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唯一哥特式

建筑群车站

修建于1908年的济南老火车
站(津浦铁路济南站)是一座典型
的德式车站建筑，历时三年建成，
是德国著名建筑师赫尔曼·菲舍
尔设计。这一坐落于济南的建筑
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座哥特式建
筑群车站。整座建筑错落有致、多
姿多彩，既体现了自然和谐的中
外文化交融之精髓，又彰显了济
南这座城市庄重大方的形象特
征，成为昔日济南的象征。

凡提起中国铁路车站建筑设
计，必然要提到济南站，历史上的
济南站包括两个：一个是1904年建
成的胶济铁路济南站，另一个是
1911年建成的津浦铁路济南站。两
个火车站均有明显的欧式风格，
并融合了中外两种不同文化风格
的建筑特色，共同见证了济南这
座享誉中外的“泉城”近现代发展
与变迁的沧桑岁月。

1904年—1911年，英、德两国
出借款项建造的两座济南站建
成，相距不过数百米。

1923年中国收回山东省主权，
才赢得铁路干线的统辖权。

1937年，侵华日军对两座车站
进行了改造与扩建，并于1938年将
两个火车站合二为一，成为我们
现在所说的济南老火车站。

1958年，铁路部门对火车站改
造，建起了候车室和站台天桥，并
在1972年建设“迎宾门”车站出口。

1992年3月，颇受争议的济南
老火车站“推倒”方案最终敲定。
当年7月1日8时5分，“老站钟楼上
精准的机械钟停止了转动。

2010年“两会”，济南老火车站
复建议案首次被正式提出。

2012年12月，济南老火车站复
建全面启动，火车站北广场地上
物拆迁工作完成。

2013年8月，济南市旧城开发
投资集团对外公布，将投资15亿
元修建济南火车站北广场，其中
包括复建21年前拆除的老火车站
以及行包房。

济南老火车站的变迁历史同
时也代表着济南城市的发展历
程，从动荡到安稳，从传统到现
代。消失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济
南老火车站曾是济南人心中的一
个美丽伤痕，如今济南老火车站
复建正在进行，其背后所象征的
文化意义和城市建设价值更值得
思考。

见证历史变迁，

融合城市文化

济南老火车站的复建提议和
目前的复建进程公开之后，关于

是否应该将其原地重建，各界人
士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而这一
座必将成为中国建筑史和交通史
奇迹的火车站在济南的近现代发
展史上占据了怎样的地位，也成
为评判火车站重建意义和价值的
重要标准。

济南老火车站始建于1908年，
是在中国迈入近现代进程时跟随
中国一同发展和进步的少有的交
通枢纽。如果说济南的发展变迁
是中国近现代进程的缩影，那么
济南老火车站就是济南近现代发
展的缩影，从英、德抢占火车站和
交通干线的统辖权到战争结束后
胶东半岛陷入日本的统治，直到
五四运动爆发，再次对山东地区
统辖权进行争夺，济南老火车站
作为当时远近闻名的交通枢纽在
战争中发挥了自己独特的沟通与
纽带作用。作为见证济南在战火
中傲然独立、不屈不挠的物证，济
南老火车站用它中西交融的建筑
风格和斑驳的外围表面，向世人
讲述了关于一座城市坚守的故
事。

在抗日战争期间，济南火车
站帮助携运物资，是沟通华北战
场和内陆战场的重要纽带；抗战
胜利后，解放战争爆发，在进行三
大主要战役时，济南火车站所表
现出的顽强的生命力和抗争力也
是促使战争胜利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过程
中，中西两种文化一直存在着怎
样正确地相互融合的问题。战争
年代山东一直处于前线，交通显
得尤为重要，在战争中成长起来
的济南老火车站被战后西德出版
的《远东旅行》列为“远东第一
站”；此外，它还一度登上清华、同
济大学的建筑类教科书，也曾在
各大电影中“抛头露面”。

济南老火车站在济南人眼
中已然成为济南对外的象征，而
在外界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看
来，济南老火车站的标志性意义
要比济南的千佛山和趵突泉大
得多。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名气，
济南老火车站多元融合的建筑
风格和有容乃大的气质，使得济
南这座城市也有了这样的人文
精神。与此同时，在近现代的发
展过程中，济南逐渐形成了自己
特有的一种城市氛围和城市形
象，也被冠以“最宽容的城市”，
济南老火车站以中西建筑风格
交融的独特审美体现着这份融
合与谦逊。

济南老火车站从建成投入使
用到1992年停止运营，在这个过程
中延续和弘扬了济南固有的热情
好客与温和谦逊的城市精神内
涵。济南火车站的拆除引发了人
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担忧，它的
复建又让人们看到了政府面对城
市文化建设时对城市文化遗产保
护所应有的重视程度。

对济南人来说，济南老火车
站的意义已远远超过一座普通车
站拥有的意义，它是济南近现代
化进程的缩影，也同样是济南一
路走来发展至今的重要见证，它
所体现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内涵必
然影响着城市的文化建设。

为“老济南”传承文化

记忆

自1992年济南老火车站消失
在历史的尘烟中，至今已经有20

年之久。在这20年之间，新的火车
站投入运营，并且逐渐发展出济
南站、济南东站以及济南西站。在
高铁动车高速发展的今天，济南
作为南北交通线路的重要枢纽地
段，其本身的交通意义颇为重大。
那么，济南老火车站复建对济南
城市文化建设又有何重要影响
呢？

其一，尊重济南历史，传承文
化记忆。济南是一座泉城，也是中
国历史文化名城，作为历史底蕴
深厚、历史源远流长的文化城市，
济南在中国近现代化过程中表现
得尤为重要，济南火车站作为见
证者更应该被保留下来，既是对
那段艰难岁月发展的见证，也同
样是对那个时代中西文化交融的
纪念。济南老火车站的复建传承
了优秀的济南文化精神，尊重这
样具有文化内涵的文化遗产，尊
重济南的历史，才能传承发扬、不
断创新。

其二，促进城市文化建设，提
升城市建设品位。济南的城市文
化主要体现在泉水文化上，泉水
是一种包容和谐的状态。济南老
火车站身为文化遗产具有一定的
文化价值并充分体现着济南的城
市文化，这样一座具有标志性意
义的老建筑复建更能够与泉水文
化相得益彰，推动泉水文化的弘
扬和济南城市文化的发展。

其三，合理开发旅游资源，带
动周边经济增长。济南老火车站
具有独特审美价值和历史意义，
一旦复建必将为济南添上浓墨重
彩的一笔。

不管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
物质文化遗产，不管是传统建筑
还是传统艺术，都是文化遗产中
的重要部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瑰
宝。如何正确地保护这些瑰宝，使
之不至于在历史进程中灰飞烟
灭，是城市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部
分。济南老火车站、洪楼教堂等
上个世纪留下来的传统建筑，它
们独有的文化特征，更好地表现
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为后
世提供了赖以回忆的资本，是那
一段历史的证明。一个城市的发
展不仅仅依靠着它的经济建设，
文化和精神的建设才是一个城市
长期发展的不竭动力。

历史变迁的见证 文化交流的桥梁

济南老火车站，

一个时代的标志
□陈洁 王云庆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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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

编辑本期这篇题为《济南老火车站，一个
时代的标志》的文章，心情是前所未有的忐
忑，小心翼翼地删改，惟恐触碰到许多人心中
的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多少对老火车
站怀有记忆怀有感情的“老济南”，就有多少
种不同的对老火车站的态度。

作为经典的哥特式建筑群，济南老火车站
曾出现在西方出版的旅行手册和清华大学建
筑学系的教科书里。它是这座城市的集体回
忆：孩子们穿过高高的候车大厅第一次看到绿
皮火车轰隆隆地驶过，期待着到远方去看外面
世界的精彩；归途的游子听到30米高的圆形钟
楼上响起的悠扬钟声，就知道家的方向。

1992年，矗立八十多年的哥特式建筑济
南火车站在历史的进程中消失，是与非不再
评说。人们总是在心中怀念它，像追忆一位不
该远去的历史老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
来越发现它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和历史内
涵，特别是在济南建筑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
位。2010年在济南市“两会”上，有代表首次提
出了关于济南老火车站复建的提案，2012年
底，济南老火车站复建工作全面启动，原设计
者赫尔曼·费舍尔的孙女西维亚也亲临济南。

“有的文化遗产可以复建，有的文化遗产
却只能怀念，比如庞贝古城和圆明园，至今已
经无法再进行重建，重建的结果只能是浪费
人力物力财力，而不能达到资源和效益的最
大化。”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王云庆副教
授及其研究生陈洁带着学者独特的视角，为
读者朋友们剖析了济南老火车站深厚的历史
情感和文化价值。现今，这座老建筑即将重
建，复建虽然面临很多问题，但其深远的影响
和重要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读读这篇文章，
相信你能从中受到很多启发，也能引发些许
关于城市文化和发展的思考。

关于老火车站的复建，网上有各种声音，
有支持，有期待，有质疑，有反思……这总比沉
默好，大家讨论它，就是对历史的回顾与敬畏。
类似济南的这样的故事，还在更多的城市上演
着，但愿那些城市管理者们能读懂这个城市发
展故事中夹杂的悲痛。如同一位博友所说，“如
果一座城市连灵魂都没有了，连寻根都毫无踪
迹，是没有资格谈发展的。”历史虽然无法复
制，但让我们懂得敬畏历史，总是好的。

●人文齐鲁，寻觅的是过去，观照
的是今日之发展脉络；挖掘的是人文，
滋养的是当代读者的精神家园。如果你
热爱齐鲁文化，如果你热爱这样的探寻
和追溯，那么，请联系我们吧！

●稿件及图片发至：q lwbxuj ing@
hotmail.com

枣刊前絮语

对历史多些敬畏

有的文化遗产可以复建，有的文化遗产却只能怀念，比如庞贝古城和圆明园。济南老火车站以
其深厚的历史情感和文化价值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标志，其变迁历史同时也代表着济南城市的发展
历程，从动荡到安稳，从传统到现代。对济南老火车站的复建，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再造，更是对
城市文化建设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历史底蕴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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