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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慕名来参加讲座并排队签到 

 

在广大读者的期待中讲座开始啦 



 

天津图书馆的老朋友郑颖老师 

 

全场座无虚席 



 

很多年轻读者通过微信报名参加活动 

 

讲座结束后，很多读者与郑颖老师交流 

2019年 9月 29日下午，天津图书馆文化中心馆在四楼会议室举办了“数字图书馆深度

游”天津近代建筑美学欣赏系列活动，本期活动的主题为“天津城市空间演变——城市与水

体”。讲座吸引了众多对天津近代建筑感兴趣的读者积极参与其中，现场气氛火爆，座无虚

席。 



广大读者朋友对主讲嘉宾郑颖老师并不陌生，这是暨 2017 年、2018年之后郑颖老师第

三次受邀来到天津图书馆开讲。郑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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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本科毕业，日

本东京大学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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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开始，郑颖老师以伦敦泰晤士河、圣彼得堡涅瓦河、京都鸭川为例，指出城市大多

是沿河而生，天津更是海河五大支流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的汇合处和

入海口，素有“九河下梢”“诸河尾闾”之称，为之后进一步讲解水体对天津城市空间演变

的影响做好铺垫。 

其实城市的存在不仅与河流息息相关，河流更是决定了城市中心的位置及变迁。天津自

古因漕运而兴起，依运河筑城设卫，老城厢曾是天津最早的城市中心，之后随着海河沿岸各

国租界的出现，城市中心转移到了英、法租界（现解放北路）。城市中心从运河向海河转移，

与城市功能、城市定位有着紧密的关系，折射出天津近一百年的城市空间演变。 

河流还与城市的重要功能密切相关。郑颖老师通过为读者展示不同时期城市公共建筑分

布的地图，指出城市重要的银行、商贸公司、特别是各国领事署，均位于海河两侧，以便占

据交通优势。天津旧时曾有“小杨州”的美称，水面占市域面积 45%，“十里鱼盐新泽国，

烟树参差碧水乡，云帆江店小金阊，二分明月小扬州”便是对天津最好的诠释，然而随着水

面淤填，1969年天津最后的洼淀干涸，水面仅占市域面积 8.5%，引起了读者的阵阵惋惜和

思考。 

最后，郑颖老师又用照片展示了塞纳河给法国人带来的浪漫、惬意与悠闲，同时也期待

海河能够焕发出更多的生机与活力，从而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氛围。大量的图片、

详实的考证、生动的讲解，不时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讲座结束后有许多读者意犹未尽，与

郑颖老师分享自己对于天津城市进程的切身体会，并希望图书馆举办更多主题的系列讲座，

从而加深对家乡历史文化与建筑文化的全面理解。 

今年“数字图书馆深度游”还将继续为广大读者奉上一系列精彩纷呈的线下讲座和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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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