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172013年12月25日 星期三

编辑：武俊 美编：马晓迪 组版：陈华

今日济南

乐活·地理

220000年年万万寿寿宫宫修修旧旧如如旧旧再再重重生生
许逊塑像不久将降临济南

文/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起源于江西

为纪念许逊

如果您是一位走遍全国的驴
友，会发现许多城市都有万寿宫。
粗略统计，全国有几百所万寿宫。

为什么？因为古代的江西商
人(简称赣商)群体十分骁勇，曾
经占据全国各大城市的商圈，主
营江西特产茶叶、丝绸等。江西商
人所到之处，都带着一位他们信
奉的仙人，就是著名典故“一人得
道 鸡犬升天”的主角——— 许逊
许真人，民间称之为福主菩萨，然
后建起供奉他的场所——— 万寿
宫。不仅仅国内，目前新加坡、菲
律宾等国尚存万寿宫遗迹。

记者一番考证，得知万寿宫
起源于江西南昌西山。西山万寿
宫，又名玉隆万寿宫，是为纪念许
真人而修建的一座宫殿，位于江
西省南昌市新建县西山镇，为道
教净明忠孝道的发祥地，已有一
千六百多年的历史，是江南著名
道教宫观和游览胜地。这个宫观
被誉为道教三十六洞天的第十二
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的第三十八
福地。

按照古代传说，许逊是晋代
著名道家人物，曾任蜀郡旌阳(今
四川德阳县)令。他为官清廉，兴
利除害，后弃官东归故里，在新建
县西山修身炼丹。许逊精于医道，
因救助百姓美名远扬。当年南昌
附近洪水泛滥，据传是一条蛟龙
经常翻云覆雨、为害人民。许逊用
神剑将蛟龙擒住锁于八角井中，
从此风平浪静，风调雨顺。

相传许逊活到136岁时，在西
山得道，“举家四十余口，拔宅飞
升”，连家禽家畜都带去了。“一人
得道，鸡犬升天”的典故，便出于
此。如此美妙传奇的故事，当然只
能是百姓的一厢情愿，可信性不
大。

这样说来，济南万寿宫必为
江西籍商人所建，并带来了江西
家乡的文化传承和故事。据资料

显示，江西会馆建于乾隆五十八
年，此后多次翻修，至今屋脊金檩
上还有清朝翻修时留下的文字资
料。

会馆起源于同乡会。史料记
载，在济南的十大会馆中，江西会
馆一度是规模最大的商业性会
馆，为旧时同乡联谊会吸引各路
客商资金而建的集会场、娱乐游
憩的公共活动场所。那时同乡会
的联谊活动频繁，时常进行节日
团拜、集资设宴、上演戏剧等活
动。江西会馆对流落他乡的江西
人实行扶助济贫，生活艰难、无路
可寻的同乡可在江西会馆吃住，
或帮助路费返乡。

一度泯灭于市

难见真容

20世纪里，中国历史跌宕起
伏，济南万寿宫也就命运多舛，近
几十年内曾一度“失踪”。当然不
会真失踪，只是泯于茫茫闹市难
见真容而已。

据济南一些老人回忆，解放
前，万寿宫已经不再仅仅是当初
江西商人聚集、拜仙的地方，而是
具备了多种功能。江西会馆当年
是一组包括大殿、中殿、客厅、戏
台、富贵大戏院等五大建筑和四
个院落的古典建筑，当时人来人

往十分热闹，是大明湖南岸一个
重要的人群聚集、娱乐场所。

韩复榘主政山东时，鲁西南
时常闹饥荒，大批混穷的难民奔
赴济南逃荒吃饭。江西会馆的大
客厅每年冬天辟为接纳鲁西南
难民的场所，人住得满满的，灾
民可免费吃到窝头、稀饭、咸菜。
上世纪50年代，被解放的江西会
馆划归省物资局，这个代表“四
旧”的建筑群被彻底改造，戏台、
客厅、富贵大戏院先后被拆，万
寿宫也被改得面目全非，渐渐沉
沦到被人们忘记。直到2003年，
在已经变成省级机关汽修厂的
这个大院内，济南市文物考古工
作者重新发现了江西会馆主体
建筑——— 万寿宫大殿。虽然花棂
窗换成了玻璃窗，屋顶古瓦被置
换成了红瓦，但前卷棚后硬山式
大殿的基本建筑形式依然完整。
该建筑东西长约15米，而南北跨
度却有17米许，是一座罕见的

“宽大于长”的建筑。

修旧如旧

保留清代砖瓦

到今年12月下旬，济南万寿
宫已经重生。

记者在现场看到，借助百花洲
片区的整体改造工程，这座老建筑

已经基本恢复了昔日古色古香的
容貌，大殿青砖碧瓦、雕梁画栋，内
部巨大的红色立柱气势不凡，巨幅
壁画华丽精美，相当有看头。

在大殿屋脊的金檩上，施工
方特意保留了清朝修复万寿宫大
殿时留下的文字没有油漆粉刷，
这些文字记录了道光二十六年负
责大殿督修的几位官员的姓名、
官职等信息。

万寿宫改造修复工程开始于
2012年春节后，工人们首先对原
来被改造得面目全非的万寿宫大
殿建筑进行小心翼翼的拆卸工
作。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大殿各
个原始部分能保留的就尽量保
留，大殿的地基和部分墙面基本
保持，甚至保留了清代加固修复
墙面的铁构件。后来加上去的红
砖红瓦被全部剔除，能用的清代
旧砖瓦都拆下保留好，缺失的部
分则向社会征购，要求是同年代
的旧砖瓦。

万寿宫损失最大的部分是木
制构件，因为年久失修，很多构件
都腐朽了。据施工负责人郭先生
估计，他们大约保留了60%的大
梁，40%的金柱，30%的旧檩条等
构件。到2013年春节，万寿宫大殿
主体修复完工。

万寿宫大殿修复还有一项重
要的工作：四壁的壁画绘制和供
奉的许逊塑像。12月20日，记者在
大殿内看到了刚刚完工的壁画。
以许逊治水安民、西山得道、鸡犬
升天等内容为主题的壁画几乎占
据了高大的东西两面山墙和北
墙，堪称气势宏伟。

据了解，这组壁画由驻济高
校的美术专业师生集体创作绘
制。由于创作队伍扎实的专业功
底，绘制的壁画精美、华丽，细节
十分细腻。主要部分“鸡犬升天”
描绘了许逊和全家四十多口人，
当然还有几条小狗和公鸡母鸡
飘然升天为仙的场景，人物和动
物都栩栩如生。

据了解，江西人的偶像———
许逊许真人的塑像也在制作当
中，不久即可重新降临济南，让古
老的万寿宫彻底恢复元气。

今天，如果您走过大明湖南门，就会看到百花洲东侧那一大片仿古建筑已经成型，气势恢弘，属于正在改造的百花洲片片区。
但其中有一座却不是仿古新品，而是货真价实的古董，那就是有两百多年历史的济南万寿宫。

万寿宫在济南的历史地位如何？听听周围几条街的名字就行：南、北万寿宫街，东、西万寿宫街。如果还不够，问问老老济南，他
们会告诉你：万寿宫所在的江西会馆，曾是济南历史上济南十大会馆之首！有人考证，当年的江西会馆北至思敏街(今大明湖路)，
南及东、西万寿宫街，西起南、北万寿宫街，东到钟楼寺街构成的方形范围内。

万寿宫修复后的大殿。

“鸡犬升天”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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