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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古城城长长清清入入画画来来
长清画家李良盛先生历时数月绘就《长清古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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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当年长清城

李老是长清万德镇店台村
人，擅长国画，退休后更醉心丹
青创作。老人告诉记者，他画这
幅长卷，是从应邀为老家村子画
历史风貌图而产生的灵感。“没
有想到那么多人热心本地的历
史沿革、旧建筑等，怀旧的心启
发我，乡土人情是很让人念旧
的。”李老画出老家村子的历史
旧貌后，引起了长清县委宣传
部相关负责人的关注，他们专
程找到李老，希望老人能创作
一幅画，展现长清千年古城的历
史风貌。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构
思，老人又走访了长清城内不少
文物古迹，查找方志等资料，寻
访知晓长清文史的李照水、李现
新等本地文史专家，下定了画好
这幅画的决心。区委宣传部为此
召开了数次座谈会，就长清古城
的一些历史建筑、城区变迁等资
料核实工作召集相关文史专家
座谈、研究，让古城的概念更清
晰地印进了老人的脑子里。

近日，在老人家里，李良盛
先生为记者展示了这幅刚刚参
加了展览的《长清古城图》。这幅
画里面，老人用浓淡疏密的笔
墨，展示了长清在民国前后一
定时间跨度上的全城布局：古
寺庙宇、县衙官舍、学校祠堂、
民宅商会、井架楼台，街面上还
有各色人等的正常社会生活的
描述，如：铁匠木工、行医疗病、
理发推头、修车钉掌、串乡货
郎、当垆卖酒、饭店酒肆等等行
业，墨色渲染的鳞次栉比街道
纵横，再现了古城历史上曾有的
风貌，恰似长清古城的《清明上
河图》。

这幅6米长卷，前面有题记，
后面有诗赞，仅画幅部分即三米
五长，近一米半高。和古城布局
相一致，此画面南北长，东西短，
画面自西南向东北铺展开。一条
东西走向的宽广长街十分醒目，
构成画面上古城的核心区域，另
外还有南门大街，南关外面的大
片城外商业区等。护城河外，除
了城墙外的民宅荒野，画面笼罩
在氤氲的水汽中，恰似当年水绕
长清的历史风貌。老人介绍说，
这幅画面绘有各色人物180余
人，房舍600余座，清末民初百姓
生产生活小场景三十余处，田园
房舍、庙堂楼宇等融合在一起，
构成了一幅祥和温馨、物阜民丰
的古城全景图。

这幅巨作，也能让人体会到
更多先人建城风水设置、合理规
划、内外呼应、天人合一的传统
理念。李先生介绍说，比如龙王
庙，建在城市的西北部，就是因
为城市西北部低洼，汇流水道，
而且西北方靠近大河，在这里建
龙王庙，有祈求发大水时祈求老
天留情的意味。还有现在依然矗
立原地的考棚大殿，与城外石麟
山上的石麟笔峰遥相呼应，切合
当年莘莘学子们乡试有名的人
生祈望。此外的老县府、城隍庙、
真武阁、火神庙、西监院、娘娘庙
等等，规划设置井然有序，浑然
天成，让古老的长清城就像一颗
明珠，熠熠闪亮在周边的青山绿
水之间。

李良盛先生的这幅画作，兼
具古城历史的风貌写实性与绘
画创作上的艺术性，写实绘意结
合，实景与虚幻结合，特别是城
郊云雾水汽氤氲的艺术手段，古
城、旷野艺术化自然过渡，增强
了画面的艺术效果。

八景湮没无人知

这幅画作中，作者还嵌入了
古“长清八景”中的六景。“本地
人已经很少有人知晓当年的‘长
清八景’了。古长清，城内四景，
城外四景，内四景有古塔擎天，
凤鸣异松，藤缠古槐，玉泉听涛，
城外有长堤绕廓、金牛牧童、雷
山古亭等。”李老指着画中的一
些建筑说，目前这些八景都已不
在，但是一些老建筑，还是穿过
岁月的风尘，走到了今天。“比如
每个城市都会有的文庙，还有老
剧院、考棚大殿，这些老建筑都
还在呢。”

“长清八景”是很多现在的
长清人闻所未闻的，在长清的历
史上，它们却是古代长清人记忆
中最美的沉淀。画中，老人依次
指点记者在图上找到了当年长
清城内四景的位置，“城西北角
这片古建筑就是当年的古塔擎
天。原先有一座古塔，叫全阳塔，
实际上是一座八面塔座，据说还
跟宋代的苏东坡有一段因缘际
会。佛塔本应该8层，可是据说当
地人建到3层就没钱再建了。恰
巧宋代文坛大家苏东坡先生路
经长清，他全家信佛，得知此事，

特意捐款，此塔得以建成。但奇
怪的是，这座塔却是座顶分开
的，塔座建在长清城内，塔顶却
建在一个叫‘刘洪’的别的地方，
所以长清当地历史上流传一段民
谣：长清塔刘洪顶，石麟山上努一
努（石麟山上有个小点的塔），东
北关的三眼井。”这座塔底座至今
荡然无存，老人介绍说，在抗日战
争时期，这座全阳塔和它所在的
真相寺一起毁于兵燹。

凤鸣异松，听名字即可知这
是带有神话传说性质的奇松景
观，根据相关史料记载，此处景
观位于长清关帝庙后面，每当有
清风拂过，松树即有悦耳之声相
和。因此记者怀疑此处凤鸣异松
是否应为风鸣。古松早已不存，
更不知如何“异”了。藤缠古槐位
于文庙后面。另外的城内一景是
玉泉听涛，望文生义即可知道当
年长清城内泉水之盛。在城外，
画作中描述了长堤绕郭和石麟
笔峰，另外两景因为尺幅限制没
有体现出来。

探访城内古建筑

长清八景美景不再，但是很
多历史建筑还是存在的，包括老
城周边的护城河，目前很多地段
还比较完整，可以清晰看出古城
当年的四至轮廓。

老人和朋友带记者专程探
访了长清城内的部分历史建筑。
在长清老县委附近，文庙的大门
两侧都是一些卖菜的摊位。从大
门进去就可以看到大成殿。大殿
殿门紧闭，外观破旧，里面堆放
一些杂物。看门人告诉来访者，
这里有监控，也有专门看护的，
但现在不能进殿。大殿前面应该
有几级台阶，都因为泥土淤埋看
不到了。看护人称，长清区相关
部门准备对这里进行修缮，包括
周边的房屋清理，尽可能地恢复
一下大殿的本来面目。随后，我
们的车沿着当初的南关大街开
行，历史上的古城繁华，早已成
为过眼云烟。这条在长清历史上

最繁华的街道和核心区域，如今
显得狭窄逼仄，两侧的建筑也变
成了毫无特色的水泥灰房子。

出南关，历史上的护城河尚
在，只是没有了多少水，只有河
道向两侧延伸。李老的朋友李照
水先生回忆，护城河城墙在他们
的少年时代也还在，后来就被逐
渐拆除了。城墙外面一色的垂
柳，春来柳枝随风飞舞，风景定
然很是迷人，看来长清八景的长
堤绕郭，一定有那些排排柳树的
添彩。在画面中，还能看到护城
河里有人放鱼鹰捕鱼、划船游
玩，鸭子鹅等水禽嬉戏期间，显
示当时护城河不仅是城池防护
的作用，还是百姓的一处休闲乐
园。现在的西护城河尚有存水，
但死水已经变成臭水污水，当年
鱼虾畅游的清清河水早已不见，
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情。

老一中所在的校园内，保留
着当年乡试建筑考棚大殿。大殿
位于学校校园最北侧，和周围的
新建筑格格不入，门口悬挂学校
校友会牌匾也破旧了，大门紧
闭，看起来也是久未开门。大殿
建筑正面有黄铜色铭牌，上面的
介绍文字显示，该大殿始建于
1888年（光绪十四年），阔五间，
为主考官主掌科举考试事务之
处，后风雨剥蚀几度损坏，多次
修葺方保存至今。

记者看到，大殿山墙等皆由
本地青石垒砌，在晚清时代，当
是宏伟结实阔大威严的官府建
筑，但现在经历百余年风雨剥
蚀，殿顶等处露出破败之相，大
殿房后，甚至有数米长的殿顶坍
塌，露出里面的房椽檩架，急需
补救。尤其是后面设置成了垃圾
箱临时中转地，容易招致鼠患，
安全隐患令人不安。

随访人士告诉记者，此处的
考棚大殿仅存，以前的附属建筑
都不在了，作为四里八乡长清学
子们进行科举考试的起步地点，
这里是被寄予厚望的文曲风水
之地。与这里遥相对应的，就是
石麟山上的“石麟笔峰”，上有古

亭，可惜现在也湮灭无存了。
画面在城南关外，还着重描

述了“山西会馆”的所在，它见证
着当年长清商业发达的历史。山
西会馆相当于当年晋商们在这
里的办事处，协同议事、聚会联
谊、接济乡人，只有商贸繁华的
城市，晋商才会设置会馆，可见
当年长清也是精明的山西商人
在泰山脚下一处重要的淘金之
地。可惜现在这座会馆荡然无
存，空留遗憾。

古城美在水长清

说起长清古城周边的水，李
良盛的好友李照水先生颇多感
慨。长清历史上水道纵横，由于
位处泰山之西北的地利，地势由
东南向西北倾斜，源于泰山山脉
的水流在界首分岭，一路向西，
一路向北，流经长清，自历史上
的大清河入海，自然形成多条河
川水道。

“记忆中，以前的长清水多，
泉水旺，在城内一些地方，墙根
底下都出水。”李照水先生告诉
记者，很多长清人有印象，长清
不仅地表水丰富，地下泉水也常
年喷涌，配得上泉城的称呼。“水
鸣庄这个村子就是一个泉水上
的庄子，一直到解放后，上世纪
六十年代，街里还到处是水，城
西外面，更是一片水洼沼泽地。”

没有了水的滋润，城市就缺
少了很多灵性。本报记者探访长
清西关外的护城河老河道，发现
这里已经成了污水沟。一些居民
将垃圾、杂物扔进河道，死水又
缺乏补充，黑臭污浊，气味难闻，
蚊蝇滋生。市民盼着这条污水沟
能得到修缮治理，即使恢复不了
当年的清澈，至少不要成了臭水
沟才好。

采访结束时，李先生希望，
《长清古城图》是否可以做成本
土特有的文化纪念品，让承载着
丰富历史人文信息的这幅画，带
给更多来长清的朋友那种浓浓
的家乡情怀和乡土气息。

始建于北宋初年的长清古城横亘京城与泰山之间的御道上，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众多的历史文化古
迹、人文名胜。孝堂山、灵岩寺、五峰山……至今在中国人文地理版图中都是璀璨的明珠，但古城长清，它原先
丰富的历史印痕却日渐泯灭在人们的记忆中。伴随着一幅6米长卷展开，古城长清的上下一千年扑面而来。这
幅《长清古城图》是长清知名画家李良盛先生在经年酝酿后献给家乡的一份礼物，实现了他“尽己所能，让传
说与记忆中的长清古城再现眼前”的夙愿。

本报记者 董从哲

李老向记者介绍《长清古城图》。

《长清
古城图》局
部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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