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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天气

今天：雷阵雨转阵雨，20℃～28℃

明天：多云，20℃～29℃

（济南气象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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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小小一一个个院院，，一一周周六六七七百百人人参参观观
济南老舍纪念馆开馆俩月迎来众多“舍粉”

本报8月16日讯（记者 万
兵 实习生 韩美惠） 不久
前，位于历下区南新街58号的老
舍纪念馆正式开放。时隔两个月，
记者探访发现，这座隐藏在小巷
中的纪念馆颇受人喜爱。工作人
员称，自开馆以来，每周都能迎来
六七百位老舍先生的粉丝。

据了解，济南老舍纪念馆位于
济南市历下区南新街58号，曾是老

舍先生1931年至1934年在齐鲁大
学任教时的居所，后来成为普通民
居。直到2013年下半年，济南市文
广新局对其进行了修缮，并于今年
的6月14日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

“以前还没开放的时候就经
常有人找来，想参观参观。”附近的
居民称。而如今，焕然一新的纪念
馆虽然只不过是个隐藏在小巷中
的普通小院，但还是迎来了大批老

舍先生的粉丝。老舍纪念馆的负责
人李女士告诉记者，自6月份开馆
以来，每周的客流量都在六七百
人。李女士说，就纪念馆的规模来
看，这个客流量非常可观。

“刚开馆的时候，多数是附
近的居民前来参观。”李女士说，
现在正值暑假，带孩子来参观的
家长明显占了很大一部分，一些
大学生也都慕名而来，甚至有些

去齐鲁医院看病的人也会顺路
来老舍故居看看。

而参观的游客也很乐于享
受小院里厚重的历史感和文化
韵味。记者注意到，纪念馆内陆
陆续续有游客进来，都是静静地
参观、拍照，年龄较小的儿童也
是安静地听父母讲老舍的事迹。

“馆内的参观风气特别好，没有
人大声喧哗吵闹，极少数抽烟的

游客经我们劝阻后也及时停
止。”李女士表示。

一对年过古稀的老人特意
带着自己13岁的孙女来参观。老
人说，孙女放暑假在家，带她过
来是想感受一下文学大师的气
息，也希望孙女在游玩的同时能
增长知识。“我学过老舍的文章，
这是头一回来纪念馆，觉得很新
奇。”小姑娘笑着说。

本报记者 万兵
实习生 韩美惠

不光是老舍故居，记者调查
发现，随着人们精神、文化修养的
提高，对人文景观的青睐度也越
来越高。济南的老街巷、老建筑，
乃至文化氛围浓厚的图书馆、博
物馆都成了不少孩子和中年人的
休闲新宠。

济南国信国际旅行社的张晓
国称，最近几年游客对人文、民
俗、文化类景观的喜爱程度明显
提高，具体到济南，张晓国介绍，
济南不仅历史上有一大批文人名
士，还保存着很多老街巷、老建
筑，这些都对游客产生了巨大的
吸引力。旅行社还曾对此推出了

“船游泉城、步游老街”的线路，让
市民能在老街巷之间“发现济南
的诗情画意”。

此外，张晓国介绍，像趵突泉
景区内的李清照纪念堂、大明湖
南岸的稼轩祠、曲水亭街的百花洲
等都是典型的人文景观，文庙、关
帝庙等传统文化痕迹浓厚的景点
也引起很多人关注，吸引不少市民
和游客在其中品味文化雅韵。

偏爱人文景观的人群中，又
以孩子和喜欢文化的中年人为
主。“暑假很多家长都带着孩子出
游，希望孩子在参观人文景观的
同时能感受到背后的文化底蕴。”
张晓国说，虽然总体上来看现阶
段多数人还是更爱海滨、沙滩类
的自然风光，但自然景观带来的
愉悦感主要还是停留在感官上。
随着人们欣赏水平、文化修养的
提高，能寓教于乐的人文景观渐
渐成了不少家长和孩子的新宠。

对人文的追崇也让文化氛围
浓厚的图书馆、博物馆成了新型
人文景点。济南市图书馆副馆长
吴伟说，尽管图书馆的位置远离
市区，但是从暑假的情况看，堪称
人气爆棚。“每天一大早读者就开
始排队，阅览室的600多个座位天
天都坐满了人”吴伟说，这是连工
作人员都没想到的。就7月份的统
计数据看，“平均每天都能迎来
4000多人。”吴伟介绍。

吴伟称，来图书馆的人多以
家庭为单位，不少都是“家长+孩
子”的组合。“其实很多人不光是
来看书，更是为体验一种在书中
休闲的文化氛围。”

济南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尚
海波也表示，暑假里博物馆迎来
很多青少年。尽管博物馆不像山
水景观那样能带来巨大的视觉享
受，但却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尚
海波介绍，暑假期间博物馆特意
针对青少年开展“暑期文博讲
堂”，请专家讲文物、介绍济南老
建筑，每次都吸引很多孩子。

济济南南四四处处老老舍舍故故居居今今何何在在
记者带您探访老舍在济南的家

延伸阅读

位于南新街58号的济南老舍纪念馆开放以来，备受游客青睐，其实老舍在济南先后共有四处故居，
今天记者就带您一起逛逛这几处老舍先生的家。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张九龙

人文景观
渐成新宠

1 “麦柯密古楼”二楼

老舍在济南期间最早的一处住所，位于齐鲁大学办公楼“麦
柯密古楼”二楼西头南边的第一个房间，当时是学校的单身宿
舍，老舍在这里住了一年多，《济南的冬天》、《猫城记》等文章就
是在这里完成。可惜因为用电意外，这座建于1923年的老楼在
1997年11月19日凌晨失火，面目全非。

后学校重建新楼，即现在的山大趵突泉校区综合科研楼。当
年老舍故居的位置和格局基本未变，但内部已看不到当年的风貌。

1937年7月，老舍先生再次接受齐鲁大学聘书，回到齐鲁大
学文学院工作。老舍及其家人再次到济南后，暂住在齐鲁大学
校园内的“老东村”平房，大约1个月，这处平房早已不存在。

记者几经探访得知，“老东村”位于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东
邻，一直是该校的教职工宿舍区，几十年来，“老东村”的平房陆
续改造成楼房，难觅踪迹。而今，在“老东村”东南角落里仅存的
几间原有的平房，依稀能见到当年的历史痕迹。

3 “老东村”平房

后来，老舍先生一家便搬进了位于齐鲁大学校内长柏路2
号的一栋小洋楼内。当年齐鲁大学为吸引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校
任教，沿长柏路修建了一组别墅楼作为教授住宅。目前完整保
存下来的有12幢，现为山东大学教职工宿舍。

如今，老舍故居是门牌号变更后的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长
柏路11号别墅楼，依然静静地矗立着。小楼由中间并列的两个
楼门和平行上升的两个楼梯一分为二，老舍居住于东半侧，楼
下两间为客厅和书房，楼上三间为卧室，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
善。但因抗战爆发，日军逼近济南，齐鲁大学教学活动陷入瘫痪
状态，老舍在此仅居住了两个多月。

4 长柏路11号别墅楼2 南新街58号

南新街58号是济南最著名的老舍故居，1931年夏，老舍返回
北平与胡絜青完婚，随后夫妇二人回到济南，在南新街54号（今
南新街58号）租住了3年，其间生下了大女儿舒济。在这间小屋
里，老舍创作了长篇小说《离婚》、《牛天赐传》，以及收录在《赶
集》中的大部分短篇小说。“爸笑妈随女扯书，一家三口乐安居。
济南山水充名士，篮里猫球盆里鱼。”这是老舍居济期间题在一
张“全家福”照片上的打油诗。

2006年，南新街58号老舍故居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10月，老舍故居修缮保护工程启动，今
年6月14日正式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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