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片 本报记者 于悦

金家大院被分成三部分
烧烤店将在一周后开业

近日，记者在位于世茂宽
厚里的金家大院前发现，虽然
门口仍放着“施工重地，闲人
免进”的牌子，但往日封闭的
院门已经打开，院前还围着一
圈矮篱笆，与以前不同的是，
门前还挂着“世界小姐山东赛
区艺术培训基地”的牌子，进
门的走廊里贴着几张女明星
的照片。

与此同时，金家大院的多
面墙上都挂着“牛阵烧烤”的
名字，但尚未营业，从外面来
看，烧烤店还在装修中，通过
前院东侧窗户可以看到里面
厨房的烤箱设备等已经装好。
记者拨打了牛阵烧烤招商电
话得知，烧烤店将在一星期后
开业。

记者欲入内参观，被门口
房间内走出的一名管理人员
阻止，该人员自称是“世界小
姐”驻山东区的办公人员，“现
在这里被分成三家不同单位，
我们在前院，前院西侧是烧烤
店，现在还没开业，后院是一
家别的单位。里面不能参观。”

据了解，金家大院作为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原宽厚
所街55号。历史资料显示，这里
始建于1910年左右，是曾经的
历城知县金有大的宅邸，占地
1500余平方米。建国后收归国
有，上世纪五十年代陆续成为
邮电培训班和派出所，上世纪
六十年代至今隶属于历下区
房管局。

金家大院是目前济南为
数不多保存较完整的二层四
合院，资料记载，这里最早由
四个院落组成，大门位于东
南角，进门后是前后两进正
院，前院两侧为东西厢房，前
后院之间为穿堂式楼房，经
穿 堂 楼 可 进 入 后 院 的 四 合
楼。后为小花园，花园北边则
是建有地下室的两层小楼。
从2008年开始，大院周围的
传统民居尽数被拆，用作商
业开发。由于出现塌陷和破
损，2013年历下区曾利用专
项资金3 5 0多万元对金家大
院进行了维修。

老洋行将改成主题客栈
明星电影院曾作烤鸭店

济南许多老建筑如今走
上了商业用途，有的开成了饭
店，有的成了咖啡馆，但其经
营状况却各不一样。

位于纬六路的原山东丰
大银行(即老洋行)建于1919
年，总建筑面积约600平方米，
主体建筑两层，是济南唯一具
有南欧巴洛克建筑风格的建
筑。2005年，由于纬六路拓宽
改造，老洋行被整体西移1 5
米。经过保护后老洋行转型为
餐饮会所，但在2014年左右开
始闲置，目前，老洋行仍处于
关门状态。五里沟街道办事处
的工作人员称，老洋行下一步
将被改造为主题客栈，正在设

计图纸，何时开工尚不清楚。
位于纬十二路的原明星

电影院前身是位于经三路的
小广寒电影院，1955年改名并
迁址十二马路。明星电影院经
历了1次搬迁、5次改换名称、3
次改变企业性质。从2000年开
始，电影院经营陷入了困境。
2008年11月，全聚德烤鸭店凭
借10年租赁合同进驻影院，老
建筑挂上了“和平烤鸭店”的
牌子。据附近居民称，烤鸭店
于三四年前关门。

目前明星电影院也是省
级文保单位，23日记者探访发
现，该建筑门前拉起了一圈警
戒线，门口台阶上散乱堆放着
一些废旧的铁框和塑料，堵住
了门，招牌也只剩下一个“店”
字。这座老建筑的红色外墙墙
皮多处脱落，外观上看起来已

稍显破损。振兴街居委会工作
人员称，建筑现在应该属私人
所有，没有得到再进行别项经
营的消息。

除了这两座老建筑，较为
典型的老建筑商用还有位于
经三路的济南最早的小广寒
电影院，如今作为电影主题餐
厅运营，里面集合了不少和电
影有关的元素，像老式电影放
映机、电影胶片等。另外，经二
路的阜成信东记曾在济南棉
花行业中占据龙头，经历历史
变迁，2014年被一群年轻人改
为同样名为棉花的咖啡馆。

专家说法
文保单位开烧烤店不妥
使用者应尊重历史建筑

对于在文保单位里开烧
烤店，很多市民都觉得两者不
太搭配。有人认为这违背了历
史建筑的文化内涵，有人则觉
得卖烧烤会破坏建筑质量，

“在烟熏火燎的状态下，怎么
让人品味建筑的历史风采？”
曾居住在宽厚所街的杨先生
认为，老建筑还是应该保护起
来并向社会开放参观。

山东建筑大学齐鲁建筑
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姜波也称，
在文保单位里开烧烤店“不太
合适”，“金家大院是清末明初
济南非常典型的一处中西合
璧四合院，它的院落格局和细
部雕刻都非常有特点，很精
美，在济南所剩不多的历史建

筑中，应该是济南传统民居的
一个代表和精品，也是宽厚所
街区所剩无几的原汁原味的
历史建筑。”

“烧烤代表着济南的地摊
文化，不是不好，但开进一个
历史悠久的老建筑里面就不
合适了，尤其是金家大院风格
是比较文雅的，改成烧烤店某
种 程 度 上 有 些 亵 渎 建 筑 本
身。”姜波称，这并不是我们所
称的老建筑活化，活化指的是
历史建筑残损后，失去了原来
的功能，通过技术手段改造成
另一个使用功能，相当于再利
用，让建筑从死亡走向新生。

姜波举例称，他曾全程参
与小广寒电影院的改造，“前期
测绘是我们做的，改造前它已
经破旧不堪，属于马上就会坍
塌的危房，丧失了原来的功能，
导致它的文化内涵也在逐渐销
毁。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技术手
段既恢复了原来的电影主题，
又对原来的建筑构件进行了保
护，彰显了曾经的文化内涵，也
发扬了使用性能，跟烟雾缭绕
的烧烤店是不一样的。”

对于历史建筑的保护性
利用，姜波认为，使用者首先
要尊重历史建筑，尊重才会珍
惜，珍惜了才会有合理的办法，
有正确的定位。“目前济南的老
建筑还处在逐步减少的趋势，泉
城路南侧基本已没有了，北侧还
有不少老民居，但很多进行出
租，无论产权所有方和使用者
都并不珍惜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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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保保单单位位金金家家大大院院要要开开烧烧烤烤店店
专家认为应尊重历史建筑

目前济南有151处省级文
保单位，203处市级文保单位，
包括历史建筑和文保建筑在内
的老建筑也有不少，但记者数
了数，这里面广为人知的只有
三处被改造为免费对外开放的
公共博物馆，包括南新街由老
舍故居改造成的老舍纪念馆；
经四路的蔡公时博物馆和老商
埠博物馆，原来曾是抗战时期
蔡公时的办公地山东交涉公
署；还有万达广场后面的山东

红卍字会诊所旧址，将改建为
展现济南曲艺文化的曲山艺海
博物馆，目前正在向社会征集
曲艺老物件。

由于老建筑产权复杂，除
了公共博物馆，还有由企业、事
业单位及私人设立的博物馆开
在历史建筑内，例如宏济堂博
物馆、山东邮电博物馆等，但这
些也只占博物馆的少数，且由
于各自原因平时并不完全开
放，需要提前预约。

在济南老建筑中，还有不
少用作住宅，尤其是曾作为名
人故居存在过的历史建筑。记
者曾探访济南13处名人故居，
其中除了老舍故居和张采丞故
居得到修复外，多数仍有人居
住的老建筑却是风雨飘摇，亟
待维修，甚至有些处于被推倒
的边缘。即便有了文保单位的
牌子，却因产权纠纷没法被社
会任何一方修葺，面临逐渐消
失的局面。

除了文保单位，产生于近
代的许多老厂房历史建筑作为
工业遗产，也有其不可忽视的
文化价值。老厂房变身文化产
业园已成为目前济南许多老工
厂的转型方式，例如皮鞋厂和
啤酒厂等。2015年济南市规划
局曾进行中心城工业遗产调
查，调查显示，作为“亚洲第一
酒精厂”的山东酒精总厂以及
济南振兴火柴厂等，都已不复
存在。

市区仅三处文保建筑

被改建成公共博物馆

葛延伸调查

近日，位于宽厚里商业区
内的文保单位金家大院挂上
了烧烤店的牌子，虽然尚未
开业，却引得不少人讨论这
种 老 建 筑 商 用 模 式 是 否 合
适，建筑专家认为这是对历
史建筑的亵渎。据了解，济南
的老建筑目前许多都为民宅
或商业用途，但改造为博物
馆对外开放的却占少数。

金家大院墙上已挂上了烧烤店牌子。

金家大院门口墙上仍挂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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