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泉城游玩，不少人都会
选择到趵突泉公园看看天下
第一泉。可很少有人知道，与
趵突泉公园一墙之隔，还坐落
着一处古建筑群，它就是著名
的道观长春观。

近日，记者出趵突泉南门
往西，过饮虎池到饮虎池街，
穿过大大小小的烧烤摊就到
了长春观街。正当在杂乱的楼
房间左顾右盼时，长春观街1
号猛然就出现一个拱形门洞，

门洞内出现一组具有明清特
色的建筑群。

走近青砖拱形门楼，两扇
红漆大门格外显眼。在大门上
方有一块镶进墙壁的汉白玉
石质匾额，刻有“长春观”三
字。1979年，济南市人民政府
公布长春观为“第一批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

与其他道观的庄严肃穆
不同，长春观大门被一家饭店
后厨挡去了一半。饭店门前养

着两只鹅、几只鸡，见有生人
来，两只鹅“嘎嘎”乱叫，充满
了人间烟火味。

“尚未进门，就有大鹅挡道，
道教神仙也得食人间烟火啊。”
见此情景，有市民不禁打趣道。

据悉，从1997年开始，济
南市考古研究所入驻长春观
办公，外人就很少能随意光顾
了，大家都不太了解这组老建
筑，只能远远看看长春观大门
和门前有意思的一对大鹅。

◎千年长春观，深藏闹市中

长长长春春春观观观：：：
隐隐隐在在在人人人间间间烟烟烟火火火中中中的的的传传传说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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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喜欢读金庸小说的人来说，全真七子之一丘处机肯定不陌生。但很少有人知

道，丘处机曾经修炼过的地方就在济南——— 长春观。保存完好的大殿和后阁楼、神秘

的丘子洞……这是一处隐藏在闹市中的神仙福地。

拱门圆窗、白墙灰瓦，典型的“观”风格。

“来长春观，丘子洞
是非看不可的。”在长春
观中，有关丘子洞的传说
最多，也是最神秘的地
方。

记者看到，丘子洞位
于长春观大殿后侧东北
角，洞口呈半圆形，垂直
向下内部还有一个洞口。
由于被水半淹，看不清丘
子洞的具体情况，但石头
洞口上面雕刻的“丘子
洞”三个字依稀可见。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986
年前后，文物部门对长春
观房屋进行过一次维修，
当时也曾清理过丘子洞，
曾在洞口发现了一张石
桌。由于里面积水太深，
无法进行彻底发掘。1997
年，济南市考古所搬进长
春观临时办公，为了保护
丘子洞，就在上面建造了
一个仿古式的凉亭。

当地老百姓传说丘
子洞能通往千佛山，这到
底是怎么回事呢？据介

绍，丘子洞相传为丘处机
潜心修炼的密室，从洞中
穿行二十余里，可达济南
南郊的“小庵”，即“大庵
通小庵”，而百姓则传说
从丘子洞可直接通到千
佛山，最后就以讹传讹
了。

虽说无法证实，但对
来长春观游玩的人来说，
在闹市之中能够寻到这
么一个清幽之处，享受美
好的传说，也是难得的享
受了。

走进长春观，首先看到
的是三开间大殿。大殿共有
四间，东西长约13米，南北
宽约15米，硬山顶，前抱厦
卷棚顶，屋面组合为勾连
搭。顶覆黑瓦，正脊置宝刹，
两端置螭吻，殿前有月台。

“东西厢房是 1987年
原址复建的。”据介绍，大殿
两旁有东西配殿，现为济南
市考古所的办公用房。从一
旁穿过，大殿后面为后阁
楼，是长春观现存建筑中最
有价值的，刻有很多精美图

案。
解放前，大殿内有很多

泥塑，还有一口大钟和一面
大鼓。后阁楼一楼原有彩塑
五座，中间为千佛手镀金像。
二楼有玉皇大帝第七座彩塑
神像，可惜现在只剩下几块
塑像基石了。

提起长春观，就不得不
说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全真
七子”之一丘处机，丘处机
世称长春真人，其道观被赐
名为长春观。济南当地老百
姓传说，长春观就是他当年

修炼过的地方。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工

作人员表示，明代重修长春
观时曾挖出一块残碑，上有
大观五年初建。“大观”是宋
徽宗年号，只延续了四年，
第五年改为政和元年，这可
能是“大观三年”的误写。

而济南升格为济南府
是在政和六年，按此说法，
济南府成立的时间确实晚
于长春观的始建年代，也就
逐渐有了“先有长春观，后
有济南府”的说法。

◎先有长春观，后有济南府 ◎神秘丘子洞，直通千佛山？

从拱形门外看长春观正殿。 从这个角度望去，“济南第一高”正拔地而起。 丘子洞中灌满了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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