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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张养养浩浩故故居居遗遗址址上上将将建建安安置置房房
不少人认为没了太可惜，呼吁对原址进行保护

文/片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墓地故居一路之隔
面临命运大不同

12日，天桥区柳云社区云锦
池内已经没有盛放的荷花，但是
荷叶仍很茂密。“八月十五前后就
到采藕的日子了，以前北园藕可
是非常有名的。”说到这儿，柳云
社区居民张宗旺叹了口气，“现在
咱们还能看到这片荷塘，以后这
荷塘存不存在还不好说呢！”

云锦池位于张养浩故居云
庄的范围内。与云锦池一路之
隔，就是张养浩的墓园文忠园，
这里原来是张氏家族墓地，保存
有张养浩墓葬1座、张氏族人墓
葬6座，还有明清所立墓碑4通、
石狮1对、四奇石之一的“麒麟
石”1块、赑屃1尊、石坊1座。墓园
内道路平整，绿草茵茵，已经成
为周围居民休闲玩耍的好去处。

“门口的那块‘麒麟石’和池
边的赑屃都是从路西的张养浩故
居范围内挖出来的。”张养浩第23
代孙张宗举说。同样，张宗旺也是
张养浩第23代孙，他还记得张养
浩故居所在地曾经是个学校，南
边的那排房子有一排高台，应该
就是原来老房子的地基。在他们

看来，这都是证明路西就是张养
浩故居的最直接证据。

从史料上看，也能印证这一
点。张养浩《云庄记》有记载：“余
性雅嗜涉水，弗克如志，谢政来日
与之七年处，凡七年，无厌意。吾
乡多名山，泉灵异者尤多。违治城
西北十数里为先茔，其西百举武
为别业。”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
授赵继颜分析，这句话说明，在墓
地西侧百余米外，就是张养浩的
云庄旧居。张养浩去世后，将云庄
旧居遂闲堂改建成张文忠祠堂。

“根据文献记载及地块内出
土的‘麒麟石’与石龟等文物判
定，位于水屯路以南、西泺河以
西、生产路以东的地块，就是云庄
遗址所在地，这一点已经成为张
养浩众多研究学者的共识。”

“原来这两个园子是连在一
起的。”张宗旺强调，“当年不都说
要想富先修路吗？这路还是我参
与垫起来的。”但是这一路之隔，
却让两个园子走向不同的“命
运”。路东的文忠园在1992年6月
12日就被山东省政府公布为第二
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而路西的
云庄遗址则在2016年7月公布的
北湖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被
规划成了居住商业混合用地。

张养浩故居遗址
已列入征收范围

“2015年我们就了解到了这
一规划，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
不断地找相关部门反映，希望能
够保留张养浩的故居遗址。”张
宗旺说，“这不仅是我们张家的
念想，张养浩也是生在济南、葬
在济南的名人，保留了他的故
居，也是留下了文化。”

但是留住路西张养浩故居
的建议，最终却没有落实到规划
上。2016年6月20日公布的北湖
片区社会公告意见落实情况中
提到，“针对扩大省级重点文物
保 护 单 位 保 护 性 用 地 的 申

请——— 北湖片区柳云地块历史
文化保护规划建议，规划部分采
纳，按照北湖核心区两侧安置用
地规划条件落实，只保留西泺河
路东侧的张公坟公园。”

“今年上半年，针对这一问
题，我们专门进行了调研，向市
委、市政府打过报告。”12日下
午，济南市规划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但打了报告之后，下一步会
怎样，该负责人表示并不清楚。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故居
遗址要进行土地征收的计划仍然
没有改变。“张养浩墓地西侧的这
一片区，的确是列入了北湖片区
西安置片区A地块的范围内，需
要进行土地征收。”12日下午，天
桥区国土分局征地收购中心工作
人员表示，目前之所以还没有征
收，是因为拆迁还未完成。

据该工作人员介绍，根据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严格规范征地管理工作的
意见》鲁政办字〔2017〕76号规
定，在实施土地征收时，涉及集
体土地上居民住宅、工矿企业及
其他建筑设施成片拆迁的，应当
由市、县（市）政府确定的拆迁机
构或相关街道办事处、乡（镇）政
府与产权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
协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视为征
地清点、确认材料。而目前签订
拆迁补偿协议这一步尚未完成，
因此还未走到土地征收这一步。

虽然还未完成征收，但这一
片区即将建设的安置房已经完
成了选房。“我们是近两年前选
的房子。”市民黄先生选的安置
房就位于这一片区，“当时我要
选的那个面积，都集中在这一
片。我们每一户的楼层、位置，都
已经选妥了。”

破坏再想重建
就不是原汁原味了

黄先生上世纪90年代起就
住在文忠园附近。“虽然以后我

的安置房在这里，但是我也反对
把张养浩的故居遗址盖成高楼
大厦。”黄先生说，“破坏了之后
要再想重建，就来不及了。”

“我们现在听说了一个新的
方案。”张宗旺说，“相关部门表
示，要在小清河景观带的五柳岛
上建张养浩的纪念地，同时把北
湖改名为云锦湖。”对于这一方
案，张宗旺不认可，“本来已经有
真的遗址和真的云锦池，为什么
要毁掉到别处建一个呢？那样建
成了也不是原汁原味的了。”

对于张养浩故居的保护，济
南市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铭认为，
关于张养浩故居的遗址，史料的
确有所记载，因此在进行处理时
一定要慎重。“这一故居遗址再
结合文忠园这一文物保护单位，
可以很好地对张养浩的相关文
化进行保护，最好在这一位置建
纪念馆或者纪念堂，弘扬传统文
化，而不应该草率地建设楼房，
不要再留下遗憾。”

在李铭看来，扩大张养浩的
影响力，也有助于扩大济南的影
响力。济南有着这么好的历史文
化资源，应该更好地保护利用。

“济南在对名人故居的保护上有
着非常先进的理念，也有很成功
的样板。”李铭说，老舍故居就是
济南拿出资金从私人手中回购，
再进行修缮、展示，效果非常好。

“对于张养浩故居的保护，也应
该采用这样先进的理念，让‘济
南名士多’名副其实。”

此外，云锦池中生长着大片
荷花，连同文忠园中的荷塘，常
被人们称为济南市区景区外的
最后一片荷塘。作为济南的市
花，荷花的生长区域已经不多，
如果故居遗址内的荷塘被填平，
那么这最后一片荷塘的面积也
会大幅缩小。“从北园乃至济南
整体的情况来看，这样的藕池、
水面已经非常少了，为了保留济
南的原有生态，也应该保留这一
片水面。”李铭说。

“海右此亭古，
济南名士多。”作为
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济南有着众多
的历史文化资源，
其中诸多历史名人
更是丰富了济南的
历史文化底蕴。生
在济南、葬在济南
的元代著名文学
家、政治家张养浩
便是其中一位。张
养浩墓文忠园目前
已经成为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但是在
目前片区开发中，
一路之隔的张养浩
故居遗址却面临着
被征收的尴尬。

张养浩故居内云锦池，这里已经规划成北湖片区安置区。

故居遗址目

前已经没有过去的

建筑物，只有文献资

料和挖出的物件，证

明这里曾是张养浩

故居。

·名人故居遗址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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