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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浮雕仍精致
金家大院却“危”了
曾是清末历城知县金有大的宅第，目前已制定修复方案
本报记者 陈伟 实习生 吴起

站在解放阁上望向西北，偌大的一片工地中，孤立着一个四合

院，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少有人知，那就是清末历城知县金有大的

宅第，人称“金家大院”。百余年弹指一挥间，曾经的大院，在钢筋混

凝土高楼林立中，已是“危楼”。

18日下午，随风而
起的灰尘几乎要掩埋解
放 桥 西 侧 的“ 金 家 大
院”。大院被1米多高的
砖墙包围，唯一的入口
处横放着一根竹竿，若
有人试图靠近，4条流
浪狗便跑过来汪汪直
叫。

大院外的气派，来
自于门口一棵十余米高
的雪松，雪松旁边是一
座一人多高的假山，门
口的两个大红灯笼在风
中摇曳。这时刻，济南刮
着 5级东北风，曾经的
富丽堂皇竟也摇摇欲
坠。

它的悲催显而易
见。曾经的所在——— 宽
厚街已成瓦砾；曾经的

邻居——— 李家大院已灰
飞烟灭。消失始自2008
年，推土机的轰鸣一下
子就铲掉了历史的见
证，宽厚所街为主的老
街陋巷及四合院消失殆
尽，只有浙闽会馆，金家
大院和李家大院唇齿相
依。

民间曾泣血呼吁，
老火车站的悲剧不能再
上演。但这是一个现实
的社会，这样的一块地
皮，仅仅保留几座小楼，
似 乎 可 惜 了 。于 是 在
2011年5月14日，众人
保护了三年之久的李家
大院被夷为平地。

仅余金家大院与浙
闽会馆，作为“明府城的
东南隅”的最后见证，摇

摇欲坠于这片狭小却有
着深厚历史积淀的土地
上。

老张在解放桥护城
河边上住了大半辈子，
原在历下房管局上班，
如今已在“金家大院”看
门 3年多了，每天的职
责是负责大院的防火工
作。

他了解的故事里，
金家大院建成于 1910
年左右，占地约1500平
方米，是济南为数不多
的清末院落，是清末历
城县令金有大的宅子。
金宅最早是由四个院落
组成，门口的穿堂将前
院与后院连接起来。走
过穿堂，就是宅院的主
体，一个宽大的四合院。

孤单的知县宅第

史料有详细记载：
原宅为四个院落组成，
大门位于东南角，进门
后是前后两进正院，前
院两侧为东西厢房，前
后院之间为穿堂式楼
房，经穿堂楼可进入后
院的四合楼。与正院平
行的是西套院，前为平
房三合院(无东厢)，后
为小花园，花园北边则
是建有地下室的两层小
楼。

此宅建成后，令金
家始料不及的是，大兴
土木建造的豪宅，却是
为他人做嫁衣裳——— 为
济南人民做了贡献。据
说豪宅落成后发现屋脊
高过北邻的县城隍庙，

犯了大忌，金县太爷一
天也未住过。

解放后收归国有，
一度暂归邮电部门使
用。现在挂上了济南历
下区东仓民用公房管理
所的牌子。而如今，只能
看到主体建筑，但哪怕
百年的风雨，也没有洗
掉它的大气：四合楼还
保持着原始风貌，不失
精致。砖砌拱券门窗依
旧，门窗上镶嵌着玻璃，
虽然陈旧但依然能体现
出西洋建筑特色。

北中堂楼和中穿堂
楼门旁的八棱石柱还挺
立在那里，柱头和半圆
券上的浮雕狮子、阴雕
花草，依然栩栩如生。二

层回廊栏板上的木雕翠
竹，33幅图案姿态各异，
风姿绰约。

斑驳阳光下，龟裂
的油漆和残缺的瓦片也
掩盖不住昔日的辉煌。
它挺过了103年的雨打
风吹，却没有抵抗住现
代文明的进程：曾经的

“三进院”早已经没有
了，现在仅剩下后院的
一座四合楼。

“如今，院里共有
22个房间，中堂楼上下
10间，东西厢楼和南穿
堂楼上下 6间，全楼均
为玻璃门窗。除了两侧
的墙体属于石头建筑
外，其余基本全都是木
头结构。”

这些残落的细节，透露着“金
家大院”是一座中西结合的院落，
细节上的雕刻非常精美。尽管历
经多年风雨，但是图案风韵犹存。
门口的拱门有一些浮雕，有狮子、
葡萄、荷叶等，无一不透露着当时
的繁华。

尽管从这些浮雕里，还能依稀
看出当时宅子的宏伟，但是院子里
建筑本身却早已经不堪时间的流
逝，已经破败得让人有些心疼。

院内的门窗、一楼的木头支
柱都已经腐烂，虽然仍然矗立着，
但是早已经没有了原来的坚固。

“刮大风的时候，二楼经常往
下掉木屑，原来还有居委会、房管
所等一些单位在这里办公。但是
后来房子越来越破败，加之周边
商业开发，不得已办公单位都搬
走了。”老张说：如今，二楼已经不
能站人了。

杨子凯曾住在“金家大院”附
近，他当了大院几十年的邻居，但
是还是没有住够。尽管现在搬进

楼房了，但是脑子里仍然出现“金
家大院”的画面。

“年轻的时候，虽无其他特别
的休闲方式，但是一点也不觉得
枯燥，因为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大
院里玩，绕着柱子跑，顺着楼梯往
上爬，心里感觉可爽了。”杨子凯
回忆。尽管已经搬走好几年了，但
没事的时候，他还会回来看看，或
者在院子门口坐坐，或者只是站
在解放阁上远眺一会。

为保护“金家大院”，除了老
张每天在院里守护外，工地建设
方中建八局也采取了一些保护措
施。施工负责人说，施工开始之
后，他们就在大院周边修建了一
圈围墙，并且围着大院打了十余
根地桩。

但这些保护措施，却让人担
心会办了坏事。按照施工方的说
法：“由于周边建房需要挖深坑打
地基，如果夯实大院的地基，很容
易导致大院下沉，从而破坏这座
清末建筑。”

残缺的气派

老居民的眷恋

济南市考古所所长李铭
深知“金家大院”。“这是济南
市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清末建
筑，十分珍贵。”

“明朝、清朝、民国民居，
济南虽然原来都存在不少，
但是由于近些年来的大规模
城市开发，这些古建筑或多
或少都遭到破坏，这对济南
考古界都是一个不可弥补的
损失。”李铭遗憾：2012年的
时候，他曾经做了修复方案，
包括如何恢复大院原状以及
以后如何维护，但是暂时还
未动工。

落日下，想起梁思成所
说“建筑是一本石头的史
书”。老建筑曾是很多城市
的灵魂所在，藏有太多不为
人知的故事，以及先辈的历
史。

但它们却很难逃脱后人
的野蛮。他们用钢筋混凝土

筑起鸽子笼，欣赏着钢铁森
林，然后迷失在里面。很少有
人在乎它们的存在，“金家大
院”的身边，将会出现繁华的
商场。

这座城市有过太多历史
的遗憾。济南老火车站的凄
然，或许亦是“金家大院”的
未来，因为很多保护总归只
是规划，远不如消失来得突
然。

1955年北京地安门拆
除，林徽因逝世前说：“今天，
你们拆了旧的，明天你们会
后悔，会再去建假的。”

林徽因遗憾过了，后人
不应再遗憾。

遗憾憾的的修修复复

被工地包围的“金家大院”本报记者 陈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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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派的回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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