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投资资2255万万元元建建起起闻闻韶韶台台大大院院
刘宝玉寻找老物件增加历史感

寻找老物件

增加沧桑感

“缺乏闻韶台老物件，
总 觉 得 文 化 大 院 太‘ 现
代’。”刘宝玉称，为此，自
己也辗转各地打听当年闻
韶台留下的遗物，希望能
为文化大院增添历史感。

在闻韶大院的西侧，
记者看到有两件陈旧的物
件，其中一个是牌匾，写有

“宣力韶台”四个大字，另
外两个是石鼓。据当地村
民介绍，这些都是当年闻
韶台留下的古物。

“其中这个牌匾是在
本村一村民家中，当年闻
韶台被毁时，这位村民的
爷爷则将牌匾抱回家一直
当做床板用。”曲堤镇东街
村村民介绍说，刘宝玉得
知后则跑到其家中将牌匾
翻出来，而另外两个石鼓
也是当时一位村民捡回家
中一直珍藏，没想到都被
刘宝玉找到，一并展现给
市民。

刘宝玉称，闻韶大院
的建成仅仅体现闻韶台当
年的风采，却没有真正还
原旧址。真正修复原貌的
闻韶台靠一个人微薄的力
量是远远不够的，靠众人、
团体才能实现，希望这一
天早日来到。

18日上午10时许，记者一行驱车来到
济阳县曲堤镇东街，发现一条胡同上方写
有“闻韶台胡同”五个大字，顺着该胡同继
续往南走则看到不少村民集聚此处，墙壁
上还贴有“闻韶台再现规划蓝图”。

“再往里就是我们的闻韶台文化大
院，今天我们则是举办曲堤闻韶台遗址修
复落成典礼。”村民刘先生说，这所文化大
院内有闻韶亭、石碑雕刻闻韶台的由来、
圣人孔子像……很多老人看到这些景物
便会想起闻韶台旧址。

曲堤东街81岁的刘千功称，闻韶台旧
址在这所文化大院向西100米处，如今则
成了民房，早已面目全非。“我年轻时还经
常去闻韶台玩耍，那时的闻韶台得三四十
米高，建有5间房屋，旁边还有一棵迎客
松，好几个人才能将它围起来。”

“在正殿中还摆放着孔子像，而闻韶
书院就在闻韶台的下方。每年正月十五闻
韶台可热闹了，很多人到此玩耍。而当我
十六七岁的时候，闻韶台就被炸了，只剩
下下边的土堆。”刘千功说。

“从我记事儿开始，也没见过闻韶台
上方的景物，只记得一堆土堆子，当时还
经常和小伙伴跑来跑去。没见到闻韶台古
迹也相当遗憾，也只能从网络上查找黑白
照片。”60余岁的刘先生称。

闻韶台的消失确实让
市民相当惋惜，而孔子的思
想却一直影响全国。在曲
堤、在济阳，甚至在济南，每
当谈起孔子文化，耳闻目睹
更多的是“闻韶台”。“以‘闻
韶台’命名的街道、公司、社
区也不在少数。”闻韶台文
化大院发起人刘宝玉说。

“每次提到闻韶台，人
们总会想起孔子的故事，倒
是有说头儿、有拉头儿，可
是没看头儿！”刘宝玉说，
自己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
曲堤人，也一直对闻韶台、

闻韶文化魂牵梦萦，总希望
有一天能见到修复后的闻
韶台。

2012年刘宝玉和几个
热爱闻韶文化的有志之士
们想把闻韶台遗址文化等
利用缩影实物和文字的形
式修复闻韶台的旧址，可因
土地问题也不了了之。“如
今我亦然花甲之年，再不行
动就晚了。”刘宝玉说。

“找不到合适的土地，
我就拉来土填老家南边的
大湾，同时还得和承包大
湾的村民协商，几个月的

时间大湾则垫成了平地。”
刘宝玉说，为让市民得知
闻韶台的由来，自己还修
建了闻韶亭、闻韶台浮雕
图、圣人孔子像，总共投资
25万元。

刘宝玉称，目前已建成
的闻韶台文化大院总面积
仅仅达150余平方米，并没
有建起高台，但古香古色的
整体基本体现了闻韶台当
年的风采。“这样给先人们
一个交代，给后人们一个传
承，给将来重建闻韶台留下
可考的依据。”

闻韶台大院中的孔子像。 本报记者 梁越 摄

“韶台远眺”作为济阳八景之首一
直被人们所熟知，却难以寻找旧址。为
还原闻韶台旧貌，60岁的刘宝玉先后
投资25万元在曲堤建起闻韶台大院，
寻找老物件增加其沧桑感，并于18日
举办曲堤闻韶台遗址修复落成典礼。

本报记者 梁越
通讯员 刘海滨 韩新华

闻韶台被毁前相当热闹

投资25万元修建闻韶台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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