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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版上为何还
要谈老建筑？这是缘
于小广寒1904电影艺
术餐厅，缘于李建军，
缘于姜波。在《食指》
发刊词中提到，餐饮

的美学，不限于味觉上
的感受，还有环境、建
筑及装饰上。李建军和
姜波他们俩就对老建
筑情有独钟，把保护和
实用融为一体是一个
可行的办法。
小广寒1904电影艺术餐

厅就是一个不错的范例，
这里面浸透着建军和他的
合作伙伴王建宁多年的心
血。而建军在这方面乐此
不疲，最近又成立了一个
济南市老建筑旅游促进
会。5月13日中午我着急找
建军，主要是让他在美食
餐饮方面给我指导。那天
中午，小广寒门前停满了
车，我到的时候正好一帮
外地学生来参观，李建军
给他们介绍济南开埠的历
史，小广寒的来历，德式建
筑、老放影机和美食融为
一体，给人一种非常美妙
的享受。结果谈着谈着美
食，又谈到小广寒的来历，

一谈小广寒的故事多
了，这引出山东建筑大
学住建部传统民居保护
专家姜波教授，他俩不
同寻常的友谊。我这个
人脑洞大，美食重要，去看
看这个姜波也很重要。说去
就去，中午给姜波打电话，
约两点半出发。在姜波的工
作室这两个老朋友，谈的是
快速扩张的省城如何保护
老村落的问题，我一想来是
了解小广寒的，姜波教授找
出了当年修复加固的图纸，
李建军当然见到了宝贝一
样。小广寒有今天是姜波和
李建军等努力的结果。
回市里前，建军陪我看了所
谓的“凤凰公馆”，现在山东
建筑大学成了地契博物馆，
建军又看了一下与他曾经
朝夕相处的66号院相似的
房子，他说66号院是苗氏的
住宅，整体移过来的是
德国建筑师本人的住

宅，要小一些。他抚摸着老
房子像抚摸一个老朋友，
姜波教授是一个有担
当的知识分子，我可
以理解他对老建筑的
痴迷和执着，但李建
军一个商人不好好地
开饭店赚大钱，为何
有这么浓厚的人文情
节？他说钱赚多少是
多？够花够用就行，为
这个城市做点什么，
才是最重要的。

老老建建筑筑，，让让美美食食在在这这里里传传承承
山东建筑大家姜波教授曾经不止

一次的说过“一个人也好，一个家族也
好，总是需要记忆，一个城市也是这样。
尊重历史、尊重文化，含有历史文化的
建筑物是教书育人的最好载体。”

李建军

点评：周爱宝

姜波与李建军站在

复原在山东建筑大学

的凤凰公馆，现在用做

地契博物馆。

齐鲁晚报美食家工作室主编周爱
宝先生5月23日来电，这个从财金主编
跨界的宝哥，让我写写与山东建筑大
学姜波教授两人的友谊，写写为什么
对济南市老建筑抱有那么浓厚的感
情。

2000年，我机缘巧合从呼和浩特
来到济南工作。被这座城市深深吸引
的原因，是因为每天乘坐公交车上班
的时候，似乎每一个人都拿着一份报
纸，每个淳朴的面孔，都如饥似渴的吸
收着来自纸墨上的营养。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融入到
这座城市，被这座城市敦厚的、内敛的
氛围所打动。不得不说，济南这座城
市，是一个文化深厚的地方。有一段时
间，我几乎只要有时间就走街串巷，徜
徉在这座城市的老街老巷之间。一座
座风格各异的老建筑，就如同一座座
宝藏，让我痴迷。

200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经八
路的一片平房中，找到一套老房子，年
轻而富有激情的心灵极度兴奋。几次
和房主沟通，最终租赁下来。经过半年
多时间的筹备，我将这座老房子改造
成为一个独特风格的餐厅“66号院私
房菜”。这可能是济南市第一家私房菜
餐厅。这座老房子是济南曾经最大的
商人苗氏的家业之一。因为对老建筑
的喜欢，对美食的热爱，一时间，小小
的餐厅客户爆棚，声誉非常好。

好景不长，2008年，因为城市的发
展，这个片区因为规划将要拆迁。看着
这座老房子、老院、老井、百年的金银
花树，无奈、失落、无助各种情绪纠缠
着我。几乎是同期，第一次听见姜波的
名字。那个时候，媒体的声音只有报
纸、电视。山东建筑大学姜波教授在一
次次争取保护一部分老房子，但是这
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搬离了这座近70
年的老房子。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都不愿意路
过经八路，害怕看到一片废墟。忽然有
一天，听到关于一座老房子要整体平
移。后来听说是姜波在一次次努力之
后，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保留了一座
和66号院私房菜一样的老房子，并且
将这座建筑整体平移拉到新建的山东
建筑大学。2009年3月1日，经历了18个
小时，老房子被巨大的拖车拉到了山
东建筑大学。后来我去参观修复好的
老房子，真的是感触万千。

这件事情之后，我开始对姜波关
注了。

2008年中，我听到了他的消息，是
关于一座老电影院的修复。特别巧合
的是，我也接触到了这种老建筑———
小广寒电影院旧址，并且我将这个老
建筑承租了下来。

第一次和姜波见面的时候，是接

手了小广寒电影院的不长时间，一次
专家论证会。戴着一副旧式眼镜，穿着
宽松的衣服，说话不紧不慢。但是一谈
到老建筑的时候，眼睛就放光了，慷慨
激昂。好感就此产生。我觉得这是真正
的文化人，一个有历史使命感的人。

因为小广寒电影院的修复，我们
经常见面，也经常讨论，甚至也会争
执。我们对小广寒电影院修复的原则
是让这座老建筑不仅仅修旧如旧，而
是让所有看到它的人们，感觉是一百
多年来就是这个样子(小广寒电影院
建于1904年，是济南市第一家专业电
影院)。姜波在这个期间，对于小广寒
的历史进行了大量的史料查阅，经过
长时间的资料整理，确定是中国现存
最古老的电影院。

我们之间因为一件事情，是我对
他的认知和认同发生了质的变化。我
们为了修复小广寒，在普利街老街区
改造的区域，购买了大量的老房子，为
的是使用老石头、老木头、老砖。其中
有一座老式的石头房子，是我们购买
的最重要的材料。我们紧锣密鼓的进
行拆除，正准备拆那座老石头房子的
时候，姜波急匆匆的找我，说那座老房
子不能拆，是日伪时期日本的特务机
关“凤凰公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
是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修复小广
寒，所以没有理他。

但是，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
他的执着的精神，几乎每天他都要找
我，甚至看着那座老房子。直到找到我
第五次，而且同期市中区一位热爱老

建筑的领导也亲自和我谈了两次，我
突然有了一个转念，我曾经不是也一
次次希望老建筑能更好的保护下来
吗？也不是一次次的呼吁吗？经过一天
慎重的考虑，我和姜波坐下了，想听听
他准备如何保护“凤凰公馆”。他语
重心长地说，经过他的争取，建筑大
学的领导同意将“凤凰公馆”整体迁
移到大学，将建成一个博物馆。我们
谈了很长时间。最后，我同意将那座
老房子无偿给他。那一刻，我很感
动！为了老建筑、为了那份深深的使
命感、为了他的执着！

小广寒电影院经历了两年半的修
复，并于2011年正式对外开放。我邀请
了很多在小广寒第二次生命诞生期间
为此付出、对它关注的人们，其中也包
括姜波。

姜波曾经不止一次的说过“一个
人也好，一个家族也好，总是需要记
忆，一个城市也是这样。尊重历史、尊
重文化，含有历史文化的建筑物是教
书育人的最好载体。”

我今年牵头成立了济南市老建筑
文化旅游促进会，我们希望将历史文
化遗存和丰富多彩的老建筑合理保护
和使用，能够更好的传播和弘扬齐鲁
优秀传统文化。

李建军 济南市小广寒博物馆馆
长 小广寒1904电影艺术餐厅总经理

姜波 山东建筑大学齐鲁建筑文
化研究中心主任 住建部传统民居保
护专家

▲ 本刊主编周爱宝采访小广寒1904电影

主题餐厅

李建军抚摸这座
跟66号院相似的老
建筑，像见到一个
久别重逢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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