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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秀云：一个现实版格格的再世传奇
■ 本报记者 周明喜 赫金峰

坐落在天津鼓楼南街 30 号的天津格格府是天津首

家私人博物馆，也是鼓楼风貌街的主要文化遗存，连同

广东会馆等晚清建筑一起，在鼓楼改造时被保存下来，

是天津老城厢仅存的清末风格的四合院。

格格府是清光绪时期清宫第一位女翻译官、慈禧太

后贴身翻译——裕德龄在津居住的府邸。在鼓楼改造

以前为三进院，雕梁画柱、山石、喷泉、荷花一应俱全，尽

显皇家风采。在改造中，由于南街的需要，格格府去掉

了一进院。经现主人的精心呵护，格格府昔日风采犹

存，并被改造成天津首家私人博物馆。

臧秀云是格格府的新主人。这位集房地产董事长、

影视投资人、慈善活动家多重身份于一体的现代传奇女

性，也是一位资深古玩收藏家。在格格府里，展出的展品

全部为臧秀云多年收藏的文物，其中不乏业内叫绝的珍

品。格格府前后两进院、六大展馆，分别为“瑞月澄空”

馆、“古韵香云”馆 、“含华炳丽”馆、“玉彩凝清”馆、“物华

天宝”馆、“气雅神融”馆，其中，“气雅神融”馆中包括格格

生前的书房和起居室。珍贵的文物展出于格格府内，使

建筑的历史文化和文物的历史文化混然天成。

典藏文化，近乎道游于艺

歌德说：“收藏家是最幸福和快乐的人。”收藏也是

一种人生的态势，收藏之趣在于藏品是文明不可再生的

物质载体，蕴含着悠久的文化。品尝古玩奇珍，可谓赏

心悦目；收藏古宝遗迹，更是一种文化继承。收藏家往

往是以“近乎道”的抱负、“游于艺”的心态，让这些文物

得到提升和滋养。

臧秀云喜欢古董，这跟她的成长环境有关系。在她

的记忆中，外祖父家里收藏了许多古画和瓷器、玉器。

耳濡目染下，臧秀云 20 多岁就开始购买各种瓷器、玉器，

但那时她没想过这些东西值不值钱，只是因为从心眼里

喜欢。“我还记得我们家有一对祖上传下来的古瓶，是乾

隆年间的，还有一些玉呀，字画什么。我那时候虽然不

懂，但一看就非常喜欢，就觉得我和这些东西有缘。”

臧秀云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移居香港，在那边，她

拜了一位鉴赏大家为师，专心学习如何鉴别艺术品的真

伪，潜心研究古董以及古董和艺术品的收藏，开始走上

正规化的收藏之路。几年后，臧秀云的收藏品多达几百

件，其中更不乏国宝级的文物，她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收

藏家。

在这里，特别要重笔提及的是，臧秀云是位有着强烈

爱国心的收藏家，是位有着博大公益胸怀的收藏家。她

不但有将我国五千年文明史珍品保留下来的“野心”，还

有把遗失海外的历史文物回购的志向，更有收购国外宫

廷古董的愿望。而这些心愿，都在近年来被她逐一实现。

近年来，臧秀云收藏了从各处淘来的大件紫檀黄花

梨家具、瓷器、玉器和木器以及历代名人的书画，包括慈

禧和同治皇帝的亲笔题字，甚至明朝、清朝皇帝的诏书。

为了更多地回购海外文物，为大家展现回流文物的魅力，

她走遍世界各地，到过各大拍卖行。凡是她认为有价值

的中国文物，她都会想方设法回购，让这些流失海外的文

物回归祖国。仅在德国，她就拍回 20 余件文物。还曾请

专人留守国外，搜寻购买当地的古董。臧秀云说：“我要

让这些西洋文物在东方展示他们的风采。”

臧秀云喜欢这些宝贝，经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对

这些珍品一呆就是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跟它们交流

对话。她说：“它们不仅是藏品，更像是我的好朋友，有

了它们我这一生都不会有孤单感。”

2004 年秋天的“十一”长假，又到了收藏界雅士们淘

宝的好时候。臧秀云就到鼓楼去，想淘点古董回来。冥

冥之中，她走到位于鼓楼南街的一个小院门前。她说：

“当时就一个小门，看上去很荒凉，大门用一个大链子锁

着，用手一推，‘嘎吱’一声，从门缝往里看，能看到院落

最深处的地方。”

尽管里面已经“破败不堪”，但是有一股“架子不到”的

神韵和摄人心魄的古风，让臧秀云久久凝望，流连忘返。

这里原来是三进三出的院落，后因鼓楼的街道修

造，缩为两进两出了，四梁八柱青砖瓦房，占地两亩，仍

然保留着晚清民居风格。臧秀云隐隐感觉到心中的一

根弦被拨动了，仿佛是有个远古的声音在召唤，使她像

高山流水遇知音那样兴奋，当时就决定买下来。臧秀云

说：“那些梁柱和尘封的雕刻都在告诉我，这是套难得的

好房子，而我也被深深吸引了。”

这座院落属于鼓楼商业街的开发商龙城集团。开

发商把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全部置换走，打算整体出

售。因为是节假休息日，龙城集团的负责人没有在现

场，臧秀云度日如年地等了 3 天。第三天，她痛快地付

出 1000 多万元，就成了这座院落的新主人。“‘格格府’之

前卖了 3 年都没卖出去，我来到这里后……当时就买下

了它，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缘分。”

等到买下房子以后，臧秀云才知道这是清朝光绪年

间，一位被称为和硕格格的府邸。和硕格格本名为裕德

龄，是深得慈禧喜爱的清宫第一位女翻译官。100 年前

的 1904 年的秋天，这位精通八国语言且艺术造诣颇深的

格格，为了摆脱老佛爷的指婚之困，在光绪帝的授意下，

借为皇宫采买“洋货”之名，而留居在天津的这个府邸。

臧秀云知道了“格格府”的背景，觉得有责任让更多

的人了解这段历史，了解天津的传统文化。于是，她决

定将“格格府”办成博物馆。

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臧秀云保留了院落雕梁画

栋原汁原味的老四合院格局，四合院之间由箭道连接，

地砖、墙砖、门窗等也都是当年保存下来的最初做工而

加以整修的，一个柱子，都要经过滚砂、磨砂、涂层等五

道工序才能完成。在修复过程中，为配一片残缺的瓦，

工作人员也要跑遍全国，用上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买回

来跟格格府年份、风格接近的成品。据说，它是天津老

城厢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四合院。

据测算，未来，格格府博物馆每年的养护费用约为

200 多万元。曾有人出高价购买格格府，但是臧秀云说：

“给我两个亿元也不卖，格格府在我眼里是无价之宝。

我知道，开博物馆是一个只赔不赚的生意，但是我们赚

到的是博物馆的美誉，是祖国文化瑰宝的珍存。”

烫金的“格格府”匾额引领人们踏进这重门，跨进这

古老的院落，一重院之后穿过灰砖墙的小巷进入又一重

院，6 米高的大房子有一种庙宇般的气势。至今，这幢二

层小楼的气韵尚存，从那些被忽略的细部、深色的木结

构、优美而不声张的弧线、楼梯扶手的工艺、楼梯转角处

略带彩色的玻璃都能传出无声的诉说。这样的宅邸，即

便缄口不语，仍能缓释出尤物的优雅，把无穷的想象抛

给知音者。

臧秀云曾在格格府住了两年。府里面有一间“卧

房”，完全古代式样，雕花木床，绣帐低垂，仿佛戏里的情

景。臧秀云在这里居住过，感觉挺不错的。跟她一起进

驻的，还有她收藏多年的古董字画、瓷器和家具、而后，

臧秀云搬了出来。她的想法是，把这个院落还给历史，

让更多的藏品搬进来，建成一个私人博物馆。

如今，格格府终于重现昔日的风光，前院及后院的

东西厢房作为展馆分别展出字画、青铜器、瓷器、珠宝、

杂项等文物，第一期将展出 258 件古董，国家级文物 17

件。其中，青铜器馆的盘龙纹圆鼎是春秋时期的文物，

品相优美，铭文清晰；战国时代的措金带钩扣环，历史悠

久；王明阳的手卷，乃稀世珍宝；雍正年间的瓷器，专业

名称叫熊窑，民间俗称胭脂红，这种烧制工艺已经失传；

大雅斋对瓶，十分珍贵……

在格格府前院的中堂，还展出有末代皇帝在津（静

园）居住时常坐的红木莲花宝座。在它的后面是一扇晚

清时期的大屏风，雕刻精美，与宝座风格十分般配。后

院的正房则恢复了和硕格格当年在津居住时的原貌。

为了还原和硕格格生活中西结合的品味，“起居室”被特

意装扮成中西合璧的风格。臧秀云专程从法国分批购

置了全套法国路易十六的古董家具。

这些文物虽然只是在一座两进两出的四合院里作

展，然而已经达到了蔚为大观、琳琅满目的程度，只要游

走一遭就犹如步入古玩的鉴赏小宝地。陶器、青铜器、

玉器、明清古玩、中国书画、西洋工艺、民间杂件、板木碑

拓、石雕木刻、收藏鉴宝知识以及古玩收藏的趣闻轶事

……对于我们这些初涉文物古玩收藏的爱好者来说，已

经目不暇接了。另有一种激烈的思绪在胸腔中冲撞，搅

拌起古玩文化的久远积淀，泛出古来传说与现今生活的

复杂的混合，也涌出对中国典藏文化如此磅礴、宏伟内

涵的由衷的崇敬。

慈善义举，倾情回报社会

臧秀云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了。她是天津云鼎置业

发展有限公司、格格府（天津）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格格

府典藏博物馆、天津天台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诸

多企业的董事长；她还是一位集收藏、地产、影视艺术、

慈善等多种事业于一身的成功女士，曾获得中国百名改

革创新风云人物奖、中国房地产百位影响力杰出贡献人

物奖、影响中国妇女百年发展的 100 位品牌女性奖、中国

天津市慈善之星爱心大使称号……

难能可贵的是，臧秀云在这些光彩四射的名气下，

仍然保持一颗质朴、善良的心，始终热心于慈善事业，多

次为贫困母亲、孤寡老人、困难大学生等慷慨解囊。

臧秀云收藏的意义摆脱了功利，变成了很纯脆的展

示并昭示出文明，这种文明带给人类的不仅仅是生活，

更多的是精神信仰。每一件收藏品都有生命，它们的生

命是与藏家的生命并存的。同时，她还会以博物馆为基

础多做一些公益设施，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臧秀云奉献出大批的文物，将拍卖的金额全部用于

慈善事业。正如她所说，慈善是一颗心，捐款对企业家

们来说可能不算什么，重要的是，这一段丰满的人生中

高尚的体验。

2008 年的汶川地震轰动全国，臧秀云情系灾区。当

年 12 月，她捐出一件清代粉彩瓷器，拍卖后用于灾后重

建；2009 年 1 月 15 日，一场以“爱”为主题的年度名人慈

善盛典在北京 798 艺术园区盛大亮相。臧秀云专程从天

津赶来，一路护送自己的青花瓷藏品来到现场，这个清

代青花瓷盘是在深海沉船中海捞出水的，绘画有典型的

欧洲风格是清早期出口瓷代表之作，有较高的收藏价

值，拍得款项通过李连杰壹基金用于灾区重建。

2009 年 8 月，臧秀云为“博爱女生”慈善项目捐赠欧

洲古董马车。除此之外，她还资助了两名优秀的大学

生，以及针对各种弱势群体的公益捐款；9 月 26 日，臧秀

云又投资 20 余万元，为改善河东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购

置日用家具及电脑，提升了老人们的生活质量，解决了

老年人日间照料困难问题。

“我希望，所有有能力的成功人士要更加努力工作，

然后去帮助需要我们帮助的人，为社会福利事业做更多

事儿。我想对社会福利事业说的是‘当你们需要我们的

时候，我们就在你们身边’。”

2009 年 9 月 30 日，格格府博物馆里迎来了一批特殊

客人。在国庆中秋两节即将到来之际，格格府将临近

南开区万兴街、鼓楼街的单亲母亲请到博物馆里，为

她们发放慰问金及月饼，并请她们观看精彩的演出。

单亲母亲王娟告诉笔者，去年，她的丈夫因病去世了，

家庭的重担都落在自己的肩上。现在，她的孩子还在

读大学，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她非常感谢格格府为

她们这些单亲母亲提供的帮助。她说：“ 八月十五是

团圆的日子，虽然我的丈夫病逝了，但是政府没有忘

记我和现场这些困难姐妹。我非常感谢臧总，同时也感

谢政府对我们的关心、帮助和我支持。我也会努力工

作，好好生活的。”

臧秀云说：“来格格府做客的这些单亲母亲都是独

自和子女生活的，日子过得比较艰难。但是，社会一直

在关注她们，政府一直在关心和照顾着她们。作为母

亲，我也非常体谅她们，深知她们独自抚养孩子很不容

易。现在，我的事业很成功，我愿意为这些需要帮助的

人做些事情，希望能够帮助她们。”

2009 年 10 月 25 日，臧秀云个人收藏品专场拍卖会

于津利华大酒店开槌。这次的收藏品专场拍卖会共有

200 多件拍品分成 10 个板块，有青花、粉彩、斗彩、珐琅、

单色釉、残器、玉器、家具、杂项、书画等，汇集了臧秀云

20 多年来收藏的藏品，其中，最抢眼的要算明代王守仁

的书法。这件王守仁的书法作品是近来天津艺术品拍

卖市场为数不多的珍品之一。臧秀云把本次拍卖所得

捐给了慈善事业。

多年来，臧秀云的格格府典藏博物馆以发扬民族文

化为主导，传播历史，还原历史，致力于民族文化遗产的

保护、研究与开发，是社会主义爱国教育与传播的基

地。支持慈善事业也是格格府经营的宗旨，奉献爱心，

传播爱心也是格格府典藏博物馆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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