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杠子头】

“杠子头”是剪子巷开设的
评谈说理栏目，互动方式有三
种 ：注 册 微 博 齐 鲁 ( h t t p ：/ /
tr.qlwb.com.cn)“杠子头”织围脖；
话题投稿：q lwbjzx@163 .com；
QQ群：107866225。

【仇晓雯】

通过对来稿质量、数量统计,仇
晓雯获得了本期“杠子头”称号 ,获
得杠子头津贴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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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咱济南的事儿 拉咱百姓的理儿

标示牌得“量身打造”

@钟倩：设置标示牌，怎么设置是
个问题，既要广泛征求民意，也要本着
务实的态度，根据实际情况量身打造。
比如，有些街巷的名称几经变迁，拥有
着深厚渊源与历史典故，单纯的设置
个标示牌，写上几句简单介绍，不仅本
地市民无法读懂，外地游客也很难吃
得透。可配合打造老街巷博物馆，或是
老建筑体验馆等，深入挖掘历史资源，
重视互动体验功能，为市民搭建了解
历史文化的平台或渠道；另一方面，应
进一步加快街名或地名保护的立法，
为依法管理提供有力的依据。

不妨给标示牌配上二维码

@王锦南：单纯的设立标示牌，并
不能给市民留下太深的印象。因此，笔
者建议，相关部门不妨在设立的标示
牌上简要叙述其历史。同时，有必要在
标示牌上设置二维码，让市民通过扫
码来了解该建筑或街巷曾经的历史。
如此，才更有作用与价值。

标示牌也是警示牌

@陈立新：在城市建设发展中，随
着一幢幢高楼大厦的拔地而起，好多
独有的街巷没有了，设立标示牌，不仅
仅是留住历史，更是让大家牢记：历史
建筑和传统街巷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
宝贵遗产，是我们这座文化名城最好
的说明见证。在惋惜感叹这些消失了
就不会重现的历史建筑、传统街巷的
时候，我们更应该好好保护珍惜尚存
的为数不多的老建筑、传统街巷，能够
妥善保留住的、保持其本有特色的，千
万别拆除了。因为它们的价值和意义
是不可复制的。

设牌标注，更得挂牌保护

@李梅杰：消失了的老街巷和历史
公共建筑，已不可找回。在原地设立一块
牌子，也算是聊以慰藉吧。过去有些老建
筑一拆了之，拆掉时的快感给人们带来
的是拆后的伤感。等醒过神儿来，就只有
怀念的份了。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
不可能对所有的老建筑予以保留，但是
对具有城市文化显著特色的，还是应该
适当“收藏”，甚至挂牌保护。老建筑没
了，记忆留下了，立块牌子，锁住记忆，也
好；能给城市建设提个醒，更好。

近日，济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已通过了专家审议，正在报送审批。规
划提出要建立历史信息标识系统，设立标示牌标注已消失的历史公共建筑、
传统街巷路名等相关历史信息。对于消失的三座城门也将进行重新标注。对
已经消失的历史公共建筑、传统街巷路名进行标注，有人认为这是保留历史
记忆，也有人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对此，你怎么看？

开杠

@崔屹：保护历史文化名
城，应重在对现存的历史文
物、古建筑的保护，避免因人
为原因过早消失；对于已经消
失的历史公共建筑、传统街巷，
重点应放在历史资料的收集、
整理、保存挖掘上，功夫应下在
博物馆、档案馆里。在消失了的
遗迹故地竖立一个小标示牌，
则破坏了现有城市建筑、城市
风格的整体和谐，容易弄巧成
拙、显得不伦不类。

@田华：既然已经改头换

面，旧貌换新颜，只是放个标示
牌在那里没有任何意义，因为
人们无法凭空想象标示牌所标
注的内容。还不如在其所属辖
区内建立并永久保留历史公共
建筑及传统街巷展示室，用图
片及文字相结合的方式直观地
向来访者展现历史公共建筑及
传统街巷的完美原貌及相关知
识。

@巩姗：难道标注这些单
薄的街巷的名字就能唤起对历
史的记忆吗？有些街巷名含生

僻的字形，总会让人觉得与现
代文明格格不入，过多的形式
化标注反倒是对历史的惊扰。

@赵守翠：以文字或图片
进行说明，具有认知层面的局
限性，与实景实物存在差距。即
便标注了何时、何地存在过何
种历史印记，单从标注内容上
来看，简单肤浅的文字说明，无
法还原原汁原味的场景。对于
市民而言，对于标示牌一瞥而
过，难以触及思想深处，铭记历
史恐怕最终会成为奢谈。

历史风貌不再，重提旧名意义不大

给给消消失失的的街街巷巷设设标标示示牌牌

是是提提示示也也是是警警示示

标注老街名，更有历史味儿

@冯勇：这有利于保留市
民的历史记忆。老街巷、老建
筑是我们城市发展沿革中不
可或缺的一段“基因”。对其
标注，利于后人从“标示牌”
中去追寻、认识和理解先辈
的生活轨迹，对于提升城市
的文化认同感与凝聚力，都
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孙式建：通过建立历史
信息标识系统，可以保留老街
巷、老建筑的文化内涵。即便是

传统街巷和历史公共建筑消失
了，其仍可以拥有鲜活的历史、
博大的文化和伟大的生命。同
时，建立历史信息标识系统，对
于一些刚来济南学习、工作、生
活的新济南人来讲，也是非常
具有现实意义的。

@陶玉山：这也能起到警
醒作用，提醒人们对历史建筑、
传统街巷的保护。城市发展建
设，不能总是以牺牲历史建筑
和传统街巷为代价。这些代表

我们城市历史的实物，和现代
化城市不是格格不入的，而是
完全可以并存，相得益彰的。

@任善昆：应尽快把标注
消失的老街巷工作落到实
处。随着旧城改造，一些有着
厚重历史渊源和丰富文化底
蕴的建筑、街巷在济南版图
上消失了。对已经消失的历
史公共建筑、传统街巷进行
标注是可喜可贺之事，这是
对历史的尊重。

精论

老街故事

老街名来历有讲究

@仇晓雯：济南的老街巷蕴含
着许多的深意。有以政治中心命名
的，如按察司街；有以文化教育命
名的，如贡院墙根街；有体现宗教
祭祀的，如坛盛巷；有体现吉庆纳
福的，如光明街、万盛街。这些街巷
名已经深入人心，承载了历史、文
化和老一辈的情感。针对因种种原
因无法保留的街巷而设立标示牌，
虽属亡羊补牢，但并未晚矣。除了
标示牌，原址的方位图、名称来历、
有何典故最好都有标明，供济南市
民和其他游客了解，否则这些真就
尘封到书柜中，积攒的只能是厚厚
的灰尘了。

高都司巷出土的“编年史”

@台应新：十多年前，泉城路北
侧的高都司巷消失了。高都司巷是因
曾有一高姓的都司在此居住而得此
名。过了西门朝东走，在路北第二个
巷便是高都司巷。在2002年10月对高
都司巷的抢救性考古发掘中，出土了
古井、古道、陶罐、瓷器、瓦当、酒坛等
大量文物，这些文物几乎贯穿了从战
国至明清每个朝代，高都司巷出土的
文物就是整个一部济南编年史。给已
经消失了的街巷设立醒目的标示牌
是必须的，如果再设置一个对该街巷
的历史简介立牌也是应该的。

一提老街名，儿时记忆浮
现眼前

@任善昆：1941年我出生在济
南老东门外的奎垣街，曾在护城河
边的俄雅坊小学读书。穿过学校西
门的木桥是学校操场，操场建在城
墙下。城墙西边不远有条青石板铺
就的高祥后街，我姥姥就住这街
上，街上有座关帝庙，古色古香的。
每每回忆起来，心里便甜滋滋的。
如今，这些街已从济南地图上消失
了，让我心里有些涩涩的感觉。得
知济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要
对传统街巷进行标注，真要为此点
赞。希望尽快实施，让奎垣街、高祥
后街这些承载济南历史文化的老
街重回故里。“老济南”回来了！

打油诗

@黄伟民

历史名城济南府，

旧城改造动筋骨。

日新月异发展快，

诸多“故事”难留住。

昔日旧貌换新颜，

厚重历史需保护。

传统街巷古建筑，

失去了的难弥补。

建立系统加标注，

留存信息后人读。

正
方

反
方

曲水亭街宁静优美。不少老街巷承载着济南的历史和记忆。（资料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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