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全省14个历史文化街区之一，大连市的中山广场
具有建筑、艺术、文化、历史等多重价值。这个始建于1899
年的古老街区，由沙俄建筑师参照巴黎的城市建设理念设
计，日本侵略者进一步修建。这里一共分布着15处文物建

筑。这些建筑风格各异、各具特色，不仅见证了大连地区百余年的历史
变迁，也见证了近代大连乃至东北的货币战争之猛烈。

核心
提示

在中山广场四周，围合着多座具有
西洋古典主义、折中主义、哥特式、巴洛
克式等风格的建筑。正因为艺术价值
独特，所以很多大连人称中山广场是“没
有围墙的建筑博物馆”。这其中，大和旅
馆，也就是现在的大连宾馆，是较为引人
注目的一座。

大和旅馆始建于1909年，耗时5
年完工，距今已有百余年。大和旅馆
是当时的连锁酒店，除了大连市内及
旅顺口区外，大和旅馆在沈阳、哈尔
滨、长春等地也有门店。

大连的大和旅馆属于巴洛克式建
筑。在中心入口，有一个绿色的拱形雨
棚，顺着雨棚拾级而上，就来到了旅馆
正门。抬头仰望，整个旅馆正面庄重大
气，外立面采用花岗岩铺装，窗棂细节
之处充满了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

杨玉璟介绍说，1906年，日本成立
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
铁”。在中国东北，“满铁”通过发展经
济力量的方法，来达到增强军事实力
的目的。大和旅馆正是“满铁”拓展和
辅助业务之一。

大和旅馆的设计师是两个人，一
位是太田毅，一位是吉田宗太郎。值
得一提的是，前者太田毅，也是沈阳站
火车站的设计师。不过太田毅35岁
就去世了，大连的大和旅馆可以说是
他的最后一个作品。

耗时5年建成的大和旅馆在当时
被称作“满铁最辉煌的建筑”。百余年
前，大和旅馆房间内的水管就能放出冷
热水，一些房间自带卫生间。卫生间
内，上水管使用的是紫铜材料，下水管
道是铅管，浴缸是铸铁外面覆盖白色搪
瓷漆的，坐便器具也是瓷白色的。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苏联
占据了大连，这时的大和旅馆变身为苏
军警备司令部，司令部撤出后，这里是
全苏国际旅行社。1950年改为中国国
际旅行社大连分社，1956年这里更名
为大连宾馆，直至今日。

从建成至今的百余年间，从大和
旅馆到大连宾馆，这里曾接待了百余
位名人。196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
夕，毛岸青和邵华的婚礼就是在大连
宾馆会客厅内举行的。

大连大和旅馆和沈阳站
出自同一个设计师

在大连中山广场历史文化街区内，
一共分布着15处文物建筑，这其中，与
银行有关的有5处，即东洋拓殖株式会
社大连支店旧址、朝鲜银行大连支行旧
址、横滨正金银行大连支店旧址、台湾银
行旧址、大清银行大连支行旧址。

“近代东北地区货币制度之紊乱，
冠于全国。”辽宁省钱币学会监事、沈
阳金融博物馆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
馆员刘磊说，银行旧址在中山广场附
近之密集，以及这些银行背后的历史
变革，说明了近代大连地区在各方势
力的角逐下，不同金融机构发行的货
币彼此之间竞争十分激烈，这也通过

“大连”这个点折射出当时东北地区货
币制度之乱。

刘磊介绍说，在日本占据大连时
期，虽然中山广场附近银行除了一望
而知的横滨正金银行大连支店等日系
金融机构之外，还有日本殖民机构开
办的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大连支行等
不同银行，但实际上，它们的背后都有
日本帝国主义的身影，都是日本对华
进行金融侵略的马前卒。

以台湾银行为例，台湾银行是
1899年日本政府以100万元为额度，
认购了台湾银行股份，同年6月正式
成立“株式会社台湾银行”。直至日据
时期结束之前，台湾银行一直扮演发
行日本总督府通行货币“银圆”“金圆”
的关键性角色。除了货币印制之外，
台湾银行也担负扶植日本本土企业的
任务。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旅大地
区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当时，大连
地区的百姓手中经常使用的货币有苏

联红军票、伪满币、朝鲜银行券等。
刘磊介绍说，为了防止国民党统

治区货币流入，经与苏军方面协商，中
共领导的红色金融机构在大连地区进
行了第一次货币改革，也就是在苏联
红军票和伪满币的10元、100元纸币
上，贴上由苏联印制的同面额的小方
帖，俗称“加帖票”。目前，在沈阳金融
博物馆内，还收藏着这样的“加帖票”。

1947年，中共领导下的大连红色
政权在清理横滨正金银行大连支店等
16家日伪银行基础上成立了大连银
行，后更名为关东银行，直属中国共产
党关东公署领导，位置就在原朝鲜银
行大连支行旧址。

关东银行成立后，1948年，大连地
区再次实行货币改革，苏联红军票和伪
满币限期停用，旧币由关东银行全部收
回，并发行关东地方性货币，票额分为一
百元、五十元、十元、五元、一元五种，宣
布了关东银行券的正式诞生。

“相比较炮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
争，近代大连地区的货币战争同样激
烈，中山广场的这些银行旧址建筑恰
恰见证了这些。”刘磊说。

密布的银行
反映了当时货币战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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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川流不息。
作为城市核心区域之一，已经百

余岁的大连市中山广场至今仍然人群
熙攘，车水马龙。

中山广场规划于1899年。这是一
个并不太平的年份，在多份史料中，在
这一年份发生的历史事件均有着翔实
记载。

1894年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以
清政府战败签订《马关条约》而告终。
但是，沙俄、德国和法国这三国不甘心
日本独占辽东，最终“三国干涉还辽”，
清政府在支付了3000万两白银后赎回
了辽东半岛。然而，在日本退出不久，
沙俄以保护中国为由，将军舰驶进旅
顺和大连湾。1898年，沙俄迫使清政
府签下了《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

租地条约》，将旅大变成了沙俄的“租借
地”，自此，沙俄对旅大地区实行了7年
的殖民统治。在这个历史背景下，
1899年，沙俄建筑师开始编制大连的
城区建设规划。

大连城市历史研究者、大连市规划
展示中心副研究员杨玉璟介绍说，1899
年，由高级建筑师斯科里莫夫斯基编制
了“达里尼”，也就是现在的大连市区规
划。在这个规划中，现在的中山广场、
当时被称为“尼古拉广场”，是当时大连
城市规划的中心点。

这份规划具有19世纪欧洲城市设
计理念。按照规划，尼古拉广场被设
计成全市最大的城市广场，且在广场
周边安置了银行、剧院、法院、议会、邮
局、电报局等重要的城市公共建筑。

在这个规划里，中山广场被打造成了
这座城市的公共中心。

1905年，日俄战争后，作为战胜国
的日本接替沙俄占领了大连，将“达里
尼”更名为“大连”，同时将“尼古拉广
场”更名为“大广场”，并沿袭沙俄时期
大连的城市规划方案。

在之后的20多年间，日本在大广
场周边布置了代表日本政治势力和经
济实力的重要机构，比如银行、民政署、
警察署、电话局、宾馆等，大广场成为当
时大连的政治经济中心。

1945年以后，中山广场周边建筑基
本保留了原有的建筑形态。时至今日，
中山广场区域仍是城市最繁华的中央
商务区，也是大连城市发展的核心区。

如果说百余年的时光给予了中山

广场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那么，辐射
状的布局则带给了中山广场空间上的
与众不同和标新立异。

当年在对大连进行城市规划时，
担任港口和城市建设规划的高级建筑
师斯科里莫夫斯基采用了西方城市中
较为流行的“环形+放射状”路网的设计
手法。中山广场的城市形态则借鉴了
巴黎星形广场的放射状布局方式——
以中山广场为核心，向外辐射10条道
路，这种布局，延续至今。

“这种巴洛克式城市空间格局是
当时世界流行的规划体系在中国的规
划范本，使大连城市风格体现出欧洲
古典主义的特征。”大连市国土空间规
划设计有限公司专项规划二所所长周
瑾说。

沙俄建筑师设计出时髦的放射状广场

100年前，引入城市“放射状布局”理念

大连中山广场参照巴黎星形广场设计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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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街区档案

名称
大连市中山广场
时间
1899年至今
位置
大连市中山区
核心保护面积
9.1公顷

大连民政署旧址
哥特文艺复兴
1908年

1

大和旅馆旧址
文艺复兴巴洛克
1914年

2

朝鲜银行大连支
行旧址
欧美近代古典
1922年

33

横滨正金银行大
连支店旧址
文艺复兴
1909年

4

大清银行大连支
行旧址
欧美折中主义
1909年

5

东洋拓殖株式会
社大连支店旧址
西洋古典现代主义
1936年

6

大连市役所旧址
和风欧美折中主义
1917年

7

关东都督府邮便
电信局旧址
和风欧美近代折中
1925年

8

苏联领事馆旧址
欧式民居
1905年

9

基督教圣公会礼
拜堂
哥特式罗曼风格
1928年

10

人民文化俱乐部
现代主义简洁风格
1951年

11

台湾银行旧址
和风
1910年

12

大连烟酒专卖局
古典主义
1929年

13

鲁迅路李氏旧居
西洋古典现代主义
1925年

14

美国领事馆旧址
欧式风格
1931年

15

1945年，在原旧币上贴苏联印制的小方帖，俗称“加帖票”，成为法定货币。

领航强军 铁流浩荡
（上接第七版）
经过战斗力标准大讨论的思想

洗礼、重大演训活动的血火锤炼、训
风演风考风的彻底整治，全军上下汇
聚起练兵备战的强大合力，部队官兵
居安思危、枕戈待旦的忧患意识进一
步强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敢于
斗争、敢于胜利的血性胆魄进一步激
发，能打仗、打胜仗的核心能力进一
步提升。

仗在什么条件下打，兵就在什么
条件下练。“十三五”期间，陆军组织36
万人次抵近高原、岛屿、丛林驻训演
习；海军利用战备巡逻、跟踪监视、支
援掩护等时机，组织300余次海上突
击、反潜、两栖、援潜救生等作战行动

实案化演练；空军数十个航空兵旅团
1300余名飞行员赴高原和远海训练；
火箭军数十个导弹旅在高温高湿战场
地域完成全防护条件下连续发射训
练；战略支援部队数万人次进行机动
支援训练，熟悉了战场、检验了装备、
验证了战法。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
基地成立三年多来，先后与法国、意
大利、西班牙等多国驻吉军队开展联
演联训联赛，为吉方组织 7 期近 400
人次军事技能训练，发挥了中外军事
交流合作“前哨”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与10余个
国家军队形成稳定联训机制，与30多
个国家军队开展80余场联演联训，与

15个国家开展68场军事竞赛，从双边
到多边、从周边到远海、从“走出去”到

“请进来”，拓展了军事交流合作的深度
广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
中国支撑力量。

多型战机首次飞越宫古海峡，航
母编队出第一岛链，远洋远海训练捷
报频传；各战区应急应战训练渐入佳
境，聚焦现实安全威胁，深入军事斗
争一线练兵；大国重器训练稳步推
进，推动军事训练不断延伸，不断练
硬练强制衡对手的“杀手锏”……新
时代的军事训练呈现出振奋人心的
壮阔场景。

金秋时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在北京召开。全会对党和国家事业

作出全面部署，也对国防和军队建设
提出新的要求——

“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
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加快机械化
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全面加强练
兵备战，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的战略能力，确保二〇二七年
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

着眼百年绘蓝图，昂首阔步再出
发。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坚
强领导下，新时代军事训练向着建军
百年奋斗目标奋勇迈进。

新华社记者 李学勇
李宣良 梅世雄

解放军报记者 费士廷 钱宗阳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上接第十版）
为达到功能最优，嫦娥五号每一

部分的重量都“克克计较”，用了两年
时间进行“减重”；为实现好世界首次
月轨交会对接，探月人进行了 60 余
个专项试验，以期充分验证、不留疑
点；国家航天局还组织全国专家，进
行全过程质量管控……

千万颗心，连着太空；亿万双手，
托举航天。未来，中国人探索宇宙的
脚步还将走得更远。

“在探测太空的领域，中国不能缺
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嫦娥五号
探测器副总指挥张玉花说，从奔月到

“闯”月、从跟跑到并跑，中国人在不停
求索，部分领域已经开始领先。

探月工程三期研制过程中，国家
航天局对后续的月球探测进行了论
证，规划了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任
务，这两次任务目标是建设月球科研
站基本型。中国向国际社会发出倡
议，希望与世界各国合作，共建国际
月球科研站，这将为月球科学探测和
月球相关技术的实验提供共享平台。

“这次嫦娥五号肩负着月球采样
返回的光荣使命，我们的天问一号也正
在飞向火星的路上，我们还要飞得更
远，去探测木星、小行星并建设我们的
国际月球科研站。中国已经昂首进入
了深空探测的新时代。”欧阳自远说。

记者 胡 喆 陈凯姿
新华社海南文昌11月24日电

探月“三步走”收官“有看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