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式建筑之忧
老老建建筑筑原原貌貌恢恢复复阻阻力力大大，，归归属属不不统统一一文文物物保保护护意意识识匮匮乏乏

本报记者 蓝娜娜

2012年5月11日 星期五 编辑：张潇元 组版：杨帅
EXPLORATION C13WEEKLY今日青岛 访探

现状：
大型德式建筑，维护遵循原貌

2012年6月14日，青岛就
要迎来自己 1 2 1周岁的生
日。回首历史，1891年6月14

日，清政府派兵驻守青岛，
青岛成为海防重镇并由此
建置，当时名为“胶澳”。
1 8 9 8年，一纸不平等条约
《胶澳租借条约》让德国人
成为这里的主人，他们把这
个城市改名为青岛。

“青岛算是德国在国外
唯一一个当作自己城市建设
的地方。”中国德意志文化遗

产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德文
化遗产基金会)执行委员会
主席欧涵说，1914年之前，德
国人在青岛建了380多个建
筑，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至今
留存下来的仅有100多个。

欧涵介绍，目前岛城主
要进行市南区江苏路15号
基督教堂、浙江路15号天主
教堂、沂水路11号德国总督
府旧址三大德式老建筑的
维护，这三处建筑在维修保
养前都经过专家的多次论

证讨论，按照建筑老图纸原
貌恢复建筑，中德文化遗产
基金会提供技术支持。

问题：
主管部门不一，文物保护意识欠缺

“即便我们非常努力地
想要参与各个德式建筑的
维护工作，但是由于青岛德
式建筑分散，所有权分属不
明，维修队伍就不可能统
一，这样就不能保证所有德
式建筑得到应有的维护。”
欧涵说，德式建筑分属于文
物局、规划局、部分企业或
个人管理，一旦某个建筑需
要维修，不需组织专家、市
民召开听证会或掌握建筑
原貌，各分管部门或个人就
可自行维修。

欧涵称，就他所知，目

前青岛德式老建筑在维修
前举行听证会的多是国家
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对于被
列入省市级文物保护的德
式建筑，很少甚至没有举行
过公开的听证会。

从事青岛德式建筑资
料收集研究多年的袁宾久
告诉记者，目前的德式建
筑，除了像天主教堂等人们
关注度高的“公众”建筑能
享受到一砖一瓦原貌恢复
待遇外，其余诸多建筑都不
过是仿照原建筑总体结构
恢复而已，类似一些当作办

公楼或居民楼的德式建筑，
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内部原有装饰结构大多被
现代化物品替代。

“有次我看到负责维修
的工人将老瓦片从一个简
易滑梯滑到地面，很多瓦都
碰坏扔掉了。”袁宾久说，施
工人员缺乏文物保护的意
识，或扔或损毁了许多有文
物价值的东西，很令人可
惜。而且，现在很多建筑只
是恢复了外部整体结构，像
一些铁艺、花纹等装饰性物
品都被磨平或拆卸。

对策：
传统与新技术并用，争取多方支持

“维修后要使德式建筑
完全恢复成原来的样子，这
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袁
宾久说，即便完全按照原有
的图纸来维修，可百年前的
原材料已经没有了，如何能
保证“修旧如旧”。同时，由
于目前流传的老照片多是
黑白照片，且很多建筑现有
的颜色已是经过粉刷了的，
所以德式建筑原墙体颜色
究竟是什么也无从知晓。

袁宾久称，他对青岛知
名德式建筑之一的青岛火
车站扩容改造一事印象深
刻。他记得火车站扩容改造
时提出了“原样”的口号，待
火车站改造完成后，他发现
火车站的外观与之前相差

无二，但是建筑内外的建筑
材料都是新的，之前的“老
味道”一去不复返。

对此，欧涵表示赞同，
他告诉记者，因为无法找到
原有的老材料，所以现在所
说的遵照原貌维护，是指在
遵照建筑原有图纸的设计
基础上，通过融合新材料，
或在类似房顶等地方加设
防火、防水的新型材料，使
房屋维修后更加坚固耐用。

记者了解到，欧涵所在
的中德文化遗产基金会属
于非营利性的基金组织，任
务是通过德国文物保护专
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技
师等专业力量，对位于中国
的德式建筑文物的保护进

行积极支持。由于聘请知名
学者、拨打跨国电话等事情
需要消耗大量金钱，且还没
有获得在国内募集资金的
资格，所以目前基金会在资
金上也面临捉襟见肘的困
境。

面对此困境，欧涵还是
很乐观，他称目前基金会得
到了德国联邦经济及科技
部、德国外交部、德国档案
馆、青岛市政府及诸多企业
的支持，像江苏路基督教堂
维护时，德国外交部就筹集
赞助了120万元人民币的维
修资金。而且，越来越多的
人也更加关注德式建筑的
维护。这些，都让他对未来
发展充满希望。

发展：
恢复被拆建筑，
打造信息资料库

据了解，目前岛城留存的百余个德式
建筑仅占德国建造时总数量的三分之一，
其余两百多个德式老建筑因社会发展和
其他原因陆续被拆除，而留存下来的许多
建筑，也因维修不精细没有达到原来的样
貌。

欧涵介绍，目前他们正与相关部门协
调，拟恢复部分被拆除或者失去原貌的建
筑，例如根据建筑图纸另辟场地建造一个

“原样”的青岛火车站，作为中德文化活动
交流中心使用；恢复中山路部分特色德式
建筑，形成一个新的旅游观光地。

同时，中德文化遗产基金会目前还在
筹划打造一个系统的青岛德式建筑资料
库，方便各类人群查阅建筑历史、资料，也
为日后负责德式建筑维修的施工单位提供
资料来源。目前，该基金会已与德国档案馆
协商一致，档案馆同意提供信息支持。

“类似青岛市规划局档案馆等官方机
构，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无法进去调阅他
们管理的德式建筑图纸，这样对于建筑的
原貌维护非常不利。”欧涵说，他希望相关
的政府部门能够在德式建筑的维护上给
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欧涵介绍，下一步将重点对市南区沂
水路11号德国总督府旧址以及市南区龙
山路26号迎宾馆提供技术支持。除了对青
岛的德式建筑维修提供技术支持外，目前
基金会还参与了潍坊坊子区103幢老建
筑、济南3处老建筑、广西省北海市部分老
建筑的维护工作。

尖耸的塔楼、精美的雕

刻，百余栋德式建筑散落于岛

城各地，在为城市增添异国风

情的同时，也记录着那段永不

磨灭的历史。如今，历经百余

年风霜日晒的德式老建筑进

入翻修维护期，可在简约、现

代的理念下，部分老建筑原貌

难现。9日，调查显示，无统一

管理部门、部分老图纸封存难

见、施工忽略文物保护等成了

德式老建筑恢复原貌的巨大

阻力。

德式建筑每个瓦片上，都
标明厂家名称。 蓝娜娜 摄

天天主主教教堂堂内内已已经经粉粉刷刷一一新新。。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杨杨宁宁 摄摄

湖南路路口德式建筑原貌与翻新后对
比图。下图为德占时期样貌。 蓝娜娜 摄

中德文化遗产基金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欧涵介绍江苏路基督教堂彩色窗户模拟效
果图。 蓝娜娜 摄

天天主主教教堂堂外外被被脚脚手手架架围围起起来来。。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杨杨宁宁 摄摄

百百年年天天主主教教堂堂是是青青岛岛的的标标志志
建建筑筑之之一一。。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杨杨宁宁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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