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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手
调查

本报首席调查记者 王金强

苏苏苏苏式式式式老老老老建建建建筑筑筑筑改改改改走走走走““““民民民民国国国国风风风风””””

上世纪在麦子地上建成厂房、
货场，如今却被居民楼包围，德城
区南部老新华印刷厂，经历了退城
进园、拆留之辩后，最终选择了保
留原有建筑的基础上，将它改造成
民国风的文化体验之地。

裸露褪色红砖的水塔，被
灰尘侵蚀后泛红的人字形对
称屋顶，斑驳、破败；红色墙
砖上刷上白石灰后满是岁月
印记，内部结构也是宏大宽
阔……

左右呈中轴对称，平面规

矩，中间高两边低……上世纪
40年代出生的苏现荣，见过太
多苏联式建筑，而就在这些年，
这种风格的建筑基本上都被湮
没在钢筋水泥的高楼中。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苏
式或仿苏式建筑在当时的中国

遍地开花，甚至远在农村的供
销社，也采取仿苏式风格，而且
门梁上方都有个红五星。

当然，老新华印刷厂也不
例外——— 简约对称和旋转楼梯
的专家楼、三段式结构，以及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

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时代
鲜明的标语至今仍在。

苏现荣说，这里离德州市
中心明月湖风景区只有五六百
米远，再往南还有老化工厂、
玻璃厂、木材市场等有年头的
建筑。“上世纪这里刚建的时

候，德百大楼往南都是麦子
地。”他说。

三年前，苏现荣住的新华
路附近高楼逐渐多起来，居民
也密集。倒是老新华印刷厂的
老厂房却因为搬迁后闲置，变
得破败凋敝。

一开始，苏现荣还以为，跟
很多老建筑拆迁重新开发一样，
这里迟早会拆迁，再盖高楼。

可一直等到今年初，这里
开始装修施工，却从未看到要
拆的迹象，反倒是墙壁粉刷一
新，装修风格跟以前不一样了。

记者从山东德州新华印务
有限责任公司(原山东新华印
刷厂德州厂)了解到，为响应德

城区“退城进园”的号召，该公
司在经济技术开发区新购置土
地138亩，并于2010年10月底完
成从老厂区到新厂区的整体搬
迁，腾出近5万平方米的土地。

在赵善增看来，冷峻单调
的苏式建筑与讲求圆融内敛的
传统建筑是格格不入的，只是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特殊
的年代，一些仿苏联风格的建

筑风靡全国，所以在德州这个
三线城市也能有很明显的印
记，但年代越久，苏式或仿苏式
建筑就越显示出不便和破败。

不过，近几年来，随着各种
商业楼盘、城市综合体扎堆进驻
德州，如今的德州楼房多了，但
有文化味儿的建筑反而是越来
越少。

从去年这里的建筑整体向

外招租，到拿到20年承租权，建
筑设计科班出身的赵善增就开
始琢磨把这里改造成什么样
子，重新呈现给德州人。

他很庆幸山东德州新华印
务有限责任公司能保留这些建
筑，而不卖给开发商，拆了重建。

为了找到适合德州、又能
填补德州空白，还能接地气的项
目，他跑遍了北京、天津、上海和

南京等保留历史建筑较多的地
方，最后还是决定打“文化牌”。

“退二进三，文化先行。”在赵
善增看来，整旧如旧，差异发展，
在中心城区人口密集的区域，德
州人正好需要这样一个地方。

接下来，就是建筑设计风
格的定位了。在走访了《大河儿
女》的拍摄地、南京1912街区
后，赵善增最终决定走民国风。

真石漆喷出的灰墙灰瓦、白
色窗边琉璃门顶，透露出些许传
统建筑的风格，这也正好符合“既
保留中国的传统风格，又吸收了
一些西洋建筑风格”的民国风。

不用大兴土木拆拆建建，离
德州火车站、德州汽车总站仅三
分钟车程的黄金位置，德州百货
大楼、万达广场、阳光新天地等
商业综合体环绕周围，赵善增注
资1 . 6亿元，只改不建，计划两年
内拟兴建成德州首席生态文化

风景园区。
在赵善增的项目规划图上，

古朴的街巷，时尚的主题餐厅、
休闲后街、安静茶社、浪漫咖啡
屋，前卫的音乐喷泉、阳光屋顶、
健身会所等，都有着文化体验的
意味。

大运河申遗成功，扒鸡和黑
陶也是“非遗”了。在赵善增的记
忆里，德州的文化历史积淀深
厚，但真正让文化体验走进每位
市民的生活，却是德州都市生活

的空白，德州人也需要自己的精
神文化体验场所。

学建筑设计出身、有能力到
全国各地文化体验场所走走看
看，作为德州人，赵善增更希望
德州也有这么一块地方。

刚开始接手这片拥有19栋
建筑的地方，赵善增请了十几个
人，光清理树叶杂草和各种垃圾
就干了近半月，垃圾运走800车；
花4万元从北京请一个抽象画家
到德州待一天半，只是为了让这

片建筑更有创意……
4000多平方米的中心水系

音乐广场，200米的水系长廊，拱
门、栈桥、绿树、长凳、碧水浑然
一体，首座民国风格的建筑风情
街，即将跃然走进德州闹市区。

对此，德城区新华街道办相
关负责人称，德城区南部要打造
成生态宜居新城，伴随着老化工
厂退城进园后万达入驻、老新华
印刷厂招租完成，老城区的城市
品位将进一步提升。

废弃三年的等待

从苏式风格到民国风

填补文化人群消费空白

▲改造之前，年代久远的
历史建筑，显得十分破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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