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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辛庄遗址：保护方案已上报国家文物局

在王舍人镇大辛庄村东南，一
块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的农耕地
下，深埋着包括龙山、商、西周、战
国和汉代各时期的文化遗存，其
中，商文化是其主要内涵。

11日，大辛庄村东南，宁静原
始的村庄形态映入眼帘。在村东南
农耕地的西南侧，记者见到了大辛
庄遗址石碑，石碑上写有“省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字样。

石碑附近的农耕地上栽满了
树木，村民老马说，农耕地原来是
分到户里各自种些庄稼和蔬菜，如
今已被收归集体所有，只栽种树
木。“这一片地都已经被保护起来
了，之前有人想建房屋，也被拆
了。”

“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有考古
队来发掘，这几十年陆陆续续有考
古人员来，”老马指着地里的土坑

说，“现在有的考古地面还没有被
回填呢。”记者看到，该区域装了多
部摄像头。

据了解，2003年，由山东大学
东方考古中心、山东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组建的考
古队在大辛庄遗址发现了殷墟之
外唯一的甲骨卜辞。2015年1月，历
城区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2015年将启动大辛遗址公园规划
策划工作。

3月份，《济南市历城区博物馆
大辛庄遗址蝎子沟保护方案》进行
中标公示，山东省文物科技保护中
心或将以54 . 5万元的价格进行保
护。济南市历城区博物馆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该保护方案需上报国家
文物局审批，目前还未收到回复。

“保护以保存原样为主，不太可能
进行旅游开发。”

闵子骞墓：仍在整修，不具备开放条件

在《济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
划》中，闵子骞墓属于胶济铁路文
化遗产廊道，目前闵子骞墓并不对
外开放，内部仍在整修。

11日上午，在百花公园西门北
侧崇孝苑，红色的大门紧锁，院内
即为闵子骞墓。“还没整修完，不正
式对外开放。”在看管墓园的贾先
生的引领下，记者得以进入。

墓园内一侧整齐排列着一排
排石碑，墓园中间为闵子骞墓、祭
文碑刻以及石人、石马、石羊等，墓
园其他地方也散落着一些石刻。不
过，虽然有搭建的工棚，园内并没
有施工人员，贾先生表示，目前只

有他一人在看管闵子骞墓。
闵子骞是春秋末期鲁国人，孔

子的得意门生。据记载，上世纪60
年代前，闵子骞墓规模很大，墓区
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约200米，
墓堆封土直径有七八米，高约十几
米，周围还有合抱粗的古树30余
棵，历代碑刻十余尊。但后来墓区
遭到严重破坏，祠堂被拆掉，碑刻
被毁，封土被挖去烧砖瓦。

11日，记者从济南市文物局了
解到，目前闵子骞墓尚未整修完，
资金不到位，也没有专门的管理机
构，没有人员编制，不具备对外开
放的条件。

洪家楼天主教堂：保存完好的哥特式建筑

在《济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规划》中，洪楼天主教堂属于小清
河文化遗产廊道，目前也是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日，记者探
访发现，洪楼天主教堂这座哥特
式建筑保存非常完好，对外开放
参观，教友们的宗教活动也正常
进行。

下午1点半，洪楼教堂北门
前，等待参观的人已经排起了队。

“洪楼教堂的名气很大，也确实壮
观，是朋友推荐的来济南必看的
景点。”游客石先生表示，即使100
多年过去了，教堂保存非常完好。

记者注意到，进入教堂参观，
有工作人员提醒注意事项。整个
建筑雄伟挺拔，两座形似利剑的
尖塔高耸入云。进入教堂内部，有
两排纵柱，中央通廊高大，地面用
青条石铺就，圆顶和墙壁上，绘制
有精工图案、雕饰和文字，让人顿
有庄严、肃穆、伟丽的感觉。教堂
的窗子是用彩色玻璃镶嵌而成，
在阳光的照射下，产生强烈的光
色效果。

教会人员介绍，洪家楼天主
教堂1905年完工，由奥地利修士
庞会襄设计，平面为拉丁十字形，

教堂的外墙用石块砌成。教堂内
部布满了天主教题材的壁画和雕
刻，大厅可容纳800人。其施工者
为孙村著名石匠卢立成。

据悉，1985年4月，政府拨专款
对6个十字架、96处石花雕塔和教
堂的壁画、圣像、地面、跪凳、祭台、
灯具等设施全面进行了修缮。教堂
于1992年被列为山东省文物保护
单位，1995年成为省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被国务院
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名单。现在每周教友们的宗
教活动也在此正常进行。

济南首次划定历史城区范围，并公布了玉符河、小清河、绣江
河、胶济铁路在内的四条文化廊道，涵盖多个文化遗产。11日，本
报记者对部分遗产进行了探访，发现被保护现状各有不同。

本报记者 孟燕 王杰 石剑芳 见习记者 唐园园 王小蒙

鲍叔牙墓：或开发成文化旅游景点

在济钢新村，有一座四四方
方、坐南朝北的墓，周围高树绿草
繁茂，虽然周围道路宽阔，人流不
少，但是很多人或许不知道，葬于
此处的是一代圣贤鲍叔牙。

11日，记者找到了位于青山
绿树中的坟冢。鲍叔牙墓位于济
钢医院西侧，占地约三百多平方
米。鲍叔牙墓共有两层，在墓上下
两层之间的台阶正中间，有一“双
龙戏珠”石雕。在二层正中间，是
一个直径约10米、高约4 . 5米的圆
形封土堆，上面长满了杂草。墓前
有一石碑，上刻“齐大夫鲍叔牙
墓”，碑前有石供桌，左右各自分
立石刻狻猊。鲍叔牙墓的石阶上
长了许多青草，石雕上部分与台
阶结合处也出现了裂缝，二层的
圆土堆两侧，树叶杂物略多。

济钢党委宣传部的周传勇部
长介绍，鲍山因鲍叔牙墓而命名，
20多年前，鲍叔牙墓还只是一处
光秃秃的土堆，不生草木，也没有
围垣，破败且荒凉，直到其于1995
年被纳入为济南市重点保护文
物，鲍叔牙墓才得到了相应的保
护。

如今对于鲍叔牙墓的维护，
主要是由济钢负责。从鲍叔牙墓
向西行不足百步，便是鲍山。周
传勇介绍，每年鲍氏家族的人都
会前来祭祖，鲍氏家族有在鲍山
脚下建立纪念馆等建筑的想法，
开发文化旅游项目。“具体项目
的实施需要联合历城区政府、鲍
山办事处、鲍氏家族以及济钢等
单位进行，具体方案还不太清
楚。”

新华院：

将列为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

据史料记载，新华院成立于1943年
3月，是日军侵华战争期间在山东成立
的战俘集中营，由日军参谋部直接领
导。当时，新华院占地约2 . 5万平方米，
分为东、西两院，用来收容关押山东省
各地逮捕的抗日军民。

据统计，从1943年成立到1945年关
闭，新华院共关押过中国军民3万余人，
其中被折磨致死者有1 . 7万余人，送往
日本等地充当苦力者有1万余人。

新华院旧址位于堤口路91号济南
六职专校园内，如今仅剩下一排平房与
一个院落。

“这儿啥文物史料都没有，只是几
间房子。”六职专的工作人员称，2013年
3月，新华院一处平方屋顶发生小面积
坍塌，校方借此对新华院进行了翻修加
固，“墙壁用钢筋水泥加固了一遍”。

该工作人员称，由于深居校内，市
民对于新华院所知甚少，“我们正向社
会征集有关新华院的史料照片，同时向
相关部门递交了‘将新华院设为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的申请，这样就可以让更
多的人来这里参观，了解那段历史。”

兴福寺：

屋檐下遍布鸟屎
主体建筑尚好

华阳宫：集佛、道、儒于一体，受到特殊照顾

华阳宫古建筑群，是一处集佛、道、儒
于一体的古老庙宇群，因位居华山之阳，
故称华阳宫。1979年9月3日被济南市政府
公布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1日下午记者来到华阳宫，看到华阳
宫四周被大树环绕，里面的古建筑更是古
朴典雅、错落有致，墙上还留有不少壁画。

“华阳宫内现存古建筑34处、祀神殿宇21
座，在众多殿宇内还遗存有550平方米的
古代壁画。”华山管委会的工作人员称，华
阳宫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对于研
究济南的历史、艺术、宗教和社会生活提
供了难得的资料。

“现在政府对华阳宫保护得很好，里

面的防盗、防火配套都很完整，还安装了
监控，24小时昼夜看护。”工作人员称，华
阳宫一直对外开放，每天开放时间是上午
8点到下午4点，由于属于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华阳宫受到了特殊照顾。

华阳宫古建筑群的文物古迹孕育着
非常浓厚的民俗宗教文化内涵。各殿内所
奉祀的神像，不但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
关，并且非常全。“来济南到华山，华阳宫
的神仙全”,成为对华阳宫准确的描述。

“华阳宫环境非常好，到这里心就会
静下来。”市民王女士说，“华阳宫是华山
的风水宝地，在泰山行宫院门外有一株三
搂多粗的古杨，躯干虽老，却枝叶繁茂。”

原胶济铁路的济南站：百年古建筑至今仍在用

在天桥区经一路路北，济南火车站南
邻，几栋灰色德式老建筑隐在林立的高
楼中，这个由原胶济铁路济南站、办公
用房、车站邮局和站长室组成的老火车
站建筑群，已经记录了这个城市一个世纪
的沧桑。

在车站街南头路东，原胶济铁路的济
南站矗立路旁，八根高大粗壮的爱奥尼石
柱和墙体上的蘑菇石，无不让这处老建筑
散发着岁月的魅力。经过百年的洗礼，这处
建筑依然完好，西侧小楼的爬山虎已经到
了房顶。

这处由德国人1904年修建的胶济铁路
济南站，如今已经挂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的牌匾，成为胶济铁路陈列馆。馆内展
示胶济铁路发展史，还有一段复原的胶济
铁路钢枕路基。

在老火车站东面，是有着孟莎式屋顶
和大老虎窗的原济南站办公用房，从一座
楼外墙上挂着的简介石牌可以了解到，该
建筑始建于1904年9月，属胶济、津浦线济
南站区附属建筑物，门外的两座铜狮子被
摸得发亮。如今，这处建筑正在被一家广告
公司使用。

老电报收发局：随着电报远去，收发局已闲置

“仿石墙体，红瓦坡屋顶，典型的巴洛
克风格。”在附近生活了60多年的伊大爷，
还记得当年电报收发局的模样。

建于1904年的电报局，是济南最早的
电报收发局。原建筑从基础到顶端均以石
材为主，圆柱状角楼及曲线柔和的窗楣所
体现的是典型的巴洛克建筑风格。

不过，随着电报的远去，车站邮局也就
慢慢荒废。经一路拓宽改造时，老电报局恰
好在改造线上，相关单位对老电报局大楼
进行了“瘦身”平移。2004年7月，老电报局

大楼开始编号拆除，2005年10月复建。
复建后大楼原有的地下室已去掉，建

筑面积也一度缩减，曾经彰显其身份的德
式半拱形木质窗户已经被换成了具有现
代风格的推拉式金属玻璃窗，电报局里面
的构造也与最初设计差别较大。

据了解，这处建筑复建完后一直空
置。2014年夏季，曾有施工单位来此装修，
据说将用于金融服务，并恢复部分邮局业
务。如今，施工的痕迹依然不见，是否会有
商家或单位入驻仍未可知。

城子崖遗址：龙山文化发现地，省内最早史前遗址

目前城子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在修
建，博物馆周围郁郁葱葱的植被与土城的
黄色形成呼应。

城子崖遗址博物馆位于章丘市龙山镇
政府西一公里处。1994年，济南、章丘两级
市政府共同投资在城子崖遗址东北角规划
建设城子崖遗址博物馆，是山东第一座史

前遗址博物馆。城子崖遗址是龙山文化的
发现地、命名地，是山东最早发掘的史前遗
址。2012年，章丘市委、市政府投资1800余
万元对城子崖遗址博物馆进行改造提升，
并更名为龙山文化博物馆。2013年12月，国
家文物局批准立项建立城子崖龙山文化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

专家说法

古建筑重在
活化利用

针对济南划定历史城区范
围，并确定四条文化廊道，对于现
有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何积极作
用，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专家
称，文化为社会共用，应鼓励企业
个人活化利用，引入社会资本也
不失为一种新路子。

山东建筑大学齐鲁建筑文化
研究中心的姜波，曾指导意大利
罗马大学的两名研究生，对胶济
铁路沿线的文化建筑遗存做毕业
设计论文的调研。在看到纬二路
19号院的破败情况时，他颇为心
痛。

“从价值来看，这处111年的
老房子，也应该是胶济铁路济南
站近现代建筑群中的一员。”姜波
说，1904年的房子在济南并不多
见，这处老火车站员工宿舍，虽是
生活的地方，但也是胶济铁路的
见证。尽管已经是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但相对于国家级文物保护
单位来说，级别还是有差异。

“工业文化遗产近来的重视
程度还不够，保护更是没有跟上。
不少具有相当价值的文物，如今
依然寂寂无名。”姜波说，文物级
别不同，被重视和保护程度就有
差异。

“应该更重视文物价值，不能
将保护级别当成资金和管理的门
槛。”对于文物保护通常存在的资
金和管理权不明的问题，姜波提
议，应提高对文物保护的认识，制
定更为科学、有效的解决办法。

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济南
市人大代表刘奎提出“以开放的
心态寻求社会资本保护城市遗
存”的建议。姜波说，建筑要活化
利用，一旦不使用，将损毁得更
快，文化为社会共用，引入社会资
本不失为一种有效办法。

“国外鼓励保护文化遗产的
措施比较到位，正是鼓励个人和
企业参与保护。除了政府投入以
外，大约80%的资金来自个人和
企业，这些投入能够冲抵税款。”

国内的不少文物大都产权不
明晰，管理也就难以到位。“政府
主导公房产权置换也是建筑保护
的一种有效方式，但应该设定一
定的标准，不能完全依靠开发商
进行。”姜波说，开发商追求利益
最大化，公房产权置换应靠政府
行政手段，提出更为合理的方案。

▲鲍叔牙墓
本报见习记者 唐园园 摄

▲航拍华阳宫
本报记者 刘军 徐延春 摄

兴福寺与济南西客站千米之遥。
据史料记载：兴福寺始建于宋代，毁于
元代，重建于明代。记者看到：兴福寺
现存两座大殿，两座偏殿。建筑物虽存
留不多，但基本格局尚在。整组建筑坐
北朝南，南殿前是东西对列的两座偏
殿。正殿前立有一碑。

兴福寺的木质结构制作精良，庙
宇的屋脊都有琉璃构件，正脊中间有
三节绿琉璃脊刹，两侧各有黄龙绿卉。

兴福寺庙宇内有两株千年侧柏，
分别位于南殿的前后。兴福寺内有很
多石刻石雕，但上面的刻字大多在“文
革”时期被人为抹去。

由于木结构较多，兴福寺主建筑
旁都配有灭火器。殿宇的墙皮、红漆都
已大面积脱落褪色；寺庙屋檐下满是
鸟巢，窗台与屋檐下遍布鸟屎。

济南市考古所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济南文物局与考古所等多部门正
打算对兴福寺进行修缮，但具体日期
尚未确定。

兴福寺全景 本报见习记者 王杰 摄闵子骞墓 本报记者 孟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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