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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府变成大杂院
不少名人故居产权与管理分离，虽是文保单位
文/片 本报记者 王光营 赵丽

路大荒故居在漏雨
却难得到保护

老舍故居计划建纪念馆

状元府等待明府城改造

本报7月11日讯 (记者
王光营 赵丽) 10日，

记者从济南市文物局了解
到几处故居的改造、利用
计划。

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老舍故居已在几年前列
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目
前已经筹到一部分资金，
准备对故居进行修葺，将
其打造成一个介绍老舍
生 平 、优 秀 作 品 的 纪 念
馆，并对社会开放。因故
居是私人产权，从一年多
前就与房主协商搬迁等
事宜，但目前还没有达成

一致。
陈冕状元府及路大

荒故居都处于明府城范
围 内 ，这 一 片 区 是 济 南
传统街巷、传统民居、泉
文 化 的 综 合 汇 集 之 处 ，
济南市对这一片区的改
造 也 非 常 重 视 ，目 前 还
在 规 划 阶 段 。这 位 负 责
人 说 ，待 到 明 府 城 片 区
开 发 时 ，将 这 两 处 故 居
融入这一组大的景区之
中 ，更 好 地 体 现 济 南 的
历 史 韵 味 和 文 化 特 色 ，
也能吸引更多的市民和
游客前来参观。

样，虽是文保单位，可也是私人
住处。

在这里生活了50多年的徐
永刚告诉记者，老舍在这里居
住了四年半，娶妻生子，与这里

朴实的鼓书艺人、马车夫、拳师
成为好朋友，其间是他一生中
创作的黄金时代。

徐永刚说，这所院落是
1864年建的，一直到现在基本

格局都没有大的变化。自从
1999年3月被公布为济南市文
物保护单位后，院落改造就套
上了“金箍”。

8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曲
水亭街8号，门口挂有“路大荒
故居”的牌子。院里有几家住
户，路大荒先生曾居住过的南
院，现在是她的外孙女、今年62
岁的尚义华一家在居住。

尚义华把小院门打开，眼
前出现了三间小屋，屋子围合
成一个非常狭小的天井，也就
是能容纳两三个人的大小，加
之里面摆放了各种生活用品，
显得更加逼仄。

“屋顶漏雨了，正准备去买
材料修理一下。”尚义华说。

文保单位难以得到保护

“目前，名人故居产权有的
归个人，有的归房管部门或企
业，这对故居的保护、利用带来
了难题。”10日，济南市考古研
究所所长李铭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除了列入省级、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少数名人故
居外，经过多年变化，目前大多数
名人故居归私人所有，产权问题
给故居的维修经费保障、故居资
源整合利用带来不少难题。

有专家表示，这些钱如果让
私人出，根本不可能，如果全部让
政府出，可能性也很小。最后的结
果就是，即便名人故居成为文保
单位，依然无法真正得到保护。

另外，什么样的算是名人故
居？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评价
标准。名人故居保护涉及建设、
规划等多个部门，有的原址经过
多次翻建改造，原状已不复存
在。有的名人同一时期在不同地
方有多个生活点，这都对名人故
居的认定造成了困难。

对此，专家认为只有出台相
关标准，并制定出台专门的《名
人故居保护法》，才能让故居保
护有法可依。而在标准出炉前，
可以考虑通过设立历史文化名
街等方式，将尚未列入文保单位
的名人故居纳入保护范围。

状元府里挤满了住户

陈冕状元府位于鞭指巷9号和11
号，两座高大的门楼十分显眼，而院
落里则堆满了杂乱的家什，当年的状
元府如今已成为十几户人家共同居
住的大杂院。

状元府坐西朝东，门厅的金柱大
门楼，是清代官式住宅的典型建筑。

“都住满了人，没法看了。”这里的老住
户、82岁的隗大爷告诉记者，9号院原
先大门门额上还有一块“状元及第”匾
额，门口两侧有雕刻着精美花纹的抱
鼓石，可惜都在“文革”时被毁坏了。

上世纪50年代，这里成了济南市
第一印染厂的宿舍，越来越多的人被
安排住进院里。1954年进行了改建，
除了最外面的门楼，里面的两座大门
被拆除，院里的树木也被伐掉，搭起
了数间小房。

上世纪80年代，这里住进了更多
户人家，人们便在任何能利用的空间
里搭建住房。于是，这里变成了现在
的大杂院，如今已是拥挤不堪，唯有
沿着狭小的便道深入院中，还能依稀
辨别出前、中、后三院的院落布局。

“要不是门口的门楼，光看里面，
谁知道这是当年的状元府？”隗大爷
反问记者。

路大荒故居房顶漏雨

7月6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南新
街58号的老舍故居。与陈冕状元府一

“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历史上沉淀下的济南的众多名士文化传承是这座城市

的宝贵财富，但对这些名士故居的保护却处境尴尬。因没有明确“名分”、产权与管理权

分离等原因，不少名人故居年久失修，甚至有的已在城市改扩建中被拆除。

▲当初的陈冕状元府，如今成了大杂院。

随着城市的改扩
建，省城不少名人故
居、旧居已经被拆除
不复存在。

南新街几乎是济
南的“名人故居街”。
据介绍，除了老舍故
居，还有武中奇、关友
声、方荣翔、舒同、余修
及李予昂等一批近现
代名人的故居。但除了
老舍故居外，其他的都
没有挂“文物保护”牌，
缺了这把保护伞，很多
故居都已经被拆迁或
改建得面目全非。

不仅在南新街，由
于未被列为文保单位，
近年来消失的名人故
居不在少数。原在东流
水街的清代著名藏书
家周永年故居早已被
拆，清代著名学者马国
翰故居2001年被拆，原
在旧军门巷的清末名将
丁宝桢故居 2 0 0 2年被
拆，济南名士辛铸九的

辛氏公馆 2 0 0 8年被
拆……

“施工单位开工
前不打招呼，等我们
知 道 了 ，已 经 被 拆
了。”一位文保工作人
员表示，由于没有具
体的法律法规作为依
据，文保部门只能望
拆兴叹。

“现在济南留存
的 名 人 故 居 已 经 不
多，要尽快界定，严格
按程序进行保护。”李
铭表示。

据悉，自1986年被
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
历史文化名城后，济南
共有12处国家级、57处
省级和8 7处市级文保
单位。这些文保单位有

“免死金牌”的保护，真
正让人担忧的是那些
大量没被列入文物重点
保护单位却有重要文物
价值的老建筑，其中就
有很多名人故居。

有多少名人故居

让人“望拆兴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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