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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岁的“老济南”杨金玉说———

“百花公园
本报记者 王光照 王光营

原本就叫闵子骞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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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济南”都叫它

闵子骞公园

杨金玉老人今年89岁，在闵子骞
路已经住了整整28个年头。1982年杨
金玉和老伴搬到闵子骞路省化工院宿
舍时，周围一片荒凉。

杨金玉说，闵子骞墓的位置就在
闵子骞路东侧，当年没有多少人重
视，看不出它是重要的历史遗迹。只

是在锈迹斑驳的铁门外，竖着一块写
有“闵子骞墓”的窄小木牌。铁门
内，由于长年失修，只留下破旧的石
碑石龟散落在杂草间。闵子骞墓东北
方向的一片空地正在筹建一座公园，
这就是百花公园的前身。

“靠近闵子骞路，还有历史名人
闵子骞墓，附近居民特别是老济南人
很自然地称这座公园为闵子骞公
园。”杨金玉说，当年自己经常带着
小孙子洋洋来公园附近玩，每天茶余
饭后，几个邻居总会有人吆喝一声：
“走，去闵子骞公园逛逛。”

清澈的池塘边

曾经芦苇片片

杨金玉老人告诉记者，上世纪80
年代中期，百花公园内曾经芦苇片片,
傍晚，夕阳金色的光辉罩在清澈的水
面上，微风拂过，金灿灿的芦苇随风
摇曳，水面波光粼粼，这一幕显得非
常有韵味。

“池塘中成片的芦苇辉映着鞭打
芦花的典故，有一段时间，这座公园
也叫芦花公园。”已经从百花公园退
休10年的老员工朱学琳说，在公园建
设末期，建设单位逐渐拔掉了池塘中
的芦苇，在原处堆出假山，池塘边种
上松树，人们再也看不到当年芦苇风
姿绰约的诗情画意了。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
历史名人闵子骞的故事千古流传，如
今不乏慕名而来的游客，试图在公园
中寻觅闵子骞的遗迹。朱学琳说，自
己在公园上班时曾接待过不少外地游
客，他们都会要求工作人员讲解公园
内体现闵子骞文化的元素，曾有一位
香港游客，进门便问闵子骞墓在哪
里，当被告知闵子骞墓不在公园范围
内时，这位游客失望而归。

21年的等待

有希望了

“恢复闵子骞公园好。”杨金玉
老人用颤抖的双手翻开一本珍藏的日
记，对着页面上已经淡化的墨迹喃喃
自语。

本报 6月 22日讯（记者
王光照 王光营） 2 2

日，本报在C06版刊登了《市
民建议更名为闵子骞公园》
一文，很多市民给本报打来
热线，对百花公园改名为闵
子骞公园表示赞同，认为改
名后更能凸显公园的历史文
化内涵。
“百花公园改名的建议

太好了，我完全赞成。”22日
下午，家住中心医院对面的
赵女士给本报打来电话说。
赵女士认为，百花公园的名
字比较俗气，而且全国有几
十个公园叫百花公园，听起
来没新意也没特色。而闵子
骞是济南的历史文化名人，
“鞭打芦花”的故事传颂了两
千多年，百花公园改名后完
全可以将闵子骞墓纳进来，
这样就能与这个众人瞻仰的
历史文化名人连接在一起。

市民赵鹏告诉记者，对
百花公园改名的建议他举双
手赞成。他认为百花公园这
个名字实在是太普通了，毫
无个性，现在那么多公园，哪
个不是百花齐放？与此对比，
“闵子骞”这个名字就响亮多
了，闵子骞作为中国古代孝
文化的代表，极具历史人文
内涵。济南有一大批像闵子
骞一样的文化名人，如辛弃
疾、李清照等等，有关部门应
该做足这些本土历史名人的
宣传工作，充分挖掘其背后
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使其
成为济南这座历史文化古城
的标志。

市民刘振也持有同样的
观点，“我希望百花公园更名
为闵子骞公园的建议能够早
日实现。”刘振说。

多数读者赞成

叫闵子骞公园

随着百花公园的改
造，一段尘封在“老济南”
记忆里的故事又被唤醒。
今年89岁的杨金玉老人有
些激动：一个名字承载着
千古传说，这个公园本来
就叫闵子骞公园，可后来
却改成百花公园了，“什么
时候能恢复原名啊，时间
过得真快，转眼间已经是
21年的等待。”

山东省政协委员徐群：

改名“闵子骞”打造济南名片

本报6月22日讯（记者 王光照
王光营）“应该将百花公园改名

为闵子骞公园，并将修整后的闵子
骞墓纳入其中。”山东省政协委员徐
群认为，这是极好的创意，必将成为
济南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名
片。

据了解，在2008年的省政协十
届一次会议上，徐群就提交过一份
建议将“百花公园”改造成“闵子骞
公园”的提案。他认为闵子骞是以孝
行闻名的孔子弟子，因“鞭打芦花”
而闻名遐迩。而闵子骞墓与百花公

园只有一墙之隔，如能将百花公园
更名为闵子骞公园，重修闵子骞祠、
闵子骞墓，并复制乾隆手书“笃圣
祠”牌匾，则可以挖掘景点背后的文
化底蕴，提升公园的知名度。

徐群表示，在公园内还可以建
立类似“百家讲坛”的孔孟专题讲
座，给游客讲上一“课”。园区内设立
二十四孝雕塑，供游人拍照留念，还
可以设计一批类似“芦絮棉袄”、二
十四孝小雕塑作为旅游纪念品，并
设计“雪地拉车”的体验场景，同时
作为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基地。

本报6月22日讯（记者 王光营
王光照） 22日，民进会员、《荣昌

生态报》副总编李和平告诉记者,将
闵子骞墓与百花公园融为一体，改
称闵子骞公园是他主笔在2010年济
南市两会上提出的《把闵子骞墓划
入百花公园统一管理》建议的主要
内容。

李和平告诉记者，百花公园在历
史上曾被市民称为闵子骞公园和芦
花公园，这说明公园在起初是以闵子
骞墓为主题的，百花公园是后来才定
下的名称。因此，将百花公园恢复为闵

子骞公园是对公园主题的回归。
李和平表示，闵子骞墓归属文

化部门，而百花公园归属园林部门，
分属不同部门管辖也造成了彼此间
不能有效整合旅游资源，无法形成
发展的合力。

为此，他认为应该将闵子骞墓
划入百花公园管理，充分实现园林
文化与历史文化的强强联合。两园
合并后，百花公园可弥补无文化名
人纪念馆的不足，而闵子骞墓则可
借助百花公园解决游客稀少的问
题，合并将实现多赢。

民主促进会会员李和平:

让公园回归闵子骞主题

格委员提案杨金玉告诉记者，我不想说将
百花公园的名字“改为”闵子骞公
园，而是选择了“恢复”二字，因
为这座公园原本的名字就是“闵子
骞公园”。杨金玉说，公园开放前
附近的居民都认为它叫“闵子骞公
园”，“可是开放时却挂牌百花公
园，大家都觉得非常突然。”当时
杨金玉还和老伴互相安慰：没关
系，早晚会改回来的。而这个“早
晚”，一等就是21年。

1999年，杨金玉在那本珍藏的
日记上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知闵子骞遗迹者甚少，就是
土生土长的济南人知道的也为数不
多。我和老伴一直盼，若能将百花
公园恢复原名闵子骞公园，并将闵
子骞墓修葺后纳入其中，必将成为
济南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名
片。”

如今，杨金玉的老伴已经辞世
9年，两个人的期盼变成了一个人
的守望。“这是我人生的最后一个
愿望，21年的等待，希望在有生之
年得到答案。”

89岁的杨金玉老人对有关闵子骞公园的报道十分关注。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杨金玉老人早在
1 1年前就给报社写过
《恢复闵子骞公园好》
的稿件。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