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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乐活·地理

承载着时代记忆 如今成人文景观

济济南南尚尚存存55尊尊大大型型毛毛泽泽东东塑塑像像
屹立于文化东路山师老校院内的毛主席塑像，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被登记，这意味着这座建成于“文革”时期期

的主席塑像，正式作为“文物”受到保护。
记者探访中，共在济南市区找到像山师这样的广场主席塑像5尊，均得到相关部门良好保护，成为片区一处重要的人文

景观。可以说，“主席塑像”仍寄托了几代人对伟人的敬仰和爱戴。

11月19日，记者来到济南英
雄山赤霞广场，见到一些市民或
坐或站在主席像下，享受着闲暇
时光。

主席像就坐落于广场东侧，
初冬时分，在黄色或苍翠的树冠
背景下，伟人站在高高的台基
上，倒背双手向西而立，目光炯
炯地凝视着远方。在主席像下红
褐色台基下面刻着“一九六八年
七月立”一行字，再无其他文字
介绍。采访中，即便是刚上学的
孩子，也都知道这是“主席像”，
但问及何时塑造、由谁来设计，
则又没人说得清。

英雄山风景区办公室一位
值班工作人员介绍，这尊主席像
是1999年12月由省工业展览馆
运来的，当时工展馆因为市政修
路被拆迁，经济南市协调，将院
内的主席像运到赤霞广场陈列，
迁来时没有任何资料，因此，对
于这尊主席像的更多信息景区
也无从知晓。

她介绍，主席像来到赤霞广
场后，参与施工安放的施工人员
有可能对底座进行了加高。主席
诞辰是12月26日，底座抬升后，塑

像连同底座增高为12.26米。
“这两年，有的媒体呼吁刻

上毛主席的生平介绍，有的市民
也要求添加，但是我们查了全国
一些主席像，发现几乎都没有文
字介绍。”英雄山风景区的这位
工作人员说，景区因此没有添加
文字，“主席像，还会有人不知道
吗？”

这尊主席像还在省工展馆
时，济南老市民、本报热心读者
李先生曾多次参观。接受采访时
他说：“主席像寄托了一代人对
伟人的无限敬仰，承载了很多时
代的记忆。”

记者找到五龙潭公园东门处
趵北路6号大楼，找到了省工展馆
当年的几位工作人员。据1984年
到工展馆工作的王爱臣回忆，他
和同事多次在院内的主席像前
合影留念。而据比他们更年长的
单位老职工回忆，建于“文革”初
期的主席像是邀请北京的专家
设计指导的，我省也有多名雕
塑、绘画方面的专业人士配合，
最终通过繁杂琐碎的“笨办法”，
将几尺高的雕塑小样一步步放大
成现在人们看到的样子。

文革时的主席塑像多出自名家之手

5尊主席塑像均受到较好保护

相比赤霞广场的主席像，位
于文化东路山师老校内东方红广
场上的主席像名气似乎更大。

每年一度的招生工作，这尊
招手的主席像被学校用在招生宣
传资料上、新生录取通知书的封
面上，用于校内的教学印刷品上，
就连校园停车卡的一面也印上了
这尊主席像。很多游客来到校园，
第一件事就是与这座高16米的主
席像来张合影。

在水屯路济南市明湖小学校
园(原北园一中)内，也有一尊主
席像，这尊主席像比山师主席像
略小一号，面南而立。像下有约3
米高的台基，设计有非常讲究的
上三层下三层台阶，表示设计建
造者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敬。在
主席像四周摆放着修葺讲究的盆
花，让伟人如同站在花海之中。

在这尊主席像背后几十米
外，是几乎同样高度的一面影壁
墙，正面用红黑两色石材制成，中
间的深色大理石上镌刻着5个有
力的毛体大字：“人民公社好”。透
过字体，今天的人们仍可感受到
那火热年代人们的情怀。影壁墙
前有一个长约20米、宽约4米的花
池，墙背面镌刻着建造的时间：一
九七二年八月改建。东西两侧各
长着两株“幸福槐”，其中东侧一
株另有一块石碑，内容为“幸福槐

毛主席于一九五八年八月九日
视察北园时在此树下同贫下中农
亲切交谈”。在这尊主席像的左
前、右前方，当年还各设计有一个
硕大的长方形花坛，各种植约十
棵松柏树，有的直径接近两尺。

除此之外，在济南西外环省
肿瘤医院，也有一尊风格类似的
主席像，面北而立。该像较山师
大、赤霞广场主席像稍矮，但仍显
高大。主席像的四周用汉白玉精
心制成一个八边形的围栏，留有
出口。主席像身前、身后分别正对
医院南北两幢大楼的大门。

记者注意到，上述4尊建于文
革时期的主席像中，尽管外形和
神态比较相似，均身着呢质军大
衣，且左手总是背在身后，持一顶
带五角星军帽。但是差别也不是
没有。山师、明湖小学的主席像均
为右手向前高举，像在挥手，又像
在指引人们前进的方向。省肿瘤
医院和赤霞广场则为倒背双手造
型。此外，与省肿瘤医院主席像呢
子大衣下垂，显得比较凝重不同，
另三尊主席像大衣角明显向上卷
起，显示主席正在迎风而立，更显
身材修长风度翩翩。

除山师主席像在底座后面有
一块“毛泽东塑像”说明之外，另3
尊塑像既无主席生平介绍，也未
对当年建设情况提及一字。主席
像周边也几无介绍文字。倒是省
肿瘤医院主席像台基后边，镌刻

“救死扶伤”4个字。
除上述4尊建成于文革时期

的主席像，在工业北路幸福柳广
场还有一尊汉白玉材质的露天主
席像，体积明显小于前4尊。据像
后文字说明，这是大辛村村民为
纪念毛主席1959年4月13日、9月
21日两次亲临大辛村视察，于
2006年修建幸福柳广场时，由该
村村支书一家捐建的。

建造山师主席塑像

用了一个多月

尽管从建主席像的“文革”初期
至今不过五十几年，但随着一代人老
去，很多人除了台基上镌刻的年月信
息，说不出更多信息，至于是谁在什
么情况下塑造了主席像，更是无从了
解。记者经过多方打探，终于在山艺
找到当年曾亲自参与两尊主席像建
造的老雕塑艺术家李振才。

据年逾八旬的李振才回忆，1966
年“文革”开始后，全国各地刮起一股
建“红太阳纪念馆”的热潮，需造大批
毛主席像。山师大不仅在济南第一个
建成主席像，而且体量最大。1967年，
山师红卫兵骨干们进京邀请北京美
术公司的雕塑家张松鹤先生到山师
主持设计主席像，当时张松鹤已在北
师大、湖南师大等国内多所高校雕塑
主席像，经验丰富，因此在设计建造
山师大招手主席像时十分顺手。

李振才说，与一般艺术创作不
同，制作主席像“首先要很像”，要经
得住人们挑剔的目光，塑造时“多一
点点少一点点就会不像”。很多艺术
家也认为，相比其他政治家人像，毛
主席像的表现要难得多。在山东，张
松鹤设计了主席像的小稿，经不断放
大，定稿时有两米高。当时省内的3名
雕塑艺术家张玉林、王照善、李振才，
以及在军队上搞绘画创作的画家刘
欣，全力配合张松鹤工作。当时没有
玻璃钢，大伙用石膏翻制了很多的主
席像，目前市场上在售的小型石膏主
席像，有的就是当年张松鹤小稿的多
次复制版本。雕像灌水泥时，部分教
师、学生齐动手，来自校外的一些水
泥工忙着“上大泥”，前后有十几名解
放军轮流站岗保卫，大伙齐心协力，
白天黑夜连轴转地干个不停，用了大
约1个月时间便把主席像建成了。

如今人们看到的文革主席像，多
数表面稍稍泛黄、泛红，像是坚硬的
花岗岩一样。李振才介绍，实际上山
师和省工展馆主席像所用的水泥是
经过专门调制的，他们在白水泥中加
入黑色、灰色和赭石颜色的小石头颗
粒，充分搅拌，等凝固之后便形成花
岗岩一样的效果。由于水泥干了外面
会形成一层“光面”，为追求更好的视
觉效果，李振才等人用斧子仔细地一
排排剁，露出下面的小石子来。这样
用水泥建成的主席像不仅美观，而且
像石头一样结实，坚持几百年没问
题。山师主席像建成后，李振才又参
加了省工展馆主席像的建造。正因为
水泥雕像有多种好处，文革期间全国
各地建造的主席像几乎都是水泥灌
制而成。

张松鹤、张玉林、王照善等参与
当年主席像设计的雕塑艺术家如今
均已作古。1999年，因修建趵北路，原
省工展馆以及院内的毛主席像不得
不搬迁。由于主席像建造时为防地
震，塑像和底座用槽钢做骨架被连成
一体，搬运十分困难。当年曾参与建
造的雕塑艺术家张玉林到场，指导工
人砸开底座的水泥，用电焊切断槽
钢，才将主席像运走。

山师大东方红广场的主席塑像。

文/片 本报记者 乔显佳

省肿瘤医院的主席塑像。

幸福柳广场汉白玉材质的主席塑像。

明湖小学的主席塑像。

赤霞广场的主席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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