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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霜侵蚀题壁堂，200
34年前就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是省内现存规模最大的
文/本报记者 杜洪雷 片/本报记者 徐延春

■ 堂内杂物堆积，木结构腐蚀破败

探寻题壁堂，是在春日微风的下午，穿
过悠长的街巷，转过几道胡同，途经韵味犹
存的古建筑。西城根街、双忠祠街、西公界
街，最终来到寿康楼街，街东首一个高高的
古门楼就是题壁堂的大门。

门楼古香古色，门牌号寿康楼街2号。原
本刷着红漆的木门由于风雨的侵蚀，已斑驳
不堪，更透出了历史留下的痕迹。在门楼上
面挂着一副牌子，上面写着题壁堂在1979年
被列为济南市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穿
过大门，接着是二门，二门比大门略矮，装饰
也略逊一筹。

二门内有一个铁门，已经上了锁。打听
下来，原来里面有住户。扬声询问，一位老人
闻声过来，核实了记者身份后，将锁打开。

“这个古戏楼有些破败了，害怕有人上去发

生危险，就装了这个铁门。”老人一脸慈祥，
话语透着文气。

走进二门，映入眼帘的竟然是新开辟的两
片菜地，与印象中的古戏楼格格不入。更为不
堪的是，进入到题壁堂内，发现里面堆满了各
种生活用品乃至废品，往日古戏楼的韵味荡然
无存。原本是生旦净末丑演绎的戏台，现在堆
满了烧饭的煤球。戏楼东西两侧几根立柱已严
重腐朽，有的几近断裂，旁边有一个新装的柱
子支撑着，看上去一片萧条。

抬头绕看一周，戏楼北侧两个立柱和上
面隔板的彩绘已经剥落。梁架之间，原本精
致的镂雕纹饰虽已被侵蚀，但依然显露出题
壁堂当年的奢华。在题壁堂房顶的东南角，
记者看到，如果不是后来加入的木梁，那一
片或许早已坍塌。

余年沧桑待新生
清代戏楼

■ 排水不畅，题壁堂木结构受伤重

“传说题壁堂刚建成时，一位白胡子老人进
去了，结果没见出来。人们进去看到墙壁上题了
一首诗，从而有了‘题壁堂’名字的来源。”家住
附近的刘阿姨熟知题壁堂的典故。

追寻题壁堂的历史，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所长
李铭称，题壁堂始建于清嘉庆八年(1803年)，曾是
祭祀吕洞宾的道教建筑，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扩建了戏楼等建筑。题壁堂为砖木支撑，方形舞
台，两层看台，周围木栏环绕。戏楼深约30米，宽
约25米，内为井亭式结构，由24根粗大红柱支撑。

在历史上，题壁堂长期作为学堂，晚清时期
为“义学堂”，解放前为私立明湖小学，解放后为
寿康楼街小学。“我是在1962年来到学校任教
的，一直住到现在。”今年75岁的杨老师见证了
题壁堂半个世纪的变迁。

在杨老师的记忆里，题壁堂就是学校，与戏

楼已然无关，“那个时候上学的孩子很多，最多
的时候四五百名”“大堂内是一个教室，大堂南
侧两个后殿也是教室。”那时，题壁堂依然辉煌，
并没有现在的破败。

“那个时候孩子们整天上二楼回廊，可现在
一上去就颤悠悠的，哪还敢让孩子们上去。”杨
老师称，经历过文革后，题壁堂越发败落，由于
年久失修，南侧一片瓦片曾掉下来，差点砸了一
位老师。自此，住在院子里的人穿过题壁堂时都
会匆匆而过，生怕再有瓦片掉落。

由于附近管道不畅，杨老师称一旦下大雨，
题壁堂就会积水。记忆最深的是“7·18”大雨，堂
内雨水与戏台齐高，好几天才退下去。记者发
现，虽然多日未下雨，但题壁堂内地面依然潮
湿。“这对木质结构的题壁堂损害非常严重。”杨
老师望着斑驳的雕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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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藏在繁华都市内的

题壁堂已经经历了200余

年的历史风霜。置身其中，

微闭双目，犹可闻当年古

戏楼的弦闹板响。如今题

壁堂现状让人触目惊心：

木质结构上面的彩绘斑驳

模糊，支撑古戏楼的木柱

底部腐烂一半。

“看着这个古建筑一

点点的破败，心里非常难

受，请相关部门赶紧修

缮，否则危在旦夕。”文物

保护者和附近居民都发

出如此呼声。

与破败的题壁堂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一墙之隔的升阳
观则是修葺一新，辉煌依旧。
与升阳观内的住持聊天才知
道，原来的主体大殿也曾经发
生过坍塌，后来经过多年自筹
资金，才对大殿进行了修缮。

在杨老师记忆里，题壁堂
也曾多次维修，但总是维持不
好，题壁堂屋脊上的杂草或许
可以印证。在题壁堂内，记者
发现有几处提醒注意安全的
标语，说明了其存在安全隐
患。“此处住了很多住户，题壁
堂是木质结构，一旦发生火
灾，后果不堪设想。”附近的居

民道出了心中的担忧。
据李铭介绍，在上世纪90

年代曾经对题壁堂进行过大规
模的维修，后来在2006年修复
了题壁堂外的回廊。“现在题壁
堂所属的地方产权和使用权比
较复杂，而且不是完全封闭，要
大规模维修很难。”李铭指出，
对于文物的修缮是非常严肃
的，需要专家论证，提出修缮方
案，并进行招标。“题壁堂宝贵
的历史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
体现了古代力学和美学，是我
省现存规模最大的清代戏楼。”
据李铭讲，近期文物部门会对
题壁堂进行小规模的修缮。

■ 大修有难度，最近小修缮

戏台上堆放生活杂物。
院院内内空空地地种种了了菜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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