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建”老火车站，从寻找“德国大钟”开始
本报记者 董从哲 马云云

护钟人苦寻“德国大钟”

(本报2008年6月系列报道)

2008年6月，天桥南纬二路19号德
式洋楼大院。55岁的朱皖济先生聊起
老济南火车站感触万千，他曾经在济
南铁路分局电务段仪表工区工作，帮
助该工区的曹、周两位师傅每周维护
老火车站的那座“德国大钟”。

据悉，济南老火车站外观为圆柱
形钟表楼，楼内分七层，设盘旋扶梯，
楼顶为德式大钟。1992年3月，济南新
火车站方案敲定，7月1日8时5分，正式
对车站进行拆除，老站钟楼上精准的
机械钟永远停止了转动。

朱先生原先负责钟表的维护保养
和校准，曹师傅、周师傅每人一个月，
他跟着做辅助工作。“每个周六上午，
我们从取票口那里上钟楼，取下大钟
的两个大砣，然后爬上钟表楼顶，用镶
着金属猫头鹰的木质大摆杆调准时

间，拿出摇柄，插到机器里给钟表上
弦……大钟经历80多年将近80摄氏度
的冬夏昼夜温差，仍能精准报时，为济
南火车站赢得了荣誉。它和钟表楼一
起，凝结在了济南人的记忆里。

据朱先生透露，大钟拆下后放在
了铁路分局通讯段。他希望通过本报
寻找知情人，共同圆一个复活大钟的
梦想。

消息公布后，2008年6月24日，在
众人苦寻之下，在济南铁路局西郊一
间库房里蒙尘沉睡十余年的大钟终于
被找到了！济南铁路局济南西郊某工
务段一车间，三楼一间仓库式的房间
里，记者看到大钟在库房地上拆散放
置着，四个竖放在墙上的表盘直径在
1 . 3米左右，阿拉伯数字都在，时针和
分针以及上弦的摇柄等关键部件也
在，不过大钟的铸铁底座在拆迁时受
了点轻伤，镶嵌有金属猫头鹰的木质
摆杆不见了，这上面有德国铸造商的
徽记，令人惋惜。据保管部门介绍，这
个大钟是2002年左右，他们工务段搬

家时放置在这里的，本单位的职工基
本不知情，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个大钟
消失了。从市里到郊外，大钟安身这里
之前已经搬过了三次家。

大钟还经历过一次被拍卖的过
程。读者范先生当时来电话透露，“德
国大钟”1992年被拆除后，它的散件曾
经于1998年在天龙铁路大厦内被一家
拍卖行展览拍卖过，当时起拍价格是
80万元，结果流拍。

据记者查询本报1997年的新闻报
道发现，范先生当年的表述有些不准
确，济南天佳拍卖公司在1997年11月
拍卖该套大钟，底价是30万元，不过确
实流拍了。

钟楼安置哪里引市民热议

(本报2008年6月-7月系列报道)

不少市民希望有关部门最好能恢
复钟楼或者老火车站当年的风姿，弥
补当年的那个遗憾。

济南读者杜先生说，当年山东省
美术馆在建馆之初曾经设想在馆内
原样复建钟楼，并与铁路方面接触
过。记者与负责此事的王副馆长交流
得知，上世纪90年代初，山东省美术
馆得知大钟钟楼要被拆除，他就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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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最好不拆的意见，但是没有被采
纳；大钟楼确定被拆后，他们再次与
铁路方面联系，希望将拆下的大钟安
置在美术馆内，“当时价格没有谈好，
就作罢了”。

德国大钟“消失”多年而复得的消

息让济南众多市民惊喜异常，为大钟
的归宿提出了很多良好的建议，当年
西客站建设上马，在西客站安置大钟
的呼声最高。

一些读者提议在原址重建，恢复
原貌：作为老济南火车站的标志性建

筑和交通建筑，最好能让大钟重新“上
岗”，按照1∶1的比例原样复制重建，建
议在火车站附近选址，而且尽量使用
原先拆除后剩下来的建筑原料。

一位做房地产的市民曾决定出资
300万元，在济南东部某楼盘内原样复
建钟楼，把大钟重新安装起来……

“护钟人”朱皖济先生认为，胶济
铁路德国高级职员公寓这片德式建筑
南边的三角地是复建大钟钟楼的最佳
地址。

一些读者从专业角度关注德国大
钟的新安身之处。学建筑设计专业的
刘先生多年从事古建筑的保护和平
移，来电表达了三点意见：1 .这座老火
车站大钟是老济南的一张名片，作为
交通历史设施，应该在铁路或者火车
站附近建设展现；2 .再建新的假的钟
楼割裂了原先的历史传承，与新的环
境难以协调；3 .可以以“行为艺术”的
展示方式延续大钟的生命，将它的表
盘、齿轮在合适的地点进行罗架式雕
塑展示，同样是济南火车发展史、胶济

铁路历史、济南开埠
历 史 的 一 种 纪
念。

济南市考
古研究所所长
李 铭 认 为 ，大
钟和钟楼是济
南历史上重要
的 文 物 之 一 。
除 了 原 样 重
建 ，也 可 以 建
设济南开埠历

史博物馆、济南
铁 路 历 史 展 览 馆

等，把这座大钟放置在展厅供市民参
观，总比放在铁路部门的库房要好得
多。

政协委员提案

“复建”老火车站
(本报2009年-2011年系列报道)

2010年的济南市两会上，来自济
南四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无党派政
协委员崔安远，提出了复建济南“老火
车站”的提案，认为“济南‘老火车站’在
济南城市发展史上特别是近代发展史
上是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它早已成为济
南市的标志性建筑，在大力推进济南旅
游文化内涵和观感方面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因此复建是非常必要的。”

关于复建的可行性，崔先生认为，
在建筑史上复建、重建、迁建的实例非
常多，中国古建筑多为土木结构，在历
史的长河中，由于天灾人祸、自然老
化，很多都需要重建、复建、迁建。国外
实例也很多，例如德国首都二战中几
乎夷为平地，战后若干年德国对其进
行了大规模复建，所以复建济南“老火
车站”并不影响其历史价值。

关于选址问题，崔先生认为当前
济南火车东站(即大明湖北岸)位置非
常好，建成后可建观景台，与大明湖、
护城河、四大泉群、泉城广场及整个老
城区连为一体，是旅游观光、市民休闲
的最佳路线。马子恺、白龙等委员在此
建议上联名支持。

天桥区政府的“复建”设想

(2010年-2012年本报陆续报道)

随着济南火车站北侧最大的棚户
区官扎营片区的拆迁，火车站北广场
规划出台后，在这片区域复建老火车
站钟楼的设想，2010年到2011年间，在
天桥区政府层面出现了。

2010年初，天桥区前书记张辉曾
向本报记者透露，将来在官扎营片区
有复建火车站钟楼的设想，区政府和
他本人已经在和铁路部门就此事接
触，一旦有眉目后再向媒体公布消息。

2011年底，天桥区主要负责人再次
透露正在与规划部门协商复建事宜。

2012年初，该区新书记毕筱奇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该区在北
广场复建老济南火车站的提议，得到
各方面支持，但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系统工程，需要各个部门来共同沟通
和协作。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老济南站非
常有特色，这些设计图纸都在德国，但
是现在天桥还没有和德国方面联系
上，所以下一步还要加快联系。投资没
问题，但到底是光建一个钟楼，还是周边
附建群楼，复建后是仅当一个展览馆、纪
念馆，还是把它的实际功能利用起来，这
都得到具体规划的时候才能够来具体
研究。该区负责人在2012年3月又向本
报记者透露，天桥区已经在德国委托
人员办理原图纸的寻访工作。

中国民居建筑学术委员会委员、
山东建筑大学教授张润武先生称，他
此前已经与济南市政协副主席崔大庸
沟通过，在技术能力上，现在复建德式
老火车站还是可行的，但是需要拿到
该车站的设计原图才可以。

一名孩
子在老火车站
的钟楼前拍照
留念。(网络图
片，请作者与
本报联系，以
奉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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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老火车站钟楼。（网络
图片，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奉稿
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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