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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勾起市民对老火车站的回忆———

“童年照”老建筑只有通和塔 至今还保留

袁璟与西维亚夫妇的合影。 袁璟提供

对济南老火车站比较关注的资深媒体人雍坚一眼认出这张“童年照”里的场景是通和塔。

本报5月21日讯（见习记者 穆静
记者 董从哲 马云云）20日，本报刊发
了几张济南老火车站设计师赫尔曼·费舍
尔的孙女西维亚女士提供的火车站“童年
照”。21日，市民高强致电本报，表示C03版
的前3张照片应当为在济南铁路局济南机
务段拍摄，具体地点在天桥区万盛街2号。
而一直比较关注济南老火车站的媒体人
雍坚也认出了该图片中的水塔名为通和
塔，距离老火车站约1公里远。

“图片中展示的地方，是济南机务段
上世纪80年代的老样子。”高强1983年到
济南铁路局济南机务段工作，并由最初的
乘务员升为火车司机。据高强回忆，由上
往下，第1幅图片应该是火车头转头的地
方；第2幅图片是存放火车头的车库；第3
幅图片是给火车头加水的水塔和修火车
的车库。“第2幅图片中存放火车头的车库
应当是个扇形的，在照片中看不出来。现
在除了第3幅图片中的水塔还保留外，其
余地方都已经被拆除了。”据雍坚介绍，通
和塔与第2幅图片中的建筑应该在一条线
上。“通和塔位于万盛街，距离老火车站大
约有1公里。”雍坚说。

高强说，因为火车最初都是蒸汽机
车，需要往火车头内加水，水塔即为往火
车头内加水的地方。高强记得，上世纪80
年代他到济南机务段工作时，水塔已经
废弃不用，放火车头的车库和修火车的
车库还在使用。而开蒸汽火车的经历，也
让高强记忆犹新。“开蒸汽车需要3个人
在火车头，有司机、副司机和司炉，副司
机与司炉轮换着往炉子中加炭。”高强记
得，由于炉子在火车头附近，驾驶室里往
往非常热，夏天温度能达到50多度。

“80年代底，蒸汽火车被淘汰，换
为内燃机车、电力机车等，这些原有的
为蒸汽火车而设计的厂房也被拆除并
在原址上重建。”高强说。

复建火车站

盼了很多年

本报5月21日讯（记者
董从哲 马云云）天桥区宣传
部是具体跟进老火车站复建
工作的部门之一。看了本报的
报道后，该区宣传部相关负责
人评价这些资料的价值很大。

济南老火车站被拆除
后，社会各界均表现出了“复
建”的愿望。天桥区政府也一
直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

天桥区宣传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天桥区在火车站北广
场复建老火车站的设想是天
桥党政干部的一致愿望，更是
济南百姓的强烈愿望。很多媒
体就此项设想进行了多次报
道，“我们内心有推动这项工
作向前开展的强烈愿望。但是
这项工作目前还存在着大量
的不可预知的因素，不是我们
一厢情愿就能有结果的。”

这位负责人同时表示，
看到了晚报的报道，这些珍
贵资料的出现让他们感到惊
喜，如果可能，将与德国建筑
设计师赫尔曼·费舍尔的孙
女西维亚保持沟通，并复制
留存关于老火车站的这些照
片等资料。

格官方反馈

祖父和父亲都在中国收获爱情，孙女为祖父作品复建不遗余力

费舍尔一家三代的中国情结
本报记者 董从哲 马云云 见习记者 穆静 实习生 袁苗 王晓莹

祖父在中国

收获浪漫爱情

为了查找老火车站的资料，
西维亚翻阅了很多相册、图书等

“家族文件遗产”。让人惊奇的
是，爷爷在中国不仅仅有满意的
作品，还在那里收获了浪漫的爱
情。

1909年-1913年期间，受中
德两国政府委托，赫尔曼·费舍
尔参与建设从青岛至济南府的
铁路线，并设计了济南老火车
站。此前他没有想到，在中国这
个东方国家，会收获自己的爱
情。其间，同事Arhtur Grabler
Gumbert的妹妹Asta来中国探
望哥哥，赫尔曼·费舍尔与她一
见钟情，两人坠入爱河。

恋爱、求婚直到举行婚礼，
这对年轻人把生命中几个最浪
漫的时刻都留在了中国。赫尔
曼·费舍尔在长城上向心爱的姑
娘求婚，之后，他们在青岛一家
教堂结婚。后来，这对夫妻还曾
在北京生活过。

“一定要去中国，

那里是多么的美丽！”

赫尔曼·费舍尔肯定没有想
到，过了整整一代人后，儿子的
经历竟会与自己如此相似。当
年，维尔纳·费舍尔在上海结识
了 在 中 国 出 生 的 德 国 姑 娘
Ursula Weber，彼时她在一所名
为Kaier Wilhelm Schule的德国
学校念书。他们在上海结婚，生
下了西维亚。

这是位很“中国化”的母
亲——— 会说中文、写中国信件、
画中国画，在上海生活到大约21
岁才随费舍尔一家迁往菲律宾
马尼拉。她叔叔还曾写过一本有
关东方宗教的书，希望向欧洲人
介绍东方宗教。

很遗憾，这对夫妻离开中
国后便与中国朋友失去了联
络，但“父母都说，中国也是他
们的家乡”，西维亚回忆，母亲
曾经告诉她：“西维亚，一定要
去 中 国 ，那 里 是 多 么 的 美 丽
啊！”

“老车站复建后，

我要去济南看看”

西维亚继承了家族对中国
的热爱，在法兰克福工作的中
国人袁璟曾造访过她的家，“在
那里可见其祖父母和父母遗留
下的中国物件和摆设，她还购

买了很多中国风格的家具和装
饰。”西维亚的丈夫也非常热爱
中国，其最好的朋友是一位中
国人，他还是这位中国朋友儿
子的教父。

祖父留在中国的建筑，一直
让西维亚魂牵梦绕，最初，她从
一位在上海工作的美国朋友处
了解到一些济南老火车站的现
状，内心十分激动。她让袁璟帮
忙系统翻译了齐鲁晚报于2008
年、2010年等对济南老火车站
的系列报道，得知火车站要复建
时，她喜极而泣。

与齐鲁晚报取得联系后，西
维亚频繁地与本报记者邮件往
来，由于资料年代久远，加上英
文不太好，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人
每回一封信都要花费不少精力，
但她始终言辞恳切、乐此不疲。

西维亚有个计划，就是等
祖父设计的老火站复建时，她
将非常乐意来济南一睹这个作
品的风采。眼下，她正在着手件
事，就是把这些珍贵的资料以
及本报有关报道收集起来，“我
想留在家族记录里，给后代留
下。”“如果有市民提供关于我
祖父和老火车站的宝贵信息，
请你们及时转告我。”

（感谢袁璟、朱亚光、张济
青、胡雅新等人为本报提供通
联、翻译等帮助。）

很多人知道赫尔曼·费舍尔是济南老火车站的设计者，出自他手下的这座哥特式建筑

曾是济南的地标建筑之一。事实上，除了这座建筑，这位设计师还在中国收获了一生中最浪

漫的爱情。自此之后，这个家庭便开始了与中国一个多世纪的不解情缘。也正因为如此，其

孙女西维亚千方百计与中国联系，在她心中，有个美丽的中国情结。

在西维亚与本报记者的多次电子邮件往来中，关于赫尔曼·费舍尔先生一家和老火车

站诞生前后的更多信息逐渐清晰起来。

本报5月21日讯（见习记者 穆
静 记者 董从哲 马云云）20日，
本报报道了关于济南老火车站的情
况，并向社会公开征集与老火车站
有关的人和事。21日，不少市民联系
本报，向本报记者讲述他们关于老
火车站的记忆，并将保留的老火车
站的照片传给本报编辑部。

21日，不少市民致电本报，表
示家里有老火车站的照片。市民
韩女士表示，家里有儿媳和孙子
在老火车站广场拍的照片。而市
民刘先生也表示，家里有几张老
火车站的照片，是 1 9 9 2 年的时候
拍的。“当时听说火车站要被拆

了，我赶紧骑着自行车，去拍了 3

张照片留念。”
“火车站很漂亮，广场很大。”

1964年，刘先生坐火车路过济南，第
一次见到老济南火车站，当时他对
老火车站的印象就是又宽敞又漂
亮。1978年，刘先生来到济南定居，
对老火车站的认识更增进了一层。

“那时候春节过后，济南火车站坐车
的人特别多，里里外外被围好几层。
春节过后，人就少了。”刘先生回忆，
碰到坐车高峰期，有的人等好几天
也坐不上火车。据刘先生回忆，当时
老火车站算是济南的一个特色，外
地朋友来，他常常会带朋友到老火

车站附近转转。
老火车站，也激起了在外地的

济南人对家乡的记忆。“老火车站是
我曾经对济南的最爱之一。”辛先生
1970年出生，1993年离开济南到广
东工作。辛先生关于童年的记忆里，
充满了老火车站的身影。“当时我外
婆在火车站附近的济南宾馆工作，
我经常到火车站附近玩。”

辛先生告诉记者，小时候他对
老火车站的记忆比较直观，就觉得
老火车站钟楼非常漂亮。而当辛先
生长大后，离开济南到了不少城市，
见过不少老火车站，但还是觉得济
南老火车站要更好看一些。

听说要拆除，赶紧去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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