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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悦

隐身章丘城中村
古楼已两三百岁

杨胡村位于章丘区中心的
西部，距离区中心的唐人广场、
百脉泉广场等只有2公里。随着
章丘的发展，杨胡村目前也面临
着整村拆迁。进入村子，家家户
户都画着“拆”字。而提到村中的
古建筑，基本上上了年纪的人都
知道。“叫绣花楼，总共两个，隔
着也就二三十米。”

22日，记者探访发现，这两
座建筑位于村子的西南角，都是
二层砖石建筑。青色的砖配上传
统建筑独有的屋脊，一看就颇具
历史沧桑。其中一座建筑位于村
内公路旁边，而另一座老建筑相
对较矮，其周边已经几乎被农房
所环绕。

矗立于路边的这栋建筑，属
于当地村民韩云法。今年68岁的
韩云法和老伴居住。韩云法介
绍，这座建筑确实叫绣花楼，但
具体存在多少年他也不清楚。

“老爷爷传给爷爷，又传给叔叔
婶子，最后是一个婶子传下来
的。我爷爷奶奶一百多岁，包括
我的老爷爷在内，他们都不知道
这个房子多少年了，但只是在里
面住着。”这样推算下来，这个绣
花楼，至少也要有两三百年的历
史了。

另一座建筑的主人则是韩
云法的远房亲戚，也姓韩。他称，
自己家的老人也不知道小楼传
了多少代，只知道曾经修缮过一
次。记者拐进这座小楼所处的院
落，进入这座小楼的内部，铺的
砖石、木楼梯也都和韩云法家的

绣楼如出一辙，只是楼顶屋脊上
并无动物装饰。

一砖一瓦原样保存
曾有人出万元买楼梯

在绣花楼内部可以看到，整
个屋子为标准的长方形。占地面
积近百平米，东西12米，南北8米
左右。一层已经没有任何有价值
的物件，只剩下一些废弃的小家
电、纸箱等等。在一楼的最西侧，
一条木质的楼梯可以通向二楼。
二楼是由木地板搭建的，盛放着
一些杂物。虽然经过数百年的时
间，但无论是木质楼梯还是地
板，都非常结实。

“别看这个楼梯旧，当年有
人要花上万块钱买它，我没卖。”
说起这个老楼的每一个部分，韩
云法和老伴都如数家珍。“屋顶
上有四个雕塑，哈巴狗子张口
兽，有几个狗几个兽都是有讲究
的，建筑质量非常好，墙有70多
厘米厚，夏天我们还经常到里面
来住，因为凉快。”

关于绣花楼的名字，韩云法
介绍，这个楼可能是大户人家的
小姐住的地方。因为当时村子里
面盖多高的楼都是有规矩的，这
个楼最初的主人很可能非富即
贵。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绣花楼
几经继承易主，最初主人的身份
也无从考证了。

韩云法小的时候也曾经在
里面住过，直到后来新房子建起
来，儿子觉着老人再在旧楼里面
住不好，就把他接了出来，住到
了后面的新屋子。“其实，绣花楼
和新屋子，本来是在一个院子
里，有三户人都住在里面，都是
韩家的人。但上世纪90年代村子
里修公路，就把院子征去，绣花

楼就成了沿街楼。”再到后来，家
里老人将绣花楼分给了其中一
户，这一户随后又远赴沈阳，就
把绣花楼留给了韩云法一家。

此后，韩云法和老伴就一直
看着绣花楼。1992年韩云法在这
座绣楼后面又盖了几间平房，就
是想一辈子守着祖传的地方。有
人想把楼梯拆下来买走，韩云法
觉着这样会破坏整个楼的完整
性，就没同意。也曾有来村里收
文物的人出价上千元购买绣楼
的一块青石，他也没舍得出手。
目前，整个绣花楼，包括门、楼
梯、砖瓦都是原样保存下来的，
都没有动过。

截至发稿前，记者从章丘当
地有关部门了解到，这两座老楼
位于规划范围之内，将会拆除，
未来会研究异地重建的可行性
方案。

“这座建筑应该是清代的，
不会太晚，清代中叶或中早
期。”济南市考古所所长李铭
称，考古人员现场考察过韩云
法家的绣楼，得出的结论是保
存与研究价值很高。它的历史
也与韩云法老人推测的两三百
年时间相符。

考古人员考察后发现，这
座二层三开间的老建筑十分精
美，“像这种建筑现存的已非常
少，以前村里多数是平房，这座
楼比周边房屋都高，能盖起这
样的小楼耗费的人力、物力是
非常大的，所以肯定是大户或
官宦人家所有。从形制上看，它

与一些庙宇的藏经楼都有相似
之处。”李铭说。

“它整体使用的砖在当时
也造价不菲，跟现代意义上的
砖并不一样。”李铭说，我们从
建筑外观上看到的颜色不一致
的石块，其实是用来加固建筑
的钉子石，起到拉紧墙体的作
用，“这么多的钉子石足够让这
座建筑屹立不倒，很有研究价
值。”

李铭认为，这座建筑虽未
来得及列入文保单位，但足以
够得上市级文保单位的资格，

“我们应该认清，即使不是文保
单位的老建筑也不能随便拆，

而是应该得到法律法规的保
护。”

随着各区县旧村改造进程
的加快，一些村子的老建筑未
得到保护甚至整体拆掉的现象
时有发生，古村落保护成为文
物专家研究的重要课题。“章丘
作为千年古县，更应承担起保
护和延续历史的责任。如今大
量村落的拆除让地上文物迅速
减少，是不应当的。”李铭说，就
算无法整体保存古村落，里面
经典的四合院建筑应当尽量原
汁原味地保护下来，这也是对
历史起码的尊重。

本报记者 于悦

市考古所所长李铭：

保保存存研研究究价价值值高高，，够够市市级级文文保保资资格格

可可惜惜！！章章丘丘两两座座清清代代古古楼楼要要被被拆拆
所在村子整体拆迁，或将研究异地重建

在章丘区杨胡村改造中，两座存留两三百年的古楼进入人们的视线。记者现场探访得知，距杨胡
村的整体拆迁还有十多天，这两座清代古楼将面临被拆的厄运。对此，济南市考古所所长李铭表示：应
该保护起来，不能随便拆除。

这座精美的清代绣楼很可能10天后就被拆除。 本报记者 于悦 摄

另一座古楼被院落包围着。本报记者 于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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