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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长清

地理

真武阁位于张夏镇靳庄村北首，置
于高4 . 9米、宽9 . 11米、长8 . 44米的高台
之上。台基下中部用石拱券做成通道，南
北贯通去往江南古御道。墙壁内有明嘉
靖年间(1522～1566年)重修真武阁龙首
碑1通，真武阁保存尚算完好，阁子有两
层，上层需从一户村民家里上去，据了
解，早在34年前，“真武阁”就被列入济南
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现状却让
人触目惊心——— 支撑大楼的木柱底部腐
烂大半，彩绘斑驳模糊，门前变成居民菜
地，堂内堆满蜂窝煤和垃圾。

位于长清区张夏镇靳庄村的“真武阁”

曾几度辉煌，如今却早已从昔日的辉煌中
淡出。记者在采访中获悉，真武阁戏楼的维
修报告已递交市文物局，区文物部门也对
重点戏楼采取了保护措施。在第三次文物
普查中，市文物部门已将上世纪八十年代
以前建造的具有典型性的戏楼等地面建筑
遗迹进行了造册登记，并逐步纳入文物保
护范围。“早在前几年，我们就开始关注真
武阁了，在最近的文物普查中，济南市对老
建筑进行了摸底调查，发现不同年代不同
时期修建的戏楼，在方位的选择、建筑风
格、建筑材料和装饰方面差异很大，又都各
具特色。”区文保队韩队长说。戏楼遭冷落，往日繁华成历史

过去，文化生活单调，看戏是人民大
众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因而戏楼便成了乡
村里唯一的文化活动中心。现如今的剧团
下乡，流动汽车上就是舞台。戏楼这个传
统的演出场所渐渐成为历史陈迹。新中国
成立后戏楼的建设出现过两个高潮期，一
是上世纪“文革”时期，另一个便是上世纪
八十年代。文物部门在普查中，将戏楼按
年代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元明清时期建
造的，第二类为民国时期的，第三类为新

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纵观不同年代建造的
戏楼，建造背景、历史环境和建筑特点各
有迥异。看似普通的戏楼既是时代的缩
影，又是历史的一面镜子。《中国文物地图
集——— 山东分册》中，共收录万德镇行政
区内17处文物单位，其中就有戏楼。长清
区文物普查队在普查过程中，发现了几个
突出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一个是
一些有价值的古建筑，长期不合理的使
用，属地村镇及村民文化遗产保护理念、
真正实施有效保护古迹的行动，没有效的
维修保护，致使文物受损严重，甚至面临
着消失的危险，另一个是乡镇、文物所在
村招商引资，开发旅游等相关工程项目，
出现了计划对文物建筑拆除重建的问题.
对于发现的问题，按照《文物保护法》及相
关法规的规定，普查队向有关单位和个人
提出了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的要求和意
见，要求严格依法办事，提高文物保护意
识，确保文物安全。遇有建设工程中涉及
文物安全的情况发生时，要及时向上级主
管部门上报，严格履行报批手续，坚决杜
绝文物损毁甚至消失的情况发生。

真武阁破败坍塌，老建筑亟待修缮
记者就真武阁目前的现状致电长清

区文保队，相关人员称：自从1986年被国
务院公布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后，济南
共有12处国家级、57处省级和87处市级文
保单位。真武阁戏楼的维修报告已多次递
交市级主管部门，无奈资金有限只能先用
在级别高的文物古迹保护上，好在真武阁
的建筑者们建筑工艺上乘，虽有破损却还
能维持到现在。修缮资金缺口大，由于资
金和建筑维修要求等原因，一直缺乏维
修，才造成现在破落的局面。

20年前，恢宏壮观的老济南火车站轰
然倒下，直到今天，这还是济南老建筑热
爱者心中不愿揭开的伤疤。曾经举办过的
济南老建筑摄影展中，展出作品中80%以
上的老建筑都消失了。此后，在乡村建设
的拆旧建新大潮中，长清的老建筑也在一
座一座倒下，对有价值的历史文化建筑遗
迹真武阁、老戏楼来说，历经沧桑幸存下
来的老建筑就是活化石。因年久失修，“真

武阁”早已从昔日的辉煌中淡出。立碑的
“文物保护单位”与破败的古建筑显得格
格不入。这座“长清现存清代戏楼”穿越百
年风霜，历经两朝历史，几度辉煌，到如今
竟面临毁损的境地。“看着这个古建筑一
天天破败下去心里很难受，希望相关部门
赶紧修缮，否则危在旦夕。”附近居民都发
出如此呼声。

风雨飘摇中的老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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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庄村真武阁如今尚存
文/片 见习记者 李涛

在万德镇万德南村有一座沉静古老
的戏楼，这座戏楼属长清区乡村零星古建
筑，没专人管理，也不是高级别文物保护
单位，所以不为人所熟知。远观戏楼面阔，
戏台高1 . 5米左右，屋顶已坍塌，山墙上
隔窗已无。村民指引记者来到坍塌戏楼旁
边的民房墙角处，有两通石碑埋在墙里，
记载着老辈村民两次捐款维修经历的公
示证明。正梁已腐朽断裂，顶梁柱已没有。
原有的一影壁墙2010年还在，现已了无踪
迹。原来做工精美的顶梁柱莲花石墩已消
失，村民说石墩被好事之人取走。戏楼位
于村子中心位置，由砖木土石建造而成，
墙体较厚，台子高，砖木材料，墙体较厚。
屋脊呈“人”字造型，楼顶架有横梁、木椽，

上面覆以青瓦。戏楼的外观是一个“凸”字
造型，整体设计显得华美典雅，但又不失
庄严大方，远处看去犹如一座微缩版宫
殿。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戏楼是广大农
民心中的文化圣殿。但自从电视机普及以
后，唱戏、看戏不再是农村人唯一的娱乐
活动了，还有，电视上设有戏剧栏目，戏迷
们无需再跑到戏楼跟前了。后来，影碟机、
手机、互联网也开始普及，农村人的文化
娱乐形式更加多元化，戏剧很快衰落，老
戏楼便遭到了冷落，被闲置了起来，时间
一长，也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老戏楼，
寂寞地蹲守在乡村的角落里，无人问
津。由于长时间不演戏，乡村里的戏楼
就很少有人再光顾了，随着戏曲逐步衰
落，村子里的戏楼也渐渐破败。渐渐的
青草荒了院子，跌落的精美雕花房檐碎
块埋在杂草之中，戏台上面已堆满了柴
草，到处是丢弃的棍棒砖头。其残存的
建筑样式、风格及戏楼残存墙面上留下
的图案和痕迹，还昭示着这里曾经是一
座戏楼，黄昏后静下来的乡村似乎还能听
到那熟悉的锣鼓乐器声。当戏楼慢慢淡出
人们的视野，成为一种渐渐被忘记的文化
符号，老戏楼悄然谢幕并最终坍塌。过去，
文化生活单调，看戏是人民大众最主要的
娱乐方式，因而戏楼便成了乡村里唯一的
文化活动中心。

老戏楼曾是村子文化活动中心

戏楼残存的墙壁。

戏楼已近坍塌。

古御道穿真武阁而过。

从北京去往江南的古御道。

真武阁上层建筑已经破败。


	E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