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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火火车车站站复复建建施施工工图图月月底底出出炉炉
同时将完成轨道交通施工图设计

复建老建筑
要“原汁原味”
本报记者 陈玮 喻雯

在之前举行的火车站北广场
规划建设专题会议上，济南市副市
长王新文要求统筹考虑老火车站
复建和南北广场及周边地区建设
改造规划，并对规划提出了五个方
面的要求。

规划设计在功能上要满足铁路
方面要求，在规划上要科学调整结
构布局、梳理交通组织、恢复历史风
貌、提升城市功能形象，努力打造新
型综合性交通枢纽和城市标志区。
北广场主站房设计风格特色既可与
复建历史建筑协调一致，也可用现
代建筑形式与历史建筑形成新旧对
比。复建历史建筑要贴近原有意境，
做到形似神似，并赋予文化、商业或
二者兼顾使用功能。

“原汁原貌”成为复建老火车
站的关键词。天桥区官扎营街道工
委会书记李旭曾给老火车站建造
者孙女展示过复建效果图，济南市
将复建包括钟楼在内的整组老火
车站建筑，包括原来的候车室、售
票处等，复建的这组建筑将与现有
的火车站连在一起，形成火车站的
北出口部分，只不过是老火车站复
建建筑的朝向，从原先的朝南改为
朝北了而已。

也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在现
有火车站的北侧，复建的老火车站
将坐南朝北，它的面前是站前广场。
为了保证复建后老火车站的风格和
景致，周边其他建筑在高度上也会
结合它来考虑，尽最大努力来保证
它与周边现代建筑的完美结合。

作为老火车站最具特色的建
筑，钟楼将在下半年开工。济南市规
划局局长贾玉良曾表示，将原汁原
味复建，保持最原始的风貌。

德国特色车站
济南还有三个

除了济南火车站，济南还有三
个老站房，分别是黄台老站房、万德
老站房和张夏火车站站房。都是德
国哥特式建筑。

经记者探访，黄台火车站位于
山大路最北头，站前为黄台南路，是
济南及胶济铁路全线唯一保存下来
的原有车站，给人以类似于中世纪
德国古城堡的感觉。

从万德镇津浦铁路桥洞附近的
津浦铁路东侧，可以看到万德老站
房，平面呈长方形，上覆双坡瓦屋
面，前墙上嵌以宽大的拱形高窗，为
上世纪初期的德式建筑。

张夏火车站位于长清区张夏
镇，始建于1911年，德国建造，到目
前为止已上百年。火车站目前已经
停用。 (陈玮 喻雯)

建筑专家说“原汁原味”：

形形似似而而非非神神似似，，意意义义将将打打折折扣扣
本报记者 喻雯 陈玮
实习生 郭凯

8月1日，济南火车站北广
场一体化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对于老站房、行包房的复建，
引发了不少市民的关注。对于
老建筑的复建，济南市有关部
门表示，要保证“原汁原味”，
保持最原始风貌。

“原汁原味”如何理解？
原来的“汁”和“味”是什么？
山东建筑大学一不愿透露姓
名的专家坦言，如果只勉强
达到了形式上的仿真，只是
形似而非神似，复建的意义
将大打折扣。

济 南 老 火 车 站 始 建 于
1908年，1912年建成并投入使
用。这是一组具有浓郁的巴洛

克风格的哥特建筑群，塔形钟
楼、圆形屋顶、拱形门窗、高大
的台阶、花边墙壁，宛如精巧
别致的“积木”。

“火车站建成时正处于工
业文明时代，那个时候基本没
有混凝土工艺，基本都是采用
砖石”，该人士表示，那个时候
的墙体材料都是手工完成的。
仅仅就这些，现在的施工工艺

都无法复制和实现。
“这些施工工艺如果无法

研究透，之前的结构形式也很
难完成复制”，该人士称，从修
复历史建筑尤其是西方历史
建筑来看，国内目前还没有特
别成功的案例。此外，重建与
复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如何实现“原汁原味”，还是需
要有关部门下一番工夫的。

“老铁路”回忆老火车站建筑：

全全砖砖木木石石建建造造，，楼楼体体像像一一座座塔塔
本报记者 陈玮 喻雯

到底老火车站原貌是什
么样的呢？曾在济南老火车站
工作多年的“老铁路”鲁申先
生作了介绍。

根据规划，济南火车站北
广场建设将复建老火车站站
房和行包房。“行包房就是原
先的行包托运处，站房则是统
称，包括老火车站东西两侧的
火车站建筑。”

看着老火车站的全貌图，
最西侧有一排矮房，屋顶高
耸，入口房顶呈拱形，这里是
济南火车站的办公用房,1958

年改建成了候车室。
在济南火车站的办公用

房以东，一座高耸的钟楼格外
引人注目。四个方向各有一个
钟表，楼体呈圆柱形，像是一
座塔。鲁申说，这座钟高达32米，
沿着旋转楼梯就能到达钟楼顶，
钟表靠齿轮带动走针，四个钟表
显示的时间分秒不差，钟声在夜
深人静时传得很远。“这是全部
设计中的点睛之笔。”

钟楼将车站售票处和车
站辅助用房东西分开，鲁申
说，东边的售票处是低矮的绿
色球型穹顶，进入后是候车大
厅，平面方形，拱顶高约13米，

上覆双坡瓦屋面。南北两墙上
嵌以宽大的拱形高窗，镶着彩
色玻璃。“玻璃比人还要高，擦
洗时要爬梯子。”而西侧的车
站辅助用房屋顶尖耸，分为两
层，加上屋顶，要有三层的高
度，鲁申说，当时这里也是客
运车间业务办公室。

鲁申说，在售票处东侧，
是一站台的出站口，当时还作
为迎接西哈努克的迎宾门，在
最东边还有被叫做“四道门”
的出站口。

出站口东侧，一排屋顶拱
形的建筑引人注目，在一层的
屋檐上，挂着“行包托运处”。

鲁申说，一层就是行包房，二
层是列车段礼堂，车队、乘务
员学习室，业务室等办公用
房，在礼堂经常有职工大会文
艺演出。

鲁申表示，老火车站的工
艺价值很高，全用砖木砖石建
造。如果复建，是否还能采用原
来材料呢？“以前办公室的电扇
转起来完全听不到声音，每个钟
表分秒不差，要是把内部设施复
建，就要从德国进口了。”鲁申说，
虽然老火车站的复建不会与原
先的一模一样，但是可以用来给
子孙讲述火车站的历史，也是
件很有意义的事。

本报8月1日讯 (记者 喻
雯 陈玮 实习生 郭凯) 1
日，火车站北广场一体化工程
正式开工建设。该工程主要分
为两个标段进行，目前正在做
地下的结构工程。火车站老建
筑复建、轨道交通施工图设计
有望在本月底完成。

1日上午，记者来到火车站
北广场施工现场，看到一片繁
忙的施工场景。济南旧投一工
作人员介绍，北广场一体化工
程施工分为地上、地下两大部
分。根据此前济南建设网招投
标公告，第一标段7万平方米，
第二标段8万平方米。这两个标

段的工期均暂定11个月。
该工作人员介绍，从今年7

月中旬开始，工程地下结构部
分开始施工。北广场地下挖到
一米就有水，工程降水是首先
要做的。为起到降水作用，此处
降水井的深度要挖到地下17米
处，整个降水的工期在一个月
左右。除降水井施工外，地下支
护工程将随之启动，工期大约
在100天。

截至目前，土石方工程、沉
降观测工程、基坑降水支护工
程招标工作已完成，已基本完
成施工道路、围墙建设。现正进
行支护降水、土方开挖外运工

作：止水帷幕共860米，已完成
450米；降水(疏干)井共93眼，
已完成30眼，计划8月底前完成
具备施工条件的止水帷幕和全
部降水井。土石方需开挖外运
约100万立方米，现已完成约5
万立方米，计划12月份完成。

记者了解到，济南市规划
局牵头组织上海市政院、山东
省建筑设计院、铁道第三勘察
设计院等专业设计单位对火车
站北场站一体化规划方案进行
了多轮设计，已经专家组对方
案进行了论证，并报市委、市政
府主要领导批准。

7月12日，铁路总公司组织

召开了增建北站房预可研审查
会议。目前正在进行复建老建
筑、站前广场及轨道交通施工图
设计，计划8月底，完成复建老建
筑、地下轨道交通施工图设计。9
月底完成站前广场施工图设计。

据了解，火车站北场站一
体化工程是济南市城市建设管
理重点工程，是重要的基础设
施建设工程和惠民工程。项目
位于天桥区官扎营片区，占地
约102 . 6亩，项目概算约15 . 1
亿元。包括复建老站房、复建行
包房、新建站房、站前广场及广
场地下空间建设，规划总建筑
面积约15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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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站北广场正在施工。喻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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