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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国著名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研究历史应先从地理环境出发,其次探讨社会经济型态,最后才以这些为基础,来说

明当时的政治军事等事件。按照这个观点来看,任何一个城市形态及文化特征的背后,都与其地理环境条件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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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地处中国华北平原北部,北拱神京、东临渤海,是中国北方最大的

港口城市,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天津位于海河流域下游,属暖温带半湿

润大陆性季风气候,是海河水系的汇合处和入海口,水资源形势受上游来

水的影响较大。全市自北向南主要的水系有蓟运河水系、潮白河水系、北

运河水系、永定河水系、大清河水系、子牙河水系和南运河水系,素有“九

河下梢”“河海要冲”之称。 

随着海岸线的不断变迁及湖泊洼淀的演化,华北平原内由人类活动而

逐渐形成的许多聚落乃至城池,均共同拥有着不同于其他地貌的城市意

像。当代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曾经评价天津、保定、广府等华北地区的城

池是“在一片低洼的湖泊中,矗立在汪洋上的都市”。 

天津故城,就是华北平原中在湿地上建城的典型代表。从地理环境角

度来看,天津地势低洼,潮湿多水。除了直接影响天津城市布局的海河五大

支流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在故城周边盘桓交汇以外,

大小不一的“坑、塘、洼、淀”同时于城内外星罗棋布,有据可查者约莫

300余个。在如此鲜明而独特的城市水文风貌的影响下,天津故城的城市形

态势必会与其产生某种关联。 

1 运河水系对城市选址的影响 

我国古代漕河运输尤其是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使用,带动沿线诸多城市

因航运而兴。天津地区的城市,就是作为南来物资运往北方边境或政治中

心的中转地兴起,而后逐渐发展成为古代南北水运的枢纽,并带动城市整

体的发展。古代天津的发展,从最初三岔河口的小聚落,至明代设卫建城,

到清代的天津府,无不受海河航运变迁的影响。 

在明王朝正式迁都北京后,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重心北移。但当时

北方的经济实力远远不能保证浩大的各项建设与军事支出。因此,明统治

者只好以漕运发展来快速充实京师。当时北调南粮,无论海运还是河运,

均须抵卸,换装船,再转运至北京。故而位于海河(联通渤海)与运河交叉口

的天津遂成为最重要的漕运枢纽。进而一步步发展成为北方最重要的商业

中心。 

2 天津水文条件对城市形态的影响 

在由于军事与经济双重因素影响下,天津卫城于永乐二年(1404)年正

式选址兴建。从天津卫城城池与南运河及海河的位置关系来看,自北门距

南运河距离与自东门至海河距离基本是一致的,约为百丈。因为满载漕粮

的船舶到节点口岸后,须有一系列相应的交接工序,如交卸、验装、囤储等

等,这相应的需要一定的空间来实现。另外,随着大量槽米在城市与码头间

交卸,大量随船负载的商货也多随之销售集散,于是就产生了商贾的汇聚

及百货的云集,进而在城市周边产生了繁华的商业空间。 

另外,天津所在地原为海洋,四千多年前,在黄河泥沙作用下慢慢露出

海底,形成冲积平原。受退海之地的影响,以及自然条件的演变和孕育,天

津故城境域范围内逐渐诞生了数目庞大的河流、湿地与湖泊。天津城后来

东西长、南北短类似“算盘城”的形态想必与此也有直接关系。因为据史

料记载,天津卫城除东、北两边临河承载漕运码头功能外,城南出南门即为

一片广阔的湿地。因此为了保证必要功能下的城市规模,城市空间自然的

向西面发展,形成现在的格局。 

3 天津主要水系对城市生活用水的影响 

历史时期的天津水资源丰富,海河的地表水是城市生产生活和漕运用

水的主要水源,对地下水的利用量极少,城郭附近的海河上游地区是城市

的供水保障区域。天津建城之前,居民点主要集中在南运河沿岸和三岔口

附近。由于当时人口规模小,且距水源近,水源问题容易解决。明初建立天

津卫城,位于三岔河口附近,南运河和海河绕城外流过。明代建城之初,城

内居民曾尝试掘井,但由于地下水盐碱度过高,苦涩难饮,水井相继被废弃,

不再取水。由于地下水无法使用,地表水成为居民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

明清两代几番修建水闸将运河和海河水引入城中,但由于并没有建立起完

善的城市供水网络,很多居民依然需要到城外河岸挑水。 

近代以来,随着开埠通商,外国殖民者对海河沿岸港口的经营和维护,

天津城市当中首次出现了有现代化意义的自来水厂。当时天津的城市用水

主要由天津自来水厂和济安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供给,但取水源仍来自周

边河流。天津自来水厂主要将海河水作为水源,取水口位于英租界所处的

海河中游；而济安自来水厂最早的取水口设在南运河,后来又在子牙河增

设水源,并最终成为天津当时最大的城市供水公司。 

4 结语 

天津是一座因水而兴起、发展、繁荣的城市,其特殊的自然水文环境

孕育了这片温润的土地,进而也影响着这座城市的文化特征。例如天津方

言中讲“精气神儿”,骂人是“死蔫蛆”,另外天津人吃煎饼果子,吃大饼

卷牛肉,把这种吃法叫“吹喇叭”,这些全都是码头遗风的体现,也代表着

一个地域的文化特征渗透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中。而天津城市中其他更深层

次的空间形态与暗含的文化特征,则值得我们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持续不

断的研究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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