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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鼓楼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复原的鼓楼城墙，在城墙下面摆
放着 1921 年重修的鼓楼北门洞上的

“拱北”石匾。一楼二楼的展厅主要
推出了“老城遗韵”基本陈列。展览
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着重介绍
了明清两代天津老城修建、整葺、拆
除的变迁过程，描述了城池内外公署
迭立，民居纷建，商贾云集，街衢涌
现，庙宇寺院星罗棋布的历史过往；
第二部分着重介绍了长芦盐商及其后
代在天津城市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
中扮演的主要角色，南来北往的文人
名士在津吟诗作赋、鉴赏书画、刊刻

书籍等文化活动，概述了明代天津卫
学的建立，清代州、府、县学的出现。

展厅里，商会的匾额、老城内的街
巷门牌……应有尽有，一件文物——
清代末年天津估衣街达仁堂药店的算
盘，吸引了大家的注意，这个算盘长
3.06 米，有 117 位，售货员可以随时或
多人同时核算，反映了当时的店铺规
模和商业的繁荣。在众多展品中，北
门外出土的守卫天津城的明代铁炮、
清代铁炮弹和天津文庙大修时发现的

“文学戳记”字样青砖均为首次展出。
展览中还特别复原了“板桥胡同”

以及清代学堂等场景，体现了当时商

贾云集的景象以及书院教育的勃兴。
近代以后，新式学堂遍布城厢内外。
文化、教育的合力发展使天津城市的
文脉得到传承、光大。

展厅中还特别设置了播放天津老
城 厢 的 介 绍 视 频 和 天 津 老 城 的 沙
盘。 展厅内，大量的历史照片仿佛把
人们又带回了老城的那个年代。市民
李先生指着展柜里的一张图片说：

“八国联军拆了城墙，痕迹就是现在
的东马路、南马路、西马路、北马路，
我们从照片上又看见城了。这个照片
就是当时实际情况的真实写照。”

为了丰富展览内容，鼓楼博物馆

还推出了“中西文化的交汇图片展”
“光影留痕——天津老城厢地区历
史照片展”等主题展览。一位观众
介绍：“我从小在老城里长大，对这
块地方，有着特殊的情感。老城厢
有很多天津的传统民俗，现在都找
不到了。好在当时还有胶片，能记
录下那个时候的记忆，这是天津卫
的历史，也是天津人脚下的根。”

鼓楼博物馆的一二楼为固定展
厅，三四层为临时展厅。多年来，还
推出了音像资料展、书画展、车模展、
天津民俗展等，让观众更多地了解天
津的历史特色和人文风貌。

王串场所指的区域，大致就是由
真理道、金钟河大街、红星路和新阔
路这四条道围成的地方，这片地在清
雍正八年（1730年）以前归武清管，最
早是农田和荒野，地广人稀的开阔
地，所以那时被称为东开。到了乾隆
末年，人口开始逐渐向这里迁徙，最
早集中在此地的东北部，后来住户越
来越多，形成了村落。

当时在村子里，有一户从南方来
的姓王的人家，这家的户主叫“王串
子”，此人厚道，在当地人缘很好。王
串子一家在东开买了田地，又找了一
块地势非常好的地方，平整之后做了
打谷场。很多小户人家知道王串子
厚道，一到秋收时就借王家的打谷场
干活。久而久之，到“王串子家的打
谷场”变成了“王串子场”，因为天津
人说话爱“吃”字，最终简化成了“王
串场”。一直沿用至今。

民国初，王串子的后人重返祖
籍，把祖田和打谷场卖给了一个叫张
俊川的富户。1937 年，日本攻占天
津，为了便于统治，在 1940 年把老王
串场村分成张家胡同、崔家胡同、黄
家胡同等几块区域。

直到上世纪 50 年代初，人民政
府在老王串场金钟路以南建立了王
串场工人新村，都是平房大杂院，一
排一排的，划分为十五段至二十六
段。据老人说这里当年没有排水设
施，一到雨季都要在家里预备红砖、

泥土、塑料布，好在下雨时用这些东
西把门缝都堵住，可就算这样，屋里
还是得进水，下大雨时锅盆碗灶都
在屋里飘着……真理道附近还好一
些，地势比较高，增产道就不行了，
地势最低，同样的情况下积水能比
真理道深 30 厘米左右。

除了雨季积水问题，当年王串场
新村的居民用水也特别紧张，水龙头

设置在胡同里，几十户用一个水龙
头，不但水压低，而且水竟然有很长
一段时间是咸的，当年很多人调侃王
串场的自来水都能直接腌咸菜……

如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早
已成了天津老城夹缝中的历史，随着
时代的发展逐渐被人们忘记，但“王
串场”这三个字，却永远记录下了几
百年来岁月的变迁。

城南诗社是近代天津最著名的旧
体诗词团体，诗社除了定期酒集外，每
逢传统节日亦常有集会，其中又以重
阳诗会持续最久、影响深远。

诗社元老李琴湘在为《乙亥重阳
雅集诗录》所作的序中称：“重阳之会，
吾乡严范孙先生于城南诗社提倡甚
早，但非必年年作会，亦非必会会有
诗。”由此可见，在城南诗社成立之初，
重阳雅集就已存在，只不过并非每年
都会举行，即便举行也不一定有社友
间的诗词唱和，因此影响不大。1925
年的重阳节，李琴湘在自己的寓所择
庐招集社友宴饮，席间众人分韵赋诗，
颇为尽兴。自此以后，每年重阳节李
琴湘都会在择庐宴请同人，每次必有
赌酒敲诗、题赠唱和的文学活动，重阳
诗会从此成为定例。不过重阳诗会也
并非每年都在阴历的九月九日这一天
举行，比如 1930 年重阳节期间，李琴湘
因病滞留北平，无法回津组织诗会。
为了弥补缺憾，于是他援引前人“补重
阳”之例，在返回天津后于九月十九日
补作重阳诗会。此后直至 1933 年，城
南诗社的重阳诗会都只在李氏寓所择
庐举行。

1933 年，城南诗社同人除了于九
月九日照常在择庐举行重阳诗会以
外，还由严修之子严智怡召集，于 10
天之后在水西庄旧址举行了一次重阳
雅集。在这次集会上，众人再次分韵
赋诗或填词，随后由王守恂将众人诗
作辑为《癸酉展重阳水西庄酬唱集》一
卷并印制行世。鉴于此次水西庄唱酬
搞得比较成功，翌年，严智怡便与李琴
湘相商，欲将城南诗社以后每年的重
阳诗会改在水西庄举行。李琴湘有自
己的考虑，因为在择庐举行的重阳诗
会至今已为第 10 个年头，从未间断，
如果今年改在别处进行，则“打破十年
成数”。但李琴湘又不好拒绝严智怡
的提议，“乃议定早水西而晚择庐”，

“约以来年”再完全改作水西之会。因
此，1934 年的重阳节当天举行了两次
雅集，上午在水西庄，晚上在择庐，分
别进行分韵赋诗，诗作各印一小册，是
为《甲戌重阳雅集诗录》，可惜今已失
传。1935 年初，严智怡不幸去世，李琴
湘依然践行君子之约，决意将重阳雅
集的地点从择庐移至水西庄。当日与
会者 24 人，众人拈阄分韵，纷纷赋诗，
后由李琴湘将这些诗作辑为《乙亥重
阳雅集诗录》。1936 年的重阳节，水西
庄迎来了更大规模城南社友们的诗会
雅集，是日主客到者 36 人，至此城南
诗社的重阳雅集达至极盛。

明宣德青花夔
龙 纹 罐 ，高 19 厘
米，口径15.8厘米，
足径13.8厘米。

罐 直 口 ，鼓
腹，内圈足。内外
施白釉，外饰青花
纹样。颈与肩部
饰如意头纹。腹
部 绘 2 只 首 尾 相
连 的 夔 龙 衔 花
纹。近底处绘一
周仰莲瓣纹。底
施白釉，青花双圈内楷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

宣德青花图案以线条流畅、纹饰豪放生动著称。夔龙纹
样用于青花瓷始于宣德朝，至成化时已成为瓷器上的典型图
案，后世亦多延用。宣德时所用青料据明万历时王世懋《窥
天外乘》和黄一正《事物绀珠》中所记为“苏麻离青”，这种青
料含铁量高，含锰量低，在适度的窑炉气氛下烧成后能呈现
宝石蓝般鲜艳的色泽，但由于含铁量高，在青花色彩上常自
然形成不均匀的黑色结晶斑点，与艳丽的蓝色相互映衬，更
增其艺术魅力。此罐之青花色泽即具有这一时代特征。

天津鼓楼名为

鼓楼，实为钟楼，始

建于明洪武四年（公

元1371 年），历经

数次战火后重建，是

天津市的发源地，是

城内布局的轴心。

2001年，重建后的鼓

楼宏伟典雅，青砖墙

面，白玉栏杆，飞檐

斗拱，碧瓦丹楹，油

漆彩绘，雕梁画栋。

鼓楼有四门，分别为

“拱北”、“定南”、“镇

东”、“安西”，其上有

楷书匾额。其建筑

规模为27米见方，高

27米的体量。

王串场旧街貌

板桥胡同场景天津鼓楼博物馆

明永乐青花花卉锦纹双
耳扁瓶，高 24.3 厘米，口径 3.5
厘米，足径7.4厘米。

瓶蒜头口，束颈，圆形扁
腹 。 口 肩 连 以 对 称 的 如 意
耳，腹两侧正中各凸饰一乳
钉纹，璧形底足，无款识。瓶
口边绘如意纹，腹部纹饰以
六角星开光向四周伸展构成
六边形锦式开光，开光内绘
折枝花、缠枝花、朵花、团花、
江崖海水等纹饰，足边绘朵
梅纹一周。

此瓶造型仿自阿拉伯铜
器，纹饰的题材与布局都具
有西亚风格。

明洪武青花花卉纹执
壶，高 38.8 厘米，口径 7.4 厘
米，足径11.5厘米。

壶 直 口 ，细 长 颈 ，折
肩 ，长 腹 ，圈 足 。 颈 一 侧
为 壶 柄 ，另 一 侧 为 长 方
形 流 ，流 口 呈 葫 芦 形 。
壶 颈 部 绘 缠 枝 花 ，肩 部
饰 莲 瓣 纹 ，腹 部 饰 八 面
方 形 开 光 ，每 一 开 光 内
饰 上 下 两 朵 花 卉 ，足 部
饰卷枝纹。

明 初 青 花 银 、铜 器 造
型 者 很 多 ，除 执 壶 外 ，还
有折沿盆、花浇、盘座、烛
台、扁腹瓶等。

明成化青花九龙闹海纹碗，高 7.8 厘米，口径 17.2 厘米，
足径7厘米。

碗撇口，深弧壁，圈足。外口绘钱纹一周，外腹部海水地
上绘不同形态的龙9 条。碗内底青花双圈内饰海水龙纹。圈
足内施白釉，青花双线圈内署青花楷体“大明成化年制”双
行六字款。

此器纹饰生动，腹部淡描海水，浓绘九龙，形态威猛生
动，气势夺人。成化青花器以青色淡雅著称，此器青花深浅
相衬，更烘托出神龙之矫健，为成化青花瓷中的罕见佳作。

明 弘 治 青 花 荷
塘游龙纹碗，高 7 厘
米，口径 16 厘米，足
径6厘米。

碗撇口，口下渐
收，圈足。里口绘青
花海水纹一周，碗心
绘莲池游龙纹。外
壁绘两条龙在莲池
中穿行，随着龙的游
动，莲花、水草亦呈
翻舞状。足底青花双圈内双行楷书“大明弘治年制”六字款。

莲池纹在元代陶瓷器物上已经出现，明初永乐、宣德时
将莲池纹与龙纹相结合，弘治时承继，并成为该时期最具代
表性的纹饰题材之一。此碗釉白质润，纹饰线条纤细柔和，
青花呈色蓝中微带灰色，是弘治青花中具代表性的器物。

青花荷塘游龙纹碗
顽童们都玩过粘知了。知了的学名叫做蝉，知了的叫法因不同区域的

孩童习惯而不同，比如有的地方叫季鸟。每到夏季顽童们听到了滋滋叫
的知了，习惯地抬头望树，也练就了好眼神。知了中有会叫“知道了，知道
了……”在树上叫得好听，但当抓住它的时候，它就只是吱吱叫了，这也许
就是知了的语言吧。

粘知了的道具很简单，粘知了的胶有用废旧轮胎里的里带，还有用胶
皮手套的，有的将香油掺在里面，用一个铁勺放在火炉上烧烤，熬成胶；还
要找一根竹子，梢子处要细软，在竿头上抹上熬制的粘胶。

顽童们扛着长长的竿子出发了。循着叫声通常很容易发现知了的
藏身处，这时候，领头的伙伴就转身竖起手指，示意后面跟着的顽童们
别出声。把竿子靠上比较结实的枝干上，然后慢慢地伸向那只黑黑的
家伙的后面，当快接近的时候，会屏住呼吸让竿头更稳，以免提前惊动
它。当粘胶接触到知了的翅膀，它就没法逃脱了，“吱—啦，”惊恐的知
了只来得及惊叫一声，就扑腾着到了顽童们手中。它瞬间发出的叫声，
显得很急促，也很吵人，但是顽童们却很愿意听到这样的叫声。

有的时候，知了会提前发现，会“吱”的一声飞去，同时撒下一泡尿水，
来不及躲避的顽童被淋在仰着的脸上……

粘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