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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大学校史馆，珍藏着
一张黑白照片，依稀可见近处十
几个年轻人正搬运箱子、木板，远
处几座高炉的烟囱还冒着烟雾。
这张照片反映的是1958年10月，山
东大学由青岛迁济南，师生搬运
迁校物资的场景，这也是目前山
东大学校史馆珍藏着的关于那段
历史的唯一影像资料。

1958年秋，省委研究决定，山
东大学由青岛迁至济南，同时山
东农学院由济南迁往泰安。9月
18日，应省委电令，时任山东大
学党委副书记张滨黄到济，省教
育厅负责人向他传达了省委决
定，并研究了迁校细节。21日，张
滨黄返回青岛向校方汇报，23日
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最终敲
定了迁校事宜。

其实，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初，山大内部就多次提出学校迁
济的动议，但由于种种原因，未
取得实际进展。到1958年，国内外
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总路
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浪
潮下，大学也要大发展，响应中
央号召，发扬大干苦干精神，为
成功迁校提供了契机。1958年9月
28日，中文、历史系学生600余人
率先到济南接管校舍和高炉设
备，开展大炼钢铁，拉开了山东
大学由青岛迁至济南的序幕。

如今87岁的的赵洪太先生，
回忆起当年亲历的搬迁情景，仍
历历在目。他1950年8月考入当时
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外文系俄
文专修科，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山
大首批俄语专业学生，学制三
年，授本科学历。1953年7月毕业
后，赵洪太留系任教，直到退休，

他亲身经历了那段难忘的迁校
岁月。

“一声令下，全校立刻行动
起来，没有半点迟疑。”这次迁校
的效率之高、速度之快，前所未
有。人好走，可物品的搬迁并非
易事。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
想找到打包用的绳子都很困难。
作为外文系搬迁的骨干力量，赵
洪太跑了好多地方才搞到搬迁
用的材料。山大迁校那段日子，
青岛几乎全城的绳子、席子、箱
子、地排车都贡献了出来。

由于时间很紧，无法按照正
常的搬迁程序对物品进行分类处
理，只能随满随装，在外包装上写
下院系名，场面很热闹。书架上的
图书也像包粽子似的直接从外面
裹上席子捆绳运走，五格实木书
架加上满满的图书，四个青年劳
力都很难拖动。其他的科研仪器、
标本，更是内容庞杂。当时运输车
辆很少，四里多地全靠肩扛人抬。

10月3日，迁济人员和物资
陆续登上由青岛火车站发出开
往济南的迁校专列。那时火车也
几乎没有正点的概念，迁校专列
多为临时抽调，因此，师生们只
能按院系的顺序随时在车站等
候出发。10月3日晚上九点多，作
为外文系最后一批迁校的师生，
赵洪太登上了西去的火车，经过
一夜颠簸，次日清晨六点，终于
抵达目的地：济南黄台车站。

从黄台车站到当时的校址，
也就是现在的山东大学洪家楼
校区，又是足足四里路，所有的行
李、物资还是得靠师生自己一件
件搬过去。于是，那些日子省城出
现了一个奇景：从黄台车站到山

大洪家楼，靠近铁路的地方，四里
多地摆满了山大的行李，而且随
着一趟趟专列的到来越堆越多。
沿途附近都是农村，荒无人烟，到
了晚上连路灯也没有，若是真赶
上阴天降雨，遮雨的东西都没处
找，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山
大按时完成了迁校任务。据《山东
大学百年史》一书记载，这次迁
校，物资累计运送258个车皮，到10
月24日，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到
达济南，搬迁任务胜利完成。

10月6日下午，外文系的物
资基本安顿好后，赵洪太发现自
己的个人行李没有随车抵达，于
是人生地不熟的他借了辆自行
车顺着铁路的方向，摸索到了火
车站，几经周折，终于取回了自
己的铺盖和衣物。随后，他蹬着
自行车到馆驿街一家包子铺买
了几个包子。可只尝了一口，就
发现这包子太咸了，赶紧用水泡
了泡才全部吃完。济南和青岛饮
食习惯上差异不小，对于习惯了
青岛清淡口味的山大师生来说，
济南的伙食还真得适应适应。

当时，山大师生比山东农学
院多不少，进驻之后住宿成了大
问题。每间宿舍都塞满了还是不
够，没办法，学校又辟出图书馆，
许多人只能在图书馆的大厅和
阅览室里打地铺，这种状况一直
持续到1960年位于利农庄的山大
新校投入使用才得到根本缓解。

由于这次搬迁太过仓促，山
大留下来的文献资料非常有限，
成为山大校史上很大的遗憾。如
今，只有凭着那张泛黄的照片和
当事人的叙述，回首那段激情岁
月，依然让人感慨不已。

□徐静

如果没有注解，你很难想到，本
版刊发的这张在空旷之地搬运箱子、
木板的老照片，记录的是1958年10月
山东大学由青岛迁来济南的历史。作
为山大校史馆珍藏着的关于这次迁
校唯一的影像资料，它弥足珍贵。

把一所大学从一座城市迁到另
一座城市，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社
会环境和政治气候，是不可思议的，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迁校的并非只有
山大，如交通大学亦从上海搬到了西
安。把一所大学从一座城市搬到另一
座城市有多难，不亲身经历过，是难
以想象的。今年秋天，山大青岛校区
即将迎来第一批新生，一些学院也将
整体从济南搬迁至青岛，今昔对比，
会生出许多感慨。本期人文齐鲁采访
到了两位经历迁校的老山大人，87岁
的赵洪太先生、81岁的郭同文先生，
听他们讲述山大一个月之内火速搬
迁的前前后后，258个火车车皮的搬
运物资，很多是山大学生和教职员工
肩扛人抬，甚至还有老教授参与其
中，这场景想来必是很壮观很感人，
甚至是悲壮的。

如果说这个版讲述的是搬迁，是
离开与变化，那人文齐鲁第二个版的

“乡村记忆”栏目，讲述的则是坚守，
是传承。漫步招远徐家村，犹如进入
一座“石头迷宫”。明清时期的古民
居，上百年的徐家祠堂与古柿子树，
见证了古村的兴建；百年老字号“龙
口粉丝”创始人徐登庸家族的故居，
见证了古村的繁华。有数据显示，山
东目前尚存2000多个传统村落，但其
消亡的速度也很快。在乡村城镇化不
断推进的过程中，乡村与乡愁文化面
临流失已是不争。当下，山东实施的
乡村记忆工程，在提醒我们如何保存
乡村记忆，如何让人们在城镇化进程
中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人文齐鲁也希望向读者介绍更多底
蕴深厚、街巷肌理保存完好的古村
落。周庄有陈逸飞画过的方圆双桥，
乌镇有茅盾笔下的林家铺子，齐鲁大
地上的古村，也默默守候着浓厚的文
化积淀，等待真正懂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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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我从当时还在青岛
的山大毕业，留校当了老师，经
历了当时山大从青岛搬迁到济
南的过程。

1958年9月23日，学校召开全
体教职工大会，传达搬迁通知,当
时我参加了。会上宣读了山大搬
迁的决定，列举了搬迁的优点：
首先，综合性大学应该在省府，
山东只有山大一所综合性大学，
便于省委领导；其次，学校在济
南便于发展；此外，在济南还便
于与兄弟院校联系，因为大部分
院校都在济南，便于相互学习。

搬迁的主要运力就是火车。
用货运火车装载大型设备仪器，
一共用了258个车皮。一些比较
小的或天平之类的精密仪器，都
是学生坐火车抱着搬到济南的。

济南黄台车站距离农学院有4里
路。当时条件很差，虽然有汽车，
但大多是靠学生和我这样的青
年教师人工搬运，小的仪器一个
人搬一个，大仪器就几个人抬。

1958年底刚去的时候正值全
民大炼钢铁，黑白两班倒，学校
有几个月没上课。后来我们就轮
流上课，没有固定教室。山东农
学院的地方不是很大，为了解决
地方不够用的问题，省里也很积
极地给山大选校址，最后确定了
济南东郊利农庄，这地方本来要
建山东农业展览馆，现在批给了
山大，一共是1080亩地。1959年成
立建校委员会。很快国家就遇到
了三年困难时期，学校也遇到了
经济困难，开始时基建经费一年
400万，以后经费只有100多万了，

学校建设进度也慢了下来。建了
文史楼等几座楼，但也可以用
了，我们就在那儿上课。

从青岛搬到济南的确耽误
了上课，折腾了一段时间，不过
山大到了济南，和省里领导的关
系比较近，比较方便。成仿吾是
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萧
涤非是省文联副主席，高兰是省
作协副主席，冯沅君是省妇女联
合会副主席,这些人能够在省里
发挥作用。山东出版社编辑也纷
纷到山大约稿。

有些人在回忆中把搬迁以
前说得很好，搬迁以后说得很
差。我觉得这都是客观因素，人
的因素很重要，成仿吾在山大发
展中起了很大作用，扭转了局面,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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