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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建筑 中西合璧
走近法国领事馆旧址，遍布整栋房屋

的卷拱让这栋老房子充满了法兰西的浪
漫风情，而小青瓦搭建而成的歇山式屋
顶，又让它带上了一丝娇俏的东方色彩。

百余年时光里，这栋老建筑一直优雅
地矗立在这里，如同它的地名——凤凰台
一样，让人过目不忘。

“不论是在百年前还是如今的重庆
城，兼具法国浪漫与中国俊秀的法国领事

馆，都是这座城市里的美景。”渝中区博物
馆相关负责人说，虽然外观保存相对完
整，但在修缮工程实施之前，这栋老房子
的内部，已经满是沧桑。

彼时，由于年久失修，洋房的木制栏
杆已经出现了一条条清晰的裂缝，室内的
壁炉也被废弃封堵，小青瓦的屋顶因为久
未修补，已经无法抵挡雨水，就连老洋房
上那一处处带有西式风格的雕塑，也在岁
月的流逝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风化。

“它不仅是外交场所，更是重庆近现
代史的见证者。”据渝中区博物馆相关负
责人介绍，1890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
专条》把重庆列为通商口岸。1894年，法
国官员到重庆考察设立领事馆。1896年
2月，清政府与法国议定，允许法国在重
庆设立领事馆。1896年3月26日，法国
驻渝总领事馆正式开建，任命原驻汉口副
领事哈士为重庆首任领事。

当时的法国驻渝领事馆负责管辖四
川、贵州、甘肃、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区的
交涉、通商和法国侨民事务。

1898年，法国领事馆完工。自此，这
栋风情万种的老建筑，开始担负起它的历
史使命，见证着重庆的近现代史。

新中国成立后，这栋建筑历经幼儿
园、缝纫车间等身份变迁，内部结构饱受
岁月侵蚀，但外观始终保持着优雅的轮
廓，宛如凤凰台上永不褪色的“历史名片”。

修旧如旧 技艺传承
当年法国人在建造这栋洋楼时，造型

是西式风格，施工则使用中国特色。“单从
建筑工艺上看，法国领事馆旧址是重庆近
百年历史上非常具有中西合璧代表性的
老建筑。”参与法国领事馆旧址修缮工程
的总工程师陈祖林说。

为了保持建筑原貌，法国领事馆旧址
修复全部按照一个世纪前的建筑理念，面
对木构腐朽、屋顶渗漏、雕塑风化等难题，
团队严格遵循“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
原则，拒绝使用现代水泥，转而以糯米、石
灰与头发混合的传统黏合剂修补外墙；缺
损的木构件经编号登记后，或加固留存，

或按百年前工艺复刻；壁炉、雕花门楣等
细节均以史料为据，逐一还原。

最艰巨的挑战在于，平衡保护与修
复。顶层曾被杂物堆满的天棚，清理后露
出原始木梁；封堵的壁炉重新疏通，深褐
色楼梯的裂缝被细密填补。就连风化严
重的西式雕塑，也通过3D扫描与手工雕
琢实现无损修复。

“每一处修补都要让后人看出历史的
层次。”陈祖林说。半年全封闭施工，让这
栋老建筑悄然褪去沧桑，却未丢失一丝岁
月质感。

焕新开放 时空对话
在法国领事馆旧址焕新开放之际，一

场名为“笔触绘母城·时光刻建筑”的钢笔
画展同步启幕。展览由重庆大学建筑城
规学院教授欧阳桦倾力呈现，70余幅钢

笔画手稿以黑白线条为媒介，将山城的建
筑肌理与历史魂魄凝于纸面。这场展览
不仅是对建筑美学的致敬，更是一场跨越
时空的城市记忆对话。

展览分为“山地街区”“历史建筑”“抗
战印迹”三大篇章，每一幅作品皆是建筑学
者与艺术家的双重凝视。欧阳桦以建筑学
者的严谨与艺术家的浪漫，将吊脚楼的烟
火人间、历史街区的岁月肌理、抗战建筑的
庄严脊梁，定格为永恒的视觉史诗。

这些凝固时光的建筑图卷，既是砖石
结构的解构学样本，更是一座城市集体记
忆的活态档案。这些穿越时空的建筑肖
像，既是大众对城市文脉的深情凝视，更
是对重庆城市精神的当代诠释。

展览现场，市民陈东华在钢笔绘就的
《法国领事馆旧址》前驻足良久。画中卷
拱门廊的阴影如时光褶皱，歇山式屋顶的
瓦楞排列似历史年轮，西式壁炉与中式雕
花木门的细节皆以极精密的交叉线呈
现。“我小时候常在这里跑闹，如今画里的
场景和记忆一模一样。”陈东华说，“这些
画让老建筑‘活’了过来，它们不再是冰冷
的砖瓦，而宛若一位正在讲故事的老人。”

渝中区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说，从1896
年到2023年，法国领事馆旧址的百年变
迁，映射着一座城市的开放与坚守。修缮
不仅让建筑重生，更让历史可触可感。这
座“新生”的百年洋楼，正以静谧之姿，向世
界讲述重庆的开放往事与文脉传承。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百年洋楼涅槃重生
法国领事馆旧址焕新开放

“我们已经找了一整天，却没有任何
消息，这让我们非常焦急！”5月10日19
时左右，北碚区公安分局童家溪派出所
接到郑先生的紧急求助电话。原来，患
有精神疾病的周婆婆自5月9日晚上从
沙坪坝区陈家湾的家中离开后便下落不
明。更令人担忧的是，老人身上没有携
带任何通讯工具，家人四处寻找，却始终
未能找到，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就在这
时，郑先生偶然得知周婆婆曾在北碚区
童家溪镇出现过，于是立即向北碚警方
求助。

接到报警后，童家溪派出所迅速启
动寻人机制，立即安排警力全力搜寻。
民警刘晓涛详细询问了周婆婆的外貌特
征、衣着打扮、走失时间等关键信息。同
时，他积极利用社区“网格”力量，将寻人
启事发布到辖区各个网格群，动员热心
群众一同参与寻找。

另一组民警则迅速进入监控室，调
取周边各个路口的监控视频。他们聚精

会神地盯着屏幕，一帧一帧地仔细查看，
不遗漏任何可能的线索，试图从海量的
监控信息中找到周婆婆的身影。与此同
时，派出所还组织精干警力，在周婆婆可
能出现的区域展开搜寻。“师傅，这两天
有没有看见过这个婆婆？”“请帮忙留意
一下，发现了随时联系我们。”民警们穿
梭在大街小巷，逐一走访路边商户，耐心
询问是否见过老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可
能的线索。

几个小时后，监控组终于传来好消
息：民警发现，周婆婆从沙坪坝区陈家湾
出发，步行经过双碑街道，最终到达北碚
区童家溪镇同兴南路附近后，便从监控
画面中消失了。掌握这一重要线索后，
派出所立即增派警力，以周婆婆消失的
区域为圆心，向四周辐射展开更加细密
的拉网式搜寻。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搜寻工作仍
在紧张进行。经过连续8小时的高强度
奋战，终于在5月11日凌晨2时许，民警

在一处人行地下通道发现了走失的周婆
婆。此时的周婆婆，已经超过40个小时
未进食，身体非常虚弱。“婆婆别怕，我们
送您回家。”民警用温暖的话语慢慢安抚
着老人的情绪，并贴心地递给她矿泉水
和面包。

接到通知的郑先生急忙赶到现场，
看到母亲平安无事，他激动得声音有些
哽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如果不是
你们，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民警将周婆
婆安全交到郑先生手中，并再三叮嘱：

“一定要加强日常看护，多留意她的动
向，尽量避免让她单独外出。”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家中若有老
人，特别是患有疾病的老人，可为其制作
身份卡放置在衣袋内，卡片上详细写明
姓名、家庭住址、联系电话以及主要病症
处理方法等信息。如果条件允许，还可
以为老人佩戴防走失定位设备，多一份
防护，就少一分担忧。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郑三波

患病老人走失两日 警方8小时极限搜救

致敬“鹰飞之城”相约“浪漫之都”

无人机再“秀”新图案
“啷个恁个嘞个好看吔？”5月17日晚

上9点，重庆无人机灯光秀以一句接地气
的重庆方言拉开序幕，很多新图案令不少
市民游客大呼“过瘾”。记者在现场看到，
不少年轻人在南滨路上以无人机图案为
背景合影留念，特别是压轴图案“520”出
现时，令不少年轻情侣发出欢呼。

常态化展演的无人机灯光秀如何吸
引“老顾客”？答案只有两个字：创新。在
当天晚上的图案中，南山大金鹰观景台以
及腾飞的雄鹰图案致敬重庆“鹰飞之城”
国际生态名片。旋转的摩天轮图案演绎
城市的动感，“璧山梦界水世界六一开园”

“阿维塔邀你一起奔赴热爱”“相约重庆，
共创热爱”让当晚的无人机灯光秀成为文
字与各种创新图案有机交织，在两江四岸
的夜空演绎了不一样的精彩与浪漫。

“‘520’的出现的确给了我们一个惊
喜！”从湖南来重庆旅游的年轻情侣何廷
杰和女友说，还有3天才是5月20日，但
是主办方考虑得很周到，在当天的表演中
提前释放了温馨的问候。山水之城美丽
之地的旅游经历的确让人难忘，期待重庆
的无人机灯光秀不断满足游客的期待，争
取每一次都有新图案，让更多的中外游客
来此邂逅科技与艺术的视觉盛宴。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摄影报道

5 月 17 日下午，由渝中区文旅委
（体育局）、渝中区委老干局、区民政局
联合主办，渝中区老年人体育协会承办
的2025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
动重庆市渝中区分会场在珊瑚公园启
动。

在推广太极拳这项中国传统健身运

动和文化理念的同时，展示我市开展全
民健身丰硕成果。

渝中区老年人龙舞专委会的50余
名老年健身爱好者献上气势磅礴的健身
龙舞，点燃现场气氛。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实习生 陈宣兵 摄影报道

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在珊瑚公园率先启动

夏阳斜照，渝中区南纪门
凤凰台35号的一栋黄色洋楼
在时光中静默如诗。

历经127载风雨，这座融合法兰西
浪漫与东方俊秀的法国领事馆旧址，经
过全封闭修复，终以“修旧如旧”之姿重
现风华。

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当天，这座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用一场“笔触
绘母城·时光刻建筑——欧阳桦钢笔画
作品展”，正式敞开对外开放的大门。

渝中区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这
不仅是一栋建筑的涅槃重生，更是一段
城市记忆的鲜活延续，市民可循着青石
板老街，踏入百年领事巷，在修复一新
的壁炉、木雕与卷拱间，聆听中西文明
碰撞的时代回响。

市民正在正式对外开放的法国领事
馆旧址中观展

修缮完毕的法国领事馆旧址外观 渝中区博物馆供图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欧阳桦教授

笔下的法国领事馆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