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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岳珊

津沽之地，九河下梢。六百余载荏
苒光阴，在历史长河中也只是过隙一
瞬。但津沽历史尤其是天津近现代史，
无疑是华夏历史中重要的一环，故有近
代百年看天津之说。

记忆绽放如烟霞，在时代大潮中，个
体生命的踪迹似乎很难找寻，但循着记
忆走进天津首家聚焦津沽历史和文化的
民办博物馆——津沽记忆博物馆，会发
现它的整体布局犹如一幅展开的历史长
卷，带你穿越历史，探寻津沽记忆。

复原生活气息

走进位于中新天津生态城芳菲路的
津沽记忆博物馆，人们仿佛一下子穿越
进了时空隧道。天津建卫筑城时的老
城砖、盛锡福的帽子、老美华的鞋、光荣
牌酱油、直沽高粱酒、长城牌电子管收
音机、北京牌黑白电视机，计划经济时
期的证件、粮票、布票，以及不同时期的
农具犁耧锄耙、渔船渔网铁锚……五千
余件（套）老物件一经展出就引发了强烈
共鸣，市民们慕名而来，品味着这些烙有
年代印记的珍稀藏品。
“这个粮票我们家原先也有，但已

经遗失了。再过几年，恐怕很难再见到
这些实物了。我也想带着孩子来想象
一下老一辈人生活的环境。”带着孩子
前来参观的市民朱先生在这里流连忘
返，他发现，在这里不仅能找到隆顺榕
的仿单、早年天津商业中心大胡同的地
名牌、北洋大学的老校徽、天津工业的
代表飞鸽牌自行车等代表性展品，也能
在泥模、抓子儿、核桃车、推铁环等各种
玩具中寻找自己童年的印记，甚至在复
原场景中感受到新中国成立后津城的
生活气息。

讲起津沽记忆博物馆里的每一块展
板、每一个物件，54岁的馆长“老
齐”——齐惠敏都如数家珍。他指着馆
里的木工工具告诉记者：“这些工具如今
在咱老百姓家里见不到了，过去一家子
人都是等着孩子长大，结婚的时候打家
具，特别有仪式感。还有这个‘抵羊牌’，
天津人都不陌生，天津人小时候穿的毛
衣好多都是抵羊牌毛线织的。过去有不
少经典的天津地方著名品牌，把与它们
相关的物件汇集起来，应该是一件有意
思的事！”
“我希望它是一座博物馆，又不仅仅

只是一座博物馆。”正如齐惠敏所说，和
众多传统博物馆有所不同，在这里，观众
不仅可以触摸那些年代久远的老物件，
寻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踪迹，也可以尝
试踢毽子、跳房子、扔沙包。

随着馆内藏品越来越多，齐惠敏将
藏品分门别类，分为民生天下先、铁肩担
国运、租界风云淡、沽上民风浓、粉墨人
生苦、百年树英才、少年不识愁、津沽记
忆长八大板块。各行各业的展品汇聚在
这里，可谓是一个小型社会的缩影。参
观者穿行于天津卫开埠至今浓郁的市民
生活气息中，品味着经百余年历史升华
过后磅礴的“津味文化”。

传承津沽文化

在创立津沽记忆博物馆以前，祖籍
河北正定的齐惠敏曾是一家互联网上市
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在北京IT圈打拼
了20多年后，他来到天津，投入了大量
精力和资金，创立了一座关于津沽文化
的博物馆。
“作为一个生于河北、打拼在北京的

人，我被天津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积
淀深深吸引。”起初很多人根本无法理解
他的做法，但出于对“九河下梢”深厚历
史底蕴和文化积淀的热爱，他打定主意
要把这件事儿做下去。
“聆听珍贵书画背后的经典知识，享

受视觉听觉的盛宴，想去的朋友们可以
找我预约！”如今，齐惠敏的爱人也经常
在朋友圈里宣传津沽记忆博物馆。她感
慨：“总听他念叨博物馆的事，我和周围
的朋友们也对津沽文化越来越有感情。
如今博物馆六岁了，它就像我们的孩子
一样，关注它成长的朋友越来越多，我们
想让更多人感受津沽文化的魅力。”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回顾起
2017年的那一天，津沽记忆博物馆在中
新天津生态城正式开馆。标志着天津有
了首家聚焦津沽历史和文化的民办博物
馆。在开馆仪式上，京津冀三地的文史、
民俗专家与观众一起追忆“百姓小生活·
百年大天津”中经典的历史瞬间。

作为一家非国有博物馆，这里承载
着“追寻先辈的生活足迹，守护远去的津
沽记忆”的初心愿景，致力于弘扬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津沽传统
文化。从此，多了一个再现老天津卫生
活痕迹，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好去处。

不是名家名作，会有人喜欢吗？能
形成影响力吗？

起初面对着种种质疑的声音，齐惠
敏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以物说史，让市民
感受“河海要冲”津门故里的历史文化底
蕴，品味多元文化的特色。“任何一个时
期和社会阶段，不单纯只有艺术品、书画
作品值得留存，那些百姓日常使用的东
西更是记载了人们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习
俗和习惯，蕴含着百姓的审美、文化习

俗。”从齐惠敏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令
他着迷的并非是名家的艺术珍品，更多
是饱含着生活气息、蕴含着时代记忆的
老物件。

如今，津沽记忆博物馆的藏品已经
超过五千件，每一件藏品都能勾起人们
对当时生活情景的回忆和思绪，让逝去
的日子又历历在目。它们散发着天津特
有的“市民风味”，交会古今、庄谐相济，
却又夹杂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辛酸苦
辣。这些被大众熟知的老物件或许没有
高贵的出身，也没有多么昂贵的价格和
升值空间，但它们曾参与我们先辈的生
活，其所承载的时代记忆不可磨灭，这正
是文明传承经久不衰的魅力。

历史值得被人们铭记。改革开放以
来，风俗移易，老辈人的生活足迹渐渐湮
灭于远去的记忆之中，但这无疑也承载
着历史的印记和人文的光辉。留住记忆
就留住了乡愁，将那些逐渐淡出生活的
记忆拉回人们的视野，也让津沽文化博
物馆的存在更有价值。“百姓的日用品也
有其文化价值，把它们保留下来，让年轻
人有所了解，形成文化传承。看看我们
如今的美好生活与过去相比有巨大的变
化，进而珍惜今天的生活。”齐惠敏说。

这是齐惠敏打造的精神家园，承载
着他对天津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期待。如
今，齐惠敏的梦想已经照进现实，这间小
而美的博物馆成了一张独具地方特色的
“天津名片”，掀起了一股“又潮又接地
气”的民俗风。

讲好津沽故事

“希望来到津沽记忆博物馆的人都
能‘有的看，有的玩，带的走’。根据馆藏
的民国时期隆顺榕仿单和东亚毛呢‘抵
羊牌’商标设计稿开发的‘木板拓印’实
践课已经成了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实践课
程，学校师生和家长都喜欢。”为了提高
互动性和参与感，齐惠敏结合馆内特色
陆续开展了多场主题临展。邀请专业人
士在馆中举办公开课和体验课，让前来
参观的大人和孩子都能亲身参与其中，
体验不同民俗的独特魅力，丰富市民的
文化生活。

齐惠敏告诉记者，六年来津沽记忆
博物馆已经举办了百余场临展、座谈会、
讲座活动。其中，“我们的节日”系列讲
座、“见证——纪念改革开放40年”系
列讲座、“纪念天津发现和研究甲骨文
120周年”座谈会、“照亮暗夜的一道霹
雳——纪念严复先生逝世98周年”讲
座、“见证者见证历史，忆往昔沽水流
霞——纪念天津解放70周年”座谈会等
都吸引了不少文化爱好者的关注。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为了传承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大运河
文化，我们还举办了‘运河珠玑耀古今
盐渔文化润津沽——《海河巡盐图》与津
沽文化’系列讲座，希望让大家更了解、
热爱天津这座美丽的城市，也让天津人
民对天津文化更加自信。”齐惠敏兴奋地
回忆，活动邀请了陈克、高伟、张诚、曾孜
荣等专家学者从民间民俗、钞关与工商
业、服装服饰、漕运与盐渔文化、饮食文
化等主题，对这幅“国家宝藏”进行了讲
解和剖析，并正式提议将所谓《潞河督运
图》更名为《海河巡盐图》。
“作为展现清代乾隆年间天津盐漕

文化的作品，《潞河督运图》生动再现了
当时天津社会生产生活的种种场景，通
过这一幅画，能梳理出天津生活的方方
面面。”天津博物馆原党委书记、研究馆
员陈克在讲座中回顾了《潞河督运图》
在天津的研究过程，与天津文化的密切
关系，让大家了解天津的历史底蕴和文
化魅力。
“一网金呐，嗨呦！二网银呐，嗨

呦……”活动现场，一段节奏紧凑有力
的渔家号子声响起。渔家号子非遗传
承人现场表演，用声音的表现形式让大
家体会到渔民劳动生活的场景。沉浸
式的活动形式吸引了更多人了解天津
的盐渔文化。

找寻津门历史文化的物质遗存，探
索津沽大地的发展脉络，讲述丰富多彩
的津沽故事。而这只是津沽记忆博物馆
打造“津沽记忆文化讲堂”的一部分。在
不懈地探索之中，齐惠敏依托馆藏资源，
试图从不同的维度呈现真实、立体的天
津文化，塑造可亲、可爱的天津形象。

观旧知新、守正创新，老物件的发展
演变蕴含着矢志创新的勇气，处处透露
出老百姓求新求变的智慧。中华民族历
来崇尚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始终不
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如今，津沽
记忆博物馆被认定为天津市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统战工作优秀实践创新基地，文
化爱好者从各地纷至沓来。

正因有越来越多像齐惠敏一样对津
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坚守者，令那些往
日时光在天津人记忆深处历久弥新，成
为一道唯美的风景，用来记录那些逝去
的日子。
“未来，我们不仅要利用好津沽记

忆博物馆这个阵地，开展更多关于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津沽地域传统文化系列
讲座，不断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和
城市文化认同感，还正在筹划带着丰富
的藏品走出天津，去京冀乃至全国其他
地方举办巡展、讲座，让更多人了解天
津！”在“知天命”的年纪，齐惠敏选择再
次踏上创业之路。尽管这一次前路漫
漫，但他依旧充满信心。“将津沽文化守
护好、传承好、展示好，让文物‘说话’、
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希望津
沽记忆博物馆能焕发人们对脚下这方
故土深沉的爱。”

如今，齐惠敏创立的天津首家聚焦津沽历史和文化的民办博物馆津沽记忆博物
馆，藏品已经超过五千件

老齐和他的“津味儿”博物馆

“《海河巡盐图》与津沽文化”系列讲座现场，齐惠敏（右）与观众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