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数字图书馆深度游”盛夏倾情呈现 

发布时间：2018-07-25 

 

“城市视野下的天津近代建筑赏析”开讲 

 

主讲嘉宾郑颖博士 



 

盛夏近百名读者聆听讲座 

 

郑颖博士解读城市与建筑的关系 



 

讲座结束后，读者与郑颖博士讨论 

2018年 7月 21日下午，尽管天气炎热，仍有近百名热心读者参加了天津图书馆在文化

中心馆四楼会议室举办的“数字图书馆深度游”读者培训活动：“漫游天津系列——城市视

野下的天津近代建筑赏析”。 

本场讲座嘉宾郑颖是天津图书馆的老朋友，2017年她曾来到这里主讲“漫游天津系列

——天津近代建筑美学鉴赏。郑颖，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本科毕业，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天津

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副所长，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ICOMOS）专家成员。主要从事天津近代城市遗产保护及再生工作，研究领域涉及近代城市

规划史、近代建筑价值研究等。郑颖博士关注并积极参与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编著的《漫

游在天津》是具有科普性与专业性的遗产介绍手册。主持微信公众号“近代天津”，致力面

向非专业市民的城市遗产科普宣传。2016 年曾受邀在 TEDxMachangRoad进行讲演，介绍天

津近代建筑的美学欣赏。 

郑颖博士以展示天津近代建筑中极具代表性的 “西开教堂”“先农大院”等照片，拉

开了城市视角下的天津近代建筑鉴赏的帷幕。郑颖博士指出建筑的存在离不开城市的环境，

建筑在城市中的地理位置、与城市建设过程的关系以及周边环境的影响、相互作用决定了天

津的近代建筑遗产在城市规划、建筑样式、建筑技术等多方面表现出的多元特征。 

接下来，郑颖博士就本场讲座的重点展开——天津从运河到海河的发展与演变。从 1739

年到近代天津，郑颖博士都精心为读者准备了不同时期城市发展的地图。天津依运河建城，

自诞生之日起便与北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现在讲的京津冀一体化，如果追源，可以

追溯到 600多年前天津建卫筑城。近代天津，海运、海河的位置，决定了近代城区的位置。



1860年从英国划定第一个租界开始，租界区开始建设，形成街区。义和团运动后，引发八

国联军之役，八国先后在天津开始建租界，形成天津多国租界的特点。城市与运河、海河有

着紧密的关系，以老城厢为中心向外环状扩张，城市化过程是非常常见的现象，折射出天津

近一百年的城市发展历程。 

不知不觉间，讲座接近尾声，郑颖博士提出：行走城市、保护遗产，也就是希望大家多

多在城市间行走，用自己的力量，以自己的方式保护古迹遗址。讲座后还有许多读者仍意犹

未尽，纷纷找到郑颖博士，询问下次讲座的时间，希望图书馆多举办类似的系列主题讲座，

让更多的人了解天津、热爱天津、留在天津。 

今年下半年“数字图书馆深度游”还将为广大读者奉上一系列精彩纷呈的阵地讲座和线

上答题活动。请广大读者关注天津图书馆网站和微信服务号，期待您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