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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字之下多些历史敬畏和城市涵养

说咱济南的事儿 拉咱百姓的理儿 电话：96706 邮箱：qlwbjzx@163 .com QQ群：107866225

让“老济南”的情感有地儿安放

葛齐言九点

□张九龙

济南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
的古城，早在1986年12月就被国
务院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放在全国省会一级城市中横向
比较，济南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是
相当深厚的。正因历史的积淀，
在济南的中心城区，几乎每一寸
土地都有一段独特的故事。

爱济南、懂济南、建设济
南，首先要尊重济南，尊重济南
的过去，尊重济南的文化。看似

土掉渣的老街名背后可能有段
引人入胜的传奇，破败不堪的
院落里面可能曾有身份显赫的
人居住，几经时光洗礼的老城
区承载着一代代济南人的成长
记忆，也孕育了最正宗浓郁的
老济南文化。诚然，与低矮破旧
的平房相比，人们更愿意住进
高楼洋房，但是向往美好生活，
并不等于与昨天彻底说再见。
同样的道理，城市升级换代，也
不意味着要与过去的历史划清
界限，推倒重来。

每座城市有自己的文化，
每座城市也都有自己的味道。
北京有一股皇城味；上海有一
种时尚味；乌鲁木齐是烤羊肉
的味道；香港总是烧腊、水泥还
有海风的味道……山、泉、湖、
河、城，这些要素融合在一起，
则构成了济南的泉城味道。除
此以外，还有一个最核心的要
素就是人。没了老济南人的济
南城，就算有再好的城建、再美
的景观，怎么还能叫济南？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以人为
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要求，也
戳中了地方城镇化的软肋。其
实，只要真正坚持“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
念，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
关系，“显山露水”从技术层面
上并不难做到，难的是如何真
正记得住乡愁。

乡愁在哪儿？至少不应该
在那些焕然一新的高楼大厦
里。唯有让很多人曾经留恋的
东西才能称之为乡愁，老街、老

房、老学校、老字号、老邻居、老
朋友……不管是什么年龄段，
总有一样东西能打动人心，而
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各种手
段留存、呵护并活化这些记忆，
包括实体的和虚拟的，不让古
城记忆变成古城之痛。

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应当
最大程度地避免父老乡亲搬进
了新楼房，却因未能留住往昔记
忆而造成情感伤痛。实现物质生
活现代化的同时，请别忘了让市
民的情感也得到安放。

拐个弯空个角
把城市特色留下

@任善昆：如何在城市拆
迁改造中加强传统街巷、建筑
遗产保护等问题，理应引起政
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宽厚
所街片区已被不伦不类的“宽
厚里”取代，剪子巷泉水石上
流的景观早已不见踪影。当
前，只有老商埠区还基本保持
原貌，这片老城区再也经不起

折腾了。
@陶玉山：老城区拆迁别

丢掉“济南味”，不要淡化了城
市独有的特色，这不仅是为民
间传说保留了载体，更是对历
史、对后代负责。没有老建筑，
济南怎么能称为历史文化名
城？老建筑拆除了不会再现，修
旧如旧只是外表貌似而已，模
仿得再逼真也只是模仿。

@李梅杰：新的“老街”“古
城”建成后，往往也成了“商业
街”，谈何特色？在城市建设中，

为什么就不能在写带圆圈的
“拆”字时，也在具有历史文化
价值的建筑物周围立上大大的

“护”字？一个城市没有高楼大
厦，算不上丢人，但是没有了特
色，就等于没了个性，乏味得
很。希望城市建设图纸上适当
地拐个弯、空个角，把城市特色
留下来。

老城谨慎拆迁
延续风土人情

@李燕子：最好对拆迁的
地方有个大体划分，重视、谨慎
程度区别对待。比如有年头的
建筑，需经哪级哪类部门审核，
如文物部门的独立审核和认
定。对于虽然年代较晚，但有重
要文化价值的，需要经过什么
部门审核，都应该做出相应的
规定，以免再出现老火车站这
种拆了又想重建的荒唐事。对
老城区要谨慎拆迁，把目光放
在新城区上，这也是很多城市
的做法。

@孙葆元：拆迁并不可怕，
每一个朝代都有拆迁史。明朝
的德王府到了清朝变成巡抚衙
门，到了新中国变成人大常委
会住址，何况寻常百姓家？在拆
迁中除了要保护历史性的遗
迹，还要保护原住民，因为一地
的风俗是靠他们传承的。比如
济南，济南的风土人情是靠一
辈辈济南人传下来的，具有地
理特性和环境特色，这叫涵养。
文化是涵养的产物，而不是指
定产品。

城市日渐更新，今天的济南中心城区，几乎每一寸土地背后都有一部拆迁史。老城区拆迁的背后，
除了功能提升、民生改善，也留下了不少遗憾。防止城市特色淡化、城市文化丢失，是“拆、改、留”过程
中需要更加谨慎对待的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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