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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晚报刊发了武存
中先生撰写的《西门电报大楼
的盛衰》一文，回忆了诸多趣
事，巧合的是，30多年前笔者曾
有一次在西门电报大楼发电报
的经历。

模糊地记得大约是1983
年，当时大爷爷住在十六里河
一带，其长子(我大伯)在陕西
工作，大伯的单位打算从山东
购买一批花生和大豆，请大爷
爷帮忙。大爷爷通过在粮所工
作的亲戚找到货源、谈好价格
后，准备次日来西门电报大楼
给大伯发电报。不料家里遇突
发急事走不开，又不想耽误，他
就让正在读初中二年级的我来
办这个事。

此前我并没有发过电报，
也没有单独来过济南，大爷爷
就在纸上写好了内容，再三斟
酌后才交给我，我有点困惑地
问为什么不用更多的字说更清

楚点？大爷爷说发电报是按字
收钱的，每个字七分钱，要尽量
精炼——— 当时七分钱差不多能
买一斤鸡蛋。我小心地将大爷
爷写好的纸放好，按交待的路
线骑着自行车来到了西门电报
大楼。

一进入电报大楼，人声鼎
沸，我就有点慌乱。我先在一个
角落站定，让自己镇定下来，慢
慢弄明白大厅内的布局。正在
发愣的时候，恰好听到两个大
人商量发电报的事，我就跟了
过去。他们走到柜台前对工作
人员说，“同志，发个电报。”“发
到哪里？”工作人员一边问一边
递出来一张带格子的电报纸让
他们填。他们掏出钢笔和准备
好的纸条，按电报格式将内容
抄了上去，一个格填一个字，按
字数付了钱就算完事了。我一
看也没那么麻烦，心里略略有
底了。我故作镇定地对工作人

员说，“叔叔，给张电报纸，拍电
报。”工作人员也没问往哪里拍
就递过来了电报纸。

为了准确填写和不耽误后
面的人办业务，我拿着电报纸
走到一旁，仔细看了看电报纸，
又琢磨了一下要发的内容，感
觉大爷爷写的内容还能更简练
些，就试着精简了一下，比如把
地址栏中的“陕西省西安市”改
成了“陕西安”，内容也进行了
精简，读了几遍感觉大伯应当
能看明白就抄了上去。交给工
作人员后，他指着电报纸下方
的“发报人”一栏说：“填上！”我
大胆地问了一句：“要钱不？”对
方回答：“不要钱，写详细点。”
后来才知道发报人姓名、地址、
电话是供电报局存查、联系用
的，不属于电报内容，不拍发就
不收费。

工作人员又询问了一句：
“用不用加急？”

“加急？”工作人员看我没
听明白，又看了看电报内容，也
许发现不是什么“某病危速归”
一类的就没再理我，给我一张
窄窄的收款条，一共收了两块
多钱。

末了我问了一句“几天能
到？”工作人员说“两天”。

回去后我告诉了大爷爷发
电报经过，大爷爷仔细地看了
看我留下的发报内容，认为精
简得很好，没有歧义，还夸我会
办事，将省下的几毛钱奖励给
了我！

电话、手机、网络普及之前，
遇到突发事件需要联系远方的
亲人，最快捷的方式就是发电
报，但因为收费昂贵，不到万不
得已，一般人也舍不得花钱发。
尽管如此，距离远的当天也到不
了，需要两三天或更长时间对方
才能收到，若要赶回家恐怕就是
四五天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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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年(1902)，周馥
擢升山东巡抚。在兴办洋务上
追逐李鸿章并颇有建树的他一
到任，便给济南带来了新气象。
就在这一年，周馥下令在府城
西南角的西箭道设立官电房
(后迁至旁边的安乐街)，省城各
衙署内装设电话，彼此间有了
专线连接，形成一个电话网，这
是山东省最早由国人自办的市
内电话局域网。

两年后的5月4日，周馥与
他的前任、时任北洋大臣袁世
凯联手上书，奏请朝廷允许济
南自开商埠，同时将胶济铁路
沿线的潍县、周村一并开埠。此
事20天后即被获准。历经一年
半的筹建，光绪三十一年腊月
十六(1906年1月10日)，济南商埠
宣告竣工开埠。短短几年间，济
南商业气象为之一变。此时，要
求提高通讯水平的呼声首先从
工 商 业 中 传 出 。宣 统 元 年
(1909)，德商申请在商埠创设电
话局域网，山东抚院对此未予
批准。此时，省城的官办电话局
已着手筹建，政府拨借经费银
一万两，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
数目。次年八月，官办的济南电
话局建成投运。总局设于安乐
街，分局设于商埠，初任局长为
连炳。当时因为资金不足，一开
始用的电话机多是洋人用过的
二手货。

民国改元后，安装电话的
商家富户激增。1913年，山东行
政公署指令，济南城厢内外安
设公用电话，最初只在行政公
署、趵突泉、普利门、胶济铁路
西站、津浦铁路车站五处设有
公话，旁边配有站岗的警士，每
拨通一次市内各处电话，需要
交两个铜板。当时民用的电话
机有两种，一种是挂在墙上的
墙机，一种是可以移动的抬机。
墙机分新旧两种，每月电话分
别为5元和4元，抬机也分新旧
两种，每月电话费分别是5 . 5元
和5元。墙机和台机的安装费都
是15元。以上费用放在今天也
不算便宜，要知道，当时在大饭
店吃一桌带海参的饭也就十来
元。据记载，到1914年，省城济
南已安装电话600余部。

1915年，山东巡按使公署
下函，把官办电话局让归商办，
济南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应运而
生，其首任董事兼总理为日照
人马官和。公司组建后的第三
年，马官和又在紧挨圩子墙的

西凤凰街购地，新建办公楼、机
房楼各一座。1919年，济南电话
股份有限公司市话容量达1200
门，在当时全国20多家民营电
话公司中，仅次于杭州 ( 1 5 0 0
门)。1921年，济南市内电话改装
德国西门子共电式交换机，容
量达到3000门，跃居全国之首。

与市内电话的国内领先相
比，长途电话在济南的发展则
非常滞后。早在1901年，北京天
津之间就可以打长途电话了，
而直到1920年，济南和青岛之
间才架设长途电话线。当时，济
青间的电话线沿胶济铁路架
设，共有两条，一条济青直达，
一条是途经周村、张店、青州、
昌乐、潍县、坊子、高密、胶州、
城阳至青岛。很尴尬的是，这两
天电话线都是日本人架设的，
直到1923年，交通部才派员接
收。此后，北洋政府与济南青岛
又因长途电话收益及管护进行
了拉锯谈判，1925年4月1日起，
济南、周村、潍县、青岛等13处
长途电话才开始营业。不少电
视剧上会出现民国初年济南市
民打长途的镜头，知道了这段
历史后大家会明白：那都是虚
构。

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爱
迪生发明电灯26年后，这个洋
玩意儿终于来到了济南。这年
冬天，刘恩柱(字福航)在济南院
后的曲水亭街创建“济南电灯
房”。这是济南近代史上第一家
民族资本工业企业，也是山东
第一家民族资本电力企业。

数年前，笔者曾拜访过刘
恩柱的嫡孙刘筱航。据他回忆，

“济南电灯房由刘恩柱个人投
资27 . 9万银元，从德国购进两
台42千瓦的锅驼发电机，并聘
请德国人斯密特·哈姆来济南
装机。”这种说法与文献记载稍
有出入，如鲍德威《中国的城市
变迁》一书中就提到，“该公司
拥有资本金20万两白银，从青
岛的德国人那里购买二手设
备。”

刘恩柱祖籍山东沂水县刘
家店子村 (今属沂南 )，23岁中
举。光绪初年，刘恩柱携家人来
济南定居。20世纪初，经山东巡
抚周馥荐举，刘恩柱被任命为
山东机器局总办。任公职时期，
刘恩柱利用个人资产创办了

“济南电灯房”。由于装机发电
容量太小，济南电灯房最初只
供山东巡抚衙门及官署使用。

对于电灯这个新鲜玩意儿，巡
抚大人开始时喜忧参半，每当
夜幕降临时，总要请刘恩柱到
巡抚衙门来坐镇指导合闸。不
久后，院前街、院后街上又各安
了18盏路灯。当时的灯泡是碳
极弧光灯，需要靠两电极之间
拉弧才能发光。每到晚上亮灯
时，需要工人爬上电线杆调节
电极之间的距离，使之打着

“火”，到了第二天早上，工人再
爬上电线杆关上灯泡。

1909年，刘恩柱又在顺河
街(今趵突泉北路)北段购地6亩
多。增添德国设备，建设济南电
灯公司，供电范围由老城西至
商埠，南到南关部分区域。据
1914年出版的《济南指南》一书
记载，民国初年，济南电灯公司

“每点钟出电力二百二十克罗
瓦特，安置电灯数约五千余盏，
共用工人四十余名。”

今天，我们习惯于用“瓦”
来描述电灯的度数，而当时用
的计量单位是“烛光”。济南的
电价为：“定价十烛光者每月一
元，十六烛光者一元六角，二十
五烛光者二元五角，五十烛光
者五元。安装费五元。目下计划
白昼开机兼安电表，出售动力
用德国西门子电厂机器。”

当年，一块银元可以买30
斤大米或8斤猪肉，一个月最低
一块银元的电费，也不是普通
百姓能够承受得起的。

伴随着规模的扩大，1919
年，济南电灯公司又改制为“济
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1925年
以后，济南开灯量达到万盏以
上。

济南电灯公司在济南成立
后的好长一段时间，所发电主
要用来照明，一般不用作动力。
因此，电灯公司白天不工作。受
此限制，早在清末就出现的电
影，最初一直是只有夜场。德国
人在济南三马路小纬二路开办
第一家电影院——— 小广寒电影
院，它的营业时间就是每天晚
上8点～10点或11点。

大约在1920年以后，小广
寒电影院有了自己的发电机，
才终结了白天不放电影的历
史，开始全天候营业。小广寒电
影院旧址一直保存至现在，变
身为电影博物馆。在馆前有个
类似水塔的二层单间建筑，据
说，它就是当年小广寒电影院
的用来安置发电机的“电楼
子”。

民国时期的话务员。

济南电灯房创办人刘恩柱。

济南电灯公司早期使用的引

擎发动机。

济南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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