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微博之都”

古古城城3355处处博博物物馆馆基基本本建建设设完完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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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3月7日讯 (记者
杨淑君) 记者从古城保护

与改造指挥部获悉，日前，古
城保护与改造各项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绩，为打造“微博之
都”规划设计的35处博物馆基
本建设完成。

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古
城内所有项目的规划和建筑
设计，布展和景观设计也完成
总体工作量的 9 5 %，在博物
馆、景观设计上，完成了清军
厅、万寿观、城隍庙、铁公祠、
考院5处景点和葫芦文化、红
木、典当、民国印象、时代影像
5处博物馆布展设计；府文庙、
纽扣博物馆、毛泽东像章博物
馆的布展设计方案通过专家
论证，正进行施工图设计。

工程建设方面，四个片区

的商住工程完成近90%，16处
景点建设中，七贤祠、万寿观、
依绿园、铁公祠、县衙、卫仓、
清军厅、任克溥故居、小西湖
公园等9处已建完。名人堂、考
院、府文庙3处景点正在施工，
9月底前全部竣工验收；城隍
庙已进场施工。3 5处博物馆
中，利用景点、城门角楼、保留
历史建筑建设的25处博物馆
已建成，新建的10处博物馆已
完成9处，剩余1处正绿化施
工。供气、供电已解决，供暖主
管网铺设完成，待全部换热站
完成即可供暖。

文化建设和旅游布局全
面展开。以中小型博物馆为载
体，打造“微博之都”，目前契

约文化、老照片、茶文化、鲁菜
文化、乡村记忆、紫砂、中国阿
胶、金丝楠木、新闻、东昌文
物、鲁西戏曲博物馆和京剧体
验馆等12个博物馆已对外开
放；婚俗、葫芦、纽扣、景阳冈
酒等11个博物馆正在进行布
展施工或布展方案的设计提
升，其余博物馆正在进行布展
设计或征寻布展主体。以故事
为载体，打造“故事之城”，搜
集与古城相关的3 0 0多个故
事，整理文字近1 0 0万字，通
过历史文化元素与古城内景
点、博物馆、景观进行有机对
接，打造全国闻名的“故事之
城”。以文化活动为载体，打造

“水上古城”，举办灯展、非遗
展演、国学演艺、儿童舞台剧

等大型文化活动，年游客接待
量突破百万人次，逐渐打响了
聊城水上古城旅游品牌。

此外，古城招商运营成效
初显，项目资金保障有力，各
项工作正平稳有序推进。

古城春色惹人醉。水上古城景区供图

本报聊城3月7日讯 (记者
杨淑君) “大学之道，在明

明 德 ，在 亲 民 ，在 止 于 至
善 … … ”、“ 弟 子 规 ，圣 人
训……”无论冬夏，不管刮风
下雨，每周六的早上，古城光
岳楼下、南城门处，总能响起
朗朗诵读声，从去年4月30日
至今，不到一年的时间，已有
近两万人次到古城诵读经典。

该项活动由聊城市国学
研究与传播促进会的冯涛、
郭玉红和聊城的爱心人士以
及聊城水上古城共同发起，
每周六早上7点到8点，在古城
内齐声诵读经典。发起人之
一郭玉红告诉记者，参加者
由最初的100多人，发展到最
多时七八百人，通常情况下
每 周 参 加 活 动 的 有 三 五 百
人，他们中有3岁的孩童，也有
八十多岁的老人，从《弟子
规》、《朱子治家格言》到《诫
子书》、《大学》，在参与中体
验诵读经典的魅力，在诵读
中感受精神和心灵的愉悦。

通过诵读国学经典，让
中华文化通古达今、继往开
来，开启智慧，长养美德。烘
托诵读经典的氛围，吸引更多
的人诵读经典，让他们接触到
中华传统文化，进而了解传统
文化，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营造良好的氛围；同时，把

“文化水城”的名片展示给聊
城人民和外来游客，为“秀美
古城”添神韵，为“美德聊城”
喝彩，除了经典诵读活动，这
些发起者们还在古城内开设
幸福人生家长课堂和细讲弟
子规儿童讲座，吸引了众多的
爱好者参加。

近两万人次

到古城诵读经典

古城老街巷之古棚街：

名名流流志志士士声声名名远远扬扬 特特色色美美食食百百年年飘飘香香
本报记者 杨淑君

在古城楼西大街中段西口往北，有一条长约半里，宽约6米的小街，明清两朝，东昌府知府衙门位于此街北端
路口北，大门正冲这条街，获名“府门前街”。街中部与十县胡同相交成丁字路口，路口稍南，原有一座古棚，南半
条街又被称为“古棚街”。自民国初年，知府衙门改成东临道道尹公署，北半条街也成为“道署前街”。20世纪60年
代开始，整条街便统称为古棚街了。

古棚古色古香

傅斯年老师故居于此

古棚是一座古香古色的
敞棚，始建年代难以考证，清
末、民国时依然横跨街心，
1946年春季拆毁。全木结构，
下有石块铺地。雕梁画栋，檐
角上翘。仅东西两面有墙壁，
间距七八米，南北约3米宽，高
约3米。东墙上半截壁洞中供
奉关公。平日行人穿行其下，
阴雨可驻足避雨。元宵节充作
灯棚，张灯结彩，古朴的老街
笼罩在热闹而祥和的气氛中。

古棚向南路东第一家，是
清末民初名塾师孙达臣故宅。
他早年在家设私塾，民国初在
东临道立模范小学任教员。著
名学者、史学家傅斯年幼年
时，初学于达臣先生私塾，后
转学于文明街朱府。达臣先生
对傅斯年循循善诱，从严要
求，使他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
础。先生喜撰对联，措辞工整，
出语诙谐，如：“剥尽百姓地皮
亦难救当今穷种，献出一朝天
子定能使皆是富人。”他的孙
子孙天一，博览群书，且会英、
德多国语言，当年他也曾作长
联，表达忧国爱国之心，人称

“大有祖风”。

孙家对门胡家，清朝时也
是书香门第，在地方上卓有声
誉的胡煜堂则以中医外科见
长。他更喜读医籍，擅治各类
痈疽，给贫苦人治病，分文不
取。同治年间曾给山东巡抚丁
宝祯医治毒疮，丁宝祯病愈
后，亲笔写下“唯有仁心得仁
术，不为良相作良医”的对联
相赠。此联被其后人珍藏数十
年。其外科秘方于其孙辈失
传。其曾孙胡国典，曾任聊城
县参议员、三民主义青年团聊
城县分团二股(组织)股长。

清末民初，古棚街路东有
一位廪贡生马镇，是聊城县的
著名书法家，当年与朱学笃、
傅淦齐名。山陕会馆原有他手
书的数块匾额，大殿墙壁上挂
有他的长幅作品，颜体楷书，
遒劲饱满。东关馆驿口路北

“德生庆”大茶庄、民初成立的
“聊城县警察所”的牌匾都出
于其手。先生还是清宣统二年

《聊城县志》的主要编纂者之
一，任“分纂”，还出任过直隶
无极县典史、候选县丞、广平
县令等职。

老街美食飘香

两道名吃传承至今

古棚街还有两家值得称

道的地方名吃，一是“孟家包
子”，二是“孙家八批”。清末以
来，孟家人以经营包子为生
计。孟家包子的制作特色，《聊
城百科全书》记载道：“以面
粉、带骨生猪肉为主料，小磨
香油、葱、生姜、大料面、酱油、
甜酱、冻子等为调料……熟后
表面光滑柔软，不渗汤，汁多
味美，食后回味悠长。”八批果
子是东昌府传统名吃，因炸制
成的果子分为八条，两端相
连，为椭圆形，故得此名。孙庆
和13岁承祖业，当时还是光绪
二十六年(1900)，历经民国，
直到解放后的1963年，一直从
事这个行业。他炸制的八批果
子颜色金黄，口感酥脆，落地
碎不可拾。不仅附近居民百吃
不厌，因为地近道署，道尹及
各级官员都争相品食，致使孙
家八批声名远扬。

孟氏、孙氏皆为面点师，
又称“白案”厨师。本街还有一
位精于传统菜的“红案”厨师
高东明擅长烹炸、熘炒，解放
后先后受聘于企、事业单位的
食堂，70年代应邀在迎宾旅馆
餐厅主灶，技术有独特之处。
其兄高东亮，也以勺工见长，
尤其擅长甜菜制作，拔丝、琉
璃的火候掌握严谨，成品色泽
美观，口感酥脆。

古棚街还出过一位聊城
机械行业的技术名师李守业，
1905年生于古棚街中段路西，
少年时代学徒于聊城第一个
兵工厂——— 东临造枪厂。聊城
解放后，首任公安局长徐武负
责创办聊城修械所，以维修战
争中失修的兵器，特聘李守业
担任所长。1955年受聘到德州
工作。1966年在聊城筹建弹簧
厂中，出谋献策，潜心研究。他
曾制造聊城地方自产的第一
个手铐。

光荣革命历史

六姐妹抗战扬美名

古棚街还有光荣的革命
历史。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居住
于该街中段路西的刘文烈先
生，在抗战爆发后，毅然带领
全家迁入抗日根据地，担任鲁
西北专署参议室参议，并将他
的6个女儿都送到了革命队伍
中。40年代打入聊城县警察所
的中共党员李明曾置宅于古
棚街，并居住5年。在城内工作
的地下党员多次在他家秘密
开会。本街居民李纯礼也是当
时的地下革命者，于1940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组成城关地下
党组织——— 中共聊城“八A”
支部，由他担任支部书记。他
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敌人内部
搜索情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
作出了积极贡献。

古棚街北段路西的郑重，
对孙中山特别尊崇，曾收集各
国政要对孙先生的评价，赞赏
孙先生的伟大。年轻时，追随
国民革命，抗战时参加李明
扬、李长江组建的“苏鲁皖边
游击总队”抗日。郑重先后参
加过上海会战、徐州会战和云
台山战役、黄桥战役等。解放
后，郑重因历史问题遭冲击。
自20世纪80年代起，郑重开始
热衷捐款。

1952年，古棚街北端路东
拆迁，马镇故宅拆除，原址设
立山东省人民法院聊城分院，
1955年改称山东省聊城地区
中级人民法院，60年代迁至道
署东街。

古棚街的中部与十县胡
同相交的丁字路口向北约20
米处，原有一条往东通向文明
街的小巷，叫做冤枉胡同。因
其位于县衙后面，那些有理无
钱进不了衙门的贫苦告状人，
便来到这个小巷里，冲着县官
居住的房子后墙连呼“冤枉”，
于是得了这么个街名。久而久
之，居民们嫌这个名字霉气，
又转音为较为吉利的“鸳鸯胡
同”了。新中国成立后这条小
巷在聊城行署扩建时消失。

参与者在寒风中诵读经典。

“八A”支部部分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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