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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门门口口的的古古建建筑筑竟竟没没几几人人识识
高中生呼吁市民提高保护古建筑意识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王小蒙
实习生 于成君） 4日，91岁的

王洪利带上70岁的助手刘兆平，骑着
两辆三轮车去北京。本计划一个月到，
没成想十天就顺利抵达。18日晚，两位
老人乘坐动车返回济南。一路不少陌
生人免费提供食宿，支持两位高龄老
人的北京之旅。王洪利带的一万两千
块钱路费，基本没有用到。

5日，本报曾以《91岁老翁带70岁助
手骑车去北京》为题，对王洪利老人骑
三轮车去北京庆祝抗战胜利的事迹进
行报道。老人于4日从泉城广场出发，
计划一个月时间到北京，并将自己的
作品和路上征集的万人签名献给中国
政协，恭贺抗战胜利70周年。

13日，91岁的王洪利与70岁的助
手刘兆平，沿着104国道，骑行十天，
历经400多公里，安全抵达北京。在
北京待了五天，王洪利向中国政协
敬献了自己的书画作品，18日晚，两
人乘坐动车安全到达济南。

王洪利本计划路上要用一个月
的时间，每天走十多公里。在事先制
作的旅程表中，哪里住宿吃饭、哪一
天到达什么地方都列得清清楚楚。
可真正上路两位老人才发现，一天
走二十多公里也能坚持下来。

“每天六点多上路，走到十点多找
地方住宿吃饭，给电动车充电到下午
三点，再上路走三个小时。”王洪利骑
着自制的小电动三轮车，用一根铁质
的连杆连着刘兆平的脚蹬三轮车，这
一路下来，没少遇见状况。

尽管路上走了十天，王老却没有
觉得累，让他感触最深的，是好心人的
热心帮助。“本打算一天食宿花200块
钱，带了一万二的路费，基本上没用
到。”王老说，一路上一些陌生人不仅
让他们免费充电，还给他们提供免费
食宿。正是这些好心人的帮助和支持，
他们才顺利到达北京。

王老这一路，每到一个地方就会
把车开到广场上，铺上签名的条幅，讲
讲抗战受的摧残，征集万人签名，最后
15米的条幅签得满满的。王老的心愿终
于达成，最初那些不看好王老的人，也
被他老有所为的精神所感染。

“家门口的古建筑
物，我们却不太了解。”山
东省实验中学舜泉历史
研究社的同学意识到这
个问题，便利用暑假为自
己开启了一场济南古建
筑之旅。“最有效的保护
就是让国民知道其价值，
只有大家都知道是可贵
的才会自觉保护。”舜泉
历史研究社的同学们想
让更多人了解、关注济南
的古建筑物。

“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学生，
平时聚会一般去的地方不是
KTV、商场，就是游乐场，根本
不会去这些地方。”谈起暑假探
访济南古建筑的初衷，山东省
实验中学舜泉历史研究社的社
长李光琪说。

同李光琪一起做调查的
几个小伙伴，都是家住济南

的娃儿。虽然有的娃儿不住
在古建筑附近，但小时候常
被父母带到解放阁、洪楼、曲
水亭街等地方玩耍。“身为济
南人，不应该对自己家门口
的古建筑都不了解。”舜泉历
史研究社的小伙伴本着这样
一个目的，开始了泉城古建
筑探访之旅。

“我们查阅资料了解到，
目前济南共有 1 2处国家级、
57处省级和87处市级文保单
位，1986年，济南就被国务院
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综合考虑建筑类型和用途不
同，舜泉历史研究社的同学
们将中国古典建筑、西洋建
筑、纪念建筑、园林建筑、办

公建筑和民用建筑都包含在
调查中。

最终，舜泉历史研究社
将调查建筑物选定在浙闽会
馆、解放阁、万字会旧址（山
东省考古所）、老舍故居、齐
鲁大学建筑群、济南商埠区、
山东省文物科技保护中心等
地。

由于济南古建筑物产权
单位各异，用途不一，李光琪
等人在实践中吃了不少“闭
门羹”。“有的以领导在里面
为由不接受参观，有的正在
进行整修，有的变成个人单
位。”对无法直接取得消息源
的古建筑，社员们就在其周
边打起了“游击战”。

“即使是在里面工作的人
也很少知道建筑物的历史，”
李光琪说，古建筑物的门卫
人员几乎都不太清楚建筑物
的情况，“德国领事馆和山东
邮务管理局旧址（经二路邮
电支局）相隔不远，虽然经二
路邮电支局详细为我们介绍
了该旧址，但对旁边的德国领

事馆却不太了解。”
“生活在古建筑群中的工

作人员对古建筑都不了解”，这
让李光琪等人感触很深，更让
他们印象深刻的是与老年人相
比，年轻人对古建筑的忽视。

“在了解解放阁历史时，我们发
现大部分年纪较大的市民除了
能准确回答出我们的问题之

外，还给我们描述解放阁几次
大规模的整修过程和前后变
化，但问的年轻人大都不知
道。”

“在活动之前，我们也没想
到，除了那些耳熟能详的景点，
济南还藏有这么多古建筑。生
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
现美的眼睛。”李光琪说。

在调查中舜泉历史研究社
的同学了解到，有的经整修后，
完好地被使用，如山东邮务管
理局旧址除了建筑整体的框架
未有改动，建筑内外在尽可能
保存历史原貌的基础上改造，
适应现在办公使用；宏济堂药
店在2008年的平移工程只改变
了位置，地上建筑未有改动。

建筑物的修葺使用让其焕

发生机，但有的单位对古建筑
物的坚守让同学们感动。“无论
是战争纷乱、政治动荡还是时
代冲击，瑞蚨祥布店都保持着
九十年前建成时的模样。现代
人自己买布做衣服的人越来越
少，瑞蚨祥布店的坚守无疑是
一种伟大。”李光琪说。

有的建筑物的保存状况让
同学们担忧。“德国诊所旧址现

在被当做居民楼使用，因年久
失修，有很多不安全因素，现在
是栋危楼。”为此，同学们找到
了山东省文物科技保护中心，
其工作人员介绍，若想要修缮
这种古建筑，需要这栋建筑的
产权人和使用人有一定的经济
能力，同时需要他们做很多工
作，再层层审批才能进行整修，

“中间问题很多。”

如何才能真正保护济南
的古建筑物？转了一圈，李光
琪等同学真切地想要知道，自
己能做些什么。“梁思成先生
说过，‘最有效的保护就是让
国民知道其价值，只有大家都
知 道 是 可 贵 的 才 会 自 觉 保
护。’”李光琪说，希望社团的
调查能让更多的人关注了解
济南的古建筑。

本报记者 唐园园

咋连家门口的古建筑都不认识

在其中工作却不知古建筑历史

“最有效的保护就是让国民知道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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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车去北京仅用十天时间

91岁老人平安归来

李光琪在解放阁下采
访市民。 杨昊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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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利在讲述路上遇到的感人
事迹。本报记者 王小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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