作為交通樞紐的作
用之外，也成為華北進行長期工業建設的城市之一。為
此，日本先後在天津制訂了《天津都市計劃大綱》、
《塘沽都市計劃大綱》和《大天津都市計劃》等規劃。
1939 年華北建設總署都市局向天津特別市公署下達的
《天津市都市計劃大綱》，其方針是使天津成為華北貿
易大港、商業都市和工業基地，而舊市區大體保持現
狀。此後，鑒於天津優越的經濟、軍事地位又再次制定
《大天津都市計劃》，提出將天津與塘沽合而為一。

戰後恢復與發展時期

1945 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接收天津，並擬定
了《擴大天津市計劃》，提出擴大市區範圍、建設衛星
城鎮、海河下游分段建設工業區、劃分功能分區等主
張。1947 年，天津市臨時參議會再次提出「擴大天津
市區的要求」，並提出將塘沽、大港、新港等劃歸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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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 -2006 年間，天津市先後編製完成了 22 稿天
津市城市總體規劃方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 1954 年
版、1986 年版、1996 年版和 2006 年版等四版「總
體規劃」。

1949 年以後，受到冷戰和計劃經濟體制影響，包括天
津在內的沿海地區基本不安排重要項目，對外貿易也受
到極大影響，港口優勢幾乎完全喪失。 工業帶動城市同
心圓式向外拓展，逐漸形成內向封閉型的城市結構，以
工業為主的經濟建設成為城市發展的主要推動力。改革
開放後，天津在東部沿海的塘沽地區率先建立了天津經
濟技術開發區，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拉動天津沿海河向濱
海地區跳躍式拓展，向外向型城市轉型，對整個城市和
地區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計劃經濟時期

1953 年 1 月，天津市城市建設委員會提出中國人民共
和國建立以後的第一個城市初步規劃方案̶̶《天津市
城市建設初步規劃方案》。 該方案主要目的是對天津市
進行都市計畫上的社會主義改造，將天津的租界型的城
市布局向社會主義城市轉變，城市路網確定為三環十八
射的環形放射式，初步確定了日後天津主城區的同心圓
結構。

根據 1953 年 9 月中共中央發布的《關於城市建設中的
幾個問題的指示》，天津作為中國具有相當規模的工業
大城市，城市建設必須充分為工業生產創造便利條件。 
受其影響，在 1954 年底發布的《天津市都市計畫要
點》和《天津市都市計畫草案》確定天津城市性質為
「工業城市」具有戰略意義，因此城市的建設必須為工
業生產服務，在城市外圍規劃工業組團。1955 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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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國在國際上受到經濟封
鎖，根據中央政府的「限制
沿海、支援內地」的政策，
沿海城市主要是合理有效地
利用資源，支援內地建設，
不進行新的發展。當時蘇聯
援華的 156 項目中天津僅

有的國營第一一五廠也因此遷至陝西。同年，在「限制
沿海、支援內地」背景下，天津市的都市計畫方案進行
了兩次相應修編，先後對都市計畫布局和範圍進行了調
整和對規劃人口規模緊進行了緊縮。

1957 年，《天津市城市初步規劃方案》確定城市的性
質是「綜合性工業城市、南北水運要衝、華北水陸交通
城市」。隨著天津劃為河北省省會，天津專區、滄州專
區及所屬縣也劃歸天津，天津市面積達到 31894 平方
公里。1958 年 9 月編製了《天津市初步規劃說明》。
1959 年，《天津市都市計畫簡要說明》確定天津的城
市性質是「以機電工業與海洋化學工業為主的綜合性工

業城市，華北水陸交通樞紐」。1960 年的《天津都市
計畫初步方案說明》、《天津市區域規劃草案》明確提
出，將天津由單一城市改造為組合性城市，建設衛星城
鎮，並提出「壓縮改造舊市區，嚴格控制近郊區，積極
發展縣鎮工業點」。1972 年，再次修編的《天津市城
市總體規劃》對天津和塘沽的鐵路樞紐規划進行了修
訂。

震後重建時期

1976 年 7 月 28 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區發生的芮
氏 7.8 級強烈地震波及天津。超過六成的建築遭到地震
破壞，近 70 萬人失去住房。天津的工業損失嚴重，超
過三成企業遭到嚴重破壞，同時北大港水庫和於橋水庫
也被地震嚴重破壞 1978 年《天津市城市總體規劃綱
要》結合抗震救災、恢復重建的工作，提出將天津建設
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工農業協調發展的、城鄉結合的社
會主義新型城市，建設「以石油、石油化學工業和海洋
化學工業為特點的、先進的綜合性工業基地」。

1954年版《天津市城市规划草案》by 天
津市城市建设委员会

1954 年版天津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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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東移時期

1986 年 8 月 4 日國
務院批覆的《天津市
城市總體規劃方案 
(1986-2000 年)》
(1986 年版《總規》) 

確定天津的城市性質為「擁有先進技術的綜合性工業基
地，開放型、多功能的經濟中心和現代化的港口城
市」。 該方案確定以海河為軸線、市區為中心、市區和
濱海地區為主體，與近郊衛星城鎮及遠郊縣鎮組成性質
不同、規模不等、布局合理的城鎮網路體系。同時，工
業用地戰略東移，重點發展濱海地區工業建設，為形成
全市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新的城市格局。 這樣的城市空間
布局有利於利用濱海優勢及港口、公路、鐵路等良好的
交通運輸條件，發展現代化、集約化的大型工業，促使
工業東移，優化了城市產業布局，工業東移的發展戰略
在日後則為濱海新區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該版總
規以城市建設為特徵，重點是彌補基礎設施建設欠賬一

啞鈴式「城市布局符合當時天津市的功能定位和發展方
向。但這一方案中的城市性質的定位在日後遭到研究城
市地理學學者的批評，認為其沒有突出天津的特色，可
以套用在任何一個沿海大城市。

「雙城雙港」時期

2006 年 3 月，天津濱海新區的開發開放被正式納入國
家總體發展戰略，極大地改變了天津市都市計畫的格
局。同年 7 月，國務院對《天津市城市總體規劃 
(2005-2020 年)》，即 2006 年版《總規》作出批覆：
「天津市要以濱海新區的發展為重點，逐步建設成為國
際港口城市、北方經濟中心和生態城市」。此後，天津
市人民政府根據 2006 年版《總規》修編了《天津市空
間發展戰略》提出「雙城雙港、相向拓展、一軸兩帶、
南北生態」都市計畫理念 。其中，「雙城」是指天津市
中心城區和濱海新區核心區；「雙港」是指天津港和天
津南港；「南北」指市域中北部及南部；「北端」是指
薊縣北部山地丘陵地帶。

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1986-2000年）

1986 年天津市區及濱海地區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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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區是天津的發祥地，也是文化
教育政治經濟商業中心。規劃提出中
心城區實施「一主兩副、沿河拓展、
功能提升」的都市計畫理念 。確定在
中心城區建立市級中心商務區。中心
城區「一主兩副」為小白樓地區城市
主中心，西站地區、天鋼柳林地區城
市副中心 。小白樓地區城市主中心由
小白樓商務區、南站商務區以及和平
路、濱江道、南京路沿線和天津金融
城等組成 。天津西站地區城市副中心
位於中心城區西北部，規劃範圍東至
南口路，西至紅旗北路，南至南運
河，北至普濟河道。天鋼柳林地區城
市副中心位於中心城區東南部，是海
河上游開發改造的重要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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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5.2 天津市近期建設規劃 2011 版

《天津近期建设规划（2011-2015）》（征求意见稿）-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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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海新區是天津市下轄的副省級區、國家級新區和國家
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是北方對外開放的門戶、高水平
的現代製造業和研發轉化基地、北方國際航運中心和國
際物流中心、宜居生態型新城區被譽為「中國經濟未來
第三增長極」。位於天津東部沿海，環渤海經濟圈的中
心地帶，是亞歐大陸橋最近的東部起點，也是中國鄰近
內陸國家的重要出海口，先後被寫入中國「十一五」和
「十二五」規劃並上升為國家戰略。濱海新區包括先進
制造業產業區、臨空產業區、濱海高新區、臨港工業
區、南港工業區、海港物流區、濱海旅遊區、中新天津
生態城、中心商務區九大產業功能區和世界吞吐量第四
位的綜合性貿易港口̶̶天津港。

2010 年，濱海新區的生產總値已經超越浦東新區，並
佔據天津市的半壁江山。「濱海新區十大戰役」之一的
中心商務區，由于家堡金融區、響螺灣商務區和泰達 
MSD 等組成。響螺灣商務區，作為濱海新區中心商業
商務區的起步區，於 2007 年 9 月 11 日開始正式建
設， 共 39 個項目，預計到 2012 年將有 80% 的項目
完工。于家堡金融區是於 2009 年 12 月 26 日開工建
設，整個金融區將在 10 年內全部建成。2007 年 11 
月，中國和新加坡共同簽署協議在濱海新區建設中新天
津生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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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圖：建設中的濱海新區中心商務區于家堡響螺灣

濱海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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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6
國際港口城市－經濟的發展



天津自從清末民初時期已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之一，近現代工商、金融業興
盛繁榮。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前二十餘年間，天津市沒有一項國家重
點投資項目。加之唐山大地震的影響和中央政策向東南沿海傾斜，天津逐漸失去
在中國經濟的領軍位置。其次，天津毗鄰北京，長期以來人才、資源向北京集
中，產生制約發展的「空吸現象」。1980 年代，天津經濟增速曾一度低於全國
平均水平。1994 年，天津市開始戰略東移，全力打造濱海新區。2005 年開
始，中央政府陸續將開發天津濱海新區納入國家十一五規劃和國家發展戰略，並
批准濱海新區為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徹底改變了天津經經濟發展相對緩慢
的局面。空客 A320 飛機總裝線、中新天津生態城、百萬噸乙烯、千萬噸煉
油、新一代運載火箭等重大項目落戶亦落戶於天津。天津港的貨物吞吐量已由 
2003 年不到 1 億噸躍升至 4 億噸，成為中國北方最大的港口，中國大陸最大
的保稅港區東疆保稅港區也已經封關運作。2006 年 3 月 22 日國務院批覆的
《天津市總體規劃（2005-2020）》將天津完整定位為「國際港口城市、北方
經濟中心、生態城市」，從此京津之間的北方經濟中心之爭，終於落下帷幕。
2008 年起，「夏季達沃斯論壇」開始落戶天津舉辦。2011 年天津市 GDP 達
到了 11190.99 億元，人均 GDP 86,496 元, 超越京、滬成為全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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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總耕地面積 637.4 萬畝，總播種
面積 867 萬畝。其中，糧食作物播種面
積 669.8 萬畝，經濟作物播種面積 39 
萬畝，蔬菜播種面積 142 萬畝；分別佔
總播面的 77.2%、4.5% 和 16.3%。糧
食作物結構以小麥、水稻、玉米三種作
物為主，天津北部地區主要以小麥和玉
米兩茬平播為主，東部地區為水稻生產
區，南部是豆類、雜糧作物的主要產
地。天津農業以沿海都市型農業為主，
並發展養殖業，為華北地區蔬菜、畜產
品、水產品的重要生產基地。天津特色
農產品有：獨流老醋、天津冬菜、小站
稻、沙窩蘿蔔等。

圖片 6.1 天津冬菜

冬菜為中國傳統醃菜之一，以大白菜、食鹽水、蒜為主要材料。以天
津、南充出產者最有名。使用蒜的又稱『葷冬菜』，對應未加蒜的『素
冬菜』。

常用於調劑清淡菜式，而非像泡菜或酸菜作日常食用。天津冬菜家庭製
作 1 斤成品需 3 斤白菜，3 兩蒜，2 兩鹽。將白菜風乾晾曬脫水至 1 
斤左右，切碎，加鹽、蒜末拌勻，繼續脫水至成品。富含鮮味成分，是
天津式餛飩和很多湯菜的必備輔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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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工業發達、門類齊全，是中國近代工業的發祥地，
也是中國重要的老工業基地和中國傳統與當前重要的工
業城市。國民政府時期和計劃經濟時期，天津的工業發
展水平在中國僅次於上海。天津的久大精鹽公司、永利
鹼廠等曾開創中國化學工業的先河。天津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第一台電視機 、第一部電話、第一架照相機、第一
台汽車發動機、第一隻手錶的產地。自濱海新區成為國
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以來，天津開始採取依靠重大工
業項目拉動的策略優化產業結構，已經形成航空太空、
石油化工、裝備製造、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新能源、
新材料、國防工業等八大新興支柱產業。全球 500 強
企業中已有部分在天津設立了分公司和辦事處。2006 
年 6 月 8 日，空客 A320 系列飛機總裝線落戶天
津空港經濟區，這也是空中巴士繼法國、德國之
外的第三條總裝線。天津成為全國唯一兼有航空
與太空兩大產業的城市。天津市著名的本土工業

企業有：渤海鋼鐵集團、渤海化工集團、天津一汽、天
士力集團、天獅集團等。

天津目前的重大工業項目包括航空太空領域的空客 
A320 總裝線、長征五號系列火箭、無人航空載具生產
基地、直升機產業基地、機翼組裝生產、太空飛行器製
造產業基地；石油化工領域的百萬噸乙烯、千萬噸煉
油、渤海化工園、精細化工基
地；冶金機械領域的天
鋼擴能、海鷗精
密機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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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基地、濱海機電工業園、中國南車集
團天津工業園、中國北車集團天津工業
園、中船重工天津臨港造修船基地；電
子信息領域的電子加速器生產基地、藍
鯨海量存儲項目、生物晶片研發基地；
生物醫藥領域的金耀生物園、百特大輸
液增資擴能項目；新能源、新材料領域
的京瓷太陽能新工廠、風電產業聚集
地、大功率半導體照明產業基地、北疆
發電廠等。

背景：天津一汽豐田汽車生產的 Toyota Corolla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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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金融業發源於古代，興盛於近現代，並在當代以
濱海新區為載體成為中國金融改革創新的先試先行示範
區。

天津自元代漕運以來，逐漸形成水陸交通樞紐，成為商
品集散地，當時鹽業作為天津經濟的主要支柱，促進了
天津向周邊及三北地區腹地的輻射能力，為金融業的發
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清朝的乾隆年間，在現今的古文
化街一帶就開辦了天津最早的錢局。當時，天津已有數
十家錢莊、票號，其中最早的、也最著名的就是嘉慶二
年 (1797 年) 山西人雷履泰在天津開辦的日升昌票號分
庄。

天津出現的第一家銀行是 1882 年正式開業的英國滙豐
銀行。其後是 1895 年在天津開業的英國麥加利銀行，
1896 年開業的俄國華俄道勝銀行，1897 年開業的德國
德華銀行，1898 年出現了最早的中國資本資銀行̶中

國通商銀行天津分行，1899 年開業的日本橫濱正金銀
行，此外還有法國的東方匯理銀行及中法工商銀行、美

國花旗銀行、義大利華義銀行、比利時華比銀行等。到 
1900 年天津有銀行、錢莊和票號共計 300 餘家，
1902 年直隸總督袁世凱在天津創辦中國第二家官辦金
融機構̶̶官銀號，成為天津第一家新式銀行。1905 
年開設大清銀行，至 20 世紀 30 年代中期，天津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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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銀行、錢莊 103 家，其中設總行的 10 家，設分行
的 93 家；外國銀行 17 家，占外國在華銀行資本總額
的 16%。1909 年，北洋股票交通有限公司在天津開
幕，是天津最早的股票交易所。1935 年天津共有中國
資本銀行 29 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北四行：即鹽業銀
行、金城銀行、中南銀行和大陸銀行，其中前三家銀行
的總行都設在天津。在 1921 年 2 月 7 日天津創設了
當時中國最早的證券交易所，即天津證券花紗糧食皮毛
交易所。在 20 世紀 40 年代，解放北路上設有 49 家
國內外銀行；有 270 多家國內外保險機構，還有功能
完備的證券交易所，是當時中國僅次於上海的金融中心
和保險業中心。

1949 年 6 月 1 日，天津市證券交易所正式成立，曾有
經紀人 39 家，上市證券為各大公司股票。天津投資公
司於 1951 年發行的天津投資股份公司股票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第一張股票。1952 年 7 月 19 日，交易所撤
銷，其買賣由天津市投資公司辦理，後又改為交通銀行
兼管。1956 年公司合營後，股票交易停止。 改革開放

初期，由於中央政策原因，中國大陸的金融資源配置向
東部沿海地區傾斜致使天津在東部的金融配置中相對落
後，金融機構存貸款餘額的增長速度在多數年份曾低於
全國平均水平，在全國的比重呈下降趨勢，到 1999 年
均只佔到 11.95% 左右，失去了在中國經濟版圖優勢地
位。

但自 2003 年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戴相龍出任天津市長
和濱海新區獲批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以來，國務院
鼓勵濱海新區在金融和土地等重大改革方面先行先試。
天津現有的本地銀行有渤海銀行、天津銀行、天津濱海
農村商業銀行、天津農商銀行、中德住房儲蓄銀行等。
其中，渤海銀行是 1949 年以來首個總部設立於天津的
銀行，首創在發起階段引入境外戰略投資的舉措。2009 
年 12 月 18 日，中國國內第一家股份制商品交易所渤
海商品交易所正式開業。2010 年 11 月 22 日，天津
文化藝術品交易所正式啟動交易，是全球首家由政府發
起的份額化的文化藝術品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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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天津的商業起於漕運。隋大業四年 
(608 年)，隋煬帝為東征高麗，命令開鑿永濟
渠，貫通南北的大運河把黃河、淮河、長江
等水系連成一片，使得地處運河北端、兼
有河海航運之便的天津地區的商業地位
更趨重要。明朝時期，天津坐擁的
「南糧北運」的繁重任務也更加和得
天獨厚的鹽業生產條件。河漕、
海運和蘆鹽之利推動了整個天
津商業的發展，天津最早
的商業區也由此應運而
生。天津最早的集市
和商業區出現於
明宣德年間，到
弘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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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天津已成為中國北方的商品集散地。天津商業沿河
發展的局面一直持續到了清代。商業行會集中的估衣街
等都集中在沿河西岸。到了清康熙年間，執行多年的海
禁被取消，天津商業重新回到了「河海並重」的局面，
天津商業也迎來了一個空前繁榮的時代。民國時期，天
津成為北方的商業中心，天津 勸業場、中原百貨是
當時著名的商業會 場。 作為老商埠和中國
工商業的 發祥地之一，天

津歷史上老字
號眾多，如
桂發祥、

狗不理、耳朵眼、謙祥益、風箏魏、泥人張等。目前，
天津市的商業區主要集中在市區的濱江道、和平路、西
南角和濱海新區的解放路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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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圖：天津勸業場

天津勸業場是中國天津市和平區著名的老字號商場。二十世紀二十年代

由井陘礦務局津保售煤處總經理、天津買辦高星橋集資創辦，法商永和

營造公司建造，1928年末建成並開業。坐落於原天津法租界杜總領事

路與福煦將軍路交叉的十字路口（今和平區和平路290號，濱江道152

－166號），與惠中飯店和浙江興業銀行大樓相對，目前，天津勸業場

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被天津市人民

政府批准為特殊保護等級歷史風貌建築。



天津市下轄三個國家級開發區和一個國家級高新區，分
別是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西青經濟技術開發區、武清
經濟技術開發區和天津濱海高新區。天津開發區又稱
「泰達」（英文縮寫 TEDA 的音譯)，創立於 1984 年 
12 月 6 日，是中國首批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國
家生態工業示範園區」和「全國循環經濟試點園區」，
在全國 54 個國家級開發區、工業園區投資環境評價
中，天津開發區
已連續 13 年位
居第一。1986 
年 8 月鄧小平在
視察天津開發區
時，親筆題詞
「開發區大有希
望」。西青開發
區和武清開發區

於 2010 年底和 2011 年初先後升格為國家級經濟技術
開發區。這些開發區有許多特殊經濟政策，從而能夠吸
引大企業在天津投資，區內分布著如摩托羅拉、三星、
可口可樂、康師傅、松下、豐田等跨國企業。天津濱海
高新區，也稱「海泰」，為首批國家級高新區。2009 
年，更名為「天津濱海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在全國
高新區投資環境競爭力調查中，天津濱海高新區位居第

一名。 天津濱海
高新區的核心區
域為華苑科技園
和濱海科技園。
培育出力神電
池、天地偉業等
馳名中國的高科
技企業。

圖片 6.2 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金融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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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初步核算，並經國家統計局評估審定，2011 年全市生
產總値（GDP） 完成 11190.99 億元，按可比價格計
算，比上年增長 16.4%。分三次產業看，第一產業增加

値 159.09 億元，增長 3.8%；第二產業增加値 5878.02 
億元，增長 18.3%；第三產業增加値 5153.88 億元，增
長 14.6%。三次產業結構為 1.4：52.5：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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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6.1 天津市國內生產總値

時間 GDP（億元） 增長率 全國增長率 備註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一季度

3697.62 14.70% 10.40% 濱海新區進入十一五規劃

4344.27 14.50% 11.60% 濱海新區獲批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

5050.4 15.20% 13.00% 工業總產値突破 1 萬億元

6354.4 16.50% 9.00% 增長率全國第一，GDP 增量突破 1000 億元

7500.8 16.50% 8.70% N/A

9224.46 17.40% 10.30% 濱海新區生產總値超過浦東新區

11190.99 16.40% 9.20% 2011 年天津 GDP 比上年增長 16.4% 增幅居全國前列

2582.60 14.70% 8.10% 總量超越深圳，增速居省級單位全國第二



• 「中國 GDP」數據類型：GDP 核算分為季度核算和年度核
算。全國 GDP 數據由國家統計局統一對外公布，分年度
「預計數」（年份前家「e」）、年度「初步核算數」 （年
份前家「p」）、年度「初步核實數」（年份前家「r」）、
年度「最終核實數」（年份前家「r」）與「修正數據」五個
類型，季度初步核算數、季度初步核實數、季度最終核實
數。其中「預計數」屬於估算數；「初步核算數」則於次年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發布；「初步核實
數」則於次年出版的《統計年鑒》中發布；「最終核實數」
則於隔年出版的《統計年鑒》中發布；「修正數據」則按照
經濟普查的結果修正，其中經全國經濟普查之後修訂數據，
修訂之後不再有變化。

• 中國官方對外公布按照生產法、收入法和支出法計算的 
GDP，以按照生產法和收入法混合計算的 GDP 為標準。

• 地區生產總値（GDP 或 GRP）數據來自各省、自治區、直
轄市統計局的國民經濟核算資料，見諸於統計年鑒、經濟年
鑒。

• 1978-2003 年歷年 GDP：1992 年進行第一次全國第三產
業普查之後，已經對 1978 年至 1992 年的 GDP 歷史數據
進行過修訂。1993-2004 年歷年 GDP：2004 年第一次全
國經濟普查已對歷年數據作出了修訂，參見 2006 年及其之
後各年份地方《統計年鑒》與《中國統計年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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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6.2 天津市歷年國內生產總値指標詳細報表

年份
GDP
（本幣）

GDP
（美元）

GDP
（購買力平
價）

佔全國
GDP比重
(%)

GDP
位次

人均
（本幣）

人均
（美元）

人均
（購買力平
價）

佔全國
人均比重
(%)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2000

1999

1998

1997

1996

1995

1994

1993

1992

1991

1990

9,224.46 1,362.65 2,337.67 2.30 20 72,994 10,783 18,498 243

7,521.85 1,101.13 1,998.47 2.21 20 62,574 9,160 16,625 244

6,719.01 967.45 1,758.44 2.14 21 58,656 8,446 15,351 247

5,252.76 690.79 1,450.24 1.98 22 47,970 6,309 13,244 238

4,462.74 559.82 1,287.87 2.06 21 42,141 5,286 12,161 255

3,905.64 476.78 1,132.86 2.11 20 37,796 4,614 10,963 266

3,110.97 375.87 914.13 1.95 21 30,575 3,694 8,984 248

2,578.03 311.47 789.18 1.90 21 25,544 3,086 7,820 242

2,150.76 259.85 661.34 1.79 22 21,387 2,584 6,576 228

1,919.09 231.86 584.11 1.75 22 19,141 2,313 5,826 222

1,701.88 205.58 516.94 1.72 22 17,353 2,096 5,271 221

1,500.95 181.31 455.45 1.67 22 15,405 1,861 4,675 215

1,374.60 166.03 405.91 1.63 23 14,243 1,720 4,206 210

1,264.63 152.55 366.09 1.60 23 13,142 1,585 3,804 205

1,121.93 134.94 323.98 1.58 22 11,734 1,411 3,388 201

931.97 111.60 281.09 1.53 22 9,769 1,170 2,946 194

732.89 85.03 246.28 1.52 22 7,751 899 2,605 192

538.94 93.53 213.92 1.53 22 5,800 1,007 2,302 193

411.04 74.54 183.76 1.53 23 4,481 813 2,003 194

342.65 64.37 161.97 1.57 23 3,777 710 1,785 200

310.95 65.01 151.66 1.67 23 3,487 729 1,701 212



• 2004-2008 年歷年 GDP：2004 年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已對歷年數
據作出了修訂，參見 2010 年及其之後各年份地方《統計年鑒》與
《中國統計年鑒》。

• 2009 年及其以後年份 GDP：中國國家統計局每年將對數據作出修
訂，每年的修訂結果見諸隔年的《統計年鑒》，如 2009 年 GDP 第
一次核實數據在 2011 年《統計年鑒》上公布核實後的修訂修訂數
據。GDP 最終修訂數據參見之後的全國經濟普查。

• 「本幣」即人民幣（CNY），人民幣折算美元（USD），按國家統計
局每年公布的年均價換算（參見人民幣匯率）。

• 購買力平價（PPP），根據 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各經濟體歷
年 GDP 本幣與購買力核算指標推算。購買力平價使用「國際元」，
英文即 International Dollar，縮寫為 Intl. $）；或國際貨幣單位
（英文即 Unit of International Currency，縮寫 ICU。購買力平價
指標以 1 美元在美國的平均購買力為參考基數，故 1 國際元亦即 1 
美元在美國的購買力，故 1 國際元即等於 1 美元，常直接使用美元
計量。鑒於購買力平價指標每半年修改一次，購買力平價這算指標僅
供參考。

• 人民幣購買力平價（CNY） ：根據 2011 年 4 月更新的數據，2010 
年中國 GDP 總量 397,983 億元，按購買力平價合 100,857.1 億國
際元， 購買力平價指數 3.9460 人民幣合 1 國際元；2009 年中國 
GDP 總量 340,902.8 億元，按購買力平價折合 90,573.8 億國際

元，購買力平價指數 3.7638 人民幣合 1 國際元；其他年份參見人民
幣匯率。人民幣購買力平價參考來源：根據 IMF - WEO 數據推算，
推算數據參見人民幣匯率#購買力平價。

• 由於採取分級核算，地區生產總値（GDP）省級數據相加不等於內地
全國總計；同理，地級層次數據累加不一定等於省級總計；縣級累加
不一定等於地區級總計。

• 地理區域內人均 GDP：使用加權平均法推算。地理區域指特定的區
域，常指按照地理區域劃定的經濟大區，如中國中部經濟區；省層次
下的區域，如廣東省的粵北山區。區域內 GDP 總量從 
GDP1...GDPn 之和；對應人均 GDP 為各個區劃單位的人均 
GDP1... 人均 GDPn，區域內人均 GDP＝(人均 GDP1xGDP1+...+ 
人均 GDPnxGDPn)/(GDP1+...+GD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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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7
多彩文化



天津文化早期是運河文化和海洋文化兼容的產物。早
期傳統的京杭大運河開通以來漕運文化形成了天津傳
統城市文化的初始形態，但最終將天津城市文化積澱
定格則是在清朝的開埠，近代工商文明和西方文化的
引入使得天津傳統原生文化不明顯，以薈萃四方文化
為特長，因而產生了中西合璧的天津城市文化，在包
括飲食、民俗、藝術、建築等方面都可以體現出中西
薈萃的現象，尤其以話劇最為突出。 

天津是諸多曲藝形式發源、興盛和發展的地方，因而
有「曲藝之鄉」之稱。 其中，天津時調、天津快
板、京東大鼓、京韻大鼓、鐵片大鼓、快板書等曲藝
形式是在天津形成；而京劇、河北梆子、相聲、評
劇、評書、單弦、梅花大鼓、西河大鼓等是在天津興
盛和發展的。相聲和京劇更是天津曲藝的重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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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相聲興始於清末民初。那時在天津老城城根開始
有了專供藝人演出的兩塊「明地」。20 世紀 20 年代，
天津出現了由席棚發展而成的書場、茶社，並逐漸接納
了相聲演員演出。此後，相聲演出逐漸走入劇場，成為
大眾藝術。抗日戰爭時期，常寶堃曾經兩次因為諷刺日
治政府而被捕，張壽臣公開讚揚吉鴻昌等人的抗日，批
評和諷刺當局而遇到麻煩。1949 年以後，天津的傳統
相聲藝人逐漸轉型，將相聲的內容加以改造，去掉不良
的內容，使相聲迅速普及、家喻戶曉。現今在天津的許
多小劇場與茶館都可以聽到傳統相聲。而同樣曾在茶館
傳統方式演出的天津相聲演員郭德綱在 2005 年之後的
迅速走紅，雖然不同於真正的茶館相聲，但還是給觀眾
帶了一些對傳統的認同。天津著名的相聲演員有：馬三
立、侯寶林、常寶堃、高英培、馬季、馮鞏、郭德綱
等。

京劇是在清道光年間傳入天津的，同治年間開始興盛。
在梨園界曾經有一個約定俗成的說法，就是「北京學
藝，天津唱紅，上海賺錢」。所以當時京劇界的名家，

幾乎都來天津登台獻藝。1930 年，天津的《北洋畫
報》所舉辦的女伶四大皇后選舉，在當時中國戲劇界造
成很大的轟動和迴響。文革時期，天津京劇團只演出
「八個樣板戲」，而其他京劇團體則一律解散，直至 
20 世紀 80 年代恢復。始建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 
年）的天津廣東會館，是天津現有保存最大最完整的清
代會館建築，現為天津市戲劇博物館。梅蘭芳、尚小
雲、馬連良、荀慧生等京劇大師都曾在此登台獻唱。 始
建於 1936 年的中國大戲院是天津戲劇舞台史上另一個
重要的演出場所，當時流傳著這樣一句行內的趣話說
「唱紅中國，中國唱紅」，體現了中國大戲院在京劇藝
術表演交流中曾經有過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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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 30 年代，小提琴家雅沙·海飛茲、弗里茨·克萊
斯勒、鋼琴家拉赫瑪尼諾夫等古典音樂家先後到天津演
出。 李叔同是向中國傳播西方音樂的先驅者，其作詞的
《送別歌》在民國初年作為在新式學堂中教授的學堂樂

歌廣為傳唱經久不衰，已經成為中國音樂史上的經典名
篇。1950 年代，中央音樂學院和天津音樂學院先後在
天津創建。這兩所院校培養出許多現代音樂家和演唱
家。1988 年，天津音樂家蘇聰憑藉為影片末代皇帝的

原聲音樂作曲獲得第 60 
屆奧斯卡最佳電影作曲
獎。成為首位獲得奧斯卡
金像獎的中國人。此外，
有「第二國歌」之稱的
《歌唱祖國》的作曲者王
莘和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主
題曲《我和你》演唱者之
一的劉歡都是天津人，
《歌唱祖國》的首演地便
是天津的耀華學校禮堂。

圖片 7.1 民國廿七年（1938年）五月耀華學校音樂會全體會員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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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文學是「津味文學」和「衛派文學」的集合，歷史
上曾間斷性地呈現出天津地域文化特色，如「津味小
說」的出現，但置放到一個更為長遠的歷史視域來看，
「天津文學」的地域性和傳承性並不明顯。1949 年後
的天津文壇是由解放區來的作家、詩人、戲劇家主導
的，他們自身也成為天津文壇的主體，如孫犁的《風雲
初記》和《津門小集》等，都在這時期誕生。 天津作家
馮驥才是現在天津文學的代表人物，他創作的小說《一
百個人的十年》記錄了文革十年發生在平凡人身上真實
的故事，反響強烈；散文《挑山工》《珍珠鳥》等入選
教科書。然而，天津的文學界存在缺乏體制外的作家和
年輕作家的問題。

馮驥才（1942年－），浙江寧波慈溪縣人，生於天津，
作家、畫家。

早年在天津從事繪畫工作，後專職文學創作和民間文化
研究。其大力推動了很多民間文化保護宣傳工作。其創
作了大量優秀散文、小說和繪畫作品。其並有多篇文章
入選中小學、大學課本，如散文《珍珠鳥》。

現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執行副主席，中國小說學會
會長，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國際民間藝術組織
（IOV）副主席，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副主席，全國政
協常委等職。

圖片 7.2 馮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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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的電影一詞起源於天津。1905 年 6 月 16 日，天
津《大公報》刊登了英商快利洋行的一則廣告《活動電
光影戲出售》，文中寫道「茲由外洋運到新式電影機器
一副……」，這是文獻記載「電影」二字組合第一次出
現。從此以後，藉由《大公報》在京津冀的影響，「電
影」一詞開始普及。1896 年，法國百代公司首次在天
津法租界的天豐舞台放映電影。1907 年 1 月 8 日，中
國最早的電影院 - 權仙電戲院在葛公使路誕生。1924 
年 3 月 23 日，中共天津地委在天津平安電影公司舉行
的電影招待會放映了蘇聯在中國的首部影片《列寧出殯
記》。20 世紀 30 年代，天津有 80 多家電影院和電影
發行公司，一年中放映國內外電影達 287 部，國產片 
52 部。1945 年，米高梅、環球、哥倫比亞、派拉蒙、
福克斯、華納等美國影片公司相繼在天津設立辦事處。
蘇聯影片公司在亞洲只有天津辦事處一家。中資影片公
司天津亦擁有兩家：光華影劇公司和渤海影片公司。

光明影院（Guang Ming Theatre），始建於 1919 年，由
英國籍印度人巴立建造，原名為「光明社」。坐落在天津
法租界的福煦將軍路和杜總領事路交口附近（今天津市和
平區濱江道 167 號），在歷史上和現在都是天津的一座大
型影劇院。作為天津租界時代留存下來的重要建築之一，
該建築目前是天津市文物保護單位 和重點保護等級歷史風
貌建築。

圖片 7.3 光明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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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劇是中西文化在天津碰撞交融最為突出的代表。早在 1901 年，教育家張伯苓就開始提倡戲劇，其弟張彭春則是第
一個到外國學習現代戲劇藝術，並把西方寫實劇首先介紹到中國的早期話劇活動家及導演。1906 年，李叔同與同學
曾孝谷在天津創辦業餘話劇團體「春柳社」並首演《茶花女》，開中國話劇之先河。天津的劇作家曹禺創作的話劇
《雷雨》便是以民國時期的天津作為背景。此外，天津出現過的著名話劇人還有焦菊隱、于是之、林兆華、謝添等。

畫廊 7.1 天津大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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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繪畫歷史久遠，康熙乾隆年間，北京和
天津畫壇都是正統畫風的重要領地。17 世紀
以後，天津的繪畫漸成規模，郭昆、金玉
岡、沈銓等人相繼崛起畫壇。當時的天津畫
壇大多為本土文化傳統的延續或京派藝術的
異地傳播。此外，也受到租界文化和海派藝
術的影響，具有中西合璧的特徵。由於天津
畫界是以職業畫家為主，以此較少有江南文
人的偏見，融西方寫實技術與傳統繪畫於一
體。到了清末，天津的文人畫和水墨寫意之
風並不佔主流，天津畫師的題材較多地集中
於花卉一門，顏色方面為了達到鮮明艷麗的
效果採用歐洲色彩顏料如西洋紅、普魯士藍
等。天津書法界早期有四大家，華世奎、孟
廣慧、嚴修、趙元禮，而弘一法師李叔同的
書畫技藝同樣精湛。 圖片 7.4 天津站的穹頂畫《精衛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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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濱海新區中新天津生態城的國家動漫園已經累計吸
引 220 餘家企業入駐，其中文化、動漫類企業達到 80 
多家。 。國家動漫園是一個集動漫研發、培訓、生產製
作、展示交易、衍生產品開發及國際合作交流六大功能
於一體的國家文化產業旗艦項目，2011 年 5 月正式開
園。

圖片 7.5 國家動漫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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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民間藝術有天津
京劇、天津時調、楊柳青木版年畫、泥人張彩
塑、相聲、津門法鼓、漢沽飛鑔、京韻大鼓
等；其擴展項目有評劇、河北梆子、天津風
箏魏製作技藝、天津皇會等。雖然天津非
物質文化遺產眾多，但是仍處於普及率低
的處境。

泥人張彩塑是天津重要的民間藝術代表，
其創作題材主要來源於民間習俗、舞台戲
劇、民間故事、文學名著等。所塑作品用
色簡雅明快，用料講究，神形兼具。清朝
時期，慈禧太后六十和七十大壽的賀禮禮單
中都列有「泥人張」，李鴻章等諸多政要、
名流都慕名塑像。

天津的現代藝術聚集地有：民園西里、意庫、6 號院、
C92 和 3526 創意工場等。 其中，民園西里藝術
區位於五大道常德道，原為天津英租界科倫坡道
上由沈理源設計的聯排別墅，2009 年，紐約 
Store front 建築藝術畫廊、Pop up 藝術畫廊等
相繼在此開業，目前擁有一些畫廊和創意單位。

民園西里始建於 1939 年，坐落於當時的天
津英租界科倫坡道（Colombo Road）
（今和平區常德道 25-39 號），因建築
位於民園體育場西側故名「民園西里」。
該建築目前是天津市和平區文物保護單位 
和一般保護等級歷史風貌建築。民園西里
現為天津市五大道區域的一處小型的現代

藝術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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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開埠後，伴隨著經濟貿易和對外交往的發展，作為
信息交流和傳播載體的大眾傳播媒介也隨之發達，洋人
紛紛在天津以租界為依託創辦各類刊物。天津近代新聞
傳播以報刊為主要形式。20 世紀 30 年代初，天津發行
報紙 30 餘種，總發行量超過 29 萬份，本地發行 18.7 
萬份，日均 2.5 人就有一份報紙。天津租界利用特殊的
政治和輿論環境，使得天津本土報刊有了一定的發展，
為近代天津新聞事業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光緒十二年
（1886 年），由天津海關總稅務司英籍德國人德璀琳
與英商怡和洋行總理笳臣集資並創辦於英租界的天津第
一家正式報紙：《中國時報》發行。1886 年 11 月 6 
日，中文版《中國時報》發行，成為天津首份中文報
刊。光緒三十三年（1902 年）6 月 17 日，由英斂之
創辦的《大公報》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同年，中國
的第一份官報《北洋官報》在天津發行。此後，天津先
後發行《自由晚報》、《新生晚報》、《大眾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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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英语：Ta Kung Pao），是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
报纸之一，創刊至今已有過百年歷史，在中華民國統治大陸時
期，是當時最俱影響力的报纸之一。

現今的《大公報》的政治色彩浓厚。1949年後，在中共港澳工
委的领导下，《大公報》在香港出版发行，該報立場帶有政治
色彩，例如《大公報》的報導內容中不會出現中國共產黨視為
敏感與負面的新聞。在兩岸方面，也明顯支持中共政策。因
此，《大公報》、《文匯報》、《香港商報》，被香港市民稱
為「左報」。

圖片 7.6 中華民國元年雙十節當天在天津出版的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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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晚報》、《夜報》和《民國晚報》等報刊。1949 
年以後，天津所有的中外報社均被接收、改組或停刊。
現在的天津報業由天津日報和今晚報兩大市屬報業集團
壟斷。

天津人民廣播電台成立於 1949 年，廣播範圍覆蓋中國
北方部分地區。1998 年，旗下的新聞廣播、經濟廣播
和音樂廣播實現衛星廣播。2000 年，當時的所有頻道
都實現中波和調頻立體聲雙頻播出，亦可通過網際網路
上在線收聽。 天津電視台，1960 年 3 月 20 日正式開
播，是中國創建最早的四家電視台之一。天津衛視，已
進入全國 30 省會城市及直轄市 200 多個地級市的有線
網路，收視人口達 6 億，知名欄目有《泊客中國》、
《非你莫屬》、《今夜有戲》、《都市報導 60 分》
等。 然而，天津地方媒體受到中共天津市委宣傳部的管
轄，因此多以報導正面新聞為主，缺乏輿論監督功能。
此外，由於媒體趨利，對廣告審核不嚴格，時常播出如
王姐廣告等具有爭議的醫療廣告。

圖片 7.7 天津電視台台標

天津電視台始建於 1958 年 10 月，1960 年 3 月 20 日
正式開播，是中國創建最早的四家電視台之一。地面信號
覆蓋天津市和北京、河北、山東等省市部分地區，可收視
人口超過 2000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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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菜起源於民間，以鮮咸為主，從形成到發展至今有 
300 多年歷史。天津菜系形成和發展與漕運和鹽商有
關，運河船夫的飲食，促進了天津小吃的繁榮，清光緒
年間天津城的飯館已「五百有奇」，而津菜形成的標誌
便是 1662 年為慶祝康熙登基而開設的聚慶成飯莊。乾
隆下江南，多次停留天津，曾賞賜廚師黃馬褂和五品頂
戴花翎，並將「燒目魚條」一菜賜名「官燒目魚」。
1860 年天津被闢為對外開放商埠，西方飲食逐漸進入
天津，有代表性的是 1901 年由德國人阿爾伯特·起士林
開辦，經營正宗的德式西餐和麵包、點心的起士林餐
廳，至今已有百餘年歷史。現今天津飲食主要分為漢民
菜、清真菜、天津素菜和地方小吃四大門類。天津菜多
以河、海兩鮮為原料，擅長勺扒、軟溜、清炒、清蒸。
具有代表性的津菜有八大碗、四大扒、冬令四珍。

天津的小吃與特產數目眾多，尤其以「天津三絕」著
名，但是部分小吃缺乏推廣，如今已經面臨失傳。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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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與特產

圖片 7.8 天津傳統狗不理包子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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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津小吃與特產的列表：
•天津三絕：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耳朵眼炸糕
•特色小吃：糖礅、大餅雞蛋、茶湯兒、果仁張、蹦豆
張、皮糖張、石頭門坎素包、麵茶、楊村糕乾、糖炒
栗子
•特色早點：煎餅果子、鍋巴菜、老豆腐、果子、燙麵
炸糕、卷圈、荷包蛋、糖果子、果篦兒
•地方特產：天津甘栗、天津冬菜、天津大白菜、獨流
老醋、北塘蝦醬

狗不理包子

狗不理始於清朝咸豐年間（1858年），由天津市武清區
楊村人高貴友創始而成的，高貴友的乳名叫「狗子」，
他自幼來津，在當時南運河畔的劉家蒸吃鋪做幫工和學
徒，高貴友通過三年的學習和實踐掌握了做包子和其他
麵食的手藝，因此他便自己開辦了一家名叫「德聚號」
的小吃鋪，專營包子。高貴友以3：7的比例將肥瘦鮮豬
肉和勻並加上適量的水、排骨湯和肚湯，並佐以香油、
醬油、薑末、蔥末製作成餡兒。包子皮則將半發麵搓
條、放劑之後，擀成直徑8.5厘米且薄厚均勻的圓形
皮。包餡時用手指捏折並褶捻開，使15個褶花疏密一

致，最後將包子用硬氣蒸制而成。由於當時德聚號的包
子色香味形具佳，生意十分興隆，高貴友忙得顧不上跟
顧客說話，因此，很多顧客都戲稱他為「狗子賣包子，
不理人」。「狗不理」便因此得名，而他所經營的包子
也被稱作「狗不理包子」。

袁世凱任直隸總督期間在天津編練新軍時，曾把狗不理
包子作為貢品進京獻給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嘗後大悅，
曰：「山中走獸雲中雁，陸地牛羊海底鮮，不及狗不理
香矣，食之長壽也。」從此，狗不理包子名聲大振，逐
漸在許多地方開設了分號。

20世紀20年代，隨著天津市商業中心南移並向租界靠
攏，狗不理包子店也搬至天津法租界的天祥市場（今天
津勸業場）附近，但搬遷後生意蕭條甚至一度停業。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很多私人商鋪紛紛公私合營。
1956年3月15日，天
津市國有飲食公司在
和平區山東路原豐澤
園飯莊舊址開設了天
津狗不理包子鋪，此
後，中國國家領導人
多次光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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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7.9 狗不理包子－北京大柵欄



狗不理包子最早出現時作法和其他普通包子不同，不加醬，用口蘑雞湯和餡，皮用半發麵（發麵和硬面混合），而且
比其他包子小巧，因此口味鮮美，大受歡迎。因為當時製作方法並沒有專利權，被許多店家模仿，目前已成為天津包
子的普通形象，但狗不理的包子更為精益求精。

影片 7.1 狗不理包子製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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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8
社會生活



明朝時期燕王朱棣被明太祖朱元璋派往天津一帶戍邊，同時他
也帶去了大量皖北、蘇北人。1860 年天津開埠後，西方列強
紛紛在天津設立租界，吸引了大量外國僑民前來定居。其中上
層僑民主要居住在天津英租界和天津法租界（今和平區）。而
部分躲避蘇聯紅軍逃難到天津的白俄難民和二戰期間的猶太人
難民都主要聚居在天津日租界以及英租界南端。這些外國人在 
1949 年以後，幾乎全部都離開了天津。同一時期，天津也吸
引了很多來自中國各地的移民。北洋政府時期，很多清朝的遺
老遺少以及北洋政府的官職人員都移居到天津，另外還有很多
大買辦、民族資本家也紛紛在天津定居。截止到 2008 年天津
市常住人口截止為 1176 萬人, 其中外來人口達到 224 萬人, 
天津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鎮的有 908.22 萬人，佔總人口的 
77.23%；居住在鄉村的人口 267.78 萬人，佔總人口的 
22.77%。人口的主體民族為漢族，佔總人口的 98%。此外，
全市擁有中國 55 個少數民族中的 51 個，如回、朝、滿、蒙
等。天津目前的外籍居民中，以韓日國籍居多。

1948, before the Tientsin synagogé, The State of  Israel was declared, on the assembly 
of  the Jews in Tientsin.

圖片 8.1 以色列建國，猶太人聚集在天津猶太會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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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話是北方方
言中的一種，一
般專指天津市內
的口音。這種方
言是一個被周邊的冀魯官話方言包圍的方言島，陰平的
低降調（21）是天津話區別於周邊方言的最顯著的特
徵。天津話的歸屬一直存在爭議，李世瑜等學者經實地
考察後認為天津話與安徽蚌埠、鳳陽一帶的方言在聲調
格局方面十分接近，並認為天津話是明朝燕王掃北時淮
地移民帶來的方言在冀魯官話影響下發展而成的， 因而
是中原官話的一支。另一些學者則根據天津話清入派四
聲，與周邊冀魯官話相同這一特點將天津話歸類為冀魯
官話保唐片天津小片。

除陰平是低降調外，現今天津話的主要特點是在翹舌
音、齒音字 和日母字 的讀法上有自由變讀現象，以及
有較為特殊的連續變調規則。 天津的郊縣方言中，除武

清話是屬於北京官話外，其他如薊縣話、靜海話、寧河
話，均屬冀魯官話。

分布

李世瑜（1991）在比較了天津話與周邊方言的特點後，
認為天津話是一個孤立的方言島，提出了「天津方言
島」學說。即天津話不是由周邊的方言演變而成，而是
被周邊相似方言包圍的，像一個孤島一樣的獨立的方言
區。以陰平的低降作為判定天津話的標準，李世瑜發現
天津話與周邊方言的同言線與現在天津市的行政管轄區
界並不一致，同言線所圍成的範圍大致是一個尖朝底的
倒置的等腰三角形，左上的頂點是西邊的曹莊子，從這
裡一直向東沿津浦鐵路線到東邊的徐莊子、趙莊子，再
向南經張貴庄、蘆莊子、北馬集和南馬集一直最南到底
部的頂點大韓庄，再向西北經大蘆北口、卞莊、邢莊子
再回到曹莊子。 該方言島東北的方言（如寧河話）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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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

音頻 8.1 《今夜有戲》̶̶天津方言
「真哏」。斯琴高娃／郭德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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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唐山話過渡的方言，西北的方言（如武清話）向北京
話過渡，西南和東南則屬靜海話。

起源

天津話的起源目前說法不一。 一種說法是，天津話是土
著方言，是由靜海話在聲調發生演變之後而逐步形成
的；另一說法從民間傳說出發，不少天津人都聽老人講
祖上在山西洪洞大槐樹村，而根據有關資料，也確實發
現天津許多早期人物籍貫是山西，因此山西移民的記
載，使得一些人相信天津話來自山西；第三種說法認為
天津人是「燕王掃北」時從江蘇、安徽移來的，因此天
津話來源於蘇、皖。

持第三種說法的主要是李世瑜和韓根東。 根據這種說
法，「燕王掃北」即明成祖朱棣在登基之前被封為燕
王，被明太祖朱元璋派往北京、天津一帶戍邊。同時他
也帶去了不少家鄉及附近的人̶̶包括大量皖北人和蘇
北人等̶̶戍邊屯墾。後來朱棣奪取帝位，親賜天津這
個地名，在此築城設衛，即天津衛。至此，天津成為真

正的城市，並且從皖北及蘇北來的軍人是最大的群體。
他們的家眷、親屬等也隨他們遷入天津。這樣，他們佔
據了當地的上層地位，其使用的下江官話和中原官話也
成為日常語言，對北京官話的清入聲入派四聲產生影
響。到了清朝，天津改為州，後來改為府。天津在清代
也是淮軍的大本營。天津同北京的經濟、文化交流日益
頻繁，而且天津還是離京城最近的大都市，不少官員、
貴族等在此做官或修宅。因此，宮廷用語開始影響天津
話。此時，天津話開始同北京話進行了雙向影響。天津
話與北京話出現了大量相同的詞彙與讀音。而從清朝晚
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很多曲藝形式，包括京劇、
相聲、京韻大鼓等都經歷大發展，不少藝術家在京津兩
地演出，其中不乏名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北京話
與天津話的相互影響。如「捅漏子」的「漏子」，原本
是北京話；而「糟改」原本是天津話，但在京津兩地都
有使用。

李世瑜通過實地考察發現，天津話陰平調値與以宿州為
中心的淮北平原地區的方言最為接近，並認為天津話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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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於此。他認為，蚌埠、鳳陽一帶方言與天津話的陰平
（一聲）都讀低平調，其他的音調都與天津話有差距，
特別天津話是沒有入聲字，而蚌埠、鳳陽的方言都保存
了許多入聲字，而宿州地區的方言則與天津話非常接
近，李世瑜用天津話與當地人對話中，當地人甚至沒能
認出李世瑜是外地人。然而，宿州話的清入聲入派方法
和中原官話一樣，清入聲入派陰平，而天津話和石家莊 
- 滄州一線以北所有的方言一樣，都是清入入派四聲，
有很大不同，故一些學者將天津話分類在冀魯官話保唐
片天津小片。 最近二十年間北京官話和東北官話以及冀
魯官話中清聲入派四聲的語言，被一些學者合并在北京
官話中，天津話也因此被視為北方官話的一支。另外一
些學者則以天津話聲調格局與宿州、固鎮話的相似作為
判別天津話起源的標準，將天津話歸類為中原官話，譬
如曾曉渝（2010）即認為天津話是明代「南京」（轄安
徽江蘇區域）的中原官話在周邊北京、冀魯官話浸透影
響下的產物。

演變過程與現狀

最早較完整地記錄
天津話語音的是清
朝華長忠（1805
－1858，天津人）所著的《韻籟》一書， 書前有高陽
李鴻藻序文一篇，時光緒十五年（1889 年）。 書中的
聲母系統與現代天津方言基本一致，例如其不分尖團，
日母字一部分變為齊齒呼零聲母，梗通攝合口三等影喻
母部分字（雍邕庸勇用）讀 [ʐ] 聲母，零聲母字開口呼
產生一個 [ŋ] 聲母。 書中記錄知組讀 [ʈʂ] 聲母的不限於 
[ʅ] 韻母字，其他知庄章組字大部分也讀 [ʈʂ] 聲母，只
有個別知組字併入了庄組讀 [ʦ] 聲母；[u̯eɪ̯ ]、[ʊŋ] 嚴
格按知章組和庄組區分 [ʈʂ] [ʦ]，其他韻母字則讀 [ʦ] 
組聲母，即呈現出一種「擴散型的齒音字化」演變過
程。

現代的天津話有老新派之分，老派天津話又可根據齒音
字（/ʦ, ʦʰ, s/）的多少大致分為甲、乙兩類。 甲類天
津話流行於海河以西包括城廂和西頭一帶，齒音字少，
翹舌音（/ʈʂ, ʈʂʰ, ʂ）多。乙類天津話則是海河以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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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舊河東、河北一帶，其齒音字較多。這兩類的定型據
認為是在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左右，受到了東南西三
個方向包圍天津話方言島的靜海話的影響，因為西郊毗
鄰的是齒音字不多的靜海話，而東郊則正是齒音字多的
靜海話（海下方言）。 隨著人口流動的增加，現在已經
極難找到使用純甲類或乙類天津話的人，兩種老派天津
話可以說是已完全混同。隨之產生的是所謂丙類天津
話，即新派天津話，它的特徵是在知庄章組字和日母字
的讀音方面體現出較大的個體差異。 若無普通話的影
響，根據天津話既有的發展趨勢可以預測這兩類聲母將
在新派天津話中逐步合并為一類齒音字，呈現出 [ʈʂ > 
ʈʂ/ʦ > ʦ] 的演變路徑，從而結束 [ʈʂ] [ʦ] 無條件的自
由變讀。 然而，在普通話的影響下，新派天津話發展總
的趨勢卻是向普通話靠攏。以齒音字為例，相當一部分
人齒音字與翹舌字的讀法向普通話的讀法接近，有時甚
至完全與普通話相同；另一部分人則維持現有齒音字和
翹舌字的分布，或者繼續著天津話的發展趨勢而（「矯
枉過正」地）將這兩組聲母全讀齒音，使得新派天津話
具有了更突出的自由變讀現象。 韻母和聲調方面，僅陰

平保留低降，韻母和其他調値也有向普通話靠攏的現
象。新派天津話的生命力很強，可認為它是天津話未來
發展的方向。

就現狀而言，可以認為短期內天津話在天津的地位還算
比較穩固，但隨著普通話的普及，天津話被普通話取代
以至消失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葛士瑋（2010）的調查 
顯示天津方言在天津百姓心中的地位是比較高的。大多
數男性喜歡聽也喜歡說天津話，不少男性認為講天津話
很「男人」，說普通話顯得「娘娘腔」；天津的女性喜
歡聽男性講天津話，但文化水平較高的女性更喜歡使用
普通話，覺得這樣讓自己顯得高雅斯文。 另一方面，絕
大多數男性和女性認為用普通話教育子女可以讓子女更
好地融入社會，而且講普通話是有素質、有教養的象
徵，甚至是一個人身份地位的象徵，意即普通話在作為
強勢語言的同時也被視為是優勢語言。 目前天津的大中
學生的口語中，可以見到普通話正在取代天津話，特別
是重點學校的學生，大多數以普通話作為平時與同輩溝
通的語言，不少無法以天津話與他人對話。

68



作為洋務運動重鎮和中國高等教育的發祥地，天津的教
育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從早期的衛
學、問津書院、新學書院，到北洋武備學堂、北洋水師
學堂、北洋西醫學堂、北洋電報學堂。這些學堂不僅對
於中國近代的科學啟蒙運動具有巨大意義，還開啟了中
國近代官辦學校和私立學校的先河。1895 年 10 月 2 
日，天津海關道盛宣懷通過直隸總督王文紹，奏請光緒
皇帝設立新式學堂。光緒帝御筆欽准，成立天津北洋西
學學堂，並由盛宣懷任首任督辦，校址位於天津北運河
畔大營門博文書院舊址。1896 年，北洋西學學堂更名
為北洋大學堂，這是中國第一所稱為「大學堂」的高等
學校。此後，嚴修和張伯苓在天津先後創辦南開中學、
南開大學等知名學校，周恩來、曹禺、吳大猷、溫家寶
等均是南開校友。 與此同時，在天津租界中，各式學校
發展也達到了鼎盛時期，如天津公學和英國文法學校
等。截止到 2011 年，天津市有各級各類學校 1554 

所，其中，普通高校 55 所，中等專業學校 40 所，職
業中學 27 所，技工學校 33 所，普通中學 525 所，小
學 874 所，在校學生總數達到 154.32 萬人。

在科研方面，目前天津市的科學研究與試驗發展資經費
投入強度位列全國第三位。全市有國家級重點實驗室 9 
個，國家部委級重點實驗室 43 個，國家級工程 (技術) 
研究中心 33 個，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化基地 16 個，國
家級企業技術開發中心 29 家，市級企業技術開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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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8.2 天津新學書院舊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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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 家。 科研單位包含航空太空、生物醫藥以及信息
產業等多個領域。部署於國家超級計算天津中心的業務
主機天河一號
和曙光計算機
天津產業基地
生產的曙光
星

雲，為世界超級計算機運算速度的第一名和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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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圖：北洋大學堂

北洋大學，又稱北洋大學堂和國立

北洋大學創建於 1895 年 10 月 2 

日，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大學，為今

天津大學的前身。



天津傳統體育活動以天津摔跤、武術、拔河、爬竿、舉
砘子、踢毽、抖空竹等為主。1860 年，闢為通商口岸
後，天津成為西方近代體育最早傳入中國的城市之一。
1908 年，天津青年會代理總幹事饒伯森通過國際渠道
得到了正在倫敦舉辦的第四屆奧運會的幻燈片，並將其
帶到當時南開大學的操場給南開學生放映當時正在舉辦
的第四屆奧運會盛況。在觀看幻燈片之前，南開的學生
掛出了「奧運三問」的標語，即「中國，什麼時候能夠
派運動員去參加奧運會？我們的運動員什麼時候能夠得
到一塊奧運金牌？我們的國家什麼時候能夠舉辦奧運
會？」。1908 年的《天津青年》對此進行了報導，並
刊登出了「奧運三問」。「奧運三問」被視為是中華奧
運夢的開端。

目前，在足球方面，天津參加超級、甲級聯賽的男子足
球俱樂部有天津泰達和天津松江，參加超級聯賽的女子
足球俱樂部有天津匯森女足。天津泰達的前身天津市足

球隊曾在全運會、甲級聯賽和全國錦標賽上獲得過五次
冠軍、五次亞軍和五次季軍。1960 年，天津隊更成為
中國足壇的雙冠王。在中超 2010 賽季和 2011 年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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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8.3 天津泰達主場泰達足球場

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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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協杯中，天津泰達分別獲得亞軍和冠軍。天津匯森女
足曾奪得 2007 年中國女子足球超級聯賽冠軍，以及 
2007 年和 2012 年中國女子足球足協杯的冠軍。 在排
球方面，天津普利司通女排在 2002 年至 2011 年全國
聯賽的 9 個賽季里獲得 8 個冠軍和 1 個亞軍。 在棒球
方面，天津市棒球隊天津雄獅在已經進行的 7 屆中國棒
球聯賽中四次獲得冠軍，七次聯賽排名第一。在籃球方
面，天津擁有參加 CBA 的天津榮鋼，天津財大女籃曾 
7 次獲得了八屆 WCUBA 聯賽冠軍頭銜。

天津多次成功舉辦和協辦過包括奧運會、世錦賽、女足
世界盃和世界盃外圍賽等國際賽事。其中，天津體育中
心承辦過 1995 年世界桌球錦標賽、1999 年世界體操
錦標賽、2009 年亞洲籃球錦標賽等國際單項錦標賽。
而天津奧林匹克中心體育場承辦過 2007 年女子世界盃
足球賽、2008 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等國際大型賽
事。同時，天津將是 2012 年全國大學生運動會、2013 
年東亞運動會和 2017 年全運會的主辦城市。

天津泰達足球俱樂部是一家位於中國天津市的職業足球俱樂部，主場為泰達足
球場，是目前為止唯一一家代表天津參加中國足球超級聯賽的足球俱樂部。天
津泰達足球俱樂部成立於 1998 年 2 月 16 日，是中國足球超級聯賽的創始會
員。

在競技方面，泰達球會自中國足球職業化以來長期位居頂級聯賽，僅在 1994 
年和 1998 年兩年征戰中國足球甲 B 聯賽，但自從泰達集團接手以來，泰達球
會長期位居中超聯賽積分榜前列，在 2010 球季，獲得了中超聯賽的亞軍並於 
2009 年、2011 年年和 2012 年三年代表中國參加亞洲冠軍聯賽。此外，球會
還在 2011 年奪得中國足協盃冠軍，這也是中國足球職業化以來泰達隊在聯賽
與盃賽上拿到的第一座全國冠軍獎盃。

圖片 8.4 天津泰達夫足球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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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天津和中國內地其他地方一樣，有 5 種宗教得到政
府承認：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
佛教和道教傳入較早，伊斯蘭教在元代天津剛形成聚落
點時即已傳入。天主教和基督教分別於 1847 年和 
1860 年傳入，曾經經歷過天津教案、義和團事變以及
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危機。在 20 世紀上半葉，天津還曾
經存在過猶太教和東正教，20 世紀中葉僑民離開中國
後停止活動，現在僅存遺址，不具有宗教功能。天津全
市教徒共 26.7 萬人，宗教職業人員近 200 人。1979 
年以來，共恢復開放宗教活動場所 79 處，其中佛教的
大悲院，天主教的望海樓天主堂、西開教堂，伊斯蘭教
的清真大寺，基督教安里甘教堂以及道教的天津天后宮
和玉皇閣均為文物保護單位。

天津諸聖堂又名安里甘教堂、浙江路教堂，建於 1936 
年，是為天津英國僑民服務的聖公會教堂。位於原天
津英租界馬廠道（Race Course Road）（今和平區浙
江路 2 號），該建築目前是天津市文物保護單位 和重
點保護等級歷史風貌建築。

圖片 8.5 天津諸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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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緒五年（1879 年），基督教倫敦會派遣馬根濟任
天津倫敦會醫院院長並於同年創辦了西醫醫學館，當時
天津最早的一批西醫醫生便在這裡接受初級醫學教育。
光緒二十年 (1894 年)，李鴻章在天津創辦中國當時第
一所西醫醫院「天津儲藥施醫總醫院」，並設西醫學
堂，此後該校更名為「北洋西醫學堂」。1904 年，北
洋軍醫學堂的附屬醫院天津官醫院創立。1903 年，北
洋女醫院作為中國第一家公立婦產專科醫院在天津建
立，當時著名的婦產科專家丁懋英任院長。1908 年，
附設北洋女醫學堂，成為近代中國第一所公立護士學
校，此後學堂更名為北洋女子醫學校。 目前，天津是中
國大陸醫療水平最發達的城市之一，設有天津醫科大
學、天津中醫藥大學等著名醫學學府。全市共有 29 家
三級甲等醫院，專業分工較為全面，其中較為著名的三
甲醫院有：天津醫科大學總醫院、天津市第一中心醫
院、天津市腫瘤醫院、泰達國際心血管病醫院、天津市

人民醫院、天津市兒童醫院和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
醫院等。

天津醫科大學總醫院，坐落於和平區鞍山道 154 號，是一所集的集醫療、教
學、科研、預防為一體的綜合性大學醫院和三級甲等醫院。

圖片 8.6 天津醫科大學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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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9
城市公共交通



天津擁有天津港和天津南港兩大港口。天津港是世界等
級最高、中國最大的人工深水港、吞吐量世界第四的綜
合性港口，能夠服務和輻射京津冀及中西部地區的 14 
個省、市、自治區，總面積近 500 萬平方公里，佔全
國面積的 52％，也是蒙古國等內陸國家的主要出海
口，航線通達世界 18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500 多個港
口。 港口現有水陸域面積近 260 平方公里，陸域面積 
72 平方公里，規划到 2010 年港口陸域總面積達 100 
平方公里，分為北疆、南疆、東疆、海河等四大港區，
共有 94 個公共泊位；北疆港區從事貨櫃和雜貨運輸；
南疆港區從事散貨運輸；海河港區是小型船舶碼頭；東
疆港區則為天津港的一個新港區。 此外，由天津港集團
投資 600 億元的天津填海造陸工程將承擔繼續開發的 
30 平方公里東疆港區、13 平方公里南疆港區和 120 
平方公里的臨港產業區。 而天津南港已於 2011 年 8 
月正式開港。

天津港是位於中
華人民共和國天
津市渤海灣的港
口，是京津冀城
市群和環渤海經
濟圈的交匯點，
也是環渤海港口
中與華北、中國
西北距離最短的
港口，港口由天
津港（集團）管
理。是中國最大
的人工海港，是
華北的主要港口
之一。 圖片 9.1 天津港和天津南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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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濱海國際機場位於東麗區，始建於 1939 年 11 
月，具備雙跑道獨立運行能力。1950 年 8 月 1 日中華
人民共和國第一條民用航線從這裡起飛。同時，也承擔
起中國專業飛行和技術人才培養的任務，被譽為「新中
國民航的搖籃」。1974 年，天津機場被確定為首都機
場的備降機 場。1996 
年 10 月國務
院將天津機場升格為
「國際定期航班機
場」，並改
名至現今
名稱。2011 年旅客 吞
吐量達到 755.4 萬人次、運輸架次 7.2 萬架。在其運
營的國內外航空公司達 20 餘家，其中基地航空公司有 
6 家，有天津航空、奧凱航空等。截止 2006 年底，天
津機場開通航線 59 條，通航城市 48 個，其中國內城

市 30 個，國際城市 17 個。日本航空、全日空、大韓
航空、韓亞航空、新加坡航空等航空公司均已開通了飛
往天津的航線。 2008 年，天
津機場新 T1 航站樓工程
完 工。建設中

的津濱城際鐵路
和天津地鐵二號線
接入天津濱海國際
機場，成為天津的機
場聯絡軌道系統。目

前， 天津濱 海國際機場的二期擴建
工程已經開始展開，將興建 T2 航站樓及配套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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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圖：天津航空「於家堡號」

2011 年 12 月 7 日，天津航空首架空中客車 A320 客機——“於家

堡號”冠名儀式在天津濱海國際機場舉行。



天津是近代中國鐵路的發祥地，不僅處於京滬鐵路、津
山鐵路兩大傳統鐵路幹線的交匯處，還是京滬高速鐵

路、京津城際鐵路、津秦、津保客運專線等高速鐵路的
交匯處，是北京通往東北和上海方向的重要鐵路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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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9.2 天津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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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鐵路

•京津城際鐵路，途徑武清站、天津站。
•津濱城際鐵路，途徑天津站、塘沽站、于家堡站。
•京滬高速鐵路，途徑天津南站，聯絡線連接天津西站
始發站。
•津保客運專線，始發於天津西站。
•津秦客運專線，途徑天津西站、天津站、濱海站、濱
海北站。
•天津地下直徑線，連接天津西站至天津站。

普速鐵路

•京滬鐵路，途徑天津西站、楊柳青站等。
•津山鐵路，途徑天津北站、天津站、塘沽站等。
•京哈鐵路，途徑薊縣南站等。
•津霸鐵路，途徑南倉站、北倉站，與京九鐵路相聯。
•津薊鐵路，途徑薊縣站等，與京哈鐵路，大秦鐵路相
聯。
•大秦鐵路，途徑薊縣西站、翠屏山站等。

國鐵車站

•天津站，又稱東站，位於河北區河東區交界處的海河
北岸。始建於 1886 年，曾名「老龍頭火車站」，
2008 年改造後的新天津站是京津城際鐵路的始發
站，並由津山鐵路、津秦客運專線等在此通過 。

•天津西站，位於紅橋區，是中國未來南北與東西高速
鐵路的相交處，有京滬高速鐵路、京津城際鐵路、津
保客運專線、津秦客運專線四條高速鐵路接入，同時
還有京滬鐵路通過，是連接華北、東北和華東地區的
重要樞紐站，已部分改擴建完成，開啟京滬高速鐵路
服務，普速客運功能由楊柳青站代替，貨運功能由西
營門貨場代替，改造後的天津西站將成為天津最大的
鐵路樞紐門戶。天津西站距離天津站約 4 公里，由正
在建設的天津地下直徑線連接。具有百年歷史採用德
國設計和原料的天津西站老站房已平移作鐵路博物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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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3
天津站的無障礙站台



•于家堡站，位於濱海新區于家堡金融區，為地下式高
鐵車站，是京津城際鐵路延長線的位於濱海新區的終
點站，由美國 SOM 建築設計事務所設計。

•濱海站，位於濱海新區，建成後將成為濱海新區最大
的地上綜合交通樞紐

•天津北站，位於河北區，距離天津站 4 公里。1907 
年興建，初名「新開河火車站」，因時任直隸總督袁
世凱的倡議，而獲名「新站」，後改叫北站，具有百
年歷史，基本上保留了清末民初的風貌。

•天津南站，位於西青區，是京滬高速鐵路正線上的高
架車站。

•塘沽站，位於濱海新區，有津山鐵路和津濱城際鐵路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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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天津老城的道路是正南北正東西或與海河走向
平行、垂直。由於近代租界的設立，天津公路交通建設
起步較早，1914 年，義大利駐天津領事費洛梯上尉與
艾克森美孚合作，將天津意租界大馬路（今建國路）建
成天津第一條柏油路。此後，各個租界進行吹泥墊地，
疏浚了海河航道，又用泥沙填平租界中的沼澤，從而使
天津的道路建設有了較大發展。1949 年以後，天津城
市面積增長很快，因此城市道路在原有基礎上改增擴明
顯。目前，天津城市道路是環放式格局，環線由內環
線、中環線、快速路、外環線和環城高速公路構成。天
津道路名稱基本以中華民國時期地名為主，如蒙古路、
西康路、熱河路等。天津市區與海河平行西北至東南走
向的道路稱為「路」，與海河相交東北至西南走向的道
路稱為「道」。此外，在河東區大直沽一帶，西北至東
南走向的道路稱為「緯路」；東北至西南走向的道路稱
為「經路」。

圖片 9.4 1906 年的天津環城有軌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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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交通

天津軌道交通，俗稱天津地鐵，是服務於中國天津市的
城市軌道交通系統，其第一條線路始建於 1970 年 4 月 
7 日並於 1976 年 2 月正式運營，是北京地鐵建成通車
後中國內地投入運營的第二個城市軌道交通系統，截止 
2012 年 2 月 1 日，天津軌道交通線網已開通運營 2 
條線、39 座車站，運營里程達 78.947 公里，另有全
線位於天津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內的天津開發區導軌電車
一號線，到 2012 年底，天津軌道交通的總里程將達到 
131 公里，近期及遠期規劃則達到 1500 公里。

1970 年 4 月 7 日，天津地鐵既有線開始建設，成為中
國繼北京、英屬香港後第三個擁有城市軌道交通系統的
城市。1976 年，天津地鐵先期建設了 3.6 公里，開通
了新華路站、營口道站、電報大樓站以及海光寺站 4 個
車站試運行。但由於停緩建政策、唐山大地震的影響和

資金的限制，被迫停建。1979 年，天津地鐵重新啟動
建設，並開通二緯路站和西南角站。1984 年 12 月 28 
日，西北角站和西站開通，天津地鐵總里程達到了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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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儉道站位於天津市紅橋區丁字沽三號路與向東路交口
處，是天津地鐵車站之一。車站為地下單層側式站台，為
天津地鐵一號線中途站，亦是中間折返站。

勤儉道站站廳內設有地鐵客服中心，可為乘客提供人工購
票、天津城市卡及地鐵儲値卡的發售充値、失物招領等服
務。另外，站廳內還設有自動售票機、驗票機、深圳發展
銀行自動取款機等自助服務設施。

圖片 9.5 天津地鐵勤儉道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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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天津地鐵既有線雖然較短，只有 7.4 公里，但經
過多年的試運營已經證明天津地鐵的建設對緩解地面交
通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已經成為天津市的一條重要
的交通線。據統計，平均日載客量在 1 萬人左右，歷史
最高日客運量曾達 6.1 萬人次。1988 年的年載客量最
高為 1154 萬人次。2001 年 10 月 9 日，天津地鐵既
有線停止運營進行改造，天津地鐵一號線改造工程於 

2002 年 11 月 21 日正式開工，並於 2005 年 12 月 
28 日建成通車，原定於 2006 年 3 月 28 日開始觀光
性試運營（非準點），票價一律 3 元，但在 3 月 28 日
地鐵車站貼出通知，觀光性試運行未能照計劃進行。最
終於 2006 年 6 月 12 日開始載客試運營。改造後的地
鐵 1 號線全長 26.188 公里，設劉園、雙林等 22 座車
站。既有線所設的新華路站被永久關閉，成為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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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9.6 天津地鐵 2012 年線路圖

當前天津軌道交通已開通線路和即將開通線路示意圖



第一個永久關閉的地鐵站。官方說法為因此站與小白樓
僅相距過近而被關閉。亦有人指出此站關閉很可能因為
與天津市委市政府地下構建物相連通，不便進行改造。
2006 年和 2007 年，天津地鐵二號線和天津地鐵三號
線相繼開工建設，預計 2 號線（曹庄̶東南角，天津站
̶空港經濟區）將於 2012 年 7 月，3 號線（高新區̶
小淀）將於2012 年 10 月開始試運營。2009 年 12 
月，天津地鐵五號線和天津地鐵六號線項目可行性研究
報告獲發改委批覆。兩條地鐵線路都已於 2012 年開工
建設，預計 2016 年建成通車。2012 年 2 月，天津地
鐵四號線項目，5、6 號線南部線位調整計劃可行性研
究報告獲發改委批覆。

公交和計程車

天津是中國近代第一個擁有城市公共運輸系統並開通有
軌電車的城市。1904 年 4 月 26 日，經時任直隸總督
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凱批准，天津海關道唐紹儀和候補道
蔡紹基等人，代表中方與比利時駐天津領事官簽署了成

立「天津電車電燈股份有限公司」的合同並於同年由比
利時世昌洋行開始修建。1906 年 6 月，中國的第一條
城市公交線路天津環城有軌電車白牌有軌電車在天津正
式運營 ，早於英商興辦的上海有軌電車兩年。1973 
年，天津環城有軌電車線路全部拆除。2008 年，天津
全年城市公交客運量 11.71 億人次。隨著濱海新區的發
展，人口數量急劇增加，濱海新區的公交車逐漸難以應
對較大的客流。2010 年 6 月，天津濱海公交公司成
立，將新型液態天然氣新能源公交車投入運營，這也是
新能源公交車在天津的首次亮相。目前，天津市的公交
主要由天津公交公司、天津巴士實業公司和濱海公交公
司運營，截止到 2008 年全市共有 476 條公交線路。
但是，天津公交車的票價不規範且相比大陸其他城市較
為昂貴，遭到市民的質疑 。1975 年，天津市出租汽車
公司成立。此後，天津市的計程車輛逐漸增加，從九十
年代至今，大發，夏利和豐田相繼成為天津計程車型。
自 2009 年以來，天津市內主要使用豐田花冠和一汽威
志兩種車型。 目前，天津出租實行的價格是起步價 3 
公里 8 元，超過三公里每公里 1.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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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0
城市建築－絢彩津門



天津歷史上擁有眾多的中式古建築，主要集中在天津老
城和宮北大街及宮南大街一帶。由於近現代戰爭和人為
的破壞，現今留存下來的中國古典建築數量不多並多以
宗教場所為主，如祭祀孔子的天津文廟；道教的天津天
后宮、玉皇閣、天妃宮遺址和義和團呂祖堂壇口遺址
等；佛教的大悲禪院、薊縣的獨樂寺和千像寺造像等；
伊斯蘭教的清真大寺和天津清真南大寺。另外，天津鼓
樓、石家大院、李純祠堂和天津廣東會館等均是天津中
式建築的主要代表。

由於近代租界的發展，給天津留下了大量的西洋建築。
天津的西洋建築，以多種多樣為特色，各個租界國家、
不同時期、不同風格遍布當年的天津租界。毛澤東和鄧
小平都曾不止一次稱讚過「北京的四合院，天津的小洋
樓」。其中位於解放北路的一組歐洲風格的銀行、商家
和飯店所構成的建築群是天津外國建築的典型代表，例
如：採用愛奧尼柱式柱廊、嚴謹古典主義風格的天津滙

豐銀行大樓、英國古典風格的天津利順德飯店、古典復
興主義風格的原中央銀行天津分行大樓、兼具科林斯柱
式和塔斯干柱式廊柱的原中法工商銀行大樓等。而市內
還有很多二、三十年代遺留下來、風格迥異的別墅。其
中，五大道更是有「萬國建築博物館」之稱。五大道的
有代表性的建築有曼塞爾式紅瓦坡頂的原天津工商學院
主樓和慶王府等。而天津意式風情區前身是天津意租
界，目前是亞洲
唯一一處義大利
式的大型建築
群。 區內的著名
義大利風格建築
有原回力球館、
義大利兵營、梁
啟超舊居等。另
外，原處於法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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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10.1 天津古今交融的城市建築

古典建築
SECT ION 48



界的和平路沿線也分布著眾多法國風格的建築，如天津
勸業場大樓、惠中飯店大樓、浙江
興業銀行大樓等。而一些優
秀的西方宗教建築也成
為天津城市中的
建築精

品，如法國羅曼式風格的西開教堂、猶太教風格的天津
猶太教堂、哥德式風格的望海樓教堂

和安里甘教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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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圖：天津中法工商銀行大樓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城市的建設，天津新建起越來越多的
現代式建築和摩天大樓。如建成時中國第一高的天津廣
播電視塔，具有歐式風情的津灣廣場、天津音樂廳，融
合了中國傳統摺紙藝術元素的現代風格建築津塔，拉德
芳斯區新凱旋門風格的津門建築群，玻璃與鋼結構形如
天鵝的天津博物館，跨越海河永樂橋上的摩天輪天津之
眼，大型現代火車站新天津站、新天津西站，以及天津
站旁的全金屬質地的世紀鐘等。

天津市目前包括在建的超過 130 米的摩天大樓約有 80 
棟左右，位居世界前列，但與香港等城市不同，天津的
摩天建築群布局分散。隨著天津雙核型都市化進程的加
快，越來越多的超高層建築正在向天津中心城區和濱海
新區彙集。其中，位於天津中心城區海河河畔的天津環
球金融中心（津塔和津門）入選 2009-2010 中國城
市建築新地標。 津塔已於 2010 年 1 月 14 日封頂並

超過北京國際貿易中 心 3 期，成為
中國長江以北地區的 第一高樓。除此
之外，大量的現代摩天 大樓正在濱海新
區建設，其中響螺灣商 務區的建築群              
已經初 具規
模。

89

現代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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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建成項目

排名 建築名稱
高度
（米）

樓層 坐落地點 備註

1

2

3

4

5

津塔 336.9 75 和平區 海河 內部裝修

君臨天下 239 40 河北區 海河 建成

海信廣場 238 51 和平區 南京路 建成

天津濱江
萬麗酒店 203 48 和平區 南京路 建成

力神大廈 203 - 濱海高新區 封頂

以上是部分已經建成的高度在 200 米以上的摩天大
樓。高度計算包括尖頂和建築細節，但不含天線桅杆。

部分在建項目（僅列出 350 米以上項目）

排名 建築名稱
高度
（米）

樓層 坐落地點 備註

1

2

3

4

5

高銀金融 
117 600 餘 117 西青區 海

泰環外
在建，高度 
597 米

羅斯洛克國
際金融中心 600 餘 100 餘

濱海新區 
于家堡金融
區

在建，高度 
588 米

周大福濱海
中心 530 96 濱海新區 

泰達 MSD 在建

富力大廈 439 93 濱海新區 
響螺灣 在建

中鋼國際廣
場 358 濱海新區 

響螺灣 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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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10.2 津門建築群夜景



天津地處九河下梢，河道密布，因此建有大量各式各樣
的橋樑，近代的開埠，使天津擁有了一些西方開啟式鋼
橋如吊旋的解放橋、金鋼橋，平轉的金湯橋，平拖的金
華橋。橋樑專家茅以升說：「幾乎全國的開合橋都集中
在天津」。 歷史上，天津早期的橋樑大都是木橋或石
橋。當時一些較大河流如海河、南運河、子牙河、北運
河等都是依靠渡船來連接兩岸交通。清康熙五十四年
（1715 年），在現今的紅橋區西沽，天津修建了最早
的浮橋。此後，東浮橋、鹽關浮橋、院門口浮橋、北大
關浮橋、大紅橋浮橋、大夥巷浮橋等相繼建立。而「浮
梁馳渡」也成為清朝「天津八景」之一。光緒十三年
（1887 年），天津的第一座鋼結構大橋大紅橋建成。
1888 年，中國最早的開啟式鋼橋在直隸總督行館前的
南運河上建成，取名金華橋。1906 年，由天津與意、
奧租界領事署及電車公司合資修建的可水平旋轉開啟的
金湯橋在海河建成。1926 年，在老龍頭火車站旁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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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廊 10.1 天津主要橋樑夜景

橋樑建築
SECT ION 50



了一座懸臂式開啟橋。因為當時該橋處在各國租界地之
內，所以被稱為萬國橋，改稱中正橋和解放橋，是現今全

中國舊鋼橋中唯一還能開啟的橋。1985 年，海門大橋
成為中國第一座最大的垂直提升式鋼結構跨河大橋， 目
前，天津總共有橋樑一百多座，其中跨海河橋樑已達 

20 座，而且每座橋都有不同的樣式。此外，海
河橋樑還有永樂橋、金鋼橋、獅子林橋、

進步橋、北安橋、大沽橋、赤峰橋
等。其中，永樂橋上的天津之

眼摩天輪是世界上唯一的
跨越河流的橋上摩天
輪；2006 年大沽
橋榮獲世界著
名橋樑大獎
̶̶尤金·菲
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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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1
休閒娛樂－旅遊景點



天津擁有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三處：八仙山因曾人跡罕
至，保留下了山林野趣的自然特色；薊縣中上元古界國
家自然保護區被聯合國地質科學聯合會確認為世界標準
地層剖面；天津古海岸與濕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分布著
三道貝殼堤，記錄了天津平原的退海成陸歷史。 天津的
人文景點包括：黃崖關長城位於薊縣城北，是聯合國世
界文化遺產。古文化街是國家 5A 級旅遊景區。古文化
街的天后宮，是天津市區現存最古老的建築群，也是中

國北方媽祖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歷史遺迹。楊柳青鎮以楊
柳青年畫而聞名，被國家文物局命名為「中國歷史文化
名鎮」。天津市區內的海河，沿河兩岸匯聚了中國傳統
建築、歐式建築及現代建築，日漸成為著名的景觀，尤
其以流光溢彩的夜景和「一橋一景」的特色而獲得讚
譽，並成為夏季達沃斯論壇等重大國際活動來賓參觀的
重要遊覽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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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11.1 天津海河津灣廣場段全景

旅遊景點
SECT ION 51



1902 年，天津開始架設路燈，到 
20 世紀 30 年代，天津已經有了
「北方不夜城」的美譽。到現在
天津市中心城區形成了海河景觀
照明「魚骨形」結構，即以海河
及其延長線 (北運河、南運河重點
段) 景觀照明構成天津夜景照明的
主軸線，並由軸線通過道路界面
發散為呈「魚骨形」交叉結構的
主軸照明格局。海河夜景已經成
為天津市重點的旅遊線路，並成
為 2010 年夏季達沃斯論壇等重
大活動的來賓招待旅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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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11.1 天津海河夜景

夜景
SECT ION 52



天津市自 2008 年開始，逐步對每一個城市公園和廣場
進行提升改造。天津市區的公園有天津水上公園、天津
動物園、南翠屏公園、中山公園、北寧公園、海河音樂
公園、中心公園、人民公園、金鋼公園等，其中北寧公
園前身是光緒三十二年 (1906 年) 由清末民初的實業家
周學熙修建的種植園, 後取「非寧靜無以致遠」之意，
更名為「寧園」。濱海新區的公園有海河外灘公園、泰
豐公園、紫雲公園等，海河外灘公園中的碧帆海影的雕
塑已經成為濱海新區的地標性建築，並可在此城遊船遊
覽海河下游。這些公園在經過提升改造之後，均已取消
門票，免費向市民和遊客開放。

海河外灘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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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憩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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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2
國際交流



天津市作為中國北方最大沿海開放城市，國際交往
活動活躍，國際會展眾多。目前，天津市最主要的
會展中心為天津梅江會展中心和天津濱海國際會展
中心等。 自 2006 年 5 月起，世界經濟論壇開始
在中國甄選「新領軍者年會」的舉辦地，天津市經
過多輪篩選最終入選。2008 年 9 月 25 日，夏季
達沃斯論壇在濱海新區的濱海國際會展中心召開，
主題是「下一輪增長的浪潮」。2010 年 9 月 13 
日，主題為「推動可持續增長」的夏季達沃斯論壇
在天津市區的天津梅江會展中心舉行，而夏季達沃
斯論壇的永久會址位於建設中的北塘國際會議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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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Peter Mandelson, British politician and European Trade Commissioner,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Annual Meeting of  the New Champions in Tianjin, China. Copyright World Economic Forum / Natalie Behring

圖片 12.1 時任歐盟貿易專員彼得·曼德爾森出席天津夏季達沃斯論壇

國際交流
SECT ION 54



國際會議

• 2005 年第六屆亞歐財長會議，濱海國際會展中心
• 2009 年第八屆中歐工商論壇，濱海國際會展中心
•2010 年中阿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
•2010 年聯合國第四次氣候變化談判天津梅江會展中
心

國際展覽

•歷屆天津國際汽車貿易展覽會，濱海國際會展中心
•歷屆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PECC 國際貿易投資博覽
會，天津國際展覽中心、濱海國際會展中心等
•歷屆中國企業國際融資博覽會，濱海國際會展中心
•2009 年中國·天津國際航空太空貿易展洽會，濱海國
際會展中心

友好城市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天津最早和日本的神戶於 
1973 年 6 月 24 日正式建立友好城市關係，這是中日
也是中外之間建立的第一對友好城市關係。 隨後，天津
逐步加強國際交流，至今已先後遍及五大洲的 50 餘個
地區結成友好城市關係或友好交流關係，下列其中部分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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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3
著名人物



因天津市在中國近代的特殊地位，故清末民初時期天津
是中國各界名流的聚集地。其中，曾經在天津寓居過的
非天津籍名人有：原英國軍官、蘇丹總督查理·喬治·戈
登，天津英租界董事長德璀琳，美國總統赫伯特·胡佛，
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清朝末期重臣、兩江總督
曾國藩和直隸總督李鴻章，首任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
凱，中華民國時期軍閥張勳，中國近代思想家梁啟超，
民國北洋政府國務總理顧維鈞，代理大總統馮國璋，外
交總長曹汝霖，皖系軍閥首領段祺瑞、直系軍閥首領孫
傳芳，奉系軍閥大將湯玉麟，國民革命軍高級將領鹿鍾
麟和孫殿英，美國陸軍參謀長喬治·卡特萊特·馬歇爾，
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約瑟夫·史迪威，軍閥張作霖之子張
學良以及趙四小姐，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國務
院總理周恩來，原天津市市長張自忠，作家張愛玲等。

民國時期的天津籍政治人物有民國總統徐世昌，直系軍
閥的首領、民國總統曹錕，高凌霨、李純、齊燮元、李

傑、施思明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津籍政治人物有國
務院總理溫家寶、原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以及王光英、
王光美、錢其琛、李森茂等；國外的天津籍政治人物有
美國首位華裔女市長陳李琬若。

科學教育界的天津名人有教育家漢語拼音創始人王照，
清華校長梅貽琦，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于敏；生物
學家李景均；化學家陸婉珍、邢其毅。南開學校創始人
嚴修、張伯苓，北洋大學、耀華學校校長趙天麟，藝術
教育家弘一法師李叔同；知名學者有甲骨文最早的研究
者王襄。

文化界的天津名人有紅學家周汝昌，克魯格人文獎獲得
者余英時；著名作家曹禺、馮驥才、穆旦、馮至等；
《歌唱祖國》的作曲者王莘，第一個獲得奧斯卡金像獎
的中國人蘇聰，二胡演奏家宋飛，流行歌手張學友，北
京奧運會主題歌《我和你》的演唱者劉歡，相聲演員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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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林、馬三立、馬志明、馬季、馮鞏、牛群、郭德綱，
著名導演黃佐臨、爾冬陞，著名演員于是之、鮑國安、
陳道明、蔣雯麗等。

從天津走出的體育界人士武術家霍元甲，出生於天津的 
1924 年巴黎奧運會男子 400 米冠軍伊利克·里達爾，
第一個打破游泳世界紀錄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運動員穆祥
雄，奧運冠軍郎平、桑雪、陳一冰、佟文、張萍、張
娜、李珊，排球教練王寶泉，體操世界冠軍董震以及擊
劍世界冠軍譚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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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作品为個人畢業作品，原（拟）發佈於 iTunes Book 
Store，他人不得在其他任何渠道提供第三方下載。

褚遂良書法集字「天津市」p2：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Share Alike 3.0 Unported／印有「Ti-
entsin」的明信片（ Historical postcard of Chi-
na）p4：公有領域／天津城廂保甲全圖 p4、p6：U-
nited States Library of Congress's Geography & 
Map Division，數字 ID g7824t.ct002306／三岔河口
一帶的漕運碼頭 c2： From The Evangelisation of the 
World; Benjamin Broomhall; Morgan & Scott, Lon-
don 1887／天津租界的地圖 p9：公有領域／天津法租
界的杜總領事路與福煦將軍路交叉路口 p11：佚名－公
有領域／1939年天津水災時的天津日租界旭街 p11：佚
名－天津市圖書館檔案／袁世凱於1905年在河北新區設
立的勸業會場 p11：佚名－天津市圖書館檔案／津灣廣

場夜景 p12－13 背景圖：kele_jb1984（來自 Flickr）
／從國際太空站拍攝的天津市 p15： Astronaut photo-
graph ISS026-E-10155 was acquired on December 
14, 2010, with a Nikon D3S digital camera using a 
180 mm lens, and is provided by the ISS Crew 
Earth Observations experiment and Image Science 
& Analysis Laboratory, Johnson Space Center. The 
image was taken by the Expedition 26 crew. The im-
age has been cropped and enhanced to improve 
contrast. Lens artifacts have been removed. The In-
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Program supports the 
laboratory as part of the ISS National Lab to help as-
tronauts take pictures of Earth that will be of the 
greatest value to scientists and the public, and to 
make those images freely available on the Internet. 
Additional images taken by astronauts and cos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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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uts can be viewed at the NASA/JSC Gateway to 
Astronaut Photography of Earth. Caption by Wil-
liam L. Stefanov, NASA-JSC. 本作品由 NASA 創作，
屬於公有領域。根據 NASA 的版權政策：“NASA 的創
作除非另有聲明否則不受版權保護。／天津）1971-
2000）氣候平均數據 p18：來源：中國氣象局 2009-
03-17／天津市人民政府大樓 p23：Creative Com-
mons Attribution-Share Alike 3.0 Unport-
ed／清朝道光年間的天津老城地圖 p26：佚名－天津博
物館／天津英租界規劃的主導者英國軍官查理·喬治·戈登 
p27：Geruzet Frères - Belgian (active c. 1870-1889) 
- Harvard Art Museum/Fogg Museum, Historical 
Photographs and Special Visual Collections Depart-
ment, Fine Arts Li-
brary／1954年版天津都市計畫示意圖 p 31：天津市城
市建設委員會－1954年版《天津市城市规划草案》／
1986年天津市區及濱海地區規劃圖 p32：中華人民共和
國天津市人民政府－《天津市城市總體規劃方案
（1986-2000年）》／《天津近期建設規劃

（2011-2015）》（徵求意見稿）－土地利用規劃圖 
p33：www.cityplan.gov.cn／建設中的濱海新區中心商
務區于家堡響螺灣 p34：Yaohua2k7（來自 Flickr）／ 
2010年天津夏季達沃斯論壇 p36：TIANJIN/CHINA 
13SEP10 - Wen Jiabao, Premier of the People’s Re-
public of China and Klaus Schwab, Founder and Ex-
ecutive Chairman, World Economic Forum, shake 
hands at the end of the Opening Plenary of the An-
nual Meeting of the New Champions in Tianjin, 
China, September 13, 2010. Copyright World Eco-
nomic Forum / Adam Dean.／天津冬菜 p37：
Glane23（來自 Wikipedia）／小白樓商務區 p40：ke-
le_jb1984（來自 Flickr）／天津勸業場 p42：迷失風
影 @ 奇虎 360（來自新浪微博）／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
金融街 p44：Sagittarius - TFL Studio（來自 Flickr）
／民國初年的天津樂團合影 p51：佚名－耀华年刊
（1938）／光明影院 p53：TJAchi-STUDIO（來自 
Flickr）／天津大劇院 p54：www.tjgtheatre.org／天
津站的穹頂畫《精衛填海》p55：Creative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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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ibution-Share Alike 3.0 Unported（來自 Wikipe-
dia）／中華民國元年雙十節當天在天津出版的大公報 
p58：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Share Alike 
3.0 Unported（來自 Wikipedia）／天津電視台台標 
p59：天津電視台／狗不理包子、鍋巴菜和煎餅果子 
p60：~MVI~（來自 Flickr）／1948年，天津猶太移民
在以色列建國時聚集在天津猶太教堂前 p64：佚名－公
有領域／新學書院 p69：佚名－公有領域／天津泰達主
場泰達足球場 p71：Waka77，川崎戦で撮影／天津諸
聖堂 p73：kele_jb1984（來自 Flickr）／天津醫科大
學總醫院 p74：TJArchi-Studio（來自 Flickr）／天津
港和天津南港示意圖 p76：中華人民共和國天津市人民
政府／天津西站 p78：kele_jb1984（來自 Flickr）／
天津站的無障礙站台 p80：Chanyusing－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Share Alike 3.0 Unport-
ed／1906 年的天津環城有軌電車 p82：／天津地鐵一
號線勤儉道站 p83：Craighong－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3.0 Unport-
ed／當前天津軌道交通已開通線路和即將開通線路示意

圖 p84：Park1996－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Share Alike 3.0 Unported／天津古今交融的城市建築 
87：Shubert Ciencia（來自 Flickr）／天津中法工商
銀行大樓  p88：TJArchi-Studio（來自 Flickr）／津門
建築群夜景 p90： kele_jb1984（來自 Flickr）／絢彩
津門系列 p91： kele_jb1984（來自 Flickr）／津門故
里古文化街 c11：Shubert Ciencia（來自 Flickr）／天
津海河津灣廣場段全景 p94：马士雯拍摄并提供／時任
歐盟貿易專員彼得·曼德爾森出席天津夏季達沃斯論壇 
p96：Peter Mandelson, British politician and Euro-
pean Trade Commissioner,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Annual Meeting of the New Champions in Ti-
anjin, China. Copyright World Economic Forum / 
Natalie Beh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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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YOTA COROLLA

豐田卡羅拉（Toyota Corolla）是日本豐田汽車公司於 1966 年推出的一款
次緊湊型 / 緊湊型轎車，1997 年起成為全球銷量最多的汽車，至 2007 年
銷售總量超過 3500 萬輛 。在過去的四十多年中，平均每 40 秒鐘就有一輛
卡羅拉售出 。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6 - 工業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WCUBA 聯賽

中國大學生籃球聯賽（女子組）比賽又稱 WCUBA，是英語 Women's Chi-
nese University Basketball Association 的縮寫。在歷年的比賽中，天津財
經大學是聯賽的完全霸主，獲得了八屆聯賽中的七次冠軍頭銜，並且已經是
聯賽中的六連冠。另外青海師範大學和華中科技大學等球隊也都是 CBA 女
子組的傳統強隊。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8 - 體育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下江官話

江淮官話，舊稱「下江官話」、「下江話」，又稱為「江淮方言」、「淮
語」。一般把揚州話作為整個江淮官話的代表語。 江淮官話的形成應在明代
之前。江淮官話在詞彙、音韻等方面與北方官話相比都具有顯著差異，因而
在民國時期，淮語一直被認為是與粵語、吳語等並列漢語大方言區，而非官
話的分支，其直到 1955 年才首次被劃入官話。

江淮官話的使用者約有 7000 多萬，如果將其划出官話，其使用者將在全國
語言中排第 3 位，僅次於官話、吳語。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8 - 方言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中南銀行

中南銀行成立於 1921 年 6 月，創辦人是 1919 年回國的爪哇(今印尼) 華僑
黃奕住及國人如胡筆江、徐靜仁及上海火柴大王史量才等，總行在中國上海
漢口路 110 號；中南銀行經營商業銀行的一切業務和外匯業務，曾經從北洋
政府取得銀行券發行權。

中南銀行與南三行相對，同鹽業銀行、大陸銀行及金城銀行合稱「北四
行」，組織四行準備庫，專管發行業務；1920 年代建立四行儲蓄會；1935 
年國民政府實行法幣政策後，停止發行業務。

中南銀行在 1929 年及 1935 年先後增設儲蓄部與信託部；1934 年於香港
開設分行；其他分行設於北平、南京、漢口、廈門、杭州、蘇州等地；該行
與華僑關係較密切。

1951 年 9 月，中南銀行上海總行公私合營，次年同 60 家銀行、錢莊合并
成立公私合營銀行，被收歸國有。

2001 年，其香港分行併入中銀香港。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6 - 金融業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中原官話

中原官話是官話的一個分支，它以河南、陝西關中、山東南部為中心，覆及
江蘇、安徽、山東、河北、河南、山西、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共 
390 個縣市，分為鄭曹、蔡魯、洛徐、信蚌、汾河、關中、秦隴、隴中、南
疆等九片。 中原官話的古入聲清音聲母和次濁聲母字今讀陰平，古全濁聲母
字今讀陽平是中原官話區的主要特點。中原官話和冀魯官話、膠遼官話的主
要區別是古入聲次濁聲母字今讀陰平。

中原官話的使用人口僅次於西南官話。蘇南吳江縣菀坪鎮、皖南廣德縣部分
地區、浙西北長興縣部分地區、操天津方言的天津市區屬於中原官話孤島 。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8 - 方言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中原百貨

中原百貨又稱天津中原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公司，是一個坐落在中國天津市和
平區濱江道的商業建築。天津中原股份
有限公司的前身始建於 1926 年，坐落
在原天津日租界旭街（今和平路）。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6 - 商業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中國人民銀行

中國人民銀行（簡稱人民銀行、人行或
央行；英語：People's Bank of Chi-
na；人民幣紙幣上的四種少數民族文
字：藏語：༄༅། །ཀྲུང་གོའི་མི་དམངས་དངུལ་

ཁང་།，維吾爾語：جوُ ڴگو خه ليق با نكا 

-壯語：Cunghgoz Yinzminz Yinz，سى
hangz）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銀
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的組成部門

之一，於 1948 年 12 月 1 日組成。總行位於北京；2005 年 8 月 10 日，
在上海設立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的規定，中國人民銀行在中國國務
院的領導下，依法獨立執行貨幣政策，履行職責，開展業務，不受地方政
府、各級政府部門、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6 - 金融業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中國南車集團

中國南車集團公司（英語：CSR Corpora-
tion Limited），簡稱中國南車集團或 
CSR，是中國一家從事鐵路機車、客車、
貨車、動車組、城軌地鐵車輛及重要零部

件的研發、製造、銷售、修理和租賃，以及軌道交通裝備專有技術延伸產業
等的大型企業集團。中國南車集團成立於 2002 年 7 月 2 日，總部設於北
京，是中國乃至全球最大的軌道交通設備製造商和解決方案供應商之一。

中國南車股份有限公司（港交所：1766, 上交所：601766）成立於 2007 年 
12 月 28 日，是經中國國務院同意，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
由中國南車集團公司聯合北京鐵工經貿公司共同發起設立，並由中國南車集
團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於 2008 年 8 月 18 日和 21 日分別在上海及香港
上市 。中國南車現有全資及控股子公司 17 個，分布在中國 10 多個省市。
其具體業務為鐵路機車、客車、貨車、動車組、城軌地鐵車輛及重要零部件
的研發、製造、銷售、修理、租賃，和軌道交通裝備專有技術延伸產業，以
及相關技術服務，信息諮詢，實業投資與管理，進出口等。所屬行業為機械
製造業中的交通運輸裝備製造業。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6 - 工業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中國大戲院

中國大戲院始建於 
1934 年，竣工於 
1936 年 8 月。坐落在
天津法租界的狄總領事
路（Rue Dil-
lon）（今天津市和平
區哈爾濱道 104 
號），是當時天津一座
具有代表型的大型文藝
演出娛樂場所。該建築

也是天津市文物保護單位 和重點保護等級歷史風貌建築。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7 - 曲藝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中國通商銀行

中國通商銀行是中國人創辦的第一所銀行。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6 - 金融業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中央音樂學院

中央音樂學院，簡稱央音、中央院，是中國藝術院校中唯一一所國家重點高
校和「211 工程」建設學校，是一所公認的能代表中國最高專業音樂教育水
平的音樂學府，在國內外享有很高聲譽。

中央音樂學院原隸屬於中國文化部，2000 年歸屬教育部。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7 - 音樂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中德住房儲蓄銀行

中德住房儲蓄銀行成立於 2007 年 12 月 29 日，總部設在天津，是一家由
中國建設銀行和德國施威比豪爾住房儲蓄銀行共同投資成立的銀行。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6 - 金融業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中法工商銀行

天津中法工商銀行大樓
（英語：Indust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France,Tianjin 
Bran-
ch）是中法工商銀行
（法語：Banque 
Franco-Chinoise pour 
le Commerce et l'In-
dus-

trie）在中國天津建造的一幢分行大樓，由法商永和工程司（Brossand mop-
in）的法國建築師馬利奎特 (Maliquet) 設計，始建於 1933 年，坐落於天津
法租界的主要街道大法國路（Avenue de Grand France）和聖路易路（Rue 
Saint Louis）交口處大法國路南端的 114 號（今和平區解放北路和營口道交
口的解放北路 74-78 號）。作為天津租界時代留存下來的重要建築之一，該
建築目前是天津市文物保護單位 和特殊保護等級歷史風貌建築。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6 - 金融業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中船重工

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簡稱中船重工，成立於 1999 
年，是原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所屬部分企事業單位基礎
上組建的特大型國有企業，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管
理，從事造船及修船（包括軍船及民船）、船舶裝備、

船舶技術開發、貨物及技術的進出口業務等。公司總部設在北京。 由於公司
主營於中國長江以北，所以俗稱「北船」，與主營中國長江以南的中國船舶
工業集團公司分庭抗禮。

中船重工旗下有一間上市公司，就是風帆股份 A 股（上交所：600482）。
核心子公司中國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上交所：601989），在 2008 年成
立，從事船舶配套產品設計、製造、銷售和租賃，船舶配套技術開發和服務
等。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6 - 工業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久大精鹽公司

久大精鹽公司，1914 年成立於塘沽（今濱海新區），由范旭東等人一手創
辦，其最大的貢獻之一是為永利鹼廠和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的創辦提供了雄
厚的資金、技術和人才支持，是中國化學工業「永、久、黃」團體中歷史最
悠久的一脈。在其支持下，永利鹼廠突破了索爾維制鹼法的封鎖並發明了聯
合制鹼法並成為制鹼技術國際一流的企業，開創了中國化學工業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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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家堡

于家堡金融區是中國天津濱海新區正在建設的金融中心區，是濱海新區十大
戰役之一，總投資約 2000 億元，位於濱海新區核心區的海河北岸，與響螺
灣商務區和泰達 MSD 共同構成濱海新區的中心商務區。同時，于家堡金融
區是首個 APEC 低碳示範城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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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

于敏（1926 年－），核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獲得者。

1949 年在北京大學物理系攻讀研究生併兼任助教。1951 年起在中國科學院
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在著名理論物理學家彭桓武指導
下開始了核理論研究工作。1960 年底開始從事核武器理論研究, 在氫彈原理
突破中解決了熱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基礎和關鍵性的理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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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運河

京杭大運河，又稱京杭運河或簡稱大運
河，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最長的古代運
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流經天津、河
北、山東、江蘇和浙江四省一市，溝通海
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
系，全長 1794 公里。

古代陸上運輸只能依靠人力和畜力，速度
緩慢，運量又小，費用和消耗卻甚大。所
以大宗貨物都盡量採用水路運輸。中國天
然形成的大江大河大都是從西往東橫向流
動的。但是在黃河流域歷經戰亂破壞，而
長江流域得到開發以後，中國就逐漸形成
了經濟文化中心在南方，而政治軍事中心

在北方的局面。為保證南北兩大中心的聯繫，保證南方的賦稅和物資能夠源
源不斷的運往京城，開闢並維持一條縱貫南北的水路運輸幹線，對於歷代朝
廷就變得極其重要，明清兩代更在淮安府城（今淮安市楚州區）專門設立漕
運總督和下屬龐大的機構，負責漕運事宜。在海運和現代陸路交通興起以
前，京杭大運河的貨物運輸量一般佔到全國的 3/4。

歷史上，京杭大運河在隋、唐、元、明、清時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延伸、擴
寬，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江南一帶在全國農業發展地位不斷加強、物流需求
日益加大所導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政府也對京杭大運河進行過多
次疏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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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大鼓

京東大鼓是中國曲藝曲種之一，屬板腔體鼓曲，起源於寶坻、香河地區，因
地處京城以東故得此名，於 20 世紀 20 年代確立於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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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城際鐵路

京津城際鐵路又稱京津城際軌道交通，是一條連接北京市和天津市的城際客
運專線，也是中國《中長期鐵路網規劃》中環渤海地區城際軌道交通網的重
要組成部分。該線是中國大陸第一條高標準、設計時速為 300 公里的高速鐵
路，也是《中長期鐵路網規劃》中的第一個開通運營的城際客運系統。中國
鐵道部原部長劉志軍表示，京津城際鐵路因其對區域經濟的連接作用，成為
中國高速客運專線的示範工程 ，和京滬高速鐵路的獨立綜合試驗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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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滬鐵路

京滬鐵路是中國一條從北京通往上海的鐵路，原由原京山鐵路北京至天津
段、津浦鐵路（天津̶浦口）和滬寧鐵路（下關̶上海）組成，隨著南京長
江大橋在 1968 年建成而全線接通。目前京滬鐵路全長 1450 公里，運價里
程 1463 公里，為全線雙線電力化幹線鐵路。京滬鐵路連接了中國南北最大
的兩座城市，而且沿途大都為沿海經濟發達地帶，因此成為中國目前最繁忙
的鐵路幹線之一，是中國「八縱八橫」鐵路網的組成部分。雖然京滬線已進
行過多次改造和擴能工程，但線路運輸能力依然接近飽和，因此另建成京滬
高速鐵路，以緩解運輸壓力。 2006 年 12 月 31 日起，原京哈線北京̶南
倉段，原京滬鐵路天津西̶橋南段、黨家莊站̶上海段，與南倉̶天津西聯
絡線、橋南 - 黨家莊聯絡線合并為京滬線，正式起用「京滬線」的線路名稱
並開始統一編排里程。同時原滬寧鐵路南京至上海段併入京滬線並改稱「京
滬鐵路滬寧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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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克·里達爾

埃里克·亨利·利德爾（又譯伊利克·里達爾，英語：Eric Henry Lid-
dell，1902 年 1 月 16 日－1945 年 2 月 21 日），蘇格蘭運動員，基督教
傳教士，中文名字李愛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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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衣街

估衣街是中國天津市紅橋區的一條古老的服裝商業街。全長 700 餘米，在天
津老城北門外東側，南臨北馬路，北靠南運河南岸，西邊直對竹竿巷，斜對
針市街。2011 年，天津市規劃局將這裡納入歷史文化街區規劃，定名估衣街
歷史文化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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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立峰

何立峰（1955 年－），廣東興寧人，中國共產黨黨員，經濟學博士，廈門大
學經濟系畢業。現任中共天津市委委員、常委、副書記，兼任天津濱海新區
區委書記。中共第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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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

余英時（1930 年 1 月 22 日－），中華民國歷史學家、漢學家、中央研究
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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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文

佟文（1983 年 2 月 1 日－），中國女子柔道運動員，出生地為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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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寶林

侯寶林（1917 年 11 月 29 日－1993 年 2 月 4 日），中國相聲第六代演
員，1949 年以前一直是漢人身份，1949 年後，改爲「滿族」，天津人，先
學演京劇，後改說相聲。1940 年起，與郭啟儒搭檔，合演對口相聲。侯寶林
是極負盛名的表演藝術家，注重相聲的理論研究，著有《相聲溯源》、《相
聲藝術論集》等，被譽為相聲界的一代宗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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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

元朝（蒙古語：ᠳᠠᠢ ᠦᠨ ᠶᠡᠬᠡ ᠮᠣᠩᠭᠣᠯ ᠦᠯᠦᠰ，轉寫：Dai Ön Yeqe Mongɣul 
Ulus，西里爾：Дай Өн Их Монгол Улс，1271 年－1368 
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朝代，也是首次統一全中國地區的征服王朝。元朝
由蒙古族元世祖忽必烈於 1271 年所建，國號大元，次年定都大都（今北京
市），1279 年滅南宋統一中國地區 。

元朝為蒙古帝國中最大的汗國。1206 年元太祖成吉思汗統一蒙古諸部，於漠
北斡難河（今鄂嫩河）建立大蒙古國。當時其位於華北的宗主國金朝逐漸走
向衰落，蒙古時常攻打金朝與其盟友西夏，並且於 1227 年攻滅西夏，1234 
年攻滅金朝，完全領有華北。而後的三次西征 使蒙古帝國稱霸歐亞大陸 。
1259 年元憲宗蒙哥於伐宋戰事去世，其領有漢地的四弟忽必烈擊敗七弟阿里
不哥，獲得汗位。1271 年忽必烈改國號為大元 ，即元世祖。然而這場內戰
讓四大汗國先後脫離獨立，直到元成宗時期才承認元朝為宗主國。1276 年元
朝攻滅南宋，統一全中國地區，結束自唐朝安史之亂以來 500 多年的分裂局
面。元世祖到元成宗期間是元朝國立鼎盛時期，元世祖收編東南亞諸國為藩
屬國，然而元日戰爭因颱風而敗。中期皇位頻繁更迭，政治始終沒有上軌
道。元惠宗晚期，由於怠於政事、濫發紙幣導致通貨膨脹、為了治理氾濫的
黃河又加重徭役，最後導致 1351 年爆發元末民變。1368 年朱元璋建立明
朝，同年北伐攻陷大都，元廷退居漠北，史稱北元。1402 年元臣鬼力赤篡位
建國韃靼，北元亡 。

元朝繼承蒙古帝國主要領土，其疆域是歷代王朝中僅次於清朝，1310 年元武
宗時期的元朝領土達 1400 萬平方公里 。統治地區「東盡遼左西極流沙，北
逾陰山南越海表。漢唐極盛之時不及也」，大致範圍西到新疆東部，西南包
括西藏、雲南及緬甸北部，北至西伯利亞南部與貝加爾湖，東到日本海。元
朝且為欽察汗國、察合台汗國、窩闊台汗國與伊兒汗國等四大汗國的宗主
國，其藩屬國涵蓋高麗與東南亞各國 。

經濟方面仍以農業為主，元朝整體生產力雖然比宋朝低 ，但是在生產技術、
墾田面積、糧食產量、水利興修以及棉花廣泛種植等方面都取得了較大發
展。蒙古人是游牧民族，草原時期以畜牧為主，經濟單一，無所謂土地制
度。攻打華北時，慘酷的屠殺和劫掠帶來很大的破壞。滅金朝後，在耶律楚
材勸諫下，成吉思汗同意保留農業，鼓勵漢人墾殖，這樣可以提供財政收
入，以期長治久安 。元世祖即位之後，為了鞏固統治，實行了一些鼓勵生
產、安撫流亡的措施，農業逐漸恢復。到元朝時，由於經濟作物棉花不斷推
廣種植，與棉紡織品在江南一帶都比較興盛。經濟作物商品性生產的發展，
就使當時基本上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在某些方面滲入了商品貨幣經濟關
係。但是，由於元帝集中控制了大量的手工業工匠，經營日用工藝品的生
產，官營手工業特別發達，對民間手工業則有一定的限制 。

元朝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大過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不同於其他征服王朝為
了提升本身文化而積極吸收中華文化，元朝同時採用西亞文化與中華文化，
並且提倡蒙古至上主義。例如極力推崇藏傳佛教，在政治上大量使用色目
人，儒者的地位下降以及元朝前期長時間沒有舉辦科舉，元仁宗即位後下詔
恢復科舉取士制度 。由於士大夫文化式微，意味宋朝的傳統社會秩序已經崩
潰。這使得在士大夫文化底下，屬於中下層的的庶民文化迅速的抬頭。這個
現象在政治方面是重用胥吏，在藝術與文學方面則是發展以庶民為對象的戲
劇與藝能，其中以元曲最為興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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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聯軍

八國聯軍是指 1900 年（清光緒 26 年）英、法、德、美、日、俄、義、奧
等國，為阻止義和團對北京使館區的圍攻並鎮壓中國北方義和團運動而派遣
的聯合遠征軍；開始時總人數約 3 萬人，後來增至約 5 萬人 。八國聯軍的
行動，直接造成義和團的消滅，以及京津一帶清軍的潰敗，迫使慈禧太后挾
光緒帝逃往陝西西安；最終清廷與包含派兵八國在內的十一國簽訂《辛丑條
約》，付出龐大的賠款，並喪失多項主權。影響所及，清帝國內部及遠東
（滿洲平原）之權力平衡，亦受重大衝擊，間接導致清廷進一步衰落、日俄
衝突等變化。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2 - 清末開埠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冀魯官話

冀魯官話亦名北方官話，是漢語官話方言的一個分支，分布於河北大部、天
津除武清區外全部地區（有爭議，天津小片亦歸中原官話）、山東北部和西
北部，以及北京市平谷區，山西廣靈縣，使用人口約 9000 餘萬。冀魯官話
是除東北官話外，與北京話最為接近的北方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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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

冷戰（英語：Cold War，俄語：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是指美國
和蘇聯及他們的盟友在 1945 年至 1990 年代間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對抗、衝
突和競爭。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在這段時期，雖然分歧和衝突嚴
重，但對抗雙方都盡力避免導致世界範圍的大規模戰爭（世界大戰）爆發，
其對抗通常通過局部代理人戰爭、科技和軍備競賽、外交競爭等「冷」方式
進行，即「相互遏制，卻又不訴諸武力」，因此稱之為「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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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順德大飯店

天津利順德大飯店（英語：Astor 
Hotel），始建於清同治二年（1863
年），坐落於當時天津英租界的主
幹道維多利亞道（英語：Victoria 
Road）和維多利亞花園的東側，即
今天的天津市和平區解放北路 199 
號和台兒庄路33 號，作為原天津租
界區現存極少的 19 世紀中葉建築之

一，天津利順德飯店舊址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
單位，被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為特殊保護等級歷史風貌建築。

天津利順德大飯店是天津市歷史上第一家外資大飯店，在近代史上曾是重要
的外交活動場所，英國、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國家曾先後將領事館設於酒
店內。中國與西方國家在近代的諸多條約是在這裡簽署，孫中山、美國總統
胡佛、英國國王愛德華八世、卓別林、梅蘭芳等著名人士曾在此下榻或寓
居。利順德大飯店現為喜達屋酒店及度假酒店國際集團豪華精選品牌（英
語：The Luxury Collection）旗下的「天津利順德大飯店豪華精選酒店」，
是喜達屋在中國的第一家豪華精選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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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熱帶高氣壓

副熱帶高壓，又稱亞熱帶高壓或副熱帶高氣壓，也叫做副熱帶高壓脊，氣象
學名詞，是指活躍於副熱帶地區的高壓脊，分佈於南北緯 30°左右，是一股
經常存在但位置不固定的溫暖氣團。它的位置以及內裡氣流的流向可以影響
到熱帶氣旋的生成和走向。

副熱帶高壓所籠罩的地帶稱為「副熱帶無風帶」或「馬緯度無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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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

劉少奇（1898 年 11 月 24 日－1969 年 11 月 12 日），譜名紹選，表字
渭璜，湖南省寧鄉縣人，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勛，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第一代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共政治家和理論家，曾任中共中央書記
處書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中共中央副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等職位。

劉少奇早年曾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五卅運動等工人運動、學生運動，
並組建中共中央北方局，擴大中國共產黨在華北、華南地區的影響力。皖南
事變後，他參與重組新四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劉少奇主持土地改革
運動，並曾組織七千人大會、領導中央經濟改革，以糾正毛澤東三面紅旗的
總路線，試圖扭轉國家形勢，但未能成功，並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批鬥、迫
害致死。1980 年，中共中央為劉少奇全面平反並恢復其一切名譽。他平時以
座駕紅旗 CA-72 轎車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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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歡

劉歡（1963 年 8 月 26 日－），中國歌
唱家，天津人，1981 年畢業於天津市耀
華中學，1985 年畢業於國際關係學院法
語專業，大學期間因參加法語歌曲創作大
賽得獎，獲法國政府獎勵去巴黎旅遊，體
寬臉胖，嗓音渾厚，是著名的通俗歌手。

由於劉歡不是學習音樂出身，所以廣泛地
被中國民眾稱之為最具有實力的民間歌
手，內地不可多得的實力派歌手等。而他

在音樂方面的成就已遠超過真正的專業水準，以至於很多人並不知道他是非
專業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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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條約

北京條約包括中英北京條約、中法北京條約、中俄北京條約，是 1860 年清
朝政府於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在北京分別與英國、法國、俄國簽訂的不平等條
約。清朝委任欽差大臣奕訢作為談判及簽約代表。簽約地點在北京禮部衙
門，今天安門廣場東南角。另外，1887 年與葡萄牙簽定的中葡和好通商條約
亦稱中葡北京條約。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2 - 清末開埠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北伐戰爭

北伐是中華民國歷史上，由國民革命軍北進討伐北洋政府的戰爭，使得中國
統一在由中國國民黨領導之國民政府旗下。其正式起始於 1926 年 7 月 9 日
以蔣中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廣州誓師，完成於 1928 年 12 月 29 日張
學良宣布東北易幟。

民國建立之初由北洋政府主持，因為府院之爭、貪污腐敗與民國軍閥割據而
動盪不安。最後分裂成數個軍閥，主要勢力有：據有東北、河北及山東的奉
系張作霖（含魯系）、河南湖廣的直系吳佩孚及江南的新直系孫傳芳。

二次護法運動皆以失敗收場後，孫中山發現除了爭取列強的支持，也需要自
己的軍隊進行其革命。採用聯俄容共與國共合作的策略，並且在蘇聯的援助
下成立軍校，建立屬於中國國民黨的國民革命軍，並以蔣中正為總司令宣布
北伐。

北伐期間，國民革命軍主力北上攻下長沙市與武漢市，擊敗直系後東征攻下
南昌。東路軍經由閩浙，最後與主力軍會合於南京市，新直系潰敗。之後因
為容共問題，蔣中正於江寧（南京）另立國民政府並宣布清黨，是為寧漢分
裂。隨後武漢政府同意「分共」，與南京政府復合，史稱寧漢復合。遭到驅
除的中國共產黨發動南昌暴動，建立自己的軍隊。隨後西北軍馮玉祥與晉系
閻錫山加入國軍，北伐軍攻克北京市。期間日本為阻礙北伐引發五三慘案。
之後東北奉系軍閥張作霖於皇姑屯遭刺殺後，其子張學良宣布奉吉黑三省由
北洋政府五色旗改懸國民政府青天白日紅旗，改保安委員會為東北政務委員
會，名義上歸順國民政府，即東北易幟。至此北伐完成，中華民國大致上完
成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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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北宋（960 年 2 月 4 日̶1127 年 3 月 20 日）是中國歷史的一個朝代，與
南宋合稱宋朝，又稱「兩宋」。以其建都於北方汴梁（今河南開封市），為
別於南宋而史稱北宋 。北宋乃由後周末帝禪讓趙匡胤開始，統治了黃河中下
游流域以南一帶地區。北宋政權先後與遼、金、西夏對峙。靖康元年（1126 
年）金兵攻入開封，次年滅亡。共歷九帝，167 年。

相對而言，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經濟與文化教育最繁榮的時代 ，據研究，
北宋時中國 GDP 總量為 265.5 億美元，佔世界經濟總量的 22.7%，而清朝
在鴉片戰爭之前的 1820 年，中國 GDP 總量為 2286 億美元，佔世界經濟
總量的 32.9%，這是中國 GDP 佔世界比重最高峰。北宋時中國人均 GDP 
為 450 美元，西歐人口人均 GDP 為 427 美元，而 1820 年清朝時中國人
均 GDP 為 600 美元，當時經過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英國人均 GDP 為 1,25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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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

北洋，華北海洋一帶的疆域，一般是指渤海、黃海，朝鮮半島附近，如奉天
省（今遼寧省）、直隷省（今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山東省。

由「北洋」一詞延伸出了許多關於「北洋」的詞彙，如「北洋大臣」、「北
洋水師」、「北洋政府」、「北洋軍閥」、「北洋武備學堂」、「北洋大
學」。這些詞均源自以「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中堂為濫觴的晚清重臣們，
在以天津為中心的北洋地區的政治、軍事、商業、教育等活動，李鴻章之
後，下一個北洋派的著名領袖為袁世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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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大學堂

北洋大學（英語：Peiyang Universi-
ty），又稱北洋大學堂和國立北洋大學創建於 1895 年 10 月 2 日，是中國
近代第一所大學，為今天津大學的前身。

北洋大學堂為天津北洋西學學堂建成後第二年 (1896 年) 之改名。1900 年，
北洋大學堂首批畢業生的畢業證書 (時稱考憑) 上即註明北洋大學堂字樣。後
因八國聯軍入侵津京地區，北洋大學堂校舍為敵兵所霸佔，設備、文檔案卷
遭毀壞，學校一度被迫停辦。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 年）4 月北洋大學堂在
西沽正式複課。北洋大學堂復建後，招集前中西學堂及水師學堂舊生數 10 
人成班，因程度不齊，均先入預科，補習普通科目。至 1905 年暑假後，依
成績分為第三（相當於二年級）、第四（相當於一年級）兩班，入法律、土
木工程或採礦冶金之專門正科肄業。1906 年，袁世凱飭學堂會同津海關道遴
選學生 35 名，派赴美國留學，其中 19 名學費是由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布
朗大學三校提供；次年，又有法律科學生 11 人續派赴美留學。有關留學經
費經費大致是由臨時礦務局的稅釐和餘利項下支應。在原有學生出洋深造之
際，學堂續有新生升入。1905 年，保定高等學堂第一班生撥入大學堂深造，
但因普通科目未備，故先進預科補習一年；次年暑假後始歸入第四班，仍分
三專門肄習。同時自此年起，學部取消官費，大學堂肄業生須繳學費，每月
銀五兩；但師範科則照章免繳。

北洋大學堂之附設師範科在 1907 年，專門培養中學堂英文師資，以因應小
學堂日多的畢業生升入中學堂；學生來源為不願入正科研習專門之學的預科
生，1 年畢業，次年即有 25 名學成撥入直隸各中學堂任教。不過由於天
津、保定二處已成立優級師範科，故此附設的師範科隨後即停辦。

根據 1907 年學部的調查，北洋大學堂共有管理員 11 人、教員 17 人，法
律科學生 32 人，土木科 29 人，礦冶科 22 人，師範科 33 人。次年學部又
調查課程，認為正科專門之學不足，須重新編配，部分普通科目官移為預科
課程。至此年，正科生共有 5 班，其中首批畢業生為土木、礦冶甲班共 15 
人，於宣統二年 1910 年夏學成；法律甲班則於次年夏畢業。至於 1911 年
入學新生，僅成立法律丙班及礦冶丁班，土木丁班因程度不齊，以致合格過
少，不能成立。

1903 年年至 1911 年的北洋大學堂，可說始終處於課程內容不良，學生程度
不齊等困擾中。1906 年學堂監督條呈袁世凱時，即明言課程宜加整頓，教員
宜分科擔任，高等及中等教科書宜檢定，中外各員宜定權限，南北（洋）學
額宜分定名數，學生國文宜嚴加甄別，別行招考學生宜遵飭停止等事，作為
亟須改進大端；但直到 1908 年學部調查時，課程缺失仍多。這些問題無疑
地正是晚清創辦新教育時恰須面對的挑戰，北洋大學堂在此八年中的辦學情
形，大致可作為現代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初期一個很好的觀察實例。1912 年
後，改名北洋大學校；1914 年改為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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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運河

北運河是流經北京市東郊和天津市的一條河流，為海河的支流。幹流通州至
天津也即京杭大運河的北段。古稱白河、沾水和潞河。

發源於北京市昌平區及海淀區一帶。向南流入通州區，在通州區北關上游稱
做溫榆河。然後流經河北省香河縣、天津市武清區、在天津市大紅橋匯入海
河。全長 120 公里，流域面積 5300 平方公里。

支流有通惠河、涼水河、鳳港減河、龍鳳河。

漕運咽喉河西務，曾盛極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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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運河

南運河是京杭大運河從天津到至山東臨清的一段，全長 524 公里。利用原有
的衛河加以疏通而成。水流自南而北，至天津匯入海河，流進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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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中學

天津市南開中學是中國天津市教育委
員會直屬重點中學，位於天津市南開
區南開四馬路 22 號，1978 年被中華
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列為國家級重點中
學。現任校長為馬躍美。目前，天津
南開中學擬於濱海新區中新生態城興
建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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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大學

南開大學（英語：Nankai Universi-
ty，簡稱：南開、南大 、NKU），
原稱私立南開大學，坐落於天津市南
開區八里台。南開大學是 1919 年由
近代著名愛國教育家嚴修、張伯苓創
立的私立大學，成立之時設文、理、
商三科，後發展為綜合性大學。 在
日本侵華戰爭期間，南開大學校舍毀
於戰火，後與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共
同南遷昆明，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
學，直至戰後回到天津八里台原址復

校。

1952 年，高校院系調整，南開大學由全門類的綜合性大學改為偏向文理科系
的綜合性大學。1978 年後，逐步恢復工科等撤銷的科系。1994 年，外經貿
部直屬的天津對外貿易學院併入南開大學。2010 年，中國旅遊管理幹部學院
併入南開大學。截止 2012 年，南開大學有 21 個專業學院，學科覆蓋文、
史、哲、經、管、法、理、工、農、醫、教、軍全部 12 個門類，是一所覆
蓋全部學科門類的研究型大學。

目前，南開大學是國家「985 工程」、「211 工程」教育部直屬重點綜合性
大學。南開大學正在海河教育園區內興建新校區，預計 2013 年起部分投入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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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化街

古文化街是中國天津市南開
區的一條由仿中國清代民間
小式店鋪組成的商業步行
街，原為以天津天后宮為中
心的「宮南大街」和「宮北
大街」，是天津最早的文
化、宗教和商貿聚集之地。
目前，古文化街北起通北
路，南至水閣大街，全長 
687 米，寬 5 米。2011 

年，天津市規劃局將這裡納入歷史文化街區規劃，定名古文化街歷史文化街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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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鴻昌

吉鴻昌（1895 年 10 月 18 日－1934 年 11 月 24 
日），中國抗日將領，中共黨員。原名恆立，字世
五。河南周口扶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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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言線

同言綫，也稱作等語綫，是指某一個特定的語言學特徵的分佈地理界綫，譬
如，某個母音的發音、某個詞彙的意義、或是某種句法。方言界線的劃分一
般就是許多條大致重疊的同言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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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

周汝昌（1918 年 4 月 14 日－），本字禹言，號敏庵，後改字玉言，籍貫
天津鹹水沽。筆名：念述、蒼禹、雪羲、顧研、玉工、石武、玉青、師言、
茶客等。 其祖父是天津八大家東門外天成號韓家賬房先生，後自立門戶，故
家道不俗。就學於北京燕京大學西語系本科。周汝昌自二十幾歲，雙耳失
聰。1991 年開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貼。他是研究《紅樓夢》的著名考證派新紅
學家，有紅學著作多種，其中《紅樓夢新證》影響很大。被稱為自傳派大將
胡適的得意門生。但其觀點與胡適有些不同甚至對立。周汝昌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研究《紅樓夢》第一人，享譽海內外的考證派主力和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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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

咸豐（滿語：ᡤᡠᠪᠴᡳ ᡝᠯᡤᡳᠶᡝᠩᡤᡝ，穆麟德：gubci elgiyengge，公元 1851 年至
1861 年七月）為中國清朝入關後第七位皇帝清文宗愛新覺羅奕詝的年號，前
後共使用 11 年。咸豐與道光兩個年號常合稱為道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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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修

嚴修（1860 年 4 月 12 日－1929 年 3 月 15 
日），字范孫，號夢扶，別號偍屚生。中國著
名教育家，與華世奎、孟廣慧、趙元禮共稱近
代天津四大書法家，與張伯苓同為南開系列學
校的創始人之一，被稱為「南開校父」。直隸
天津縣（今天津市）人，祖籍寧波慈溪縣，是
清末巨商嚴信厚的堂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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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地質公園

中國國家級地質公園，通稱國家地質公園，由中國行政管理部門組織專家審
定，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資源部正式批准授牌的地質公園。中國國家地質
公園是以具有國家級特殊地質科學意義，較高的美學觀賞價値的地質遺迹為
主體，並融合其它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而構成的一種獨特的自然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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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由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審核名
單，上報中國國務院批准公布。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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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

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了順應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
一體化趨勢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內在要求，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
國家所建立的以制度創新為主要動力，以全方位改革試點為主要特徵，對全
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深遠影響的實驗區。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除了具有 
「經濟開發區」、「經濟特區」、農村綜合改革試驗區的內涵，還涉及到社
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改革，是一項以全面制度體制建設的方式推進改革
的系統過程 。

為了區別於 1980 年代的經濟特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常被稱為「新特
區」。截至 2011 年，中國一共設立了 3 個全面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
區」：上海市浦東新區、天津市濱海新區、深圳市；7 個專題性「綜合配套
改革試驗區」：重慶市、四川省成都市、湖北省武漢城市圈、湖南省長株潭
城市群、遼寧省瀋陽經濟區、山西省和廈門市。2011 年，國家發改委官員表
示，改革進入深化階段，原則性不再接受新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申請。
此外，國務院還決定設立 2 個「綜合改革試驗區」（區別於「配套」）：浙
江省義烏市和浙江省溫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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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沽地區

塘沽區是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天津市下轄的一個市轄區，現為濱海新區的核心
區。原塘沽區面積 7 為 90.2 平方千米，人口為 46.2 萬。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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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海造陸工程

天津填海造陸工程，是中國天津市濱海新區正在建設的目前中國國內最大的
填海造陸工程 ，總面積將達 200 餘平方公里 。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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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達沃斯論壇

夏季達沃斯論壇，即世界經濟論壇「新領軍者年會」，
2007 年由世界經濟論壇 CEO 施瓦布和中國總理溫家寶
倡導建立，召集被論壇認定為的「全球成長型企業」在
中國的天津和大連集會，這些企業主要是在經濟新興國
家（如中國、印度、俄羅斯和巴西）中的商業領軍企
業，還包括一些已開發國家中迅速發展的企業。同時，

年會與下一代全球領袖、迅速發展地區、有競爭力城市和技術先驅者進行密
切合作。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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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

大公報（英語：Ta Kung Pao），是中國發行時間最長的中文報紙之一，創
刊至今已有過百年歷史，在中華民國統治大陸時期，是當時最俱影響力的報
紙之一。現今的《大公報》的政治色彩濃厚。1949 年後，在中共港澳工委的
領導下，《大公報》在香港出版發行，該報立場帶有政治色彩，例如《大公
報》的報導內容中不會出現中國共產黨視為敏感與負面的新聞。在兩岸方
面，也明顯支持中共政策。因此，《大公報》、《文匯報》、《香港商
報》，被香港市民稱為「左報」。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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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天津都市計劃

天津特別市物質建設方案，即「梁張方案」，梁思成和張銳合作設計的都市
計畫方案，是天津近代都市計畫史上第一部詳細、全面的規劃方案，儘管方
案內容具有一定的空想性，但卻反映了當時中國都市計畫理論發展的水平與
方向。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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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河

大清河為海河西支，源出太行山東麓，南北拒馬河合流後稱大清河，在天津
市西青區楊柳青站附近與子牙河相會流入海河。大清河由發源地起全長 338 
千米，流域面積達 3.96 萬平方千米。

由於流域內降水集中，河流徑流量年內差異較大，汛期水量佔到年徑流量的 
70%，雨季常形成洪水。雖然白洋淀、東淀等有調蓄洪水的作用，但是仍威
脅到下游天津市和京滬鐵路的安全。後開挖獨流減河，分配大清河部分水流
直接入海。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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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躍進

大躍進是在 1958 至 1960 年上半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於中華人民共
和國發生的試圖利用本土充裕勞動力和蓬勃的群眾熱情在工業和農業上「躍
進」的社會主義建設運動。不同的學者估計中國在大躍進期間非自然死亡達
一千八百萬 到至少四千五百萬人 。人口統計學家估計在一千八百萬到三千二
百五十萬人之間 。歷史學家馮客斷言「強迫，恐怖，和系統的暴力是大躍進
的根本」，「人類歷史上有動機最致命的大規模屠殺之一」。

於 1956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1957 
年又完成了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共高層，尤其是中共中央主
席毛澤東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
用，草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 。

1957 年 11 月 13 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式提出「大躍進」口號。
1958 年 5 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制定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
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通過了第二個五年計劃，為大躍進正式制
定任務和目標。成為了發動「大躍進」運動的一次重要會議 。8 月，中共中
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提出一九五八年鋼的產量要比一九五七年
翻一番，達到一千零七十萬噸；並決定在農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

脫離實際的「大鍊鋼鐵」運動隨後在全國範圍內推廣，而人民公社化運動也
嚴重地傷害了農業生產積極性，糧食產量無法保證，為保證農產品達標，農
村開始虛報糧食產量，「大放衛星」現象蔓延開來。但是國家對於糧食的徵
購卻按照虛報產量制定標準。大躍進運動浮誇的現象和很快暴露的問題也招
致黨內外大量的質疑之聲 。蘇聯對人民公社的質疑加深了兩國嫌隙，而黨內
的意見分歧甚至分裂集中反映在廬山會議「彭德懷反黨集團」事件上，彭德
懷因在與會期間批評大躍進政策而遭到毛澤東整肅，支持彭德懷意見的黃克
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一批中共元老人物受到牽連，全國範圍內一大批中共
幹部和相關人士以「反右傾」而被整肅，造成「躍進」在政策上並未及時剎
車，進一步助長了「躍進」風潮，而領會毛澤東意圖的林彪則從此在政治上
崛起。此後，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對政策的批評引起毛澤東不滿，最終導致
黨內高層意見出現分歧。

大躍進的後果使得這場運動最終難以為繼，鋼、鐵合格率低下，大量資源遭
到浪費，勞動力的轉移帶來產業結構畸形和農業生產的不足，加之人民公社
颳起「一平二調」的共產風，高指標引發的「浮誇風」，以及脫離實際的生
產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和幹部特殊化風「五風」和公共食堂的浪費，最終
釀成全國大饑荒的悲劇。從 1960 年冬開始，這場脫離實際的運動逐漸被當
局叫停 。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2 - 當代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大陸銀行

大陸銀行是由中華民國代理總統馮國璋，在 1919 年 3 月於中國天津成立。
它在 1920 年代與中南銀行、鹽業銀行及金城銀行合稱「北四行」，創辦人
是原中國銀行南京分行經理談荔孫。1921 年設立上海分行。1935 年在九江
路 110 號興建大陸銀行大廈。1942 年，其總行遷往上海。1952 年 12 月與
其他行庄合并改組為公私合營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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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餅雞蛋

大餅雞蛋又稱大餅卷雞蛋，是
一種天津風味街頭小吃，現在
有多處流行。用餅卷煎雞蛋，
食用時加麵醬、蝦醬、辣醬、
腐乳、鹹菜、海帶、黃瓜和
蔥。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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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7 - 飲食與特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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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一汽

天津一汽豐田汽車有限公司簡稱天津一汽豐田，是由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公
司、天津一汽夏利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豐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和豐田汽車
（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共同出資組建的汽車製造公司。

天津一汽豐田成立於 2000 年 6 月，總部位於天津。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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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法工商銀行大樓

天津中法工商銀行大樓（英語：Indust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France,Tianjin Branch）是中法工商銀行（法語：Banque Franco-
Chinoise pour le Commerce et l'Indus-
trie）在中國天津建造的一幢分行大樓，由法商永和工程司（Brossand mop-
in）的法國建築師馬利奎特 (Maliquet) 設計，始建於 1933 年，坐落於天津
法租界的主要街道大法國路（Avenue de Grand France）和聖路易路（Rue 
Saint Louis）交口處大法國路南端的 114 號（今和平區解放北路和營口道交
口的解放北路 74-78 號）。作為天津租界時代留存下來的重要建築之一，該
建築目前是天津市文物保護單位和特殊保護等級歷史風貌建築。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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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0 - 古典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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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公學

耀華中學，建校於 1927 年，學
校坐落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天津市
南京路的市中心繁華地帶，是天
津市最為著名和歷史悠久的重點
中學之一。「耀華」意為「光耀
中華」，校訓為「尚勤尚樸，惟
忠惟誠」。現任校長為任奕奕，
終身名譽校長為錢偉長。校門的
匾額由天津近代四大書法家之一

的孟廣慧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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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冬菜

冬菜為中國傳統醃菜之一，以大白菜、食鹽
水、蒜為主要材料。以天津、南充出產者最有
名。使用蒜的又稱『葷冬菜』，對應未加蒜的
『素冬菜』。

常用於調劑清淡菜式，而非像泡菜或酸菜作日
常食用。天津冬菜家庭製作 1 斤成品需 3 斤

白菜，3 兩蒜，2 兩鹽。將白菜風乾晾曬脫水至 1 斤左右，切碎，加鹽、蒜
末拌勻，繼續脫水至成品。富含鮮味成分，是天津式餛飩和很多湯菜的必備
輔料。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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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勸業場

天津勸業場是中國天津市和平區著名的老字號商場。二
十世紀二十年代由井陘礦務局津保售煤處總經理、天津
買辦高星橋集資創辦，法商永和營造公司建造，1928 
年末建成並開業。坐落於原天津法租界杜總領事路與福
煦將軍路交叉的十字路口（今和平區和平路 290 號，
濱江道 152－166 號），與惠中飯店和浙江興業銀行大
樓相對，目前，天津勸業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
准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被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為
特殊保護等級歷史風貌建築。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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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6 - 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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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博物館

天津博物館坐落於天津市河西區友誼路與平江道交口的的銀河廣場，佔地面
積 5 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 3.5 萬平方米，是一座大型歷史藝術類綜合性博
物館，2004 年 12 月 20 日正式落成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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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0 - 現代建築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天津大學

天津大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國家重點大學，
其前身為北洋大學，始建於 1895 年 10 月 2 日，是
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天津大學是「211 工程」、
「985 工程」首批重點建設的大學，校訓為「實事求
是」。目前，天津大學正在海河教育園區內興建新校
區，2013 年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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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 西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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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天后宮

天津天后宮，俗稱娘娘宮，是
一座位於中國天津市南開區古
文化街的媽祖廟。天津天后宮
位於原天津老城東門外，三岔
河口西岸，始建於元泰定元年
（1326 年），明永樂元年
（1403 年）重建，該建築目前
是天津市文物保護單位 和特殊
保護等級歷史風貌建築。現為
天津民俗博物館。與福建莆田

湄洲島湄洲媽祖祖廟和中華民國雲林縣北港朝天宮並稱為世界三大媽祖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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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0 - 古典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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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官醫院

天津官醫院是北洋軍醫學堂的附屬醫院。於 1904 年秋天創立，由總督衙門
管轄。坐落於河北區金家窯三岔河口水師營舊址。由北洋軍醫學堂總辦徐華
清管理。醫員有醫院監督傅汝勤、北洋軍醫學堂總教習平賀、高橋等，為軍
醫學堂的學生作臨床講授並從事對患者的治療。此外，天津官醫院還設有藥
局及磨工監督、看護、調劑生、磨工見習數人。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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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8 - 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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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空間發展戰略

天津都市計畫，是關於天津市的都市計畫和建設的情況。天津由於近代天津
租界的開發，成為中國較早引入西方都市計畫理念並進行發展和實踐的城
市。從古代的築城到近代開埠專管租界的獨立規劃建設，再到 1949 年後的
規劃發展，天津的城市空間結構已經逐漸從單一型城市發展成為「雙城雙
港」的結構，「雙城」是指天津市中心城區和濱海新區核心區；「雙港」是
指天津港和天津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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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5 - 當代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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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

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坐落於天津市南開區復康路與紅旗路交口東北一側，
是一所以「器官移植」、「急救醫學」、「耳鼻喉」等方向為特色的綜合性
三級甲等醫院，其中尤其以亞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 ̶̶東方器官移植中心
而著名，是天津市的三大醫學中心之一，醫院性質為非盈利性事業單位 。在 
SARS、甲型 H1N1 流感期間，醫院受權設有可接待發熱病人和疑似病例的
發熱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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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腫瘤醫院

天津市腫瘤醫院與天津醫科大學附屬腫瘤醫院一個機構兩塊牌子，是中國天
津市的一個三級甲等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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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廣東會館

天津廣東會館始建於清
光緒三十三年正月十四
日（1907 年），坐落於
天津老城鼓樓南面（今
南開區南門裡大街 31 
號），是天津現有保存
最大最完整的清代會館
建築。目前，天津廣東
會館被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務院批准為全國重點
文物保護單位，被天津

市人民政府批准為特殊保護等級歷史風貌建築。現為天津市戲劇博物館。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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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7 - 曲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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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快板

天津快板和快板書相似，是快板書的一種地方變種，也是用竹板敲出節奏，
拌以用押韻的語言數說。天津快板的特點一是以天津地方口音述說，二是有
伴奏，一般用三弦，也有用秦琴的，以一種程式重複的旋律，配合竹板的節
奏，為述說烘托氣氛。天津快板是 50 年代出現的一個新曲種，是由群眾自
發創造並發展起來的。這種快板完全以天津方言來表演，在形式上採用了數
來寶的數唱方式及快板書所用的節子板，同時配以天津時調中「數子」的曲
調，用三弦伴奏，別具一格。天津快板風格粗纊、爽朗、明快、幽默，有著
濃厚的生活氣息和地方風味。深受天津人的喜愛，也為其他省市群眾所喜
愛。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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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文廟

天津文廟，是明、清兩代天津
官學和祭祀孔子的場所。位於
南開區東門裡大街。該建築目
前是天津市文物保護單位和特
殊保護等級歷史風貌建築。也
是天津地區目前規模最大、保
存最為完整的古建築群。 現為
天津文廟博物館。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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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0 - 古典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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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時調

天津時調是清朝末年在天津出現的一種曲藝，起源於各地的民歌。由於天津
當時是水陸碼頭，五方雜處，各地人都有，天津時調吸收了各種民歌曲調。
後來逐漸發展成型，由女演員演唱，先是在妓院中流行，最後開始登台演
出。

天津時調包括慢板和數板，慢板是主要唱腔，字少，唱腔婉轉曲折，激越豪
放，適合抒情。數板半說半唱，主要用於敘事和交代故事情節。一般開始用
慢板唱，然後插入數板，再接唱慢板。音域較寬，伴奏樂器用三弦和四胡，
後來增加了笙和琵琶等。唱腔為天津口音，現代演出逐漸向普通話過度。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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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7 - 曲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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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梅江會展中心

天津梅江國際會展中心
（英語：Tianjin Meiji-
ang Convention 
Center）坐落於中國天
津市西青區友誼南路與
外環線交口的梅江風景
區，是一座大型的現代
化會展中心。地處友誼
南路以西緊鄰規劃中的
天津地鐵六號線，2010 
年 1 月完成主體鋼結構

的安裝工程，2010 年上半年全面竣工。是目前天津市規模最大的會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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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條約

《天津條約》包括《中美天津條約》、《中英天津條約》、《中法天津條
約》、《中俄天津條約》，是指1858 年清朝政府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戰敗後與
美國、英國、法國和俄國在天津所簽訂的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清朝委派大
學士桂良和各國代表談判並簽約。真確文本原存於中華民國外交部，現存於
臺北外雙溪國立故宮博物院恆溫恆濕的庫房保存。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2 - 清末開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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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法租界

天津法租界，是法國設在天津的專管
租界。它是近代中國四個在華法租界
之一，同時也是天津的九國租界中第
二個劃定和發展最繁榮的租界之一，
同時法租界也是天津租界中大型公共
建築最為聚集的地方，著名的勸業
場、西開教堂等重點文物坐落於此。
因與天津英租界毗鄰位於天津紫竹林
附近，亦有「紫竹林租界」之稱。 
歷史上，法租界內曾發生過如「天津
教案」「老西開事件」等中國民眾衝
擊法國教會的事件。法租界在天津自 
1861 年起共存在了八十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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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

天津港是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天津市渤海灣的港口，是京津冀城市群和環渤
海經濟圈的交匯點，也是環渤海港口中與華北、中國西北距離最短的港口，
港口由天津港 (集團) 管理。是中國最大的人工海港，是華北的主要港口之
一。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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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濱海國際機場

天津濱海國際機場（I-
ATA 代碼：TSN，I-
CAO 代碼：ZBTJ）位
於天津東麗區，是中國
主要的航空貨運中心之
一，也是天津航空與奧
凱航空的樞紐機場, 但由
於距離北京首都機場較
近，過去發展受到一定
製約。自從濱海新區發
展納入國家發展戰略

後，濱海機場旅客吞吐量增速很快，貨運的發展更加迅速。2007 年，完成一
期擴建工程，二號跑道已於 2010 年開放客運運行，是國內少數幾個雙跑道
運行的大型機場之一。2010 年後繼續進行二期擴建工程，2013 年竣工。建
成後的天津機場可滿足 2020 年 2500 萬人次旅客吞吐量的需求，京津城際
高鐵和 3 條地鐵將引進機場。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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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9 - 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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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特別市物質建設方案

天津特別市物質建設方案，即「梁張方案」，梁思成和張銳合作設計的都市
計畫方案，是天津近代都市計畫史上第一部詳細、全面的規劃方案，儘管方
案內容具有一定的空想性，但卻反映了當時中國都市計畫理論發展的水平與
方向。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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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5 - 近代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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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租界

天津租界，是 1860 年至 1945 年期間，英國、法國、美國、德國、義大
利、俄國、日本、奧匈帝國和比利時等國通過簽訂不平等條約和協議在中國
天津老城東南部區域相繼設立的擁有行政自治權和治外法權的租借地。1860 
年，英國首先在天津設立租界，最高峰時有 9 個國家在天津設立租界。同
時，天津也是中國最早收回租界的城市之一。1945 年，中華民國政府在對日
戰爭勝利後，正式收回天津的最後兩個租界。天津租界是西洋文化和中國傳
統及地域文化承載體，是天津多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曾作為中國近代歷
史上北方最為繁華的「徽輔首邑」，見證了天津近代的繁榮和輝煌。天津租
界中具有各國風格樣式的建築在中國接收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留，使得天
津老城部分區域至今依舊保留著百年前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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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航空

天津航空（前身「大新華快運航空有限公司」Grand China Express Co., 
Ltd.，英文名：Tianjin Airlines，IATA：GS、ICAO：GCR）是總部位於中
國天津的一家民用支線航空公司，由海航集團有限公司、天津保稅區投資有
限公司以及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資組建，於 2009 年 6 月 8 日成
立，基地為天津濱海國際機場。2010 年 6 月 1 日天津航空獲批擴大經營範
圍，將經營國內幹線航空及國際航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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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英租界

天津英租界（英語：
British concession 
in Tientsin），是英
國設在天津的專管租
界。它是近代中國七
個在華英租界之一，
同時也是天津的九國
租界中設立最早、發
展最繁榮的租界，因
與法租界毗鄰位於天

津紫竹林附近，亦有「紫竹林租界」之稱。1923 年 6 月，黎元洪曾宣布將
民國政府遷往天津英租界，使這裡一度成為中華民國大總統及政府所在地。
1930 年代，英國與日本曾因天津英租界相關問題而爆發衝突和外交糾紛，並
導致天津英租界危機。英國租界在天津自 1860 年起共存在了八十餘年。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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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薊縣國家地質公園

天津薊縣國家地質公園位於天津薊縣，面積為 342 平方公里，其中核心區面
積 9 平方公里，南北長 24 公里，東西平均寬約 350 米。是中國中上元古界
地球演化地質歷史中惟一的國家地質公園。公園裡包括的中上元古界標準剖
面記錄了地球演化距今 18 億年至 8 億年的地質歷史。天津薊縣中、上元古
界地層剖面為 1984 年經國務院批准建立的中國第一個地質類國家級自然保
護區。2001 年 12 月經國土資源部批准並建立「天津薊縣國家地質公園」，
範圍則超越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覆蓋周邊其他類型的保護區。

天津薊縣國家地質公園設有 7 個景區：
•中上元古界地質自然保護區
•八仙山石英岩峰林峽谷景區
•盤山花崗岩地貌景區
•九龍山碳酸鹽岩峰叢景區
•黃崖關斷崖地貌景區
•九山頂石英砂岩峰林景區
•府君山地質構造遺迹景區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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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衛

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 年），天津城牆由八國聯軍組成的天津都統衙門下令
拆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天津老城的一些歷史遺迹還有一些保留。
2003 年，天津市人民政府對天津老城廂進行整體拆遷，天津老城在這次拆遷
中幾乎被夷為平地。目前天津老城地區只存留下來天津文廟、廣東會館等少
數歷史建築，其他均建成仿古商業街、購物中心或者商品房。2011 年，天津
市規劃局將這裡納入歷史文化街區規劃，定名老城廂歷史文化街區。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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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農商銀行

天津農商銀行成立於 2010 年 6 月 30 日，是天津農村合作銀行和天津東麗
農村合作銀行、天津津南農村合作銀行、天津西青農村合作銀行、天津北辰
農村合作銀行、天津市武清區農村信用合作聯社、天津市寶坻區農村信用合
作聯社、天津市薊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天津市靜海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
天津市寧河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改制重組基礎上，引進外部投資設立的股份
制商業銀行，是經中國銀監會批准成立的一家省級股份合作制地方金融機
構，是天津市最大的一家地方性總部商業銀行。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6 - 金融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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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都統衙門

天津都統衙門全稱暫行管理津郡城廂內外地方事務都統衙門，又稱天津地區
臨時政府，是 1900 年7 月 30 日八國聯軍在中國天津成立的臨時軍政府，
該臨時政府於 1902 年 8 月 15 日結束對天津的臨時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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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醫科大學總醫院

天津醫科大學，主校區位於天津市中心的和平區。學校是中國 211 工程重點
大學。學校是研究教學型大學，以醫學為核心，以生命科學為主要依託的多
科性醫科大學。學校現任黨委書記為張連雲教授、校長為著名生化及分子生
物學家尚永豐院士。學校現有 17 個學院、5 個學系、3 個教學部。博士後流
動站 3 個，博士學位授權點 44 個，碩士學位授權點 61 個，博士生導師 
158 人，碩士生導師 500 餘名。 學校下屬 6 所大學醫院、11 所非直屬臨床
學院、1 所非直屬附屬醫院、14 所教學醫院、32 所實習基地，1.5 萬餘張
教學床位。學校現有國家級重點學科 5 個，「211 工程」重點建設學科 10 
個，省部級重點實驗室 8 個。此外，學校還同中科院合作共建奈米研究中
心，同瑞典諾貝爾獎評選機構 CMM 共建分子醫學研究中心，同美國 M. 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共建腫瘤研究中心。同時，學校附屬腫瘤醫院還
擁有亞洲最大最先進腫瘤學研究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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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銀行

天津銀行成立於 1996 年 11 月，原名天津城市合作銀行，時為中國首批獲
准組建的 5 家城市合作銀行之一，是一家由天津市國有股份、中資法人股
份、外資股份及眾多個人股份共同組成的股份制商業銀行，1998 年 8 月和 
2007 年 4 月，天津城市合作銀行先後更名為天津市商業銀行和天津銀行，
目前註冊資本為 15.5 億元人民幣。已在北京、唐山、上海設有分行。 澳紐
銀行（ANZ）持有 20％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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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音樂廳

天津音樂廳原名平安電影院或小白樓音
樂廳，坐落在天津市和平區小白樓地區
南京路、浙江路、開封道和建設路四路
交口處，為浙江路 32 號。其前身為始
建於 1922 年的平安電影院。此後，原
建築於 2005 年拆除重建。2009 年，
新天津音樂廳落成，目前，天津音樂廳
已成為天津的國際專業音樂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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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代

太古宙（英文 Archean）是地質時代中的一個宙。太古宙起始於內太陽系後
期重轟炸期的結束 (對月岩的同位素定年確定為 38.4 億年前)，地球岩石開始
穩定存在並可以保留到現在。太古宙結束於 25 億年前的大氧化事件，以甲
烷為主的還原性的太古宙原始大氣轉變為氧氣豐富的氧化性的元古宙大氣，
並導致了持續 3 億年的地球第一個冰河時期̶̶休倫冰河時期。

太古宙時期有細菌和低等藍藻存在。

太古宙屬於前寒武紀，上一個宙是冥古宙，下一個宙是元古宙。太古宙包括
了始太古代、古太古代、中太古代、新太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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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戰爭

太平洋戰爭（1941 年 12 月 8 日̶1945 年 8 月 15 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的一部分，主要以太平洋和周圍國家為戰場。由大日本帝國和美國等同盟國
家交戰，戰爭爆發自 1941 年的珍珠港事件，日本空襲美國太平洋基地，美
國對日宣戰後，與日本交戰多年的中華民國也跟著宣戰，納粹德國和義大利
王國也對美宣戰，歐亞兩大戰場合一。直到 1945 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這場戰爭除了日美兩國大型海上戰鬥外，同時也導致位於歐洲軸心國集團的
滅亡、日後的冷戰局勢、原子彈的使用、反殖民浪潮和日本與中國政治發
展，對亞洲與太平洋周邊國家未來發展影響甚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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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三問

1908 年，天津青年會代理總幹事饒伯森通過國際渠道得到了正在倫敦舉辦的
第四屆奧運會的幻燈片，並將其帶到當時南開大學的操場給南開學生放映當
時正在舉辦的第四屆奧運會盛況。在觀看幻燈片之前，南開的學生掛出了
「奧運三問」的標語，即「中國，什麼時候能夠派運動員去參加奧運會？我
們的運動員什麼時候能夠得到一塊奧運金牌？我們的國家什麼時候能夠舉辦
奧運會？」。1908 年的《天津青年》對此進行了報導，並刊登出了「奧運三
問」。「奧運三問」被視為是中華奧運夢的開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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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妥瑪拼音

威妥瑪拼音（英文：Wade-Giles system），習慣稱作威妥瑪拼法或威瑪式
拼音、韋氏拼音、威翟式拼音，是一套用於拼寫中文普通話的羅馬拼音系
統。19 世紀中葉由英國人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發明，後由翟
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完成修訂，並編入其所撰寫的漢英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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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牙河

子牙河系屬於海河流域，分滏陽河和滹沱河兩大支流，主要河道有滹沱河、
滏陽河、子牙新河。在流經河北省河間、大城等縣至天津靜海第六埠與海河
的另一水系大清河會合後稱西河。

子牙河長 706 公里，流域面積 6.26 萬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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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廣慧

孟廣慧（1867 年－1939 年），字定生，號遠公，天津近代四大書法家之
一。

祖籍山東鄒縣，世居天津，從小從父學書法，12 歲能摹寫何紹基字，喜好古
物，收集各朝代出土文物。著有《兩漢殘石編》、《定生藏泉》。光緒二十
四年（1898 年）冬十月濰縣古董商范壽軒至天津，告知安陽殷墟小屯村發現
甲骨，孟定生以為是古代的簡策，促范壽軒前往收購，翌年（1899 年）秋，
范壽軒帶了一批甲骨帶到天津，廣慧共收購甲骨 431 片。後來 430 片歸楊
富村收藏，後又歸廣慧的學生李鶴年。1951 年，李鶴年保留 30 片，其餘 
400 片轉售給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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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飛

宋飛（1969 年－）中國天津人，祖籍河北樂亭；中國當代著名二胡演奏家，
國家一級演員，同時精通胡琴、古琴、及琵琶等多至 13 種弦樂，被封為
「民樂皇后」。現任中國音樂學院副院長，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九三學
社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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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銀號

官銀號，亦稱「直隸省官銀
號」、「天津官銀號」、
「天津銀號」。設立於 1902 
年，坐落於天津老城北馬路
東端南側三義廟處。是天津
第一個官辦金融機構及新式
銀行，也是中國第二家官辦
金融機構。由當時的直隸總
督袁世凱和周學熙所創辦。
天津官銀號設分號於北京、

上海、漢口、保定、張家口、唐山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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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小雲

尚小雲（1900 年－1976 年 4 月 19 日），原名尚德泉，字綺霞，祖籍河北
南宮，京劇四大名旦之一。

尚小雲的父親尚元照是漢籍旗人，在光緒年間任那（彥圖）王府管家。由於
父親早逝，家境窘迫，母親將的尚小雲送到那王府當書童，在那王的建議
下，尚小雲進入戲班學武生。尚小雲師承孫怡雲，又得益於王瑤卿，特色是
字正腔圓，善於使用顫音。他的武功根底相當深厚，擅演刀馬旦，藝術上有
「尚派」之稱。1937 年在北平開辦「榮春社」科班，親自執教，到 1938 年
春時，學生達 200 多人。為堅持辦學，1942 年前後，尚小雲將七所宅院出
售，被譽為「典房辦學」。1948 年，榮春社解散。

1949 年，尚小雲參加了中共為藝人辦的講習班，而後成立尚小雲劇團。同年 
10 月，尚劇團排演新戲《洪宣嬌》，經批准後演出，但未獲成功。1957 
年，陝西省戲曲學校成立，尚小雲受聘擔任藝術總指導。1959 年，尚小雲將
自己珍藏的古代字畫、玉器共六十六件，無償捐獻給陝西省博物館。1960 
年，梅（蘭芳）劇團、尚（小雲）劇團、程（硯秋）劇團和荀（慧生）劇團
被改為國家劇團。1963 年 10 月底，尚小雲的戶口被遷往西安。1966 年文
革開始後，尚小雲被批鬥。1974 年，前往北京治療眼疾。返回西安後，尚小
雲被宣布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1976 年 3 月，因胃病住
院。4 月 19 日，尚小雲在醫院辭世。上級部門未批准其遺體火化前舉行告
別儀式。1980 年，尚小雲被平反，骨灰移入八寶山革命公墓。

其子尚長榮為著名京劇淨角，三次榮獲梅花獎，還獲得三次白玉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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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

屈原（前 340 年－前 278 年），羋姓屈氏，
名平，字原，以字行，中國戰國末期楚國丹陽
（今湖北秭歸或河南西峽）人，屈瑕的後代，
中國最早和最偉大的詩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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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寶堃

常寶堃（1922 年 4 月－1951 年 4 月 23 日），中國相聲第五代演員，著
名相聲表演藝術家。藝名「小蘑菇」。父親常連安。1951 年參加第一屆中國
人民赴朝鮮慰問團，4 月 23 日犧牲在朝鮮戰場上。天津市人民政府授予他
人民藝術家、革命烈士的光榮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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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茨·克萊斯勒

弗里茨·克萊斯勒（德語：Fritz Kreis-
ler，1875 年 2 月 2 日－1962 年 1 月 29 
日），美國籍奧地利小提琴家和作曲家。是
當時最出名的小提琴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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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苓

張伯苓（1876 年 4 月 5 日－1951 年 2 月 23 
日），名壽春，中國現代職業教育家。南開大學創
建人、校長。上海聖約翰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名譽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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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壽臣

張壽臣（1899 年 1 月 29 日－1970 年 7 月 9 日），相聲演員、評書演
員。小名雙兒，藝名張豫華，天主教徒，聖名保祿。是相聲界第四代傳人。
祖籍河北省深縣。生於北京西郊民巷小四眼井。少年時拜焦德海為師。

張壽臣出生在藝術世家，父親張誠甫，相聲、評書演員。他幼年受熏陶，11 
歲時喪父輟學，後拜師開始說相聲。十五歲滿藝出師，在北京各地說相聲，
17 歲時到唐山、三河縣和玉田縣等地傳播相聲，後在天津立足。對相聲《文
章會》、《倭瓜鏢》、《大相面》、《八扇屏》、《對對子》、《全德
報》、 《老老年》、《訓徒》等都做了大幅度的增刪工作。並自創新相聲
《揣骨相》、《哏政部》、《洋錢傷寒》、《誇講究》等。 七七事變後，拒
絕和日本人合作。1949 年後，曾當選為天津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天津市政
治協商委員會委員、天津市曲協副主席。[1]

一九五八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張壽臣單口相聲選》。

張壽臣的徒弟有劉寶瑞、常寶堃、馮立樟、康立本、葉利中、朱相臣、戴少
甫、田立禾.

張壽臣專題 2002 年 11 月 5 日，一代相聲大師張壽臣墓碑揭幕儀式在永安
公墓舉行。隨後，舉辦了紀念張壽臣誕辰 104 年學術研討活動。

當晚，姜昆、戴志誠、侯耀文、石富寬、李金斗、陳湧泉、常貴田、蘇文
茂、魏文亮、孟凡貴、李伯祥、杜國芝等京津地區 20 多位著名相聲表演藝
術家奉獻了一台精彩的晚會。此次活動是相聲界一次前所未有的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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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娜

張娜（Zhang Na，1980 年 4 月 19 日－）籍貫天津，中國女子排球運動
員，司職自由人，在天津隊擔任接應二傳。

張娜身高 1 米 81，體重 70 公斤。2003 年世界女排大獎賽冠軍。2003 年
女排世界盃冠軍。2004 年雅典奧運會女子排球冠軍。是中國女排出色的自由
防守隊員，以一傳穩定、防守卡位準確而著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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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友

張學友（英語：Jacky Hok Yau Cheung，1961 年 7 月 10 日－），生於
香港，祖籍天津，是一位在亞洲地區和華人社會具有影響力的實力派歌手和
著名電影及音樂劇演員，香港樂壇「四大天王」之一 ，大中華區以至亞洲的
樂壇巨星，在華語地區享有「歌神」的美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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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

張學良（1901 年 6 月 3 日－2001 
年 10 月 14 日），字漢卿，號毅
庵，乳名雙喜、小六子，中華民國陸
軍一級上將。中國奉天省（今遼寧）
海城人，生於台安縣桑林，人稱「少
帥」，奉系軍閥領袖張作霖之長子，
「民國四公子」之一，當時著名的花
花公子，享壽一百零一歲。

1936 年發動西安事變以來，遭蔣中
正、蔣經國父子軟禁長達五十餘年。
在李登輝擔任中華民國總統後，張學
良獲得自由。由於西安事變，張學良
的歷史定位於中華民國官方歷史及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歷史有不同的評
價。台灣公共電視在張學良不再被軟

禁後，製作一以其口述為主的記錄片。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13 - 著名人物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張彭春

張彭春（1892 年－1957 年），字仲述，天津人，張伯苓的胞弟。中國教育
家、外交家。

1892 年生於天津。1904 年入天津敬業中學（即天津南開中學前身），
1908 年畢業。同年，考入保定高等學堂。

1910 年考取北京游美預備學務處（清華學堂前身），作為第二屆庚款游美生
入讀克拉克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1915 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文學碩
士學位、教育學碩士學位。

1916 年回國。1916 年至 1918 年任南開學校專門部主任兼代理校長。

1919 年赴美攻讀哲學，1922 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教育學博士學位。
1922 年 7 月至同年 12 月間應中華教育改進社之邀赴歐考察各國教育制
度。

1923 年至 1926 年任清華大學教授兼教務長。1926 年任南開中學主任、南
開大學教授。

1929 年赴美，1931 年任教於芝加哥大學。

抗日戰爭開始後，從事國民外交活動。

1938 年代表天津出席第一屆國民參政會。1940 年起，正式擔任國民政府外
交官，先後過擔任駐土耳其公使、駐智利大使。1946 年聯合國大會期間任聯
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中華民國代表。1947 年 7 月任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華
民國代表。1948 年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副主席，參與起草《世界人權宣
言》。

1952 年初退休。1957 年 7 月 19 日因心臟病發作逝世於美國紐澤西州，終
年 6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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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

張自忠（1891 年 8 月 11 日－1940 年 5 月 16 日），字藎臣，後改藎忱，
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原為西北軍系將領，中原大戰後接受中央政府改
編，任第 29 軍第 38 師師長，曾參與喜峰口戰役。

1935 年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後，曾先後任察哈爾省省主席與天津市市長。

1937 年七七事變爆發後，曾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與北平市市長。脫逃
出後升任第 59 軍軍長，後升第卅三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五戰區右翼兵團司
令。曾參與臨沂戰役，徐州會戰，漢口會戰，隨棗會戰，與棗宜會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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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自忠

張自忠（1891 年 8 月 11 日－1940 年 5 月 16 日），字藎臣，後改藎忱，
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原為西北軍系將領，中原大戰後接受中央政府改
編，任第 29 軍第 38 師師長，曾參與喜峰口戰役。

1935 年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後，曾先後任察哈爾省省主席與天津市市長。

1937 年七七事變爆發後，曾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與北平市市長。脫逃
出後升任第 59 軍軍長，後升第卅三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五戰區右翼兵團司
令。曾參與臨沂戰役，徐州會戰，漢口會戰，隨棗會戰，與棗宜會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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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萍

張萍（1980 年 3 月 23 日－），中國天津人，中國女排主力副攻手之一。
在 2004 年雅典奧運會中國和俄羅斯的比賽中有突出表現。

張萍身高 1 米 87，體重 73 公斤，身披 18 號球衣。2003 年全國女排聯賽
冠軍。2003 年女排世界盃冠軍。2004 年雅典奧運會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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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高麗

張高麗（1946 年 11 月－），中國福建省晉江人，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天津市委書記。 

1965 年進入廈門大學經濟系計劃統計專業學習。畢業後，供職於石油部廣東
茂名石油公司。1974 年，升任廣東省茂名市委副書記、中國石化總公司茂名
石油工業公司經理。1985 年，任廣東省經濟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1988 
年，任廣東省副省長。1992 年，兼任廣東省計劃委員會主任。1998 年，任
廣東省委副書記、深圳市委書記 。2000 年，任廣東省委副書記、深圳市委
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張高麗在任深圳市委書記期間，建設濱海大道、
東門商業區、步行街改善項目、深圳每年舉行的「高交會」 。2001 年，改
任山東省委副書記、代省長、省長。次年，任山東省委書記、省長。2007 
年，改任天津市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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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華銀行

天津怡和洋行大樓
是怡和洋行在中國
天津建造的分行大
樓。該分行開設於 
1867 年，選址在天
津英租界的主要街
道維多利亞道（今
解放北路 157 
號），作為天津租
界時代留存下來的

重要建築之一，該建築目前是天津市文物保護單位 和特殊保護等級歷史風貌
建築。1936 年 7 月 1 日，德華銀行天津分行曾遷至此樓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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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洋行

天津法租界，是法國設在天津的專管租界。它是近代中國四個在華法租界之
一，同時也是天津的九國租界中第二個劃定和發展最繁榮的租界之一，同時
法租界也是天津租界中大型公共建築最為聚集的地方，著名的勸業場、西開
教堂等重點文物坐落於此。因與天津英租界毗鄰位於天津紫竹林附近，亦有
「紫竹林租界」之稱。 歷史上，法租界內曾發生過如「天津教案」「老西開
事件」等中國民眾衝擊法國教會的事件。法租界在天津自 1861 年起共存在
了八十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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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

戰國時期（前 476 年，一說前 453 年或前 403 年～前 221 年），或稱戰
國時代，簡稱戰國，是中國歷史上東周的一段時期（秦統一中原前），這一
時期各國混戰不休，故被後世稱之為「戰國」。战国之前的時代為春秋，都
是后世史家为研究这两段时期的历史，对东周这段历史时期的再次划分，历
史上并不存在春秋、战国这样的朝代。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戴相龍

戴相龍（1944 年 11 月－），江蘇省六合人。中央財政金融學院會計系財務
會計專業畢業，高級經濟師，研究員。1973 年 5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
共第十四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五、十六、十七屆中央委員。曾歷任中國人
民銀行行長、天津市市長等職。現任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黨組書記、理
事長。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6 - 金融業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抗日戰爭

中國抗日戰爭（1937 年 7 月 7 日－1945 年 9 月 2 日）是 20 世紀中期中
國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場全面戰爭，戰場主要在中國大陸。相對於被視為近代
第一次中日戰爭的甲午戰爭，亦稱為第二次中日戰爭 ；由於戰爭時間約為八
年，亦被稱為八年抗戰、或簡稱為抗戰。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5 - 近代規劃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拉赫瑪尼諾夫

謝爾蓋·瓦西里耶維奇·拉赫曼尼諾夫（俄
語：Серг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Рахма́нинов，1873 年 4 月 
1 日－1943 年 3 月 28 日）是一位出生
於俄國的作曲家、指揮家及鋼琴演奏
家，1943 年臨終前入美國籍。他的作品
甚富俄國色彩，充滿激情、旋律優美，
其鋼琴作品更是以難度見稱。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7 - 音樂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於 1978 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
的一條「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戰略決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
一個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這一決策扭轉了中國自 1949 年後逐漸對外外封
閉的情況，使中國進入了經濟高速發展時期。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2 - 當代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新凱旋門

新凱旋門（法語：Grande Ar-
che；意為「大拱門」），全名拉
德芳斯新凱旋門（La Grande Ar-
che de la Défense），是法國首
都巴黎西部拉德芳斯商業區的一
個地標建築，位於巴黎著名的歷
史軸線西側末端，與埃菲爾鐵塔
成為法國最具有影響力的現代建
築之一。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10 - 現代建築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新學書院

新學書院又稱新學大書院或天津新學書院，由英國人赫立德博士於清光緒二
十八年（1902 年）創辦，坐落於當時天津法租界的海大道（Rue de 
Takou）(今和平區大沽北路與赤峰道交口原天津市第十七中學校址)。是外國
教會在天津創辦的最早的學院。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8 - 教育科研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方言島

方言島是一個地域概念，即一定地域範圍內，該地域的居民使用的方言與包
圍該地區的方言完全不同，使得在語言交流上該地域如同大海中的一個孤
島，所以得名。方言島內的居民使用獨立的方言，往往是因為他們是因歷史
原因從外地大規模遷入，同時將本身使用的方言帶入的緣故。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8 - 方言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普魯士藍

普魯士藍（英文：Prussian blue, 德文：Preußisch Blau,Berliner Blau, 化
學名稱：亞鐵氰化鐵，分子式：Fe7(CN)18⋅14H2O 簡稱：PB）是一種深藍
色的顏料，在畫圖和青花瓷器中應用。普魯士藍是狄斯巴赫在意外中被發
現，他原本是製造紅色顏料。德國的前身普魯士軍隊的制服顏色就是使用該
種顏色，以至 1871 年德意志第二帝國成立後相當長一段時間仍然沿用普魯
士藍軍服，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方更換成土灰色。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7 - 書畫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曹禺

曹禺（1910 年 9 月 24 日－1996 年 12 月 13 日），本名萬家寶，字小
石，是中國現代劇作家以及戲劇教育家，他被稱為「中國的莎士比亞」。曹
禺這個筆名是取自他本名中的「萬」的繁體字，拆為「草字頭」和「禺」，
草換為曹，「萬」就成了「曹禺」。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7 - 話劇
Chapter 13 - 著名人物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李世瑜

李世瑜（1922 年 2 月－2010 年 12 月 29 日），中國歷史學家、社會學
家、天津方言專家，生前供職於「天津文史研究館」。輔仁大學社會學系畢
業，輔仁大學人類學碩士。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8 - 方言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李叔同

李叔同（1880 年－1942 年），譜名文濤，幼名
成蹊，學名廣侯，字息霜，別號漱筒；出家後法
名演音，號弘一，晚號晚晴老人。生於天津河
北，祖籍山西洪洞，民初遷到天津，因其生母本
為浙江平湖農家女，故後來李叔同奉母南遷上
海，每每自言浙江平湖人，以紀念其先母。精通
繪畫、音樂、戲劇、書法、篆刻和詩詞，為現代
中國著名藝術家、藝術教育家，中興佛教南山律
宗，為著名的佛教僧侶。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7 - 音樂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李景均

李景均（1912 年 10 月 27 日－2003 年 10 月 20 日），中國天津人，遺
傳學家、生物統計學家，「人類遺傳學的開拓者」。

1932 年考入金陵大學（1952 年並於南京大學）農學院，1936 年畢業後赴
美國康乃爾大學攻讀遺傳學和生物統計學，獲博士學位，之後在芝加哥大
學、哥倫比亞大學等研修解析幾何、機率論和統計學等。1941 年回國，先後
任廣西大學農學院教授、金陵大學農學院教授、北京大學農學系教授兼系主
任、北京農業大學教授。受蘇聯李森科學說對中國生物學界的干擾，1951 年
被迫赴美。歷任美國匹茲堡大學生物統計系教授、系主任、校座教授，美國
人類遺傳學會主席。

李景均教授為中國的遺傳學、生物統計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培養了許
多在中國農業、生命科學領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傑出人才，與談家楨等一
起被稱為是中國遺傳學的奠基人。

一生成就斐然。1940 年代在中國的處女作《群體遺傳學導論》，1950 年代
以後在美國、蘇聯等國出版，使世界上整整一代遺傳學家從中獲得教益。

在長達 60 多年的學術生涯中，李景均教授在遺傳學、生物統計學等領域做
出了卓越貢獻，著作頗豐，享有世界聲譽。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13 - 著名人物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李森茂

李森茂（1929 年－1996 年 6 月 18 日），天津寧河縣人。1988 年至 
1992 年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部部長。

李森茂於 1949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82 年任鐵道部副部長。1988 年被選
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部部長。於 1992 年卸任。1996 年 6 月 18 日逝
世，享年 67 歲。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13 - 著名人物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李珊

李珊（1980 年 5 月 21 日－），中國天津人，中國女排接應二傳。擔任天
津普利斯通女排的隊長。身高 1 米 86，體重 65 公斤，身披 6 號球衣。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13 - 著名人物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李瑞環

李瑞環（1934 年 9 月－），中國天津寶坻人；北京建工業餘學院工業與民
用建築專業畢業。1959 年 9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及中華人民共
和國前主要領導人之一，第十四、十五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89 年至
2002 年），第八、第九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1993 年
至 2003 年）。前中共天津市委書記、市長；也曾是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常
委。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13 - 著名人物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李鴻章

李鴻章（1823 年 2 月 15 日－1901 年 
11 月 7 日），字子黻、漸甫，號少荃、
儀叟，晉封一等肅毅侯，諡文忠，安徽合
肥人。中國清朝末期重臣，同時是將領兼
外交官，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淮
軍創始人和統帥。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通
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2 - 古代
Chapter 13 - 著名人物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東方匯理銀行

天津東方匯理銀
行大樓是東方匯
理銀行在中國天
津建造的分行大
樓。該分行開設
於 1898 年，選
址在天津法租界
的主要街道大法
國路（今解放北
路 77--79 
號），作為天津

租界時代留存下來的重要建築之一，該建築目前是重點保護等級歷史風貌建
築。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6 - 金融業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東疆保稅港區

東疆保稅港區，位於天津濱海新區，於 2007 年開港，是國務院批覆天津建
設「北方國際航運中心」的核心區功能。東疆保稅港區距天津市區 56 公
里，規劃面積 10 平方公里。作為中國最大的保稅港區，自開港以來，已有
超過 500 家企業在東疆保稅港區註冊，東疆保稅港區生產總値年均增長達 
182.3%。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6 - 經濟概況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桂發祥

十八街麻花又稱桂發祥，創立於 20 世紀 20 年代，是中國天津的著名小吃，
是「天津三絕」之一。是中華老字號之一，現在中國各地開有多家分店。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6 - 商業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桑雪

桑雪（1984 年 12 月 7 日－），天津市人，中國跳水運動員。在 2000 年
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和李娜合作獲得 10 米高臺跳水冠軍。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13 - 著名人物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梁思成

梁思成（1901 年 4 月 20 日－1972 年 1 月 9 日），中國著名建築史學
家、建築師、城市規劃師和教育家，一生致力於保護中國古代建築和文化遺
產。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在《建築五
宗師》書中與呂彥直、劉敦楨、童寯、楊廷寶合稱「建築五宗師」。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5 - 近代規劃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梅蘭芳

梅蘭芳（1894 年 10 月 22 日－1961 年 8 月 8 日），名瀾，又名鶴鳴，小
名裙子、群子，字畹華，別署綴玉軒主人 ，祖籍江蘇泰州，清光緒二十年出
生在北京的一個梨園世家，是中國近代傑出的京昆旦行表演藝術家，舉世聞
名的中國戲曲藝術大師。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7 - 曲藝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梅貽琦

梅貽琦，字月涵（1889 年 12 月 29 日－1962 年 5 月 19 日），天津市
人。畢業於南開中學、清華學校。曾任中華民國教育部部長、中央研究院院
士。祖籍江蘇武進，祖先於明成祖時由江南遷居北京，後於天津落籍。熟讀
史書，喜愛科學。初起研究電機工程，後轉為專攻物理。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13 - 著名人物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橫濱正金銀行

天津橫濱正金銀行大樓
是橫濱正金銀行在中國
天津建造的分行大樓。
該分行開設於 1899 
年，選址在天津英租界
的主要街道維多利亞道
（今解放北路 80 號）
的北段，作為天津租界
時代留存下來的重要建
築之一，該建築目前是

天津市文物保護單位 和特殊保護等級歷史風貌建築。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6 - 金融業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歐亞大陸

歐亞大陸或亞歐大陸是歐羅巴洲大陸和亞細亞洲大陸的合稱。面積 5473.8 
萬平方公里。亞、歐二大陸單從地理學方面來歸類應屬同一個、地球表面面
積最大的洲。亞洲與歐洲的分別主要出於社會學區別這兩個地區人文歷史的
需求。

從板塊構造學說來看，歐亞大陸由歐亞板塊、印度板塊、阿拉伯板塊和東西
伯利亞所在的北美板塊所組成。注意，在此說的歐亞大陸並不是歐洲與亞洲
的並稱，大陸的連著的陸地部分，所以歐亞大陸並不包含兩大洲的「島
嶼」。

另外，歐亞大陸亦有其他意思。它亦可以是前蘇聯解體後各個加盟共和國所
在的地域的雅稱。而傳統上，歐亞大陸這一塊大陸地有不同的種族居住，組
成了歐洲、西亞、南亞、東南亞及東亞等多個不同的經濟、政治文化圈。歐
亞大陸（以及北非）在歷史上也是人類文明的核心地域（不包括西伯利亞等
邊陲）所在。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3 - 氣候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段祺瑞

段祺瑞（1865 年 3 月 6 日－1936 年 11 月 
2 日），原名啟瑞，字芝泉，中國安徽合肥
（今屬肥西縣）人，為民國時期政治家，皖系
軍閥首領。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13 - 著名人物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民園西里藝術區

民園西里始建於 
1939 年，坐落於
當時的天津英租界
科倫坡道（Co-
lombo Road）
（今和平區常德道 
25-39 號），因建
築位於民園體育場
西側故名「民園西
里」。該建築目前
是天津市和平區文
物保護單位 和一般

保護等級歷史風貌建築。民園西里現為天津市五大道區域的一處小型的現代
藝術區。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7 - 民俗和現代藝術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永利鹼廠

久大精鹽公司，1914 年成立於塘沽（今濱海新區），由范旭東等人一手創
辦，其最大的貢獻之一是為永利鹼廠和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的創辦提供了雄
厚的資金、技術和人才支持，是中國化學工業「永、久、黃」團體中歷史最
悠久的一脈。在其支持下，永利鹼廠突破了索爾維制鹼法的封鎖並發明了聯
合制鹼法並成為制鹼技術國際一流的企業，開創了中國化學工業的先河。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6 - 工業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永定河

永定河，古稱澡水，隋代稱桑乾河，金代稱盧溝，舊名無定河，海河流域七
大水系之一，是河北系的最大河流。流域面積 47016 平方千米，其中山區面
積 45063 平方千米，平原面積 1953 平方千米。永定河全長 747 公里，流
經內蒙古、山西、河北三省、北京、天津兩個直轄市、共 43 個縣市。全流
域面積 4.7 萬平方公里。

永定河上游有桑乾河和洋河兩大支流，在河北省懷來縣朱官屯匯合，以下的
河段稱永定河，在延慶縣匯入媯水河，經官廳水庫流入官廳山峽（官廳水庫
至三家店區間）。從官廳至朱官屯河長 30km，官廳山峽河長 108.7 千米，
至門頭溝三家店流入平原。從三家店以下至天津的入海口，河道全長大約 
200km，在水利系統將其分為三家店至盧溝橋、盧溝橋至梁各庄、永定河泛
區和永定新河四段。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3 - 水文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永樂橋

永樂橋又名慈海橋，是中國天津市
連接紅橋區與河北區的一座橋樑建
築。由日本川口衛設計事務所的川
口衛先生設計，位於三岔河口，橫
跨子牙河，橋長 600 米，寬 32 
米，跨度 100 米。橋體分為上下兩
層，上層為機非混行橋，雙向 6 車
道，中央跨度為 30 米，向兩端逐
漸變窄，最後與 25 米寬的道路平
滑相接。下層為人行道和摩天輪觀
光入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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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積平原

沖積平原是由河流沉積作用形成的平原地貌。在河流的下游，由於水流沒有
上游般急速，而下游的地勢一般都比較平坦。河流從上游侵蝕了大量泥沙，
到了下游後因流速不再足以攜帶泥沙，結果這些泥沙便沉積在下游。尤其當
河流發生水浸時，泥沙在河的兩岸沉積，沖積平原便逐漸形成。

基本上任何河流在下游都會有沉積現象，尤其是一些較長的河流為甚。世界
上最大的沖積平原是亞馬遜平原，乃由亞馬遜上游的泥沙堆積而成。而中國
的黃淮海平原和長江中下游平原亦屬這一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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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新區

河北新區，是在「洋務運動」的背景下，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袁世凱
在天津海河北岸開始開發的新城區，是袁世凱在天津推行的新政之一，在河
北新區的規劃建設中，在中國率先採用了西方現代都市計畫理念，也稱「北
洋新區」和「北洋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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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

河北省是中國的一個省，簡稱冀。河北位於東經 113°31'至 119°53'，北緯 
36°01'至 42°37'之間，地處華北，黃河下游以北，故稱河北。西為太行山
地，北為燕山山地，燕山以北為張北高原，其餘為河北平原，面積為 18.77 
萬平方公里。

東臨渤海，包圍著北京和天津兩個直轄市，是京城通往外地的門戶，自古即
是京畿要地。周邊鄰接省區還有遼寧省、山西省、河南省、山東省和內蒙古
自治區。全省最高峰是小五台山的主峰北台（海拔 2882 米），全省面積 
43% 的平原海拔不到 100 米。省會是石家莊市。因省境於《禹貢》為冀州
之地，故簡稱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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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開放城市

中華人民共和國沿海開放城市，是 1984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為了吸
引外資，主動開闢的十四個沿海開放城市。沿海開放城市在一定意義上來
講，與清朝開商埠並沒有多大差異。外國人在中國境內有經濟特權以及優惠
政策，外國人士甚至享有超國民待遇。這並不代表政府「向外國示弱」，給
外國優惠政策，而是有效地吸引了外資，促進外資企業對國資企業的聯帶關
係，使得沿海開放城市經濟發展比較迅速。

十四個沿海城市列表

•天津
•上海
•大連
•秦皇島
•煙台
•青島
•連雲港
•南通
•寧波
•溫州
•福州
•廣州
•湛江
•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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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人張

泥人張為天津的一種民間美術品，創始於清代道光年間，現為天津市首批國
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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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達國際心血管病醫院

泰達國際心血管病醫院成立於 2003 年 9 月 26 日，坐落在天津市濱海新區
天津市經濟技術開發區第三大街 61 號，是天津市經濟技術開發區政府投資
興建的公有制非營利性心血管病專科醫院，同時也是濱海新區的首家三級甲
等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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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務

洋務運動，又稱自強運動，是清後期至清末時，清廷洋務派官員抱著「師夷
之長技以自強」的口號和目的，在全國展開的工業運動。該運動自 1861 年
底（清咸豐十年）開始，至 1895 年大致告終，持續了近 35 年。按目標的
不同，洋務運動可分為前期、後期兩個階段。在兩次鴉片戰爭失利、太平天
國起義後，清廷上層為應對內憂外患形成了「洋務派」與「守舊派」兩種陣
營，以李鴻章、曾國藩、左宗棠為代表的洋務派官員主張摹習列強的工業技
術和商業模式，利用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模式發展近代工業，以獲
得強大的軍事裝備、增加國庫收入、增強國力，維護清廷統治。

洋務運動是近代中國第一次大規模模仿 / 實施西式工業化的運動，是一場維
護封建皇權前提下由上到下的改良運動。洋務運動引進了大量西方 18 世紀
以後的科學技術成果，引入譯入了大量各類西方著作文獻，培養了第一批留
學童生，打開了西學之門；學習近現代公司體制興建了一大批工業及化學企
業，開啟了日後中國的工業發展和現代化之路。洋務運動的直接成果̶̶清
軍水師在甲午海戰的覆沒使洋務運動最終黯然收場，沉重打擊了清廷上層，
為之後的百日維新埋下伏筆，也深刻影響了出生於 19 世紀末的一批中國
人。甲午海戰失利後清廷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島等一批領土領海於
日本，更加重了清廷的統治危機；日本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軍事戰勝中國，
深刻激發了日本國民的民族意識，對後來中日兩國的文化思想政治走向以致
國運都造成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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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又稱自強運動，是清後期至清末時，清廷洋務派官員抱著「師夷
之長技以自強」的口號和目的，在全國展開的工業運動。該運動自 1861 年
底（清咸豐十年）開始，至 1895 年大致告終，持續了近 35 年。按目標的
不同，洋務運動可分為前期、後期兩個階段。在兩次鴉片戰爭失利、太平天
國起義後，清廷上層為應對內憂外患形成了「洋務派」與「守舊派」兩種陣
營，以李鴻章、曾國藩、左宗棠為代表的洋務派官員主張摹習列強的工業技
術和商業模式，利用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模式發展近代工業，以獲
得強大的軍事裝備、增加國庫收入、增強國力，維護清廷統治。

洋務運動是近代中國第一次大規模模仿 / 實施西式工業化的運動，是一場維
護封建皇權前提下由上到下的改良運動。洋務運動引進了大量西方 18 世紀
以後的科學技術成果，引入譯入了大量各類西方著作文獻，培養了第一批留
學童生，打開了西學之門；學習近現代公司體制興建了一大批工業及化學企
業，開啟了日後中國的工業發展和現代化之路。洋務運動的直接成果̶̶清
軍水師在甲午海戰的覆沒使洋務運動最終黯然收場，沉重打擊了清廷上層，
為之後的百日維新埋下伏筆，也深刻影響了出生於 19 世紀末的一批中國
人。甲午海戰失利後清廷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島等一批領土領海於
日本，更加重了清廷的統治危機；日本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軍事戰勝中國，
深刻激發了日本國民的民族意識，對後來中日兩國的文化思想政治走向以致
國運都造成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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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塔

津塔是一座位於中
國天津市和平區海
河河畔的摩天大
樓，高度為 336.9 
米，是天津環球金
融中心的重要組成
部分，津塔由寫字
樓和公寓兩部分組
成，其外形如同船
帆，寓意著天津揚
帆起航，可容納 1 

萬多人辦公。 津塔的名稱與天津市老地標「天塔」相呼應，且新舊地標各取
「天津」之中一字。津塔已於 2010 年 1 月 14 日封頂並超過北京國際貿易
中心 3 期，成為中國長江以北地區的第一高樓並在中國已建成的摩天大樓中
排名第 7 位，在世界已建成的摩天大樓中排名第 25 位。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10 - 現代建築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津山鐵路

津山鐵路是中國鐵路天津市南倉站途徑天津站至七道橋站段鐵路，該鐵路的
歷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時期的津榆鐵路，於 2007 年命名。

1881 年始建並建成唐山至胥各庄段，即唐胥鐵路，1887 年唐胥鐵路延伸到
蘆台，繼而於 1888 年展修至天津，1894 年唐山至山海關段通車，並改稱津
榆鐵路，因山海關在歷史上曾稱「榆關」。1897 年由天津通到北京城外馬家
堡，1901 年經津蘆鐵路延展至北京正陽門，改稱京榆鐵路，又稱京山鐵路。
後來京山鐵路又延伸至瀋陽，並先後使用過京奉鐵路、北寧鐵路、平奉鐵
路、京沈鐵路等名稱。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京沈鐵路與原南滿鐵路哈爾濱至瀋陽段
合併為京哈鐵路。受唐山大地震、壓煤改線以及京哈客運通道（即今京哈
線）貫通里程的影響，京山鐵路各段幾經易名 。

其中，北京至天津段與原京滬鐵路共線。其後 2007 年京山鐵路被分拆，北
京至南倉段成為京滬鐵路的一部分，南倉至天津以及天津至七道橋段為津山
鐵路的一部分。灤縣至山海關段為原京秦鐵路（南通道）的一部分，後來變
為新的京哈鐵路的一部分。因壓煤改線，七道橋至灤縣段被命名為七灤線
（也稱唐灤線，此處「唐」指唐坊），位於這條線上的唐山站就是今天的唐
山南站，今天的唐山站則在七道橋至狼窩鋪所建的新線（津山線）上。

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部於 2006 年 11 月決定調整京滬、京哈等線的軌道區
段。京山線北京至南倉站間線路劃入京滬線，而南倉站至山海關站間線路改
稱「津山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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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濱海農村商業銀行

天津濱海農村商業銀行成立於 2007 年 12 月 29 日，是由原天津塘沽、大
港、漢沽三家合作銀行改制重組而成的，是天津濱海新區第一家銀行法人機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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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灣廣場

津灣廣場，位於天津市和平區的一處海河河灣南岸，其一期工程為緊鄰海
河、面向天津站的歐式建築群。東側和北側海河環繞，西臨解放北路，位於
原天津法租界內，建築風格與周邊原租界內的歷史建築協調一致，作為天津
金融城的標誌性區域，津灣廣場已於 2008 年啟動建設，並完成一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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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門

津門是一座位於中國天津市和平區海河河畔的門形建築，作為天津環球金融
中心的重要組成部分，津門由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建設，由美國 
SOM 建築設計事務所設計，高 71 米，建築面積達到 20 萬平方米，為對稱
建築群，中間為天津瑞吉金融街酒店（The St. Regis Tian-
jin），兩側為津門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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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淡化

海水淡化也稱海水化淡、海水脫鹽，是指將水中的多餘鹽分和礦物質去除得
到淡水的工序。海水淡化主要是為了提供飲用水和農業用水，有時食用鹽也
會作為副產品被生產出來。海水淡化在中東地區很流行，在某些島嶼和船隻
上也被使用。海水淡化需要大量能量，所以在不富裕的國家經濟效益並不
高。

沙烏地阿拉伯的海水淡化廠佔全球海水淡化能力的 24%。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的傑貝勒阿里海水淡化廠第二期是全球最大的海水淡化廠，每年可產生 3 億
立方米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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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

海河又稱沽河，是中國華北地區最大的河流，總流域面積達 31.8 萬平方公
里，涵蓋了天津、北京全部，河北絕大部分，以及河南、山東、山西、內蒙
等省區，海河流域的總人口將近 1.24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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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

渤海是中國的內海，也是西太平洋的一部分，渤海古稱滄海。位於遼東半島
和膠東半島之間，被遼寧省、河北省、天津市、山東省陸地環抱，僅東部以
渤海海峽與黃海相通。渤海作為黃河、遼河、海河三大水系匯聚的半封閉內
海，在近 30 年間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亦飽受陸上污染及漏油事故等
影響。根據《渤海海洋環境質量公報》，2010 年的渤海水質當中已有22%為
受污染海水，天津市海域 95％ 以上為劣四類海水。萊州灣近 ⅔ 的生物物種
滅絕，海產品產量銳減。 2001 年 9 月，國務院批覆「渤海碧海行動計
劃」，本想集中治理渤海污染，但因為擔心影響經濟發展最後不了了之，恢
復渤海生態努力歸於失敗。根據中國大陸國家海洋局官員的說法，渤海作為
漁場的功能已經基本喪失，根據《2010 年中國環境公報》顯示，渤海近岸海
域水質差，為中度污染。主要污染指標為無機氮、活性磷酸鹽、石油類、鉛
和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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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灣

渤海灣是渤海西部的一個海灣，位於河北省唐山，天津，河北省滄州和山東
省黃河口之間。海河注入渤海灣。

渤海灣盆地形成於中生代和新生代。

渤海灣中有豐富的石油儲藏。其北部是著名的旅遊和度假區，西部天津是重
要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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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銀行

渤海銀行，全稱為渤海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家全國性的
股份制銀行，總部在天津市馬場道。渤海銀行採取發起設立，註冊資本 85 
億元人民幣，發起人以貨幣認購全部股份。渤海銀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
以來首個總部設立於天津的銀行，也是第一家在發起設立階段就引入境外戰
略投資者的中資商業銀行。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總資產 1175.16 億元，負債總額 1122.74 億
元人民幣，存款總額 115.9 億元，貸款總額 697.35 億元。

渤海銀行在全國 10 個重點城市設立了 11 家分行和 29 家支行。

渤海銀行企業文化的核心內容為：誠信、遠見、開放、創新、關愛。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6 - 金融業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溫家寶

溫家寶（1942年9月15日－），中國天津人，政治家，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第十六至十七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現任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溫家寶早年畢業於天津南開中學、北京地質學院，後分配至甘肅省從事地質
工作，後經推薦進入中央地礦部黨委工作。隨後在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
三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任內，分別擔任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和主任的職
務。1993年，晉陞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開始參與中央的經濟和農業工
作；1998年在朱鎔基任職總理期間，出任主管農業和金融工作的國務院副總
理。2002年11月，在中共第十六屆一中全會上，溫家寶當選為九位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之一，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2003年3月，在第十屆全國人大第
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2008年3月，獲得連任。

此外，溫家寶還兼任中央機構編製委員會、國家國防動員委員會、國家能源
委員會主任，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國務院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組長等
職。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13 - 著名人物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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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帶季風氣候

位於歐亞大陸的溫帶東部，具體在華北地區、東北地區、日本本州東北地
區、北海道島、朝鮮半島大部及俄羅斯的遠東地區。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3 - 氣候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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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銀行

天津滙豐銀行大樓是香港上
海滙豐銀行在中國天津建造
的一幢分行大樓，由同和工
程司愛迪克和達拉斯設計，
始建於 1925 年，坐落於天
津英租界的主要街道維多利
亞道（Victoria Road）領事
道（Consular Road）交口
處（今和平區解放北路和大

同道交口的解放北路 82 號至 86 號）。作為天津租界時代留存下來的重要建
築之一，該建築目前是天津市文物保護單位 和特殊保護等級歷史風貌建築。
該樓現為中國銀行天津市分行入駐。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6 - 金融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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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

漢武帝（前 156 年 8 月－前 87 年 3 月 29 日），名劉徹，漢朝的第七位皇
帝。漢武帝是漢景帝劉啟子、漢文帝劉恆孫、漢高祖劉邦曾孫，其母是皇后
王氏。四歲封為膠東王，七歲時冊立為太子，十六歲登基，在位五十四年。
在位時期，漢朝盛極，稱漢武盛世，然而史學家亦常批評他過份迷信及暴
虐。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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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 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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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江道

濱江道是是中國天津市和平區的一
條主要商業街。始建於 1886 年，
歷史上這條道路因所屬時代和所屬
區域的變遷曾先後命名為「葛公使
路」、「天津法租界 4 號路」、
「福煦將軍路」、「天津法租界 26 
號路」、「廣東街」、「興亞三區 
4 號路」和「興亞三區 26 號

路」。1946 年，改為現名至今。該路呈東北 - 西南走向，東北起解放北路的
津灣廣場，西南至西寧道上的西開教堂，全長 2094 米，寬 12 米。其中，
濱江道的南京路至和平路段為濱江道步行商業街。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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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5 - 中心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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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海國際會展中心

濱海國際會展中心
（英語：Binhai In-
ternational Con-
vention and Exhi-
bition Center）是
一座位於中國天津
市濱海新區天津經
濟技術開發區第五
大街的國際化會展
中心。該建築建於
2003年，曾舉辦過

多次大型年會和展覽，2008年9月25日，濱海國際會展中心曾作為夏季達沃
斯論壇的舉辦地點。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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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海新區

濱海新區，是中國天津市下轄的副省級區、國家級新區和國家綜合配套改革
試驗區， 位於天津東部沿海地區，環渤海經濟圈的中心地帶，總面積 2270 
平方公里，人口 248 萬人，是中國北方對外開放的門戶、高水平的現代製造
業和研發轉化基地、北方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物流中心、宜居生態型新城
區， 被譽為「中國經濟的第三增長極」。1994 年 3 月，天津市決定在天津
經濟技術開發區、天津港保稅區的基礎上「用十年左右的時間，基本建成濱
海新區」。經過天津市 10 餘年自主發展後，濱海新區在 2005 年開始被寫
入「十一五」規劃並納入國家發展戰略，成為國家重點支持開發開放的國家
級新區。濱海新區的英文名稱被定為 Binhai New Area。

目前，濱海新區正在進行總投資超過 1.5 萬億元的「十大戰役」工程建設。
2010 年，濱海新區生產總値達到 5030.11 億元，超過浦東新區，增速為 
25.1%。2011 年 11 月，濱海新區確定濱海精神為「開放創新、引領未
來」。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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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航空載具

無人飛行載具（Unmanned Aerial Vehicle，UAV）或稱無人飛機系統（Un-
manned Aircraft System），俗稱無人機或無人飛機，指的是不需駕駛員在
機內駕駛的飛機。是近年來航太產業的熱門項目之一，據預測 UAV 市場規模
將由 1997 年的 2.9 億美金 5382 架成長為 2006 至 2015 年間的 12.5 億
美金 17,976 架；除以美國市場為大宗外，預期亞洲市場也將有明顯成長。

UAV 乃指藉由遙控或自動駕駛技術，進行科學觀測、戰場偵查…等任務的飛
行載具；UAV 與傳統有人飛機相比具有操作成本低、運用彈性大、支援裝備
少…等特性。一般來說，UAV 大致上可分為以下數種：近距離 UAV 搭載 5 
公斤以下酬載於低高度飛行 5 公里距離；短距離 UAV 則將飛行距離增加至 
20公里，以上兩種 UAV 常稱小型 UAV（small-UAVs）或迷你 UAV（mini-
UAVs）。更小的微型 UAV（Micro Aerial Vehicle, MAV）指翼展 0.5 公
尺以下，飛行距離至多 2km。戰術 UAV 則至少具有 20 小時的飛行時間，
視任務而訂，升限至少 5486.4 公尺（18,000 呎）。

至於無人作戰空中載具 UCAV（Unmanned Combat Aerial Vehi-
cle）則是具備類似攻擊機的性能。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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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6 - 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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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菊隱

焦菊隱（1905 年 12 月 11 日－1975 年 2 月 28 日），原名承志，筆名居
穎、居尹、亮儔，藝名菊影，後自改為菊隱。天津人。中國導演藝術家、戲
劇理論家、翻譯家，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奠基者之一。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7 - 話劇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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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

燕山，山名。在河北省華北平原北部，由潮白河河谷直到山海關。東西走
向。主要由石灰岩、花崗岩、玄武岩構成。海拔 400-1000 米。主峰霧靈
山，海拔 2116 米，在河北省興隆縣北部。多隘口（古北口、喜峰口、冷口
等），為南北交通孔道。礦藏豐富。建有霧靈山自然保護區。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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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冬陞

爾冬陞（1957 年 12 月 28 日－），英文名Derek Tung-Sing Yee，亦作 
Tung-Sheng Erh，乳名「小寶」亦廣為人知。香港全能型電影人，年輕時外
型俊朗，為邵氏電影公司著名武俠小生。後轉型為編劇及導演，曾兩度獲得
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及最佳編劇，並監製過十餘部電影。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13 - 著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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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群

牛群（1949 年 12 月－），中國第七代相聲演員，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戲劇
文學系。其師是著名相聲演員常寶華。除相聲外，還曾任《名人》雜誌主
編，安徽省蒙城縣副縣長。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13 - 著名人物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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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不理

狗不理包子創立於 1858 年，
是中國天津的著名小吃，為
「天津三絕」之首，是中華老
字號之一。早在 1960 年代已
經冷凍銷往中國國外，現在中
國各地開有多家分店。

狗不理始於清朝咸豐年間
（1858 年），由天津市武清
區楊村人高貴友創始而成的，

高貴友的乳名叫「狗子」，他自幼來津，在當時南運河畔的劉家蒸吃鋪做幫
工和學徒，高貴友通過三年的學習和實踐掌握了做包子和其他麵食的手藝，
因此他便自己開辦了一家名叫「德聚號」的小吃鋪，專營包子。高貴友以 
3：7 的比例將肥瘦鮮豬肉和勻並加上適量的水、排骨湯和肚湯，並佐以香
油、醬油、薑末、蔥末製作成餡兒。包子皮則將半發麵搓條、放劑之後，擀
成直徑 8.5 厘米且薄厚均勻的圓形皮。包餡時用手指捏折並褶捻開，使 15 
個褶花疏密一致，最後將包子用硬氣蒸制而成。由於當時德聚號的包子色香
味形具佳，生意十分興隆，高貴友忙得顧不上跟顧客說話，因此，很多顧客
都戲稱他為「狗子賣包子，不理人」。「狗不理」便因此得名，而他所經營
的包子也被稱作「狗不理包子」。

袁世凱任直隸總督期間在天津編練新軍時，曾把狗不理包子作為貢品進京獻
給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嘗後大悅，曰：「山中走獸雲中雁，陸地牛羊海底
鮮，不及狗不理香矣，食之長壽也。」從此，狗不理包子名聲大振，逐漸在
許多地方開設了分號。

20 世紀 20 年代，隨著天津市商業中心南移並向租界靠攏，狗不理包子店也
搬至天津法租界的天祥市場（今天津勸業場）附近，但搬遷後生意蕭條甚至
一度停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很多私人商鋪紛紛公私合營。1956 年 3 
月 15 日，天津市國有飲食公司在和平區山東路原豐澤園飯莊舊址開設了天
津狗不理包子鋪，此後，中國國家領導人多次光顧。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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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流老醋

獨流老醋產於天津靜海縣獨流鎮，老醋令村鎮響付盛名，亦成為中國三大傳
統名醋之一。獨流老醋始創於明朝永樂年間。在清朝，老醋成為宮廷御用貢
品。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6 - 農業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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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

王光美（1921 年 9 月 26 日－2006 年 10 月 13 日），祖籍天津，生於北
京，是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第六任夫人 (也是最
後一任)。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13 - 著名人物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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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英

王光英（1919 年 8 月－），中國北京市人，輔仁大學化學系畢業。曾任第
八、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原中國光
大集團有限公司、光大實業公司董事長；全國工商聯名譽主席，擔任過天津
市副市長，民建中央副主席等。被譽為「紅色資本家」。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13 - 著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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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寶泉

王寶泉（1961 年̶），中國天津人，著名排球運動員和教練員，前中國女排
主教練。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13 - 著名人物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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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照

王照（1859 年－1933 年），字小航，號蘆中窮士，別號水東。直隸寧河縣
（今屬天津市）人。他是近代拼音文字提倡者和「官話字母」方案的制訂
人。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13 - 著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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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莘

王莘（1918 年 10 月－2007 年 10 月 15 
日），原名王莘耕。中國江蘇省無錫市盪口鎮
人，音樂家，是中國音協「金鐘獎」終身成就
獎獲得者。著名歌曲《歌唱祖國》的詞曲者。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7 - 音樂
Chapter 13 - 著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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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襄

王襄（1876 年～1965 年），字綸閣，天津人。甲骨文最早的研究者之一。

1910 年在北京農工商部高等實業學堂礦科畢業，任職於天津、福建各省鹽務
稽核所，與書法家孟廣慧友好。光緒二十四年（1898 年），濰縣古董商范壽
軒來王襄家，提到河南湯陰（實是安陽）發現刻有文字的甲骨，孟定生認為
可能是古代的簡策，促范壽軒前往收購。翌年（1899 年）秋，范壽軒買了一
批甲骨帶到天津，王襄和孟廣慧各自收購了一些。其餘的甲骨，范壽軒帶到
北京，又賣給王懿榮。接著王襄陸續在北京、天津購買到四、五千片甲骨。
1953 年任天津文史研究館館長。著有《簠室殷契類纂》，是最早的一部甲骨
文字典，釋字 873 個，1929 年增訂再版，釋字 957 個。另有《簠室殷契徵
文》（1925 年）、《古文流變臆說》（1964 年）。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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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代

百代唱片（EMI，原名「電子與音樂工業公司」，Electric and Musical In-
dustries Ltd，但通常簡稱為EMI Group），全球四大唱片公司之一，是一
家跨國的的音樂製作及唱片公司，總部位於英國倫敦。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7 - 電影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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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北

皖北是指中國安徽省北部地區，廣義的皖北通常包括位於長江以北的合肥
市、巢湖市、滁州市、安慶市、六安市、淮南市、淮北市、阜陽市、亳州
市、宿州市等。

皖北地區的水系分為淮河流域和長江流域，而現在狹義的皖北往往指代的是
淮河流域諸地市，包括淮南市、淮北市、阜陽市、亳州市、宿州市，長江流
域諸地市，包括合肥市、巢湖市、滁州市、安慶市、六安市，一般被稱為皖
江地區或者皖中。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8 -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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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Term



盛宣懷

盛宣懷（1844 年 11 月 4 日－1916 年 4 月 27 日），字杏蓀、幼勖，號愚
齋、次沂、補樓等，出生於江蘇常州府武進縣龍溪，清末政治家，洋務運動
的代表人物。北洋大學（今天津大學）和南洋公學（今交通大學）創始人，
同時也是一位實業家和福利事業家。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8 - 教育科研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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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溝橋事變

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中國駐屯軍一部在中
國北平附近的宛平縣進行軍事演習，夜間日軍以有士兵失蹤為藉口（有些日
籍稱是中方發射實彈至日駐軍內），要求進入宛平縣城調查。遭到中方拒絕
後，日軍於 8 日晨向宛平城和盧溝橋發動進攻，中國軍隊進行抵抗。七七事
變是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起點 ，也象徵第二次世界大戰亞洲區域戰事的
起始。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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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

直轄市是許多國家的一级行政区之一，多設置於城市地區。此名稱主要由中
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越南社会
主义共和国等漢字文化圈的國家採用，而字面上的意義即「直接由中央政府
所管轄、建制的都市」。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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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

穆旦（1918 年 - 1977 年），原名查良錚，出生於天津，祖籍浙江海寧，與
金庸同一家族。中國著名詩人和翻譯家，亦是九葉詩派成員之一。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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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祥雄

穆祥雄（1935 年－），中國天津市人，回族，著名男子游泳運動員。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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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客 A320

空中巴士 A320（Airbus A320）是法國空中巴士公司製造的一款中短程窄
體商用客機，成員系列包括 A318、A319、A320、A321 以及商務客機 
ACJ。

A320 於 1988 年推出，是第一款使用數字線傳飛控飛行控制系統的商用飛
機。截至 2008 年，整個 A320 系列共生產了 3000 多架，僅次於波音 
737，是歷史上銷量第二的噴射客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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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屆奧林匹克運動會

第二十九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又稱北京奧運會，於2008 年 8 月 8 日至 24 
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舉行。此屆奧運會是中國首次舉辦夏季奧運
會，亦是繼1964 年東京奧運會和 1988 年漢城奧運會後，夏季奧運會第 3 
次在亞洲國家舉行。

大部份比賽項目在北京舉行，上海、天津、瀋陽、秦皇島承辦足球項目，而
帆船比賽項目由青島承辦 。2005 年7 月 8 日，在新加坡舉行的國際奧林匹
克委員會第 117 次全會上，決定由香港協辦 2008 年奧運馬術項目。由於香
港設有獨立的奧委會，這次是由兩個地區的奧委會承辦的安排，是奧運歷史
上第 2 次 。

本屆北京奧運會共打破 43 項新世界紀錄及 132 項新奧運紀錄，並破紀錄共
有 87 個國家在賽事中取得獎牌，主辦國中國以 51 面金牌成為居獎牌榜首
名，是奧運歷史上首個亞洲國家登上金牌榜首。本屆奧運先後誕生出兩名水
上及陸上「飛人」̶̶ 美國選手菲爾普斯及牙買加選手博爾特，前者在「水
立方」連奪八枚金牌，不但成為同一屆奧運會中獲得最多金牌的運動員，而
且成為夏季奧運會獲得金牌總數最多的運動員；後者在「鳥巢」八日內先後
以破世界紀錄成績奪得男子 100 米、男子 200 米及男子 4x100 米接力三枚
金牌，被譽為全世界跑得最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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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英語：World War I、WWⅠ、Great War；簡稱一戰）是
一場主要發生在歐洲但波及到全世界的世界大戰。主要戰場在歐洲，故中文
又常稱為「歐戰」 當時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捲入這場戰爭。

戰爭過程主要是同盟國和協約國之間的戰鬥。德國、奧匈、土耳其、保加利
亞屬同盟國陣營，英國、法國、俄國和義大利則屬協約國陣營。在戰爭期
間，很多亞洲、歐洲和美洲的國家加入協約國。中國於 1917 年 8 月 14 日
對德、奧宣戰。

這場戰爭是歐洲歷史上破壞性最強的戰爭之一。大約有 6500 萬人參戰，
1000 萬左右的人喪生，2000 萬左右的人受傷。戰爭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
據估計損失 1700 億美元（當時幣値）。

戰爭的導火線是 1914 年 6 月的塞拉耶佛事件，戰線主要分爲東線（俄國對
德奧作戰）、西線（英法對德作戰）和南線 （又稱巴爾幹戰線）（塞爾維亞
對奧匈作戰），其中又以西線最慘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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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大沽口之戰

第三次大沽口之戰發生在 1860 年，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一場決定性戰役。
戰後大沽口完全遭到了英法聯軍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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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大沽口之戰

第二次大沽口之戰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少有的，以中方獲勝為結果的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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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鴉片戰爭

第二次鴉片戰爭（英語：Second Opium War；法語：Seconde guerre de 
l'opium）是 1856 年至1860 年間發生於中國本土，英國與法國趁中國太平
天國起義之際，以亞羅號事件及西林教案事件為借口，聯手進攻清朝政府的
戰爭，又被英國人稱為「亞羅號戰爭」（Arrow War）、「英法聯軍之役」
（Anglo-French expedition to China，可拆分為「第一次英法聯軍之役」
與「第二次英法聯軍之役」）或「第二次中英戰爭」（Second Anglo-
Chinese War）。因為這場戰爭可以看作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延續，所以也
稱「第二次鴉片戰爭」。戰爭中，沙俄在出兵後以「調停有功」為名，脅迫
清政府割讓 150 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至今沒有歸還，從而成為最大的贏
家。

英法聯軍之役後清政府先後簽訂《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中俄《璦琿
條約》等條約，中國因此而喪失了東北及西北共 150 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
戰爭結束後清政府得以集中力量鎮壓了太平天國，維持統治，清史稱同治中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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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東亞運動會

第六屆東亞運動會（通稱天津東亞運）將於 2013 
年10 月 6 日至 10 月 15 日在中國天津舉行 ；這
屆東亞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奧委會會主辦 1993 
年上海第一屆東亞運動會後第二次主辦東亞運動
會，也是天津首次主辦國際綜合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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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全運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三屆運動會將於 2017 年在天津市舉行，天津在 2011 
年 8 月 16 日成功取得第十三屆全運會的主辦權，成為北京、上海和廣東三
地被取消壟斷舉辦權後，繼江蘇、山東與遼寧後的第 4 個主辦全運會的省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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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紀

第四紀是地質時代中的最新的一個紀，它包括全新世和更新世兩個世。第四
紀前是新近紀。它從約 260 萬年前開始一直延續到今天。

第四紀這個名稱是 1829 年由儒勒·迪斯努瓦耶（Jules Desnoyers）提出
的。他在研究塞納河低地的沉積層時發現了一層比新近紀更新的岩層。這個
岩層一直延伸到今天。第四紀的時期基本上與最近的冰川期（包括現在的冰
川回退期）相符。另一種分法是將 300 萬年前北極結冰的開始作為第四紀的
開始，這樣的話上新世的最新的一部分也算作第四紀了。也有人不承認第四
紀的存在，而將它看作第三紀的一部分。

第四紀的 260 萬年中人類的存在已被確證。在這段時間裡板塊運動小於 100 
千米，因此可以被忽略。在這段時間裡氣候不斷變化，冰川期與冰川間期交
換。在冰川期中冰川可以一直延伸到緯度 40 度的地方。在這段時間裡只有
很少新的動物種類產生（可能因為這段時間還比較短），在更新世末期，在
北半球有不少哺乳動物（如劍齒虎、猛獁象、乳齒象、雕齒獸等）滅絕。
馬、駱駝等在北美洲滅絕。

中國地理學家竺可楨指出，第四紀歐洲和北美洲北部經歷了四個冰川時期和
四個間冰川時期：第一冰川時期距今 30 萬年至 27 萬年；第二冰川時期距今 
20 萬年至 18 萬年；第三冰川時期距今 13 萬年至 10 萬年；第四冰川時期
距今 6 萬 5 千年至 1 萬 5 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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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多利亞道

維多利亞道（英語：Victoria Road），始建於 1860 年，北起寶士徒道
（Bristow Road），南至狄更生道（Dickinson Road），是天津英租界內
開發最早的道路，也是天津英租界內最重要的街道之一。現為中國天津市和
平區解放北路的營口道至開封道段。

維多利亞道所處地區歷史上原為天津老城東南郊海河西岸的一片沼澤荒地，
該區域北面為紫竹林地區。1860 年 12 月 17 日，該地區被划進新開闢的天
津英租界。戈登為該租界進行了規劃，維多利亞道就是其中的南北主幹道。
不過起初天津的對外貿易並不興盛，來到這裡的少數外商仍然居住在華界三
岔河口的宮北大街，天津英租界只有英資寶順洋行和英國領事館建造了房
屋。1870 年 6 月發生的天津教案徹底改變了天津英租界的面貌，外國僑民
紛紛移居天津英租界，到 1900 年庚子之亂以前，已經建成了以維多利亞道
為主幹道的道路網，兩側除了以英國為主的商業、金融機構，還建起天津英
租界工部局大樓戈登堂和天津利順德飯店等建築。1900 年以後，由於海河航
道得到疏浚，同時挖出的泥沙又填平了天津英租界中的大片沼澤，使得該租
界的投資環境得到很大改善。天津租界的商務活動也趨於繁盛，民國初年，
天津英租界維多利亞道夫人兩側興建了一批金融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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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海軍陸戰隊

美國海軍陸戰隊（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USMC）是美利堅合眾國
武裝力量的一個分支，其主要職責是利用美國海軍的艦隊，快速抵達全球各
危機發生地執行戰鬥任務。從行政角度上，美國海軍陸戰隊與美國海軍同屬
美國國防部下屬的美國海軍部，但通常情況下，它作為一支單獨的軍種執行
訓練作戰任務，美國陸戰隊的軍銜名稱與陸軍、空軍相同，屬於美國軍隊中
的一個獨立兵種。海軍陸戰隊亦派駐於美國駐各國大使館，擔任保護使館安
全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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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華學校禮堂

耀華學校禮堂是天津市耀華中學的學校禮堂。位於當時的天津英租界的圍牆
道（Elgin Road）（現南京路 106 號），由英國人可克（Cook）及安德森
（Anderson）二人共同設計。 該建築目前是天津市文物保護單位 和特殊保
護等級歷史風貌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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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西開事件

老西開事件是 1916 年發生在中國天津，由於天津法租界試圖進一步擴張所
引起的天津市民的抗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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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朵眼

耳朵眼炸糕是天津著名小吃，是天津的「三絕」食品之一。

耳朵眼炸糕起源於清朝光緒年間，一個名為劉萬春的人開的店，在北門外大
街耳朵眼胡同口，名為劉記炸糕鋪，後改為增盛成，但一直被人們俗稱為
「耳朵眼炸糕」。現在的店名是一九八三年時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
主席胡子昂先生所題.

耳朵眼炸糕用糯米粉做皮，內放豆沙餡，色澤金黃，皮酥脆，餡鮮嫩，可存
放半月而不變質。1985 年被天津市命名為市級優質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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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第四次氣候變化談判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三屆運動會將於 2017 年在天津市舉行，天津在 2011 
年 8 月 16 日成功取得第十三屆全運會的主辦權，成為北京、上海和廣東三
地被取消壟斷舉辦權後，繼江蘇、山東與遼寧後的第 4 個主辦全運會的省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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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懷遠

肖懷遠（1953 年 6 月－），漢族，中國陝西省西安市人。2011 年 1 月起
任天津市第十五屆人大常委會主任。

1984 年 5 月至 1986 年 4 月，肖懷遠任西藏自治區黨委辦公廳秘書二處副
處長；

1986 年 4 月至 1992 年 12 月，肖懷遠任西藏自治區黨委副秘書長；

1992 年 12 月至 1993 年 9 月，肖懷遠任西藏自治區黨委副秘書長兼自治
區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黨組副書記；

1993 年 9 月至 1995 年 7 月，肖懷遠任西藏自治區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
主任、黨組書記；　　

1995 年 7 月至 1998 年 5 月，肖懷遠任西藏自治區科委主任、科協主席；

1998 年 5 月至 2001 年 7 月，肖懷遠任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委、宣傳部長；　　

2001 年 7 月至 2011 年 1 月，肖懷遠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中共天津市委
宣傳部部長；　　

2011 年 1 月 20 日，天津市第十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舉行閉幕大
會，會議選舉肖懷遠為人大常委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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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森美孚

艾克森美孚（英文：Exxon Mobil，NYSE：XOM）是世界上總市値最大的
股票公開上市的石油公司，前身分別為艾克森和美孚，於 1999 年 11 月 30 
日合併重組。該公司也是艾克森、美孚及 Esso 全球分公司的母公司。此
外，艾克森美孚與殼牌公司（Shell）、英國石油公司（BP）及道達爾
（Total）同為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目前公司的行政總裁為 Rex W. 
Tillerson。2007 年底公司石油儲量為 720 億當量桶原油，按現在的生產速
度可以持續 14 年以上。 公司在 21 個國家共有 38 個煉油廠，可日處理原
油 630 萬桶 。世界石油企業中最大的一個 ，2008 年日產量為 392 萬 1 千
原油當量桶。

艾克森美孚被主要科學組織批評，因為它為了讓全球變暖問題變得不確定而
發起宣傳錯誤信息的活動。

1998 年 12 月 1 日，美國石油界的老大艾克森出資 766 億美元購買了老二
美孚。2009 年 12 月 14 日。艾克森美孚以總額 410 億美元，收購美國最
大的天然氣生產商 XTO 能源公司，XTO 股東每 1 股可換得 0.7098 股的艾
克森美孚股票，換算之下為 XTO 能源每股 51.69 美元，溢價 25％。還將承
擔後者 100 億美元的債務。這項交易預定在 2010 年第 2 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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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天津花旗銀行大樓是花旗銀
行在中國天津建造的分行大
樓。該分行開設於 1918 
年，選址在天津英租界的主
要街道維多利亞道（今解放
北路 90 號），作為天津租界
時代留存下來的重要建築之
一，該建築目前是天津市文
物保護單位 和特殊保護等級

歷史風貌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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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斂之

英斂之（1867 年 11 月 23 日－1926 年 1 月 10 日），滿洲老姓赫舍芮
氏，名英華，字斂之，以字行，號安蹇，又號萬松野人，教名文森蒂斯。滿
洲正紅旗人，中國近代天主教精神領袖。他是輔仁大學的創始人，也是《大
公報》的創辦人。英斂之的妻子淑仲是愛新覺羅氏，恂勤郡王允禵的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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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以升

茅以昇（1896 年 1 月 9 日－1989 年 11 月 12 
日），字唐臣，江蘇鎮江人，結構工程師，橋樑工
程專家。中國近代橋樑事業的先驅、鐵道科技事業
的開拓者，同時也是中國土力學的開拓者、科普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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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慧生

荀慧生（1900 年 1 月 5 日－1968 年 12 月 26 
日），荀慧生字慧聲，號留香，藝名白牡丹，一名詞，
初名秉超，後改名秉彝，與余叔岩合演《打漁殺家》
起，改用荀慧生為名。祖籍河北東光。中國著名京劇表
演家。「四大名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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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世奎

華世奎（1863 年－1941 年），字啟臣，號璧臣。祖籍江蘇無錫，世居於天
津， 中國書法家，天津「八大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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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7 - 書畫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華俄道勝銀行

華俄道勝銀行天津分行大樓
是華俄道勝銀行在中國天津
建造的分行大樓。該分行開
設於 1896 年，選址在天津
英租界的主要街道維多利亞
道（今解放北路）的北段與
次要道路領事道（大同道）
的轉角處，對面就是天津滙
豐銀行大樓。作為天津租界

時代留存下來的重要建築之一，該建築目前是天津市文物保護單位 和特殊保
護等級歷史風貌建築。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6 - 金融業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華比銀行

天津華比銀行大樓也稱
原比利時領事館大樓是
原比利時駐天津領事館
和華比銀行在天津的分
行大樓。該分行開設於 
1921 年，由比利時儀
品公司設計並監理。選
址在天津英租界的主要
街道維多利亞道（今解
放北路 102--104 

號），該建築目前是重點保護等級歷史風貌建築。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6 - 金融業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華義銀行

天津華義銀行大樓是華義銀行在中
國天津建造的總行大樓。該分行開
設於 1920 年，選址在天津法租
界的主要街道大法國路（今解放北
路 91 至 95 號），作為天津租界
時代留存下來的重要建築之一，該
建築目前是一般保護等級歷史風貌
建築。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6 - 金融業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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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震

董震，中國天津人，有吊環王之稱。4 歲進入天津市業餘體校，9 歲進天津
隊，19 歲入選中國國家隊。2006 年，宣布退役。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13 - 著名人物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蔣雯麗

蔣雯麗（1969 年 6 月 20 日－），中國大陸著名女演員，獲得眾多專業獎
項。1993 年與電影攝影師、導演顧長衛結婚。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13 - 著名人物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蘇北

蘇北，即江蘇省的長江以北，常常與蘇南相對。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8 - 人口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蘇聯紅軍

皖北是指中國安徽省北部地區，廣義的皖北通常包括位於長江以北的合肥
市、巢湖市、滁州市、安慶市、六安市、淮南市、淮北市、阜陽市、亳州
市、宿州市等。

皖北地區的水系分為淮河流域和長江流域，而現在狹義的皖北往往指代的是
淮河流域諸地市，包括淮南市、淮北市、阜陽市、亳州市、宿州市，長江流
域諸地市，包括合肥市、巢湖市、滁州市、安慶市、六安市，一般被稱為皖
江地區或者皖中。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8 - 人口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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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聰

蘇聰，1957 年生於中國天津，祖籍廣東東莞，作曲家，現定居於德國。

1978 年到 1982 年，蘇聰就讀於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1982 年入學德國慕
尼黑音樂學院作曲系研究生班。1985 年畢業後任教於該院。並在奧格斯堡大
學音樂系授課，現任巴登州電影學院及斯圖加特市音樂高等學院教授。1988 
年，因為影片末代皇帝作曲，而獲得第 60 屆奧斯卡最佳電影作曲獎。蘇聰
獲得的其他獎項還包括美國廣播音樂公司獎、格萊美最佳背景音樂原作專
輯、德國埃森克魯普基金會獎學金等。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7 - 音樂
Chapter 13 - 著名人物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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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

袁世凱（1859 年 9 月 16 日－1916 年 6 月 6 
日），字慰亭，號容庵，河南項城人，故又稱袁
項城，清末民初的軍事和政治人物，北洋系統的
領袖。

袁家在清道光年間開始興盛，袁世凱的從叔祖父
袁甲三曾署理漕運總督，並參與平定太平天國運
動和捻軍，為淮軍重要將領，為其家族成員如袁
世凱等人進入仕途打下良好的人脈基礎。

袁世凱於清季投身行伍，襄贊洋務運動及新政，
自道員、督撫累升，至入値軍機，甚至內閣總理

大臣，成為清末頭號權臣。在袁世凱的襄助下， 中華民國成立。袁氏當選首
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甚至於 1916 年建立君主立憲政體，自立中華帝國皇
帝，但終歸失敗。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2 - 古代
Chapter 2 - 清末開埠
Chapter 5 - 近代規劃
Chapter 6 - 金融業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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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

西漢（前 206 年 -9 年）是中國古代的一個朝代，與東漢合稱漢朝。前 206 
年劉邦被西楚霸王分封為漢王，而後經過歷時四年的楚漢戰爭，劉邦取勝
後，前 202 年最終統一天下稱帝，建國號為「漢」，定都長安。史稱西漢。
至 9 年 1 月 10 日王莽稱帝，改國號為新，西漢滅亡，一共 210 年。假如
不算少帝、昌邑王等一些在位時間較短且為呂雉等人的傀儡的皇帝的話，西
漢一共經歷了 12 個皇帝。也有人把王莽推翻後的更始帝也算作西漢，這樣
西漢滅亡則是在 26 年。

西漢極盛時的疆域東、南到海，西到今巴爾喀什湖、費爾干納盆地、蔥嶺一
線，西南到今雲南、廣西以及今越南中部，北接大漠，東北至今朝鮮半島北
部。

項羽以「巴蜀漢中四十一縣」封劉邦，以治所在漢中稱「漢王」，稱帝後遂
以封國名為王朝名。又劉邦都城長安位於劉秀所建漢王朝都城雒陽之西，為
加以區別，故史稱「西漢」，有時又以都城與劉秀所建漢王朝的相對位置代
稱為「西京」。而劉邦建立的漢王朝在劉秀所建漢王朝之前，因此歷史上又
稱前者為「前漢」。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2 - 古代
Chapter 2 - 古代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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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

計劃經濟，或計劃經濟體制，又稱指令型經濟，是一種經濟體制，而這種體
系下，國家在生產、資源分配以及消費各方面，都是由政府事先進行計劃。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5 - 當代規劃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謙祥益

謙祥益綢布店是中國一家著名老字
號。由山東省章丘縣舊軍鎮人孟傳
珠創辦於清道光年間。孟傳珠以推
銷當地出產的「寨子布」起家，先
在周村開設恆祥布店，以後發展到
直隸任丘和北京。並曾在中國各地
開設分店 20 餘處。

北京謙祥益總店為八大祥之首，最
初設於前門外東月牆。1900 年庚子事變時被燒毀，遷址廊房頭條。並在前門
外鮮魚口和鐘鼓樓設有南號和北號。1955 年公私合營後總店遷址前門大街北
口珠寶市原益和祥店址，於 1978 年改稱北京絲綢商店，2000 年股份制改造
後又複名謙祥益，並遷址大柵欄西街，仍是大型絲綢專業商店。廊房頭條謙
祥益總號舊址已經改建為無量賓館，僅門面得以倖存，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
護單位。

天津謙祥益綢布店位於估衣街，列為天津市文物保護單位、天津歷史風貌建
築。

漢口謙祥益開設於 1885 年，曾在漢正街開設 3 家分店 。1950 年代公私合
營後，改為國營謙祥益商場。

青島謙祥益開設於 1912 年，位於北京路 9 號，為三層樓房。目前為謙祥益
商廈，地上古典風格建築保留，另擴建了地下商場 。

上海、蘇州、杭州也曾設有謙祥益分店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6 - 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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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雪

譚雪（1984 年 1 月 30 日－），籍貫中國天津，擊劍運動員。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13 - 著名人物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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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崎潤一郎

谷崎潤一郎（1886 年 7 月 24 日－1965 年 7 月 30 日），為日本著名的小
說家，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代表作有長篇小說《春琴抄》、《細
雪》，被日本文學界推崇為經典的唯美派大師。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5 - 近代規劃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起士林餐廳

起士林餐廳，是中國天津市
的一家著名西餐廳，開辦於 
1901 年，該餐廳的地址曾先
後位於天津法租界大法國路
（今和平區解放北路）和天
津德租界、天津美租界交界
的威廉街（今河西區解放南
路）。後與當時位於天津英
租界馬廠道（Race Course 

Road）與達文波道（Davenport Road）交匯處（今和平區浙江路和建設路
交匯處）的維克多力餐廳合并。該建築目前是重點保護等級歷史風貌建築。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7 - 飲食與特產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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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元敏

邢元敏（1949 年 11 月－），漢族，中國山東省龍口市人。2008 年 1 月起
任天津市政協主席。在中共十六大上當選為中央紀委委員，是中共第十七屆
中央候補委員。

曾任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二師十二團七連（後改為新安農場四分場）指導
員、黨支部書記兼場長，南開大學團委書記。

1984 年 2 月起，先後任共青團天津市委副書記，市高教局副局長、黨組書
記、局長，市教委副主任（常務）、主任，市委教衛工委副書記。

1988 年 5 月，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教衛工委書記。

2002 年 10 月，任中共天津市委副書記、市紀委書記，市委教衛工委書記。

2003 年 2 月，任中共天津市委副書記、市紀委書記。

2006 年 11 月，任中共天津市委副書記。

2008 年 1 月，任天津市政協主席。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4 - 行政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邢其毅

邢其毅 (1911 年－2002 年 11 月 4 日)，中國有機化學家, 教育家，中國科
學院院士。

邢其毅原籍貴陽市，1911 年生於天津，1933 年畢業於北京輔仁大學，
1936 年獲美國伊利諾大學博士學位 (導師是美國有機化學家羅傑·亞當斯)，
後赴德國慕尼黑在化學家維蘭德的實驗室進行博士後的研究工作。1937 年回
國後任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研究員、華中軍醫大學教授、北京大學教授、
輔仁大學教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中國科學院
院士。曾參與研製人工合成牛胰島素。

邢其毅熱愛有機合成化學，不但十分欣賞有機合成化學家羅伯特·伯恩斯·伍德
沃德，而且對其很有研究。國內出版的很多科學家傳記中有關伍德沃德這一
部分大多都是邢其毅負責寫的。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13 - 著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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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平

郎平（1960 年 12 
月 10 日－），滿
族，祖籍中國天
津，著名女子排球
運動員、教練員，
憑藉強勁而精確的
扣殺而羸得「鐵榔
頭」綽號。曾入選
中國體育勞倫斯獎
第二屆 (1980 年) 
十佳名單。1987 

年與原國家手球隊隊員白帆結婚，後於 1995 年離婚，1992 年其女白浪出生
在美國。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13 - 著名人物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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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綱

郭德綱（1973 年 1 月 18 日－）是一名中國曲藝、相聲和電視劇演員、電
視脫口秀主持人。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7 - 曲藝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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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式拼音

郵政式拼音是一個以拉丁字母拼寫中國地名的系統。始於晚清，1906 年春季
於上海舉行的帝國郵電聯席會議通過其使用。此系統對中國地名的拉丁字母
拼寫法進行統一和規範。會議決定﹐基本上以翟理斯所編《華英字典》
（1892 年上海初版）中的拉丁字母拼寫法為依據。翟理斯拼音實際為威妥瑪
式拼音。為了適合打電報的需要﹐會議決定不採用任何附加符號（例如送氣
符號等）。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1 - 西文名稱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Find Term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英語：Urban Plan），是處理城市及其鄰近區域的工程建設、經
濟、社會、土地利用布局以及對未來發展預測的學科。它的對象偏重於城市
物質形態的部分，涉及城市中產業的區域布局、建築物的區域布局、道路及
運輸設施的設置、城市工程的安排，主要內容有空間規劃、道路交通規劃、
綠化植被和水體規劃等內容。城市規劃是城市建設和管理的依據，位於城市
管理之規劃、建設、運行三個階段之首，是城市管理的龍頭。

歷史上除了少部分都市外，大部分的都市發展大多雜亂無章自由發展，到了
十九世紀，都市計劃藉著建築與工程學的進步成為了能以理性以及型態分析
的方法透過物理設計來解決都市問題。1960 年代之後都市設計模型理論如雨
後春筍般的出現，幫助拓展了都市發展的論域，如經濟發展計劃、社群社會
計劃以及環境計劃。20 世紀，部分都市計劃的課題演變為都市再生，或是透
過都市計劃的方法將某些歷史悠久的城市進行都市再生。

由於城市的地價相對較高，所以容積率要好好利用。但在另一方面，若過份
提高容積率，一方面可能會對周遭環境構成影響，另一方面亦會對附近的交
通造成壓力。而對於都市再生，歷史因素及古蹟的保留亦是一個考慮因素。

Related Glossary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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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5 - 近代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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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銀行

金城銀行成立於 1917 年，總行在天津法租界（今解放北路 97、99 號），
創辦人是安福系軍閥王郅隆（總董）、交通系政客周作民（總經理）。1918 
年設立上海分行，1936 年總行遷往上海江西路 200 號上海金城銀行大樓。
1920 年代與中南銀行、大陸銀行及鹽業銀行建立四行儲蓄會，合稱「北四
行」。1951 年公私合營。其後金城銀行香港分行納入中銀集團，2001 年併
入中銀香港。

Related Glossary Terms

Index

Chapter 6 - 金融業

Drag related term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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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

金朝（1115 年－1234 年）是中國歷史上由女
真族建立的一個征服王朝。女真族原為遼朝的藩
屬，女真族首領金太祖完顏阿骨打在統一女真諸
部後，1115 年於會寧府（今黑龍江省哈爾濱市
阿城區）建都立國，國號大金。金朝立國後，與
北宋聯手向遼朝宣戰，於 1125 年滅遼。隨即撕
毀與北宋之約，兩次南下中原，於 1127 年滅北
宋。遷都中都時，領有華北地區以及秦嶺、淮河

以北的華中地區，使南宋、西夏與漠北塔塔兒、克烈等部落臣服而稱霸東
亞。

金世宗與金章宗時期，金朝政治文化達到最高峰，然而在金章宗中後期逐漸
走下坡。金軍的戰鬥力持續下降，即使統治者施以豐厚兵餉也無法遏止。女
真族與漢族的關係也一直沒有能夠找到合適的道路。金帝完顏永濟與金宣宗
時期，金朝受到北方新興大蒙古國的大舉南侵，內部也昏庸內鬥，河北、山
東一帶民變不斷，最終被迫南遷汴京（今河南開封）。而後為了恢復勢力又
與西夏、南宋交戰，彼此消耗實力。1234 年，金朝在蒙古和南宋南北夾擊之
下滅亡。

1115 年完顏阿骨打稱帝時對群臣說:「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也。賓鐵雖
堅，終亦變壞，唯金不變不壞。」於是以大金為國號，望其永遠不變不壞
也。 一說女真興起於金水，故國號名金，在個別文獻中，又因此以「金源」
指稱金國 。

金朝作為女真族所建的新興征服王朝，其部落制度的性質濃厚。初期採取貴
族合議的勃極烈制度。而後吸收遼朝與宋朝制度後，逐漸由二元政治走向單
一漢法制度，使金朝的政治機制得以精簡而強大 。軍事方面採行軍民合一的
猛安謀克制度，其鐵騎兵與火器精銳，先後打敗許多強國 。經濟方面大多繼
承自宋朝，陶瓷業與煉鐵業興盛，對外貿易的榷場掌控西夏的經濟命脈。女
真貴族大肆佔領華北田地，奴役漢族，使得雙方的衝突加劇。當金朝國勢衰
退時，漢族紛紛揭竿而起 。

金朝在文化方面也逐漸趨向漢化，中期以降，女真貴族改漢姓、著漢服的現
象越來越普遍，朝廷屢禁不止。金世宗積極倡導學習女真字、女真語，但仍
挽不回女真漢化的步伐。雜劇與戲曲在金朝得到相當的發展，已盛行以雜劇
的形式作戲。金代院本的發展，為後來元曲的雜劇打下了基礎 。醫學與數學
都有長足的發展，金元四大家的學說為中醫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天元術的
精進與《重修大明曆》的修編為後來元朝數學帶來重要的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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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其琛

錢其琛（1928 年 1 月 5 日－），生於天津，江蘇嘉定（現上海嘉定區）
人；蘇聯中央團校畢業；中國職業外交家。1942 年 10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是中共第十二至十五屆中央委員，第十四、十五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曾任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外交部長等職；在中央政府中，曾
長期主管外交，香港、澳門事務，以及中共的對台工作；1995 年發表了《香
港涉台問題基本原則與政策》，簡稱「錢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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鍋巴菜

鍋巴菜（天津話：「嘎巴菜」 /
kɑ21 bɑ1 ʦʰaɪ̯53/）是中國天津
市的一種特色早點小吃。鍋巴菜實
際和鍋巴與菜毫無關係，是將綠
豆、小米面製作的煎餅切成寬條，
放到碗中，加上鹵，勾上麻醬及腐
乳，撒上香菜，用勺食用，鹵類似
於天津地區的豆腐腦使用的鹵。天
津老字號大福來以做鍋巴菜馳名津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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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五號系列火箭

長征五號是中國研製的新一代重型運載火箭系列，與歐洲阿麗亞娜 5 基本同
級。其設計思想以通用化、系列化、組合化為重點。可搭載兩種專門為其設
計的火箭發動機，分別為推力為 120 噸的YF-100 液氧煤油發動機和推力為 
50 噸的 YF-77 氫氧發動機。長征五號系列實行模塊化設計，由直徑為 5 
米、3.35 米和 2.25 米的三種模塊構成。其中 5 米模塊包含兩個 50 噸級的 
YF-77 發動機，3.35 米模塊則包含兩個 120 噸級的 YF-100 發動機。模塊
化設計的好處是可以根據需要把不同模塊組裝成不同推力的火箭，以執行不
同的任務。例如系列中最為強大的型號，以兩個 5 米模塊為主推進器，另配
有 4 個 3.35 米模塊為助推器。

在長征五號運載火箭和位於海南島的海南文昌太空發射基地問世後，中國將
具備 25 噸的近地軌道運載能力和 12 噸的地球同步軌道運載能力，可發射 
20 噸級長期有人照料的太空站、大型空間望遠鏡、返回式月球探測器、深空
探測器、超重型應用衛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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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蘆鹽場

長蘆鹽場位於天津濱海新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鹽產量最大的鹽場，佔中
國海鹽總產量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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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一冰

陳一冰（1984 年 12 月 19 日－），天津人，
中國國家體操隊運動員，現任中國國家體操隊男
隊隊長，北京師範大學在校生；擅長吊環項目，
並已蟬聯了兩屆世錦賽吊環冠軍，有「吊環王
子」之美譽。亦因為外表帥氣而廣受女粉絲歡
迎，跟隊友李小鵬是體操隊公認的帥哥，有「冰
王子」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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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李琬若

陳李琬若（Lily Lee Chen，），美國加州洛杉磯郡蒙特利公園市前任市長，
該市首位華裔市議員，全美首位華裔女市長，美國國務院「東西方研究中
心」前任常務理事、現任董事。陳李女士為資深民主黨人。1992 年洛杉磯暴
動，時任洛郡官員的陳李琬若曾親自前往衝突現場，向群眾和記者發表「人
痛己痛」演說，呼籲各族裔維持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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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道明

陳道明（1955 年 4 月 26 日－），籍貫浙江紹興，生於天津，現居北京。
著名演員，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其夫人為電視節目主持人杜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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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婉珍

陸婉珍（1924 年 9 月 29 日出生於天津 - ）, 中國分析化學和石油化學專
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在分析化學對中國的石油開採、加工中的應用有很重
要的貢獻。建立了一大批石油產品的分析方法，尤其是在色譜分析、光譜分
析方面有一定的突破。此外，在近紅外光譜儀的研製以及應用方面也有很大
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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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沙·海飛茲

雅沙·海飛茲（Jascha Heifetz，1901 年 2 
月 2 日－1987 年 12 月 10 日），俄裔美
籍小提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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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騷

《離騷》是楚國詩人屈原的收录于《楚辭》中的著名作品，其准确寫作年份
迄無定論。全詩共 372 句，2400 余字，前半部敍述作者的身世、修養和抱
負，追憶輔佐楚怀王時種種遭遇，藉此表明不同流合污，中段總結歷上各國
興衰旳經驗，認為政治應舉賢授能，最後訴說自己壯志未酬，求卜問卦以擇
去路，最后以死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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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元甲

霍元甲 (1868 年 1 月 18 日－1910 年 9 月 
14 日、享年 42 歲)，字俊卿，中國清末著名
武術家。早籍河北省東光縣，遷移直隸省靜海
縣 (今屬天津市)，出身於棗園裡的一戶貧窮人
家，排行第四，幼年體弱，在 27 歲以前基本
上生活在故鄉，時常挑柴到天津去賣。28 歲後
到天津當上碼頭裝卸工，後來在農勁蓀開設的
懷慶藥棧當幫工，升任掌柜。父親霍恩第務農
為業，生有四名子女：霍元卿、霍元甲、霍元
棟。

1909 年，41 歲的霍元甲，由農勁蓀紹來上
海，接受由陳公哲、陳鐵生所創辦「精武體操會」中主教武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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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螺灣

響螺灣商務區是天津濱海新區總部經濟的核心區，是外省市、中央企業駐濱
海新區的辦事機構、集團總部和研發中心，與于家堡金融區和泰達 MSD 共
同構成濱海新區的中心商務區。北臨塘沽海河外灘公園，東與于家堡金融區
隔河相望，規劃佔地面積 1.1 平方公里，總投資約 300 億元，總建築面積 
370 萬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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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螺灣商務區

響螺灣商務區是天津濱海新區總
部經濟的核心區，是外省市、中
央企業駐濱海新區的辦事機構、
集團總部和研發中心，與于家堡
金融區和泰達 MSD 共同構成濱海
新區的中心商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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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維鈞

顧維鈞（外文名：Vi Kyuin "Wellington" 
Koo，1888 年 1 月 29 日－1985 年 11 
月 14 日），字少川，江蘇省嘉定縣（今
上海市嘉定區）人，中華民國外交家。
1912 年任袁世凱總統英文秘書，歷任中
華民國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國民政府駐法
國、英國大使，駐聯合國首席代表、駐美
大使，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被譽為中國
現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 。1985 年
病逝於美國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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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箏魏

風箏魏為天津的一種民間美術品，創始於清代同治年間，現為天津市首批國
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擴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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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三立

馬三立（1914 年 10 月 1 日－2003 年 2 月 11 日），中國相聲第五代演
員，著名相聲表演藝術大師。回族，出生於北京，祖籍甘肅永昌縣，從小生
活在天津，直至去世。在父兄的熏陶下，打下「說」、「學」、「逗」、
「唱」的深厚功底。初中畢業後，因家境不好，輟學說相聲。其師承周德
山，以擅演「文哏」段子著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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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季

馬季（1934 年 8 月 2 日－2006 年 12 月 20 日），原名馬樹槐，中國第七
代相聲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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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志明

馬志明（1945 年－），中國相聲第六代演員，回族。中國天津曲藝團一級相
聲演員，相聲大師馬三立的長子，朱闊泉的徒弟，侯寶林的帶拉師弟，但其
相聲功底主要得自父親馬三立，是馬氏相聲的主要傳人，曾與謝天順、楊少
華、黃族民等捧哏名家合作。

自幼受家庭影響，喜愛相聲和戲曲。他 1957 年報考天津戲校，學武花臉。
1961 年轉到天津曲藝團，正式說相聲。文革期間隨馬三立下放到天津南郊，
文革後重回曲藝團。20 世紀 80 年代由侯寶林代收師弟，拜已故相聲藝人朱
闊泉為師。八九十年代在曲藝團工作期間，創作、整理、改編、表演了一大
批膾炙人口的經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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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連良

馬連良（1901 年 2 月 28 日－1966 年 12 月 
16 日），回族，北京人，字溫如，中國著名京
劇藝術家，老生演員。民國時期京劇三大家之
一。是扶風社的招牌人物。拿手戲目有《借東
風》，《甘露寺》，《青風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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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至

馮至（1905 年－1993 年），原名馮承
植，直隸天津（今天津市）人，馮家為
天津著名鹽商，鹽引在直隸涿州（今河
北涿縣），八國聯軍侵華後避難於涿
州，故生於涿州。曾就讀於北京四中。
1923 年加入林如稷的文學團體淺草社。
1925 年和楊晦、陳翔鶴、陳瓘謨等成立
沉鍾社，出版《沉鍾》周刊，半月刊和
《沉鍾叢刊》。1930 年留學德國先後就
讀柏林大學、海德堡大學，1935 年獲得
海德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36 年至 
1939 年任教於同濟大學。曾任中國社會
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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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鞏

馬季（1934 年 8 月 2 日－2006 年 12 月 20 日），原名馬樹槐，中國第七
代相聲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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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驥才

馮驥才（1942 年－），浙江寧波慈溪縣人，生於天津，作家、畫家。

早年在天津從事繪畫工作，後專職文學創作和民間文化研究。其大力推動了
很多民間文化保護宣傳工作。其創作了大量優秀散文、小說和繪畫作品。其
並有多篇文章入選中小學、大學課本，如散文《珍珠鳥》。

現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執行副主席，中國小說學會會長，中國民間文藝
家協會主席，國際民間藝術組織（IOV）副主席，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副主
席，全國政協常委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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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業銀行

鹽業銀行成立於 1915 年，總行在中國北京，創辦人是袁世凱表弟、清朝長
蘆鹽運使張鎮芳。同年設立上海分行，成立數年後定址北京路。1920 年代與
中南銀行、大陸銀行及金城銀行建立四行儲蓄會，合稱「北四行」。

抗戰結束後其總管理處遷往上海北京路 280 號鹽業銀行大樓。1952 年公私
合營。其香港分行則納入中銀集團，2001 年併入中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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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加利銀行

天津麥加利銀行大
樓是麥加利銀行在
中國天津建造的分
行大樓。該分行開
設於 1895 年，選
址在天津英租界的
主要街道維多利亞
道（今解放北路 
151 號 -153 
號），作為天津租
界時代留存下來的

重要建築之一，該建築目前是天津市文物保護單位 和特殊保護等級歷史風貌
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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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佐臨

黃佐臨（1906 年 10 月 24 日－1994 年 6 月 
1 日），原名黃作霖，知名中國電影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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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

黃河，中國古代稱河，發源於中國青海省巴
顏喀拉山脈，流經青海、四川、甘肅、寧
夏、內蒙古、陝西、山西、河南、山東 9 個
省區，最後于山東省東營市墾利縣注入渤
海，全長 5464 公里，是中國第二長河，僅
次於長江，也是世界第七長河流。

黃河從源頭到內蒙古自治區托克托縣河口鎮為上游，河長 3472 千米；河口
鎮至河南鄭州桃花峪間為中游，河長 1206 千米；桃花峪以下為下游，河長 
786 千米。（黃河上、中、下游的分界有多種說法，這裡採用黃河水利委員
會的劃分方案）黃河橫貫中國東西，流域東西長 1900 千米，南北寬 1100 
千米，總面積達 752443 平方千米。

黃河多年平均流量 1774.5 立方米 / 秒，全河多年平均天然徑流量 580 億立
方米，流域平均年徑流深 77 毫米，流域人均水量 593 立方米，耕地畝均水
量 324 立方米。

黃河中游因河段流經黃土高原，支流帶入大量泥沙，使黃河成為世界上含沙
量最高的河流。最大年輸沙量達 39.1 億噸（1933 年），1977 年錄得最高
含沙量達 920 千克 / 立方米，三門峽站多年平均輸沙量約 16 億噸，平均含
沙量 35 千克 / 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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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興國

黃興國（1954 年 10 月－），浙江象山人，現任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天津
市委副書記、市長。

黃興國 1954 年 10 月出生於浙江省寧波市象山縣。1973 年 9 月，加入中
國共產黨。

曾先後擔任浙江省寧波市象山縣曉塘公社團委書記、黨委副書記，象山縣團
委副書記、金星公社黨委書記，象山縣縣委宣傳部部長、縣委副書記、書
記。

1987 年 7 月，出任浙江省台州市地委副書記，後先後擔任台州市地委書
記，台州市委書記。

調入杭州後，擔任浙江省政府秘書長。1998 年 1 月，出任浙江省副省長，
浙江省省委常委，之後曾擔任寧波市委書記。

2003 年 11 月，調任天津市委副書記，並擔任天津市常務副市長。

2007 年 12 月，天津原市長戴相龍請辭，天津市人大常委會決定任命黃興國
為天津市代理市長。

2008 年 1 月正式當選為天津市市長。

中共第十六屆、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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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

黎元洪（1864 年 10 月 19 日－1928 年 6 月 3 日），字宋卿，湖北省武漢
黃陂人，清末加入海軍，後擔任新軍協統，武昌起義後，擔任湖北都督。袁
世凱死後，擔任大元帥 北洋政府 大總統。1922 年退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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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樓

天津鼓樓是坐落於天津市南開區的一座仿古建築，是國家 2A 級景區。重建
於 2001 年，現周邊闢為商業街區，名為鼓樓商業街。原天津鼓樓為天津三
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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