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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岸边，

距北安桥不远
处，曾有一座幽
雅别致、如诗如
画的私家园林，
名字叫“老夫村”。园林
的主人龙震曾两游江南，
一游山东，遇可惊、可愕、
可歌、可泣之事，全写在
他的诗文之中。“遇山水
幽奇处，辄流连不忍去，凭
吊感慨，至于泣下……”
（《津门古文所见录》卷
四）。老夫村则是龙震晚
年所筑别业。
《天津县志》卷七记

曰：“老夫村，在闸口下。”
即今自由道海河对岸的
沿河一带。老夫村，又名
“东溟别墅”，亦名“龙家

别墅”，相传旧
为“宁园”。该
园占地五亩余，
龙震晚年栖居
于此。

龙震是清朝初年天
津著名诗家和文人，为人
狂放不羁，能读佛道经
典。华鼎元《津门征献
诗》对他的一生做了概
括：“东海诗人老布衣，锦
囊篇什富珠玑。西湖风
月盘山雪，几度流连乐忘
归。”华的《津门征迹诗》
又有《老夫村》一诗：“老
夫颐养伴林泉，三五良朋
笑拍肩。一局棋终闲散
步，径平如掌任流连。”说
明老夫村建园一百年后
仍延续为林泉颐养之地。

老夫村
音 十

明正统
四年（1439），
杨士奇有日
记体《南归
纪行》。杨
士奇官拜少师、兵部尚书
兼华盖殿大学士，怀揣
“特命卿展墓，仍来共职”
的玺书，出都回乡。二月
二十一日“夜至河西驿，
宿”。转天记，“维舟登
望，新渠堤岸坚厚，河得
其性，舟楫之便施于久
远”，因“伤往年有司苟且
徒劳之弊”。接着记，“有
祠祀河神。主祠道士曹
守渊，出庐陵水东真常
观”。五月八日，返京再
至河西驿，又记：“复登通
济河祠，中方禳火醮。”

南运河、北运河，是

清代名称。
明代漕河，
由天津至通
州张家湾，
称通济河。

这段运河，枯水时浅涩
难行船，汛期宣泄不及
闹水灾。杨士奇所记，
涉及当时的整治，以及
河神崇拜。

此前两年，因堤岸冲
决，曾组织军卒民夫两万
人兴工治理。工程告竣，
工部上奏：“耍儿渡口修
堤已完，又新开河，人甚
便之。乞令武清县复民
三十家，常巡视其堤，
毋致倾坏，且立神庙以
镇之。”英宗朱祁镇“从
其请，赐神号为通济河
之神”。

通济河神庙
吴裕成

早 年 ，
北大关一带
称 之 为 河
北，并有河
北大街。武
清人杨轶伦在河北关下
学校服务，醉心于新文化
之研究，偶尔摇笔为文。
挚友周耘青原为犀灵社
社友，亦改弦更张，创作
新文艺，取得相当成效。
老友牛竹溪、解石田也在
新文化上颇有建树。当
时四人，同投稿于报纸副
刊，“时以文字相观摩，乃
更增加研究之兴趣”。那
时，牛解二人经常到杨轶
伦的学校，朝夕过从，相
互砥砺、获益不浅，三人

倡 议 组
织 文 艺
社，并得

到 周 耘 青
的赞同，于
是 四 人 发
起 创 立 河
北文艺社，

专以从事新文艺研究为
目标。

此后王禹人、王震
宇、崔梦兰等相继加入，
鼎盛时期达到20余人。
1928年左右，社友每周
必交作品一篇，在社中评
定甲乙，粘存于稿本之
上，以收互相观摩之益。
不久又借《国货商报》文
艺栏刊行“河北文艺”若
干期。当时张圭颖（后为
《银线画报》社长）主持该
报文艺版，得到许多支
持。后来周耘青赴福建，
王震宇去北京，杨轶伦回
武清，文艺社被迫解散。

河北文艺社
曲振明

北洋女子师范学院家政
系设立于1929年秋，家政系
的教育宗旨是“造就女子师
范及中学校家政教师以改善
我国家庭生活”，授以家政学
技能，俾能充任家庭指导师
之职任。

在时任校长齐璧亭的
倡导下，家政系在市区设
立妇女民众学校，对市区

妇女进行家事教
育。同时女师学
院在武清县杨村
镇下朱庄村与河
北省立实验乡村
民众教育馆（校
址在杨村）合作

设立家事教育试验区，对
农村妇女进行义务家事教
育指导，以“改善家庭生活
方式、农村生活的方式，提
倡乡村家庭副业来促进农
村的生产；设立托儿所，增
加农忙时农民的工作效
率；倡导家庭勤俭，以复兴
民德”。《益世报》曾报道并
称赞此举。

北洋女师设立

家事教育试验区
李汉东

在天津老城厢东北角，
曾有一个全市最早的菜市
场，老人们习称“官银号菜
市”。1902年，清政府在此设
立天津第一家金融机构——
“北洋天津银号”，亦称直隶
官银号。1910年，随着附近
住宅和商业发展，在官银号
大楼旁自发形成地摊菜市。
1913年，开始设摊位、建店
铺，初步成为里巷式的菜市
场。新中国成立后，官银号
菜市不断扩建发展，经营品
种从蔬菜扩大到肉类、水产、
禽蛋、副食调料等。20世纪
80年代后，经济迅速发展，市
场商品丰富。官银号菜市先

是平整街面改造罩棚，之后
两侧摊贩大都进店经营。90
年代，又建成一座食品综合
商场，菜市总建筑面积近
2000平方米，规模很大。

少年时，我常跟母亲到
此买东西。记得菜市场正
门在北马路，东马路五和商
场旁也有出入口，街面并不
宽，长约一二百米，阴暗潮
湿，摊位与店铺杂乱。那
时，物资贫乏，猪肉、鸡蛋、
水产品等几乎都要凭票定
量供应，有些东西像花生、
瓜子甚至香油、芝麻酱等到
春节时才有，且要排长队购
买。上初中那年寒假，我独

自去菜市买定量供给的春
节食品，不小心丢了芝麻酱
的票——幸亏买花生、瓜子
的票没丢，否则年三十就嗑
不上爱吃的瓜子了。有时，
菜市也有明太鱼、橡皮鱼等
供应，但不好吃，带鱼少还
要凭票买，只有毛蚶（天津
人叫麻蛤）大量上市时敞开
供应。麻蛤一般堆在地上，
售货员手拿大铁锨铲着卖，
既便宜又解馋。立冬节气，
人们都来排队买越冬大白
菜，每家都买上百斤。菜市
街上摆放好几台地秤，人们
手提肩扛，自行车小拉车齐
上阵，全家老少你拉我推往
家拉大白菜。

90年代，官银号菜市场
进入最兴盛的发展期。所经
营商品极丰富：四季鲜菜、生
猛海鲜、猪牛羊肉、鸡鸭禽
类、火腿腊肠、山珍杂货，应

有尽有。由于商品来自全
国各地，官银号菜市场不仅
有本地居民前来采购，还吸
引了一些外地来客。其间，
官银号菜市场一度更名为
“官银号商场”，门口的颜体
大字十分醒目。当时，官银
号菜市场的水发货很有名，
笋片（玉兰片）、蜇头、银耳、
海参、干贝等俱全。南味火
腿、四川腊肠、福建香菇等
十分畅销，鳝鱼、鳗鱼现宰
现卖。街南头建成的综合
商场既有蒜蓉辣酱、番茄沙
司、油盐酱醋等各类调料副
食品，还有碗筷厨具、日用
杂品、烟酒糖茶等。当时，
官银号菜市场与长春道菜
市、大沽路菜市并称为天津
三大副食品综合市场。

2003年后，因城市老旧
小区改造，官银号菜市场拆
迁，就此完成了历史使命。

●故事天津

官银号菜市场的兴衰
许新复

原曙街，即现
在的嫩江路。当时
这一带被辟为“游
廊地”。该路大约
修 筑 于 1902年 。
2005年该路段因
整体扩宽，部分路
段的房屋被拆除。
图中位置为今嫩江
路与鞍山道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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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与孙洪伊的相
识要从天津北洋法政学校
说起。1907年，18岁的李大
钊考入北洋法政学校来到
天津，此时正值清末立宪运
动的高潮，就在之前一年，
清廷迫于各方压力宣布预
备立宪，但这个预备期长达
九年，实际就是打着预备立
宪的幌子拖延时间。此时
作为直隶省咨议局议员的
孙洪伊早就看透了清廷的
骗局，他多次组织请愿活动
要求立即召开国会，反对九
年预备立宪，北洋法政学校
的学生们也都积极参加孙
洪伊组织的请愿活动，李大
钊由此结识了年长他17岁
的孙洪伊。

孙洪伊1872年生于天
津北仓。孙家是当地的大家
族。孙洪伊自幼饱读经史，
学识渊博。他思想独立，善
于思考，目睹清末腐朽落后
的现状，他认为中国要想不
被列强欺凌，改革势在必行，
所以他开始努力探索一条适
合于中国的自强之路。孙洪
伊首先想到的就是兴学。上
世纪初，孙洪伊与社会各界
有识之士在天津创办了多所
学校，其中李大钊就读的北
洋法政学校，孙洪伊正是校

董之一。李大钊在校期间，
孙洪伊对他颇为看重。李大
钊毕业后，两人的关系依旧
非常紧密。1912年冬，李大
钊准备创建政法学会，他特
意前往北京与孙洪伊商量，
得到孙的大力支持。在政法
学会《言治》月刊的第一期
上，李大钊痛斥北洋政府祸
国殃民种种卑劣行为。李大
钊此举无疑触怒了当权者，
当局一度要抓捕李大钊。孙
洪伊获悉此事再次出手相
助，他把李大钊接到天津家
中藏了起来，让李大钊躲过
了这一劫。1913年，孙洪伊
和汤化龙一起资助李大钊赴
日本留学。

北洋时期，孙洪伊无疑
是最为坚定的反袁斗士之
一。1912年，孙洪伊加入国
民党，国民党中因此有了
“大孙”“小孙”之说——“小
孙”指的就是孙洪伊，“大
孙”则指孙中山先生。由此
可见孙洪伊在当时国民党
中的地位之高。而袁世凯
自然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
1913年便对孙洪伊下了通
缉令，要求“抓捕之后就地
处决”。孙洪伊无奈只好变
卖家产离开京津，南下上
海。此时的李大钊刚入读

日本早稻田大学，他在日本
秘密组织讨袁活动，由他撰
写的讨袁檄文《警告全国父
老书》在全国引起巨大反
响。1916年，从日本留学归
国的李大钊直奔上海，住进
了孙洪伊位于霞飞路宝康
里的家中。这对忘年交在
讨袁斗争中并肩而行，情谊
也进一步加深。

袁世凯死后，被解散的
国会重新恢复，孙洪伊接受
中山先生重托，再次北上回
到北京先后担任了教育总长
和内务总长的职务。孙洪伊
和汤化龙邀请李大钊进京，
创办《晨钟报》，担任总编辑，
他还协助孙洪伊草拟了《地
方自治法规》。但当时北洋
政府的实际掌权者段祺瑞并
不能接受国民党人孙洪伊，
《自治法规》被否决，孙洪伊
很快也被罢免了职务。他只
好再次南下上海，继续协助
孙中山先生工作。

转眼时间来到了 1922
年，由于各派势力阻挠、陈炯
明的背叛，中山先生的革命
事业在这一阶段经历了多次
波折，在最困难的时刻，是刚
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联合共
产国际给予了中山先生充分
的支持，“大孙”“小孙”早已

形成共识，国共合作势在必
行。作为中山先生对外联络
的代表，共产党人李大钊的
挚友，孙洪伊自然是国共双
方牵线人的不二人选。中山
先生当即指示孙洪伊邀李大
钊来沪商谈。

1922年8月中旬李大钊
抵沪，住进了孙洪伊位于太
平桥三益里的寓所。8月23
日，李大钊在孙洪伊的陪同
下见到了中山先生，双方就
“振兴中国”等诸多问题进行
了深入讨论。9月初，由中
山先生主盟，李大钊、陈独
秀、张太雷三名共产党员以
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第一
次国共合作由此正式拉开了
序幕。

孙洪伊与李大钊可谓
是一对志同道合的忘年
交。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
背景下，二人救国主张、方
略则相互契合，其革命理想
始终保持一致，且不曾有丝
毫动摇。1927年4月28日
李大钊被奉系军阀所害，闻
讯，年近六旬的孙洪伊痛心
疾首，同样身处困境之中的
他，尽其所能给予李大钊家
人各种帮助。

孙李之交自1907年，二
人于天津初相识开始至李大
钊牺牲，一共延续了二十
年。这段伟大的友谊将两位
卓越的革命家牢牢连接在了
一起，他们在这并肩战斗的
二十年里相互成就，同时也
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
进程。

始于天津的革命忘年交
张 希

此庙由三官庙
和盐母庙组成。三
官庙建于明代，以
供奉天官、地官、
水官三官神仙得
名。盐母庙建于
清 嘉 庆 十 三 年
（1808年），由本庄
人李斗宾等捐资
所建，以供奉盐母
得名。由于两庙
前后而坐，称寨上
盐母三官庙。

彼时，本地区滩灶户
每逢煎煮贡盐、开滩晒盐
或渔户出海捕捞前，均祈

求该庙神仙保佑，
香火甚盛。1926
年前后，兴办学
堂，后殿和东西厢
房遂改为寨上小
学教室。新中国
成立后，盐母三官
庙改成寨上小学
校，其庙遂废。20
世纪60年代以来，
随着城区建设规模
的不断扩大，这里
成为花园小学，仅

存重修盐母三官庙碑，碑
有铭文。后来这里成为
汉沽电大校址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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