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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精读
走进位于老商埠中心的中山公园，春光绚烂。在很多老济南人心中，中山公园是那个文化生活并不丰富

的年代，消夏晚会、露天电影美好回忆的一部分。83岁的中山公园老员工徐家茂骄傲地说，中山公园是中国
较早有自主权的公园。他曾多次提议，改造扩建中山公园，如今这一美好的心愿终于要实现了。

1904年修建，几度更名，八旬老员工讲述———

百百年年中中山山公公园园的的
前前世世今今生生

上世纪30年代

进园经营得参与投标

中山公园是1904年，济南开辟商
埠以后由商埠局修建的，始称商埠公
园，济南人也管它叫济南公园。可以说
中山公园是较早由中国人自己建造、
自己管理的公园，也是济南市兴建的
最早的一处以公园命名的公共游览场
所。

中山公园在建园时各方面就体现
了先进的理念。当时规划者就已经意
识到要保护老城。新建商埠区时，没有
伤及老城的一砖一瓦，而是在老城外
建设了一座新城。老城区依然保持和
延续着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历史风
貌，新城区和老城区恰到好处地连在
一块儿，两者互不冲突，这也就构成了
近代济南的大体格局。

中山公园建在老商埠的中心位
置，原本规划的是从纬四路到纬六路，
经三路到经四路，一共8公顷，但实际
建成后只有4公顷。上世纪30年代，位
于商埠区的中山公园有着得天独厚的
优势，在管理方面不仅学了外国很多
新方法，也积累了很多新经验。关于公
园和人员的管理上都有一套完整的制
度，像如何买票、如何赔偿、开园闭园
时间等都有规范。

那时候游客必须买票入园，据说
票价是十文、八文左右，逛完之后还要
交票，不上交就加倍罚款，损坏公园公
共设施也要赔偿。像我们现在的招标
投标，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已经出
现了。

济南最早的招标就是在中山公园
里。那时中山公园的地被划成若干部
分，不同的区域价格不同，想在中山公
园里面有个一平方米的豆腐块也要参
与投标。

招标的标准是相当高的，符合相
关经营规定项目的商户才能通过最后
审核，投标的项目必须是和公园经营
有关，方便游客的，如卖瓜子茶水的、
冰激凌的，卖鱼卖花的……市长发给
中标批文，向公园管理员发训
令后启用。

解放后大活动首选地

1986年更名中山公园

很多资料都说上海的黄浦公园为
中国第一个公园，但是该公园直到1927
年才允许部分中国人进入。而济南的中
山公园是自建园以来就握有自主权的。

1912年，孙中山来济南视察，对于
济南自开商埠的这一举措做出很高的
评价。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济南人
民在商埠公园开追悼大会。追悼会结束
后，为了缅怀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
济南市政府决定把商埠公园更名为中
山公园。

在此之后，中山公园又经历了几次
更名。1929年为祭奠济南“五三惨案”更
名为“五三公园”，解放后又更名为“人
民公园”。最终，在1986年孙中山诞辰120
周年时，更名为中山公园，一直沿用至
今天。

解放之后，中山公园更名为人民公
园，在当时是济南唯一一个公园。那时
的大明湖就是一个藕池，千佛山还是郊
区，中山公园是很多大型活动首选地。

原来的公园归文化局管，当时文化
局的第五文化站就设在公园里。每年夏
天是最热闹的时候，文化部门在公园主
办的消夏晚会、露天电影、舞会、京剧演
出等活动常常半个月搞一次。

公园北门有个大礼堂，在那个年代
被称作人民俱乐部。当时济南的礼堂不

多，纬六路济南宾馆有个市委礼堂，
纬二路有政协礼堂，但真正能
对外开放的就数这个可容纳
800人的人民俱乐部了。当时
公园举办的抗美援朝文艺汇

演、雷锋事迹展览、技术革新运动等大
型活动，都在人民俱乐部里。

“三分钱看三只猴”

上世纪80年代闭园改造

上世纪60年代末，中山公园失去
了往日的生机。后来，为了加强公园内
部建设，在一系列的改造之后，公园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1980年到1982年期
间，中山公园闭园改造了两年，园林局
派专门队伍进行大清理大改造后成了
现在的模样。

改造前，济南人都调侃中山公园
“三分钱看三只猴”。因为中山公园的门
票是三分钱，里面没有观赏性的东西，
就养了三只猴子吸引小孩们来看。从中
山公园的南门到北门有一条路，所以又
有一种说法，“一条道路通两头”。当时
园林局组织了专门的班子来清理修缮，
工作完成之后整体公园分三个景区，中
区是以假山、水池为主的游览区；东区
是花卉盆景区；西区为假山，附带健身
休闲场所。其中东边有个花卉盆景区，
北边有个温室培育花卉，都以室外露天
展出为主，假山西边有儿童乐园，里面
有游乐设施像电动转马、碰碰车，在上
世纪80年代是很先进的。

改造前公园里有很多树，花池也
不少。园内很多景致都是领先的，有个
看起来像模像样的山，其实是假山。那
个年代，放眼望去都是实打实的土山，
人们都觉得假山很稀奇。

一些古建筑消失了

花市变身旧书市场

近些年，公园中区增加了半壁廊、
宣传廊、花架廊，南边临街靠近经四路
的地方本来有个留春花展区，后来改
成了饭店。而北边的花市也没了，成了
济南市最大的旧书市场。

中山公园有很多特色之处。园内有
很多古树，100多岁的就有七八十棵，还
有一个古树群。1904年建园时的树到现
在还有呢，那时种的是千头柏。对“活化
石”保护得如此之好，很不简单。

还值得一提的就是中山公园的花
室。当时一说去看花，哪里看花？中山
公园！以前的大单位都有养花的习惯，
有自己的花室，种各式各样的花。有段
时间有规定单位不能养花，很多单位
就把花都送到中山公园里面了。

之前中山公园里还有一些古建
筑，像人造船形的亭子，这些在日本侵
华后都没有了。园内现在还有一口古
井，原来是农民浇地用的井，供园内浇
花，最初时是用牲口拉着水车，到处跑
来灌溉。这口井现在还有呢。

我初次和中山公园结缘，要追溯到
1948年，那时我还是个15岁的小学徒，啥
都不知道，就跟着走进公园闲逛。上世
纪80年代，我来到公园工作，后来成为
公园的调研员。我一直致力于研究济南
的园林，虽然家住营市街，也经常来这
回忆一下往昔的情怀。

过去，看到美丽的中山公园和周
边的棚户区很不协调，我曾向政府提
出建议，能够改造扩建公园。如今，心
愿得以实现，我很高兴。忙去找公园领
导，询问改造方向。听说，扩建原则是
新区新建设，老区老样子，我放下心
来。盼望着这座100多年历史、见证济
南历史变换的公园增添新的光彩。

口述人：徐家茂，83岁，曾在
中山公园任职，对中山公园
颇有研究。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范佳

实习生 赖星

原中山公园北大门。 如今中山公园的美丽春色。 本报记者 范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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