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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青未了

如今中国人的生活，物质已极
大丰富，马路上车水马龙，商店里
琳琅满目，信息时代使亲戚朋友之
间的联络无比快捷方便，日子一天
比一天红火。但一到年根儿，我们
还是情不自禁地兴奋起来，大小商
场人头攒动，都在忙着购年货，车
站机场熙熙攘攘，都在赶着回家过
年。此时此刻，“又到回家过年时”
牵动着每个人的神经。

春节，作为中国人最隆重的节
日，确实非同一般。年，既是辞旧，
也是迎新，积聚了一年的情感，都
在春节里集中爆发。传统节日是祖
祖辈辈沿袭而成的民俗文化，虽然
处处打着农耕时代的印记，但进入
现代社会的我们，情感的因子依然
一脉相承。这些日子，在编辑关于
年俗的一些文章时，有一种感受特
别突出，那就是，敬畏和感恩是我
们年文化的两大主题。

比如辞灶。腊月二十三是传统
节日里的小年，是恭送灶王爷上天的
日子，俗称辞灶。在中国，“民以食为
天”，也就是说，吃饭是天大的事。饭
从哪里来？美味佳肴从哪里来？饭食
是上天赐予，美味是灶中烧出，那么
每日里负责一家人温饱的灶王，就成
了爷，最后就成了神。有人说，中国人
缺少宗教，心中无信仰；但也有人说，
中国人心中有神，而且多神，这就是
中国人的一种信仰。有神就有敬畏，
有敬畏就有禁忌，有禁忌就不能胡作
非为。诸神在天上，俗话说，人在做，
天在看。敬天敬神敬祖，是春节文化
中永恒的主题。

我们曾经很穷很困厄，吃一顿
饺子，穿一件新衣，曾是一年 365 天
里最大的期盼和满足。那样的年代
信息闭塞，交通也落后，过年的团
圆有时阻断在茫茫的雪路或遥远
的异乡，天涯游子流下了多少思乡
泪。并不遥远的上世纪初，山东最
早的铁路还是德国人为了掠取齐
鲁大地的丰厚资源所建，中国人走
过了那么长时间的屈辱的历史。一
代代人的聪明才智和辛劳付出，终
于使得我们今天的日子一天天好
起来，仅是交通，就有了天翻地覆
的变化，铁路更是今昔天壤，动车
高铁风一样的速度使多少人朝发
夕至，天涯变咫尺。回家了，回到父
母身边，要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
放假了，总结一年的工作成绩，要
感谢自己的付出和周围人的支持；
相聚了，展望未来的美好生活，要
感谢我们遇上了一个和谐安宁的
好时代。感恩同样是春节的主题。

在敬畏中踏实前行，在感恩中
满怀希望，新的一年一定会更好。

20世纪初开辟商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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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世镕

刊前絮语

敬畏和感恩
□ 李秀珍

编辑 曲鹏

1904 年，胶济铁路开通，济南开埠

了。济南商埠的经济环境备受外商尤

其是德商的青睐，众多德国洋行带来了

当时的新设备、新产品、新材料、新技术

和新信息，这对济南的工商业发展影响

很大。老济南的德商活动，自然是为德

国侵华势力效劳。但客观上，对济南商

埠乃至整个城市建设和中外文化交流

则起到一种促进作用。

■济南开辟商埠后的几十年，德国对这

座城市影响较大

1898 年(清代光绪二十四年)，德国迫使清
朝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后，处心积虑扩
大它在山东的势力。到了 1904 年，德国人建
成青岛至济南的胶济铁路。在济南，最初胶济
铁路火车站的设计因陋就简，站房为单层平
房，砖木结构。不久，号称“远东第一火车站”
的津浦铁路济南火车站竣工后，原来的胶济

铁路火车站显得矮小、寒碜。当时经营胶济铁
路的德国山东铁道公司，决定修建一座像样
的新火车站。1914 年，胶济铁路新火车站破土
动工，1 9 1 5 年正式竣工，新火车站总面积
1229 . 72 平方米。这座建筑物堪称集中了德国
建筑艺术古典主义的多样元素，它高大的柱
廊和挺拔的爱奥尼克柱显得雍容华贵。车站
的主要入口东西两侧，景致错落。室内西侧高
二层，设有铁路管理部门、办公室、旅馆；东侧
则为单层，设有餐厅和贵宾候车厅。屋顶的坡
度大，老虎窗和屋面的连接显得自然、美观。
楼外南面的大钟，为旅客掌握时间提供了很
大方便。胶济铁路火车站整个建筑物，至今保
存完好。

早在胶济铁路建成之前，有些德国商人
得风气之先，看好胶济铁路通车后济南商埠
的经济繁荣，抢先在济南投资创业。当时，德
国为了尽快掠夺山东物产资源，建成一段铁
路就通车一段。德国人石泰岩(Schidain)赶在
胶济铁路完工之前，在济南经一纬二路路口
租下 50 多间房子，前后两个院落，办起旅馆
和西餐店，专供来济南办事的外国人食宿，生
意十分兴隆。比石泰岩来济南更早的德商有
德基洋行、礼和洋行等。1903 年，胶济铁路刚
修到周村时，德基洋行便在济南旧城的南城
根租赁了两间临街平房做起买卖。这家洋行
推销的进口钟表、乐器、留声机等，给老济南
人带来许多惊喜。例如，人们对它销售的火柴
倍感新奇，美其名曰洋火；其他的商品则叫成
洋蜡(蜡烛)、洋糖(白糖)、话匣子(留声机)、电
灯棒子(手电筒)……一时间，济南出现不少和
这类外国货有关的土话。

■老济南的德商活动，自然是为德国侵

华势力效劳

济南的德商渐多，在商埠形成规模之前，
他们的店铺多设在旧城。1906 年，德国礼和洋
行先在济南旧城的高都司巷开业，后来迁至
商埠，先后经营机械设备、光学仪器、医疗器
械、照相器材以及保险、期货等业务。济南商
埠的经济环境备受外商尤其是德商的青睐，
众多德国洋行带来了当时的新设备、新产品、
新材料、新技术和新信息，这对济南的工商业
发展影响很大。

诸如，商埠经六纬三路路西的德孚洋行
是座两层楼，1921 年竣工，样式独特，左角呈
半圆形凸出，像个堡垒。这家洋行为德国人德
恩创办，专卖颜料。当时在济南以至全国流行
的“阴丹士林”细布，布名就来自德孚洋行的

“阴丹士林”颜料。创建于 1918 年的太隆洋
行，加工、销售发网，也曾名噪一时。美最时洋
行初期经营颜料，不久改做化工原料生意。太
古洋行垄断过济南的白糖市场。禅臣洋行先
后经营过机器、棉纱、棉布、木材等。今济南商
埠经二路的凤翔街，曾被当地人称为“华丰
后”。原来，德国人在这条小街的南侧路口开
设一家华丰洋行，街址就在华丰洋行后面，故
名。

济南早期的德式建筑，还有建于 1901 年
的经二路路北 191 号的德华银行。原本是黄
河铁路大桥德国工程师的住宅，1906 年改为
德华银行。德华银行是济南的第一家外商银
行。这座建筑物具有德国传统建筑艺术特色，
但又别具一格。它适应地形采取非对称的自
由布局，建筑物大部分为两层，局部为三层，
阁楼的山墙面呈阶梯状。原德华银行建筑物
现在是济南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老济南商埠经一路、经二路的部分街景，
带有些许德国风情。这一带保存至今的德式
老建筑，有掩映在法国梧桐茂密树阴下的德
国领事馆、德华银行、老邮局、胶济铁路火车
站、胶济铁路宾馆等。

济南开辟商埠后外国人越来越多，为了
方便办理各国的事务，若干国家在济南设立
了领事馆。最初，清朝政府以济南自开商埠、
未与任何国家签订条约为由，曾经拒绝外国
在济南设领事馆。1902 年，清朝政府准许德国
在济南设立商务办事处，地址在经二路纬二
路西北角的德国商人贝斯别墅内。1903 年 6

月，德国政府授意贝斯自行升格为领事馆，在
别墅升起德国国旗，悬挂“德国领事馆”匾额。
同年 8 月，清朝政府正式承认了这个既成事

实，这是外国在济南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
德国领事馆的大部分房屋建于 1901 年，

宽阔的庭院花木扶疏，庭院东、西两边各有一
座楼房，都是典型的德国建筑艺术风格。东楼
总面积 2100 平方米，为馆务办公室和职员宿
舍，两层加屋顶阁楼层，立面三段式，双坡红
瓦屋面，对称布局。西楼面积 570 平方米，为
当时的德国领事办公和居住专用，也是上、下
两层，带有阁楼和地下室，砖木石结构，造型
优美。

■德国等国家商品的涌入，明显地影响

到了当时济南人的日常生活

老济南的德商活动，自然是为德国侵华
势力效劳。但客观上，对济南商埠乃至整个城
市建设和中外文化交流则起到一种促进作
用。位于商埠经三路 48 号、纬二路西的小广
寒电影院，为当时济南最大的电影院，建于
1904 年，1906 年正式营业，上演黑白无声电
影，多为外国故事片。商埠经三路纬二路西的
新济南电影院，也是德国人创办。这家电影院
上演美国“好莱坞”电影，当时接连演出的彩
色故事片《出水芙蓉》和《乱世佳人》，真叫看
惯了黑白片的观众大开眼界。

商埠经一路纬五路西的若瑟医院是德国
人经营的医院。若瑟医院是济南最早的西医
医院，1923 年由德国教会创建。位于商埠斜马
路的德华医院，由德国医生沈施博创办。

此外，德商胶济铁路饭店是当时济南档
次最高的饭店，店址在胶济铁路火车站附近。
它专门供应德国风味餐饮，可以举办大型宴
会。商埠经一路纬一路口西南，至今矗立着原
津浦铁路局管理大厦。这座建筑物的原址为
当地的一座古庙十王殿，1909 年拆殿建厦，
1910 年竣工。它沿用德国古典建筑艺术的镶
嵌粗糙毛石装饰手法，砖石结构，屋架、地面、
楼板采用木质，走廊为缸砖铺面。这座大厦初
期曾称济南铁路宾馆、济南铁路管理大厦。
1925 年，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两个火车站合
并后，成为津浦铁道公司招待所。1928 年，时
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曾在这家宾馆下
榻。

济南开辟商埠以后，随着胶济铁路的通
车，火车站一带出现了德国人的店铺、旅馆、
医院、住宅，与日俱增的德侨、德商需要专用
的商场。1910 年，清朝政府把邻近火车站的卍

字巷商场划归德国人使用。德国人在这家商
场建起一座四面亭，扩大营业面积，卍字巷商
场成了济南最早的中外贸易场所。

德国商品对济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1905 年，国人创办的济南第一个发电厂，时称
济南电灯房，由德国西门子洋行提供的发电
机；商埠众多新建筑的设计，出自德国专家之
手；当时济南新兴的印染业，所用的颜料来自
德国洋行；病人能在各大药房购到德国名牌

“拜耳”药品等等。在这种时代变革的情况下，
济南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不小的变化。有人
形容那时候的若干时尚：“吃西餐，穿西装，住
洋房，坐洋车，点电灯，打电话，看电影。”德国
等国家的商品涌入济南，不仅影响到广大济
南人的日常生活，甚至出现一种倾向，“使用
新奇的洋货，成为有钱人炫耀身份地位的象
征”。

德国人还为济南引进一个新的树种———
刺槐。在商埠的一些德式老建筑周围，都能见
到这种枝叶繁茂的树木，当地人称为洋槐。德
国侵华势力染指山东早有谋划，其中对刺槐
的应用，除了美化环境之外，还准备沿胶济铁
路广为种植。“为他们在山东修的第二条铁路
打基础。因为刺槐的木质坚硬，适合用作铁轨
的枕木。预计胶济铁路两侧栽种的刺槐成材
后，足够第二条铁路的枕木用量。”位于今济
南市中区经四路 299 号、德国礼和洋行旧址
的老刺槐，已有 130 多年历史，据传为当初德
国人在济南重点试验种植的一棵。

上世纪之初，德国人在济南所做的一切，
其影响，在老一代的济南人心里，还是挥之不
去的。正如有人所讲：“回眸百年，心灵震颤后
的沉思，‘欧风美雨’并非都是‘和风细雨’，也
有暴力掠夺的血雨腥风。其入国门之初衷，是
为西方资产阶级拓展海外市场、掠夺经济财
富，然相伴而来的也有西方的近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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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领
事馆”旧影

▲ 新济南电影院旧址

▲ 铁路宾馆旧址

▲ 经二路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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