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强

我对坐落在河北区进步道、 民主路附近的这一片意大利
式建筑并不陌生。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总来这里的一宫
看节目， 当时的一宫在天津声名显赫， 没有人不知道。 大约
是在两年前的一个冬天， 友人在此地的一座小洋楼请客， 我
才发现这里的小洋楼比起天津五大道的小洋楼丝毫不逊色。

书写着独特的故事
说起天津的意式风情区恐怕许多

人， 甚至是地地道道的天津人都不知
道。 究其原因， 一是宣传的少， 二是
开发后一些必要的商业形态未及时跟
进， 不少建筑物还未向游人开放， 使
得风情区的景点有些单调。

意式风情区是坐落在天津河北区
进步道、 民主路一带的意大利建筑物
的总称。

历史上 ， 天津曾有意大利租界 。
意大利租界起始于1902年6月7日， 意
大利公使与天津海关道正式签 《天津
意国租界章程合同》。 其范围为海河以
北， 津浦铁路以南， 东、 西分别与俄、
奥两国租界接壤， 占地约51公顷。 这
是意大利在域外的唯一一处租界。 区
内各种社区功能齐全， 不但有大量住
宅， 还建有领事馆、 兵营、 学校、 医
院、 教堂、 花园和消防队等。 其中修
建的两个圆形广场的命名也很有文化
色彩 ， 分别为马可波罗和但丁广场 。
这里几乎囊括了意大利各个时期不同
风格的建筑， 由于意租界区域内环境
优美， 设施完善， 文化气息浓厚， 因
此住进了不少文化名人 ， 如梁启超 、
刘髯公、 华世奎、 曹锟、 曹锐、 程克、
鲍贵卿 、 汤玉麟 、 齐耀珊 、 王占元 、
张廷谔、 曹禺等等。

期待完善配套旅游项目
因为这里的观光并未形成规模和

气候， 所以一般的市民很少到达这里。
倒是因为此地与天津站紧密相连， 加
上一些公交车从此地经过， 所以很多
市民从车上就能看到这片建筑群。 即
使从天津站溜达到这里， 也不过十多
分钟的样子。 因为这成片的小洋楼较
为分散， 要是步行还很累呢。 正好友
人杨君闲来无事 ， 我便叫他开着车 ，
来了个潇洒的意式风情区的畅游。

车子从建设中的海河西路开到金
汤桥旁边， 正好是近代风云人物袁世
凯的宅第， 现在已改成高档的首脑酒
楼， 每天门口都停满了前来就餐的高
档车。 沿这座建筑物望去， 旁边的小

洋楼都正在修缮中。 在这里看海河也
别有味道， 只见海河上一座座现代化
的桥梁相继建成， 给海河又增添了几
多魅力 。 已经修葺一新的亲水平台 ，
使得人与河、 人与桥、 人与建筑物相
映成趣， 各得其所。 从这里来到位于
民族路上的梁启超纪念馆， 也不太远。
由于赶上了休息时间， 所以未能进去
参观， 也为再来这里留下了一些填补
遗憾的理由。 1898年 “戊戌变法 ” 失
败后， 梁启超逃亡日本。 辛亥革命后
归国， 1912年买地皮 ， 请意大利设计
师白罗尼欧设计了住宅， 后来又修建
了书斋 “饮冰室”。 梁启超在此撰写了
《中国历史研究法》、 《清代学术概论》
等颇具影响的著作， 前后居住了15年，
直至病逝。

再往前走 ， 就是马可波罗广场 。
这里的地面很有特色， 用的是地砖铺
砌， 有点像哈尔滨的中央大街的石子
路。 走在上面， 似乎时光在倒流。 这
里是通向四面的路口。 街中央矗立着
马可波罗像， 以纪念这位著名的西方
探险家。 我从这里望去， 只见四周的
建筑物还在大规模地修缮中。 由于此
地的居民几乎都已迁走， 加上行人稀
少， 使得这里显得异常的空旷， 同大
都市的喧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你由于我对早年天津租界缺乏研
究， 所以当面对这些栉比鳞次的小洋
楼时， 许多历史往事还不能形成一个
明晰的印象。 所以我想， 这里要是有
专人讲解该是多好呢。

在这里慢慢踱步， 脑海里不时地
闪现着多年前这里的繁华。 是啊， 往
事如烟， 曾经的历史留给后人的是更
多的思考和借鉴。 此地作为在世界范
围内保留完好的成片意式建筑群， 不
但对我们研究西方建筑、 西方艺术留
下了许多活的资料， 也为我们研究鸦
片战争以后中国近代史、 天津租界史
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不过， 为了
让更多的青年人记住那一段历史， 意
式风情区的主管部门有必要进一步解
放思想， 更多地招商引资， 加快修缮
步伐， 同时完善配套的旅游项目， 以
便吸引更多的游人来这里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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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春节假期没这么多人， 和
现在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 。” 武
夷山东站客运值班员董红回忆说。 那
时候的春节假期， 人们坐火车多是为
了探亲访友， 董红曾在的武夷山老火
车站客流并不大， 高峰时期一天也才
两三千人。 如今的春节假期， 武夷山
东站的总客流最高一天能超过一万五

千人， 候车室里， 游客络绎不绝。
春节期间， 福建作为 “温暖的南

方”， 吸引了不少游客。 高铁的开通更
促进了短途游 、 家庭游 、 乡村游等 ，
旅客有了更多的选择。 据介绍， 厦门
在春节假期共接待国内外游客２６１万人
次， 同比增长１６％。 其中， 厦门铁路春
节七天旅客到发总量为１１１万人次， 同

比增长５．７％， 占厦门市各种运输方式
旅客到发总量近六成。 选择铁路出行
的旅客中， ９０％选择乘坐动车出行。 以
红色旅游出名的福建龙岩， 春节期间
也迎来客流增长。 龙岩火车站在初一
到初五期间发送旅客４．２万人次， 并在
车站主要位置张贴景区宣传广告， 免
费发放旅游地图。 据新华社

■旅游资讯

近年来国内旅游市场 “北上玩雪，
南下避寒” 的趋势明显。 记者从哈尔
滨市旅游委获悉， 春节期间， 最北省
会城市哈尔滨成为旅游的热门地区之
一， 前来 “找北” “找冷” 的游客络
绎不绝。

“所有房间都订出去了， 每年这
时候都这样。” 中央大街上一家青年旅

舍已客满， 客房服务员刘明明对此习
以为常。 在严寒中， 附近一家百年冰
棍老店的门前依然排着长队， 老店一
天能卖出一万多根冰棍。 许多年轻人
一手举着冰棍， 一手拿着手机欢快自
拍。

冰雪大世界、 雪雕博览会和冰灯
游园会更是游人如织。 在国内规模最

大的冰雪主题公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今年的总用冰雪量突破３３万立方米 ，
为历届之最。 据介绍， 近年来， 有着
“冰城 ” “东方莫斯科 ” “东方小巴
黎” 之称的哈尔滨充分挖掘自身特色，
加快旅游业转型升级。 目前全市旅游
总收入超过千亿元， 已成为当地支柱
产业之一。

中国大同古都灯会 ， 已经成为经
典的文化品牌 。 2018年 ， 以 “观古都
灯会·赏天下大同” 为主题的古都灯会
于2月8日 （农历腊月廿三） 盛大开启，
再次彰显了大同文化古都新魅力 ， 塑
造了大同美好新形象， 提升了城市知
名度和影响力。

春节期间 ， 四海宾朋及大同广大
市民， 怀着美好的心情登上城墙赏灯，
并参与古都灯会的各项文化活动 ， 截
至2月21日， 古都灯会主场地接待游客
近28万人次， 古都灯会的闪亮文化品
牌， 带火了大同冬令旅游 ， 带动了大
同全域旅游的发展。

哈尔滨：旅游在寒冷中“升温”

福建：“快”车为旅游“提速”

大同：
以灯为媒
带火冬令旅游

天津意式风情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