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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老舍纪念馆
三度易址面临关门
创建人愿无偿捐献发挥其文化传承作用
本报记者 王光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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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收万余件藏品

在七贤文化城周围玉
石店的包围中，记者辗转找
到了“山东老舍纪念馆”。如
果门口不是有三块由冰心、
马万祺、华国锋亲自书写的
匾额，游客很难发现喧闹商
铺中纪念馆的所在。

一进门陈列着老舍的
青铜造像，旁边一副对联，
上联是“拳拳赤子心”，下联
是“第二故乡情”，横批是老
舍夫人胡絜青书写的“老舍
精神”。

除了600多幅由各界名
人题写的与老舍有关的书
画作品外，还有各种版本的
老舍著作，由老舍著作改编
的话剧、电影、图片资料等
各类藏品万余件。为寻找和
老舍有关的所有资料，馆主
鲁明在20多年里花费了上
百万元，“无论是买也好，求
也好，换也好，我只求把和
老舍有关的所有东西都收
藏了。”

纪念馆面临关闭命运

“再过几天，房子到期
了，这里也呆不下去了。”坐
在自己倾注了全部心血的

“山东老舍纪念馆”前，鲁明
掩饰不住满脸的伤心和落
寞。为了让老舍纪念馆能办
下去，他已经三迁馆址了。

纪念馆一开始位于千
佛山脚下。1997年又搬到了
阳光舜城，为此每年花费近
6000元租了三套民房用作
展览室。2009年，为了让山
东老舍纪念馆有更好的展
出条件，鲁明又将纪念馆搬
到了七贤文化城。

“老鲁能坚持这么多年
实在是不容易，他要是不办

这个纪念馆了，真是济南文
化的一大损失。”对此，与鲁
明相识多年的李金道说，鲁
明的多年坚持为济南老舍
文化保存了一缕文化余脉，
如果这个纪念馆关闭了，将
彻底伤了文化人的心。

有好归宿愿无偿捐献

“这就像是我的一个闺
女，虽然舍不得她离开，可孩
子长大了总是希望能有个好
归宿。”鲁明说，虽然纪念馆
是他自己一手打造起来的，
他的愿望是老舍纪念馆有一
天能走向社会，成为全民财
富。

据介绍，青岛曾有计划
建造一座老舍主题纪念馆，
但由于只能接纳部分藏品，
鲁明不愿看着藏品被“分
家”，只好拒绝。后来，还有一
家房地产开发商想出巨资购
买这个纪念馆，都被他回绝
了。

鲁明说，老舍为济南扬
了名，但他在济南的历史遗
迹快要消失殆尽了。他这样
做就是想尽可能多保留老
舍先生的一些东西，“也许
上辈子我是老舍的一个书
童吧！”

“这些藏品的归宿不应
在居民楼里，而应有一处真
正的老舍纪念馆。”鲁明说，
他不愿意把它变成商家私
有财产，而是想把它变成一
处供公众参观的纪念馆，他
最希望老舍纪念馆能够归
省城大学或者政府所有，发
挥老舍文化的公益性。

对 山 东 老 舍 纪 念 馆
来说，鲁明说他只是一个
保 管 者 、守 护 者 ，不 是 最
终拥有者，只要有合适的
地方，他愿意无偿捐献出
来。

一篇《济南的冬天》，让世人记住了老舍和济南。作为国内首家私人老舍纪念馆，鲁
明的“山东老舍纪念馆”在20多年中收藏万余件藏品。目前，老舍纪念馆已经三易其址，
却面临关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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