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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青未了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
统文化的主体，深刻影响着
中国人的基本品德。孔子作
为儒家的开创者，是一位对
整个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
伟大思想家，在世界范围内
受到广泛推崇和景仰。我们
国家明确将弘扬中华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作为整个国家文化发展
的战略目标。在新的时代条
件下进行儒学的研究、传
播，把儒家思想同当代中国
和世界的实际紧密结合，努
力发挥其推动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与促
进共同发展的积极作用，是
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11月17日(周六)上午9：
30，应山东省图书馆邀请，
孔子第79代嫡孙孔垂长先
生，将与著名学者董金裕先
生等做客大众讲坛，一起畅
谈当代儒学的发展。

孔垂长先生是孔子第
77代嫡孙孔德成先生之长
孙，董金裕先生毕业于台湾
师范大学国文系，曾任静宜
文理学院中文系系主任、政
治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文学
院院长、教务长，现任台湾
政治大学名誉教授，国际儒
学联合会副理事长，台湾中
国经学研究会理事长，台北
市政顾问，台北市孔庙管理
委员会委员。

本期讲座将凭门票进
场，有听讲座的读者朋友请
于 11 月 17 日前凭有效证件
到山东省图书馆报告厅领
取门票，联系电话 0 5 3 1 -
85590666。

孔子第79代嫡孙

孔垂长先生

本周六做客大众讲坛

两台湾学者

共论当代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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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胶济：济南青岛两站初建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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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勇

青岛站曾计划设在栈桥

附近，两派意见分歧，惊

动柏林董事会

2004年10月，一个重大发现震惊
了青岛档案馆。原来，工作人员赴德
国考察时，发现了一批珍贵的青岛
原始档案，其中之一就是《胶澳发
展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系当
年胶澳总督府组织编写。青岛地区
昔称胶澳。1897年11月14日，德国借
口“巨野教案”(11月1日，两名德国传
教士在山东曹州府巨野县张家庄
被当地反洋教组织大刀会所杀)，武
力占领青岛。

次年(1898年)3月6日，德国强迫
清政府签订了《中德胶澳商埠租借
条约》，强租胶州湾99年，攫取了胶
济铁路建筑经营权和沿线矿产开
采权以及在山东全省的投资优先
权等一系列特权，揭开了青岛城市
建设及胶济铁路建设的序幕。

1898年8月16日，青岛第一份
城市规划方案草案出炉。总督府
筑港工程部首位负责人格奥尔

格·格罗姆施(Georg Gromsch)，拟
将青岛火车站设在栈桥附近。

从 1900 年至 1901 年备忘录
地图中可以看出，一条蜿蜒的铁
路线，穿过现在的青岛站位置，一
直向东，延伸到栈桥终止。

两位德国铁路工程师不同意
格罗姆施的意见。一位是海因里
希·锡乐巴(Baurath Hildebrand)，
另一位是路易斯·魏尔勒 (Lou i s
Friedrich Wehrle)。锡乐巴时为山
东铁路公司驻青岛和山东事务所
的经理和首席工程师。

两位认为车站设在栈桥附近
不合理，因为这会使铁路形成一
个很大的弯道。

1899年3月13日，魏尔勒代表
锡乐巴向山东铁路董事会提议另
行选址。5月4日，城市规划第二稿
出台，车站改址。但这一方案遭到
胶澳总督府的强烈反对。双方的
争执传到了德国首都柏林。

为尽快开始修筑胶济铁路，
1899年6月14日，德国14家银行共
同出资5400万马克，在柏林组成了
专门负责铁路营建和日后进行事
务管理的山东铁路公司。9月2 3

日，德皇之弟海因里希亲王在青
岛主持了胶济铁路开工典礼。

虽已开工，但争执还在继续。
柏林山东铁路董事会技术领导盖
德兹(普鲁士皇家土木技监、总工
程师，后成为山东铁路公司柏林
管理层三名成员之一)，试图夺取
青岛铁路工程的领导权，“甚至想
从柏林决定每一座桥梁打桩的类
型和方式”。

锡乐巴最后忍无可忍，致信
柏林董事会，公开批评盖德兹“技
术上不成熟”。

青岛站最初设计因过于

奢侈，遭德国议会和山东

铁路公司否决

最终，青岛火车站还是按锡
乐巴的意见，转移到现在的位置。

青岛火车站是胶济铁路第一
站，自然引起许多建筑设计师的
关注。阿尔费雷德·格德尔茨就是
其中之一。

格德尔茨时为山东企业联合
集团代表，并以此身份参与山东
铁路公司事务。在山东铁路建设
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柏林。青
岛火车站的设计，是他在柏林完
成的。这个方案堪称雄伟。但董事
们普遍认为，“建筑体积太大而且
过于昂贵”。这不符合铁路公司大
多数董事的利益，而且德国议会
也不乏反对之声。格德尔茨的方
案无奈出局。

董事们把目光投向了锡乐
巴，要求锡乐巴设计一座更小、也
更为适度的建筑。锡乐巴满足了
他们的要求。

锡乐巴的设计方案，由
高35米的钟楼和大坡面的车
站大厅两部分组成，钟楼沿
用了德国乡间教堂样式。在
青岛人文学者李明看来，它

“更像是从锡乐巴家乡复制
过来的一个样品。”

事实证明，选择锡乐巴的方
案是明智的。因为6年后花巨资建
设的青岛德国总督官邸，被指责
超出预算，建设总监不得不当年
返回柏林，向总会计署申辩。

虽然格德尔茨的青岛火车站
设计方案最终出局，但最终方案
依然署有他的名字。另一位是路
易斯·魏尔勒。

据李明考证：“依照来自德国
学者的最新说法，‘实际上格德尔
茨和建造车站没有任何关系’。显
然，在他们三人中间，存在着一种
非一般意义上的合作关系，里面
的真相是什么？我们却不知道。也
许，这已经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
谜了。”

一战之后，日德战争双方

接续完成济南站站房扩

建工程

青岛火车站 1 9 0 0 年动工，
1901 年竣工，文艺复兴风格。这一
风格直接影响了 1991 年和 2008

年的改扩建。2008 年 8 月 1 日正
式启用的新火车站，延续的依然
是以老站房为参照的欧式风格。

在青岛火车站紧张建设的同
时，济南火车站建设也提上了重
要日程。据济南火车站《百年大事
记》记载，济南火车站始建于 1899

年 9 月，竣工于 1 9 0 4 年 7 月 1 3

日。为了区别于 1912 年建成的津
浦铁路济南站，后人称之为胶济
铁路济南站。

但这座车站的最初样式已不
复存在，它只使用了10年就被拆
除。我在众多老照片中寻寻觅觅，
终于捕捉到了它的身影。

看到这张照片，我有一个特
别感觉，也许锡乐巴不想在站舍
上过于费心，他把青岛站样式“复
制”到了济南站。两座车站，大同
小异，规模相当，不偏不倚，形成
了一条线两端的平衡。

然而，平衡很快被打破。打破
的原因，缘于津浦铁路的修建。

1908年，津浦铁路动工。同年，
津浦铁路济南站开始修建，1912年
投入使用。

这样，济南商埠就有了两座
火车站，一座是津浦铁路济南站，
一座是胶济铁路济南站。当时，两
条铁路互不连通，坐哪条线的火
车，在哪座车站候车。

津浦铁路济南站由德国建筑
大师赫尔曼·菲舍尔 (H e rm ann
Fischer)设计。这是一组具有浓郁
的巴洛克风格的哥特式建筑群，
是当时亚洲最大的火车站，建筑
表情丰富，细部勾画精美。

这让本着“更小、也更为适
度”原则建设的胶济铁路济南站
相形见绌。为了与津浦铁路济南

站抗衡，山东铁路公司于
1914年开始兴建新的胶济
铁路济南站。

1 9 1 4年可谓多事之
秋。这年，第一次世界大战
爆发。8月23日，日本对德
宣战，第二舰队封锁胶州

湾。此后兵分两路：一路9月3日在
山东龙口登陆；一路9月18日从崂
山仰口湾登陆。

从龙口登陆的日军，过平度，
抵即墨，到胶州，9月26日占据潍
县，1 0月6日占领胶济铁路济南
站。胶济全线大都落入日寇之手。

从崂山仰口湾登陆的日军，
击溃德军陆上防线。11月10日进入
青岛，16日宣布对青岛实行军管。

当时胶济铁路济南站扩建工
程尚未完工。日本在接手胶济铁
路的同时，也把德国未完成的济
南站扩建工程接了过来。

从我收集的老照片上，可以
看到胶济铁路济南站当年扩建的
情景。照片背景中，津浦铁路济南
站那高高的钟楼清晰可见。由此
说明，尽管就建站时间而言，胶济
铁路济南站早于津浦铁路济南
站，但保留下来的建筑，胶济铁路
济南站晚于津浦铁路济南站。

1915年，车站竣工。这就是保
留至今的、位于经一纬三路口的
原济南铁路分局办公楼。由两个
敌对国家接续完成一座车站的建
设，这在中国铁路史上极为罕见。

胶济铁路济南站位于津浦铁
路济南站南约 300 米。一座城市，
两座车站如此接近，且均为欧式，
这在我国同样极为罕见。

1928年5月22日，“五三”惨案之
后，日军第6飞行连队从平壤调至济
南，时称“山东临时派遣飞行队”，在
济南上空侦察时，拍下了一张迄今
发现的、两座车站唯一的合影。

可惜的是，津浦铁路济南站
于1992年拆除，只剩下胶济铁路济
南站“孤独一枝”。这是百年胶济
终点站唯一的历史遗存。2000年，
该建筑被列为“山东省省级历史
优秀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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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1 5余
万平方公里的版
图上，有一条连接
沿海与内陆的“黄
金通道”，它就是
拥有一百多年历
史的胶济铁路。

胶济铁路，始
建于 1899 年，竣
工于 1904 年，从
青岛北行，绕过胶
州湾，西抵济南，
是山东省境内最
早的铁路。十九世
纪末、二十世纪
初，围绕这条铁路
的修建，发生了许
多鲜为人知的故
事。 1899年德国人绘制的胶济铁路线草图

胶济铁路初期的青岛站

早期的青岛栈桥

1928年5月22日济南火车站俯瞰

日本明信片中
的胶济铁路济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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