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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退休休工工人人红红木木雕雕刻刻济济南南老老火火车车站站
每一刀都是情怀，为人们留住那些珍贵往事

本报记者 郑帅

买红木花了一万多元

在党家庄一个宿舍区，记
者见到了金志明和他的济南老
火车站雕刻作品。金志明的家
位于一所废弃学校里。

在院子里的一张桌子上，金
志明把他的作品摆了出来，一套
老火车站模型呈现在眼前。深棕
色的车站约有一米长，门窗、墙
面都做得十分精致，而且门窗都
是可以打开的，大厅的内部清晰
可见。金志明告诉记者，这个模
型基本上是上世纪60年代济南
老火车站的样子。

“这个模型是四个部分组
合起来的，有钟楼、老售票厅、
中间候车室以及西候车室，都
是用红木雕刻成的，外面上了
一层核桃油，核桃油比普通的
油漆会更自然。”金志明说，买
这些红木就花了一万多元。

金志明说，这套模型曾经
参加过第二届济南艺术品博览
会，尽管当时还没有完全完工，
但群众艺术馆的一个主任“四
顾茅庐”，非要让他把作品拿过
去参展。

“我一开始没答应过去参
展，怕被人笑话。但是人家主

任来了四次，我不好再推辞，
就白天晚上地加班弄了几天，
最后总算弄好了绝大部分。”
金志明说。

雕刻模型为弥补遗憾

三年前，金志明从一军工
厂退休。提及雕刻济南老火车
站的想法，金志明说，这源于他
内心对老火车站的一段遗憾。

原来，金志明在1972年至
1980年间在济南老火车站是一
名工人，8年的时间让他对老火
车站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那时候我在火车站负责烧
锅炉，因为交通不方便离家比较
远，基本上吃住都在火车站。下
班没事了也会在火车站溜达，有
时候回家也都是坐火车回去。后
来我就调到了这家军工厂。到九
几年的时候，听说火车站快拆
了，我就想方设法去拍张合照，
但到了那儿车站已经拆了，照片
也没拍成。”金志明说，从这以后
总觉得自己人生少了些什么。

金志明年轻时曾干过木
工，对雕刻有深厚的兴趣，自己
平时也经常会雕刻些动物、马
车之类的东西，并且逐渐在朋
友圈子里小有名气。在跟朋友
们的一次谈话中，他把对老火
车站的遗憾提了出来，大家便

鼓励他雕刻一个火车站模型。

三个月画了四套图纸

退休后的金志明开始着手
自己的木雕。虽然金志明对火
车站的记忆很深，但做雕刻还
是需要先画出图纸。

除了上网搜集资料，他还
找到一些专门研究济南老火车
站的人请教，搜集一些原始照
片。由于是非专业人员，金志明
画起图来十分吃力。他说，那段
时间是最费脑子的时候，经常

整夜睡不着觉。
“前三个多月，我一共画了

四套图纸，前三套都不满意，但
每一套都有每一套的收获，到
第四套的时候才终于觉得可以
了。”金志明说。

为了最大限度地贴近原
貌，老车站的每一个小细节都
是金志明要研究的。“你比如
说这个钟楼部分，里面就有很
多讲究。原来车站钟楼地这部
分都是石头的，总共有21行。
钟楼里面是一个螺旋的楼梯，
上面的窗户也都是错开的，但

位置并不随意，每个窗子下面
有几行砖都要搞清楚。除了这
些，车站每个部分的比例、高
度都要仔细研究，不是你想弄
多高就弄多高。”金志明说，
由于资料有限，弄清楚这些细
节并不容易。

尽管在雕刻期间也经历过
失败，曾将做好的一部分雕刻
又推倒重来。金志明说，老火车
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情怀，希
望自己的作品能尽量呈现车站
原来的模样，让大家回忆起过
去那些珍贵往事。

年轻时金志明在火车站做了8年的锅炉工，对老火车站有着难
以割舍的情缘。退休后，金志明决定用红木雕刻出老火车站模型，
弥补自己内心的遗憾。历经三年心血，他用双手为我们还原了上世
纪60年代济南老火车站的原貌。

金志明向记者讲解济南老火车站。 本报记者 郑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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