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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新街老舍故居是老舍先生一家人1931年到
1934年在济住所，他在这里完成了长篇小说《猫城
记》、《离婚》及作品集《赶集》，并写下著名的《济南的
冬天》。2014年6月老舍故居被修缮为老舍纪念馆，
今年开放刚满一周年。据济南市博物馆统计，纪念馆
这一年的访客量达六万多人。

经过修缮，老舍旧居被恢复为上世纪三十年代
济南民居的建筑式样，整个北房和小院则被布置成
老舍先生在此居住时的生活场景。修缮后的纪念馆
以老舍先生在济南的生活创作为主题，分成“人民艺
术家”、“老舍在济南的足迹”、“老舍笔下的济南”三
大部分，以及复原景观部分。

1、老舍故居

地址：南新街58号

在老舍纪念馆西侧的居民楼院里，隐藏着两幢
二层别墅小楼，目前两幢楼保存状况良好，分别被挂
上了“济南市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西侧楼
为山东省行政管理学会的办公地点，东侧为羲之书
画报社办公楼。

据了解，新中国成立后，有多位名人曾在此居
住：晁哲甫(曾任山东省副省长，山东大学校长)、李
予昂(曾任山东省副省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舒同
(曾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曾任山东省委第
一书记)、栗再温(曾任山东省副省长)、余修（曾任山
东省副省长，山东省政协副主席）。

2、舒同、余修及李予昂旧居

地址：南新街51号

南新街南段路西，有一栋七开间二层青砖楼
房，颇为古典雅致，这里是有着“民国成立后山东法
官第一人”之称的张志故居，张志(1880-1925年)，字
易吾，别号寂园，四川自贡人士，早期同盟会会员，曾
为山东高等审判厅厅长。素以居官廉明，执法公正，被
誉为“法学大师”、“慈佛厅长”，1925年遭张宗昌暗杀。

这栋精美楼房的门窗如今几乎都被打掉，沿街一
带被围起了蓝色围挡，只能看到二层。附近居民称，这
座楼目前正在协商拆迁，但结果还没出来。

3、张志故居

地址：南新街63号

黎玉(1906—1986) 又名李兴唐。山西崞县
（今原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被中
共中央北方局派往山东，恢复和重建屡遭敌人严重
破坏的中共山东省委，任省委书记。抗日战争前夕，
山东省委被叛徒出卖，遭到破坏后，黎玉转入济南，
靠拉黄包车做掩护从事党的地下领导工作。

黎玉在济南担任党的地下领导时，曾在上新街
80号居住，这里曾是山东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
点。原本这是一幢四合院，坐落在连接上新街与南
新街之间的一段路上。现在已经被分割为居住着十
几户居民的大杂院，有原住民，也有外来租户。

4、黎玉故居

地址：上新街80号

本报见习记者 于悦

近年来，济南许多名人故居已遭拆除，例如
东流水街一带的清代著名藏书家周永年故居被
拆，历城区全福庄的清代著名学者、藏书家马国
翰故居2001年被拆，位于旧军门巷11号的清末
名将丁宝桢故居2001年被拆，大明湖南门对面
的辛氏公馆2008年被拆，岱宗街23号瞿秋白父
亲瞿圆初故居2009年被拆。

至于留存下来的名人故居，除了建作纪念
馆与景点的故居，多数都是由普通市民在内居
住，修建多年的老建筑未得到整体性的管理和
保护，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破损和破坏，有些甚至
被鉴定为危房而尚未得到修缮，前景堪忧。

对于名人故居的保护，济南市考古所所长
李铭称：“我们首先要根据法规给这些文物挂牌
保护，再进一步就是设法与城市建设相结合的
保护。”6月30日，山东省政府公布了山东省第五
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其中就有几处名人
故居上升为省文保单位，包括鞠思敏故居、舒
同、余修及李予昂旧居、张东木故居及东元盛染
坊旧址、朱桂山故居。

南新街的老舍纪念馆是这些名人故居中唯
一被政府回购、重修的故居，但李铭称，这一回
购过程曾经也是困难重重，历经十几年的努力。
由于名人故居产权复杂，管理体制多样，且居住
人数众多，并非所有的故居都能被顺利回购建
设。“纳入国家管理途径最好，再由文物部门出
方案维修，相关部门再将其打造成文化景观。”
李铭说。

“保护名人故居需要多个部门的协助，不是
文物部门一己之力就能完成的。”李铭说，除此
之外，动员名人后人也是可行之举，“像路大荒
的后人就曾想将故居给政府，都不知道找什么
部门。所以就需要政府来牵头促成并进一步规
划。”

将名人故居打造为纪念馆成本较高，为此
业界有人士探讨将故居与居住房、餐厅、咖啡
馆、图书馆等其他形式结合。对此李铭表示：“故
居保护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具有很高的灵活性，
并非一定要无人居住才可以，比如其后人在内
居住也是一种文化风貌，只要与名人本身风格
相符的方式都可以。”

名士故居保护
岂能挂牌了之

延伸调查

状状元元府府院院落落破破旧旧不不堪堪

本报见习记者 于悦

从上新街南口往北走约200米，路东侧108号院
里，有一幢十分显眼的两层红砖洋楼，楼虽不大，里
面的多个房间现都被不同住户所使用，保存状况尚
好。一女住户告诉记者，她已在这里生活了一二十
年，但并不清楚这幢楼的历史。

其实，这是日伪时期的济南市长朱桂山故居，朱桂
山名五丹，字桂山，单县人。1911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
大学，参加中国同盟会。济南沦陷后，在日本侵略军扶
植下，朱桂山于1938年1月出任伪济南治安维持会副会
长。同年3月至1942年12月任伪济南市市长，沦为汉奸。
这幢洋楼虽是负面人物故居，但建筑本身却价值很大。

5、朱桂山故居

地址：上新街108号
路大荒，原名路鸿藻，淄博人。被誉为“蒲学研

究第一人”，曾为省立图书馆馆长。倾注大量时间
和精力，致力于蒲松龄著作与生平的研究，编有

《聊斋全集》、《蒲松龄集》。为研究蒲松龄及其著作
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路大荒有一处故居位于大明湖畔秋柳园街25
号，2006年5月被拆。如今曲水亭街东边的这所故居
挂着牌匾，十分醒目，门口挂着文保标志和路大荒简
介。1950年，路大荒同家人定居在曲水亭街，并整理
出版了100多万字的《蒲松龄集》，这里因此又被称
为“曲水书巢”。但如今的大杂院却没有了曾经的书
卷气息，多为外来租户。

7、路大荒故居

地址：曲水亭街8号

8、鞠思敏故居

地址：县东巷105号

张东木，又名张树栋，山东省
桓台县城关乔家庄人。1937年7月
于北京辅仁大学肄业后回到了济
南，成了“东元盛”的少东家。张东
木接掌染厂以后，积极探索，创出
了“名驹”和“双鱼”两个独步省内
外二十年的名牌，名气很大，影响
范围甚至到了东南亚一带。新中国
成立后，曾任济南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
张东木故居及东元盛染坊旧

址，是如今隐藏在锦缠街一片住宅
楼间的多个平房院落，都是红砖黑
瓦，与周围楼房对照鲜明，这里还曾
是电视剧《大染坊》故事的原型。其
中，锦缠街47号的四合院保存十分
完整，但红色院门紧锁，附近居民称
未见有人在此居住。

10、张东木故居

地址：锦缠街24号

王士祯，山东桓台人，别号渔
洋山人。因赋有《秋柳》诗风靡一
时，清顺治十四年秋，24岁的王士
祯与济南一众名士集会于大明湖
南岸天心水面亭，即景挥毫赋《秋
柳》诗四章，震惊文坛，后来历下文
人在此成立“秋柳诗社”，并建馆舍

多间，称“秋柳园”。王士祯故居原
位于秋柳园街21号，现在的秋柳
园位于大明湖东南岸，2009年于
原址之上恢复建成，占地17500平
方米，包括天心水面亭、秋柳诗社、
谭艺轩、信古斋、镜亭、瑶榭、秋柳
人家等景点。

12、王士祯故居

地址：大明湖景区内

秦琼故居原建于唐朝。传说秦
琼随李世民南征北战，建立唐朝
后，便在家乡济南建造了豪华的宅
邸，名为国公府。后来唐朝统治者
又建成了秦琼祠堂。由于秦琼的年
代距今上千年，秦琼故居及祠堂的

具体位置很难考证。但唐代之后历
朝历代都会重修秦琼祠，祠堂的地
点也逐渐固定在了五龙潭边。因此
目前的秦琼故居，其实是秦琼祠堂
旧址。而秦琼真正居住过的地方，
已经无从考证。

13、秦琼故宅

地址：五龙潭公园内

陈冕，字冠生，清代后期状元，
曾任翰林院编修，掌修国史。24岁
中状元，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状
元之一，陈冕由于为官清廉，体恤
百姓，多次捐家财赈灾，也被推举
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的八位状
元之一。光绪十九年，陈冕因赈灾
劳累过度病逝，时年只有34岁。史
书记载，他出殡时从济南西门到十
里河状元墓的路上，挤满了为他送

葬的百姓。
如今的状元府是省级文保单

位，在鞭指巷有两处院落，两个门
楼及靠街的外墙还保存着原有的
风貌，但里面的院落却已破旧不
堪，有大大小小20多户人家租住
在此。此前，状元府曾多次被媒体
报道，由于年久失修，房屋破损严
重，但因产权单位破产，一直无人
维修。

9、陈冕状元府

地址：鞭指巷9号、11号

“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身为
历史文化名城，济南自古以来就有着
许多文人墨客造访，有许多名人轶事
传颂坊间。本报整理了济南市区现存
的13处名人故居历史与现状，其中有
的被以纪念馆的形式保护了下来，但
随着城市的转型和改造，一些名人故
居却悄然消失于人们的视线中，还有
一些故居的保护现状令人担忧。

6、张采丞故居

地址：经三路80号

张采丞原名张克亮，山东寿光人，是济南近现代
著名的民族企业家。济南开埠初期，他租借商埠地
区大片土地，相继建立兴顺福粮栈、兴顺福机器面
粉厂、兴顺福机器榨油厂等。后又开办兴顺福机器
铁工厂。1921年又创办华庆面粉厂，1926年增设酱
园。1925年被推举为商埠商会会长。

该故居建于1907年左右，位于济南老商埠项目
开发范围内，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小石楼。如今已
被修缮一新。目前虽然已经对社会开放，但普通人还
不可随便进出，需联系管理人员。

11、张怀芝住宅

地址：趵突泉公园内

张怀芝故居又称张家大院，如
今已被改造成了趵突泉的万竹园。
张家大院始建于明代，经过数百年
的起起落落，到了20世纪初，已被
好几家豪绅瓜分，部分还成了菜园
子。

1916年，时任山东督军的张
怀芝在此大兴土木。征集大江南北

的能工巧匠为其施工，经过十多年
的建设，张家大院方告竣工，形成
了一组江南园林与北方庭院相结
合的建筑群。园内白云泉、万水泉、
东高泉均为当时的七十二名泉。
1980年政府将该地划归济南市园
林局管理，1986年被并入趵突泉
公园。

鞠思敏，名承颖，字思敏，现代
爱国教育家，山东荣成人。早年加
入同盟会，后投身教育事业，曾任
山东省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13
年创办济南私立正谊中学并任校
长。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对
山东教育的发展影响巨大，被称为

“山东的蔡元培”。

位于县东巷的鞠思敏故居也是
一处小小四合院，院门前的文保牌
匾不知何时没了。据西屋的住户介
绍，除了东屋是公房，现在北、西、南
屋都属私人所有，但住在里面的也
都是租户。记者前去探访时，由于东
屋漏雨严重，正在拆建重修，其他屋
顶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漏水现象。

▲南新街的舒同、余修及李予昂旧居如今
由单位办公

路大荒故居院内

南新街的黎玉故居还保存着西洋门楼

陈冕状元府院内破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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