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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篇文章通过对天津租界建筑风格特色的调研和分析，发掘其所携带的历史文化信息，并且会围绕着建

筑本体的风格，形态，空间，材料等各个方面展开，对此进行了分析和整理。文章具体论述了它在西方

建筑中的文化内涵，反映到天津当代城市建筑装饰艺术上，并充分深入发掘历史建筑对现今空间环境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使得建筑遗产得到充分的传承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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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ducts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he architectural styl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cessions in Tianjin,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formation it carries. It analyzes and 
sorts out the style, form, space, materials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building itself. The article spe-
cifically discusses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 Western architecture, reflects on the decorative art 
of contemporary urban architecture in Tianjin, and fully explores the important role that hist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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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 buildings play in the current spatial environment, so that architectural heritage can be fully 
inherited and uti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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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天津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建筑遗产在历史和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曾经的九国租

界建筑并存局面，使天津租界建筑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化，因此在之后天津有着“万国建筑博览会”

的美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建筑也逐渐适应不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一些区

域因为对传统建筑的保护工作不足，导致大量的历史建筑被拆除与不加思考的“粉饰”，对传统建筑的

文化价值造成严重的破坏。2019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天津梁启超故居时提出“要爱惜城市历史文

化遗产，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重要指示[1]，因此建筑遗产得传承是我们当下保护城市历史

文化的首要任务。过去几十年里，在前人学者的不断艰辛探索及努力尝试下，建筑遗产保护的相关课题

取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杨升祥先生在《天津近代西洋建筑文化的特点与思考》一文中分析讨论

了西洋建筑的艺术表达形式与现代天津城市建设风格的融合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本文对天津租界建

筑装饰特色加以梳理，分析其在现代城市装饰艺术中的重要意义。 

2. 天津租界建筑的形成 

19 世纪以来，天津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誉为“北天津南上海”，其影响力之大，丝毫不

逊于当时的上海。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美、德、日、俄、奥、意、比相继占领了天

津，天津也逐渐成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在这段时间里，一座座西式洋楼的建造，让这座城市的建

筑形式开始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些租界建筑风格多样，包括古典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建筑形式。在这

其中各种建筑形态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它赋予了社会、宗教和文化等多种意义。天津各租界

的建筑也因此风格迥异，形成了中西融合的城市特色。 
英国最早在天津设立租界，也是九国租界中最为繁华的一个。租界内的街道安排灵活多样，路也有

点弯，绿植环绕着大楼，这些都是英国人在那个时代建筑思潮的反映。意大利历史街区于 190 年落成，

它在意大利本土以外的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全面、最密的是意大利式建筑街区。当时的规定是建筑物

之间不能相互照搬，因而各种建筑形态各异，但在建筑细节上的柱廊、拱券、牛腿等都表现出意大利的

特色，从而也使得建筑物的整体感觉更好。因不同国家建筑形态不同，天津租界被后人称为“万国租界

博览会等”，各国文化、艺术和理念的浸润，它对于天津近现代城市发展和城市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3. 天津租界建筑对西方建筑风格的传承 

3.1. 租界建筑形成初期 

随着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导致天津租界面积不断扩大，各个国家都开始按照各自的文化背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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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街区建设，并将西方的城市规划理念和建筑文化理念引入到天津的租界建筑中，从而使其具有空前的

多样性和丰富性[2]。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 20 年代，各国租界都处在建造之初，各国建造者都力求能够

最大限度的还原本国建筑特色以及装饰艺术特征，租界内部缺乏协调性，因而出现了多国本土风格的拼

贴并置局面。望海楼天主教堂是天主教传入天津后建造的第一座教堂[3]，整体建筑采用哥特式风格，为

石基砖木式建筑，占地 3000 平方米，建筑室内采用巴西利卡式的平面布置，同时与两排庭柱做搭配，中

庭宽敞，室内设计风格有着浓厚的天主教氛围。上部塔楼可登高眺望海河，高耸的塔尖给人带来朝向天

国的升腾感。 
西开教堂坐落在法租界内，采用哥特式建筑风格，半圆形的拱券门窗，主入口是用两侧 3 根作为一

组的柱支撑逐步向内缩小的券门。整个建筑物造型宏伟壮观，结构严谨，具有典型的文艺复兴风格特点。

教堂内墙壁上绘有装饰富丽堂皇的彩绘壁画。在整个建筑群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其内部建筑物——塔尖

状的大屋顶和高耸而挺拔的钟楼以及它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建筑的正立面为中心对称式，两边分别站着

高高的穹顶塔楼，3 个穹顶均为天主教象征十字架。顶部平台和塔尖分别用白色大理石与黑色花岗石构

成。楼座用红、黄色清水砖垒砌，上面砌有翠绿色的圆肚形的尖顶，外立面纹饰整体为红色和黄色水平

砖带，整体形态未经粉饰，素朴地表现着材料自身的纹理[4]。 

3.2. 租界建筑受古典主义、折衷主义时期的影响 

1919 年前后北洋军方混战使得西方帝国主义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国内的各种类型的

建筑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在此期间“折衷主义”理念盛行，受“折衷主义”理念的影响，租界建筑多

采用折衷式的艺术手法在建筑形式上争相模仿，各个租界之间形成的建筑风格得以相互交汇融合，构建

了多元融合的建筑空间，相继出现了各种建筑形式的银行、商业街、旅馆以及一些公共服务型建筑和私

人别墅院落等。以英法租界为代表，其道路两旁的建筑几乎都采用了古典主义的爱奥尼柱式，这些雄伟

的柱式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功能作用，更多的则是装饰意义，它们毅然矗立在建筑之前，整齐的排布让

整条街区充满节奏与韵律感，并且迎合了业主所有需要的气势感[5]。 
但是这些建筑风格并不是将西方古典主义风格原搬照抄，而是选取其形式中的精华，并且根据环境

需要进行变质和折衷。如大清邮政津局建筑，将天津传统石雕与欧洲新古典主义建筑形式有机融合在一

起，建筑外墙采用具有天津传统的青砖堆砌，搭配传统工艺手段制作出的精细美观的西式风格砖雕花饰，

成为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典范[6]。比如具有代表性质的横滨正金银行，在建筑立面中壁柱的运用就与古

典主义相悖，入口处的巴洛克风格的装饰板也打破了古典主义的定义。 

3.3. 租界建筑现代主义时期的变化 

20 世纪初，随着科技的发展，新的材料与技术不断涌现，在“机器美学”的推动下，现代主义运动

摒弃了过于复杂的装饰，注重结构组成的形式美，设计理念上的简约，提倡突破、创新、理性、实用。

在寻求改变的同时，也迫切需要解决一战带来的建筑破坏，因此现代风格的建筑形式和实用的功能正好

符合这种需要，于是在欧美掀起了一股现代派的设计热潮。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天津租界建筑在现代

主义设计影响下，极具现代主义特征的建筑作品开始涌现出来，例如代表性建筑渤海大楼、中国大戏院

等。其中渤海大厦于 1934 年完工，共有七层，是当时天津地区最高的建筑物，慕乐先生在设计时彻底摒

弃了古典主义风格，在建筑立面上并没有采用过多的装饰物，墙面以枣红色的大理石镶嵌。由于项目处

于两条路口的交汇地带，设计师充分利用原有地形，做出高耸的塔尖使其成为城市的焦点。 

4. 天津租界建筑对当代装饰艺术的影响 

设立天津租界，这是我国历史悲剧性的一页，但是从它租界的建筑艺术自身来看，不论在建筑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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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艺术形式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烙下屈辱的印记。天津营造建筑氛围已久，从某种程度上讲，它构成了

特殊的地域文化脉络与历史记忆，是珍贵文化遗产之一。各形态租界建筑及周围环境遗存，使得天津城

市有了鲜明，浓郁、独具城市艺术特点。所以，当代“继承和发展”成为天津城市个性的重要手段，它

不仅保存了近代城市的记忆，更是为了适应当代生活需求而做出的必然选择。 

4.1. 现代装饰艺术对天津租界建筑装饰的传承 

先农大院位于五大道历史风情区，始建于 1925 年，大院整体呈里弄式布局形式，外为联排式。建筑

整体集折衷主义西式洋房、英式连排别墅、英式独栋别墅等多种风格于一体。历史的沉淀使得这块地域

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由于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给予先农大院应尽的保护，使得这一地区出现

房屋破损、交通混乱、景观破败等环境问题[7]。 
2006 年，天津政府开展先农大院环境整治工作，第一，建筑立面装饰方面，外檐墙砖的需要量很大，

供不应求时，维修工作还在积极争取类似的老砖、老砖的切割砌片、加工制作代替砖和其他工艺，争取

达到恢复场地原样的目的，浸润着建筑本体的质朴与温暖、简约大方的风格特点。二是空间环境的再创

造，颜色方面使用了红色陶瓦屋顶和清水红砖、砖红色的木窗配以浅米色的石材点缀，色彩搭配和谐统

一，使之完成从建筑环境向院落环境匹配。从环境氛围营造方面看，采用现场原连续围墙和条状花灌木，

分割兼顾院落空间私密和开阔，并且把整个环境融入到五大道街区的建造之中，以此来突出街区的环境

特色。最后，就景观节点而言，以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先向游客开放。地面上点缀的条形地灯布置整齐，

影射院落空间流线导向，以冰裂纹为图案，反应天津租界文脉中西合璧之特点。 
先农大院是以原面貌为蓝本，经过重新改建和设计而成，把建筑装饰语言贯穿于装饰艺术的表达之

中，使老街区的老建筑恢复了活力，全新的院落空间环境，创造出一种轻松愉快的文化氛围，并且引发

了关于时代艺术和城市生活导向等方面的新思维。 

4.2. 对泰安道五大院场所的重塑 

泰安道五大院，总用地面积约 16.29 公顷，该区域原为英租界中街，2009 年天津市政府开展泰安道

五大院改造项目，此次的项目规划在建筑重塑是，计划将建筑原有的结构功能与传递的文化内涵有机结

合在一起，在装饰材料的选用上大面积的采用天津传统租界区的清水红砖，并且搭配石材、金属、陶瓦

生动的刻画了建筑拱券、墙面、线角、壁柱的造型，让建筑环境在色彩及质地上彼此之间相互联系，恰

当地表达近代天津英租界建筑环境的风貌内涵。如在四号院的入口处采用典型英式风格的拱券造型并且

处理手法多样，红砖砌筑的装饰带、石材砌筑的井字格等等，这些装饰手法在美化景观同时让入口更加

的醒目[8]。在装饰符号的运用上，大量的运用了山花、塔楼、老虎窗、线角等古典主义元素，在展现租

界特有的建筑文化的同时也引入中式纹样，中西合璧的装饰样式形成了恰当而协调的空间环境效果。在

泰安道五大院的改造上都呈现出明显的英式风格特征，但却不是形式上的简单复制，而是在建筑空间环

境原有的基础上，结合功能与当代审美特征进行现代化改造。从建筑形式以及空间环境等方面延续了该

街区的历史风貌，将新旧建筑有机融合在一起，展现出新时代背景下营造空间环境的新活力。 

5. 现代装饰艺术手法的传承与创新 

传承地域文化，不能没有理性的设计思路和手法，这也就要求我们在设计时要充分考量当地的历史

脉络，对场地所表达的精神内涵进行延伸。首先要参考这一地区的遗迹环境，对其建筑形式、色彩搭配、

建筑材料、比例尺度等信息进行梳理，从而获得建筑空间环境的整体风貌，为后期场地环境再塑造奠定

基础。其次要对建筑中各式的装饰符号进行总结与概括，再提炼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产生明

显的地域特色。它融合了当代设计的特色，将历史与现代完美结合，营造出一种更加富有活力的空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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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9]。 
租界建筑在天津地区的历代发展史中受到巨大的影响，通过建筑形态的向人们讲述着近代以来与其

他国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租界地区丰富的艺术形态和建筑风格，在近代天津城市环境上发挥着主导

作用，由此构成了城市的历史风貌。从建筑本身的角度来看，对旧建筑的元素符号加以提炼概括与再利

用，使得历史的记忆烙印在新建筑与新环境之中，从而创造出独属于天津的风格特征。对该历史街区及

建筑进行保护、修复和合理使用，将为天津的城市特色增添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其对旅游产业的发展也

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一切一定会使得租界建筑研究价值进一步提高，并创造出更多的审美和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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