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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钞票”与影像，本是不搭界的。因为许
多近代钞票的票面图案是根据照片制版
的，所以保留了不少与老济南有关的影像。
今天的我们，能透过那些阿堵物领略到济
南旧日的美好时光。

济南名胜众多，但若论起哪个是第一
来，争议很大，于是就有了三大名胜。但在
近代人看来，济南的名胜只有一处——— 大
明湖。所以老钞票中，与大明湖有关的影像
是最多的。

北极阁
济南影像唯一一次在央行级钞票上露

脸的，是大明湖畔的北极阁。
1948年，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中央银

行第一版金圆券正式发行流通。其中的100
元券，正面为蒋介石像和林森像，背面是济
南大明湖北极阁影像。

有趣的是，这枚金圆券发行于1948年，
但券面年号却标注为1945年，且无“金圆券”
字样。原来，抗战胜利之初，由于法币的严
重贬值，国统区征税工作十分困难，国民党
政府故而决定向美国钞票公司订印一种

“法币特种券”纸币专门用于征税，并不在
市面流通。1948年决定发行金圆券后，时间
仓促，于是便将这种“法币特种券”做了金
圆券的“替身”。这就是为什么它券面上不
印有“金圆券”字样，而且年号标注为1945年
的原因。

北极阁的影像，在山东省库券上也出
现过。1932年6月14日，山东省财政厅发行山
东省库券300万元，用作民生银行资本。山
东省库券为济南华东印刷局印制，有1元、5
元、10元三种面额，10元券的正面图案是北
极阁。除此之外，济南本地印制的钱庄、票
号的钱票上，也使用过北极阁作为钱票图
案，如济南公利钱局角票背面、故城县德祥
永钱票(济南华东石印局印制)等等。更有甚
者，将北极阁的图案拆成几个部分，作为票
面图案。如郓城萃源石印局印制的汶上义
聚兴钱票，背面图案是北极阁，但正面图案
却用北极阁的局部做花纹。又如安丘的德
顺永钱票，其1角、2角券的右侧图案只是北
极阁的局部。

历下亭
除了北极阁，历下亭也是近代钞票上

的“常客”。历下亭因杜甫诗句“东藩驻皂
盖，北渚凌清河”而闻名天下，近世所见的
历下亭，已非杜甫登临的原址，但依然阻挡
不了人们前去思古探幽。

1913年11月29日，官办山东银行由中国
银行山东分行移交山东商务总会，改为商
办，总行设在院西大街，另在商埠经二路设
分行，后改名为山东商业银行。该行发行的
银元券有1元、5元、10元三种面额，正面图案
相同，左侧是历下亭，右侧是珍珠泉。

周村商业银行总行位于城内院西大
街，在商埠经二路设分行，1913年由马建堂
在周村建立，1916年因避战乱迁移济南。周
村商业银行的5元、10元券，左侧图案也是
历下亭。

山东丰大商业储蓄银行，总行设在济

南经二路纬三路口，1919年11月由鲁丰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经理潘复等人发起创立。丰
大银行1元券的背面图案，是历下亭所在小
岛的景象。这一图案，与1932年发行的山东
省库券1元券的正面图案相似，都是从西向
东远眺历下亭所在的小岛。与之相对的，从
东向西远眺的影像，出现在1925年山东省银
行1角券、2角券、5角券正面。

珍珠泉
珍珠泉是济南的第三大名泉，位于今

泉城路山东省人大常委会驻地。
珍珠泉的影像，曾作为山东银行10元

券正面左侧图案，还曾出现在公利钱局2角
券、3角券、1元券的正面。公利钱局，由济南
50余家银号在1924年2月13日联合成立，所发
行钞票由入股银号兑现，市面信誉较高，其
发行的钞票由济南恒丰公司印刷部承印。
当时，山东各银行钞票，除了财政部印刷
局、美国钞票公司之外，就是恒丰公司印
刷。

“齐鲁总制”坊
“齐鲁总制”坊原是珍珠泉大院正门前

的牌坊，珍珠泉大院即清代的巡抚衙门，后
来民国成立后山东巡抚改称山东都督，都
督府仍设于此。牌坊上原有“齐鲁总制”四
个楷书金字，民国后改为“天下为公”。1930
年韩复榘主鲁时以拓宽马路为由，将其拆
除。

“齐鲁总制”坊的影像，近代钞票上曾
多次出现。山东平市官钱总局的1角、2角、5
角券正面图案，山东银行1元、5元、10元券背
面图案，山东省银行1吊、2吊、5吊、10吊券背
面图案，山东省军用票1角、2角、5角、1元、5
元、10元券正面，山东商办实业银行5元券
正面，以及裕泰银号角票背面图案，都是

“齐鲁总制”坊。
齐鲁大学男生宿舍
齐鲁大学的男生宿舍，即俗称的“四百

号院”，兴建于1916年，位于校园东部，由两
列八幢二层的砖木宿舍楼组成，分为六个
院落。

齐鲁大学的男生宿舍影像，出现在山
东商办实业银行5元券的背面，以及济南裕
泰银号角票1角的正面。裕泰银号，位于济
南商埠经四纬一路，由于逊斋创办。裕泰银
号的角票发行于1926年，由西门内的济南实
业印刷公司印制。

其它出现钞票上的济南影像还有位于
大明湖北岸的铁公祠；大明湖畔的张公祠；
大明湖南岸的李公祠，也就是今天的稼轩
祠；护城河及城墙；位于今天泉城路西段、
也就是今天齐鲁金店位置的山东平市官钱
总局大楼；位于经二路东首路南，由著名建
筑师庄俊设计的交通银行济南分行旧址；
两座老火车站(津浦铁路济南站、胶济铁路
济南站)以及泺口黄河铁路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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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钞票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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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大学男生宿舍，裕泰银号1角券正面。

□陈安堂

1965年7月16日，73岁高龄的毛泽
东主席又一次畅游长江，举国上下
传为佳话。1967年夏天，全国有十几
个城市都举办了纪念毛泽东主席畅
游长江两周年的活动。为此，我们济
南也举办了“山东省暨济南市军民
万人横渡黄河”的大型活动。

1967年，我正在济南商业学校读
书。6月底，学校接到一个通知：7月
份要举办“山东省暨济南市军民万
人横渡黄河”的大型活动，号召大家
积极报名参加。

我们学校是一个新建的学校，
当时一共有两个年级八个班。虽有
师生300多人，但女生占绝大多数，男
生只有20多人。经过讨论，女生没有
报名的，男生中5名会游泳的同学全
都报名参加。报名后，我们几个同学
每天坚持到护城河里游上几个小时
(那时也不敢到黄河里游泳)。

万人横渡黄河活动的时间定在
7月16日。为了搞好这个活动，于7月
14日进行了一次试渡。地点就在当
时的姬家庄渡口。我们几个同学都
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看着滚滚
的黄河水心里谁也没有底。好处是
当时人多势众、气氛热烈。只听发令
枪一响，我和另一个同学随着领航
的大轮船跳到黄河水中，正巧跟在
领航的大船后面，冲着北岸就游了
起来。估计奋力游了有二十多分钟
后，我俩先后就登上了北岸。试渡很
顺利，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鼓励，
我们也坚定了参加正式横渡黄河活
动的信心。

7月16日那天早上七点多，在体
育老师的带领下，我们七八个同学
坐公交车到泺口终点站下车，沿着
黄河大坝又走了半个多小时来到活
动现场。那场面真像小品里说的情
景一样，渡口东西两公里左右的岸
边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
人群中有参加横渡黄河活动的队
员；有各单位做后勤保障的人员；还
有忙忙碌碌的工作人员、观众，大约
有近两万人。黄河中的轮船上挂着
毛泽东主席横渡长江时的大幅照片
和红旗，参加活动的大小船只都焕
然一新。高音喇叭中反复播放着“下
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
胜利”的毛主席语录歌……这期间
我看到不知是哪个单位带来了一个
挂着毛主席画像还插着一面大红旗
的木筏子，许多人围着木筏子照相，
我们也凑过去照了一张照片。这时
候传来了“各队人员渡口岸边列队
集合”的号令。不一会儿，一队队穿
着泳衣的游泳健儿，面对滔滔黄河
水整队完毕。这里面有工人、农民、
解放军指战员及各行各业的人。引
人注目的是学生队伍，他们年龄小、
人数多、精力足，朝气蓬勃。大约上
午九点半左右，高音喇叭中传来了

“横渡黄河活动开始”的讲话，随着
发令枪声游泳健儿们鱼贯跃入黄河
水中。我们两人又一次与大家一起
跳到黄河水中奋力游了起来。几百
米的黄河水面上人头攒动景象壮
观！这次游到黄河北岸的时间比试
游时延长了10多分钟，上岸的地点
比试游时东延了二三公里。上岸后，
我感到筋疲力尽，与我先后上岸的
同学也有同样的感受，但心里却是
挺兴奋的。

事后认真回想起来，这是因为
试游时，我俩入水时间较早，前面有
轮船开路，我们紧随大船后面游阻
力较小，所以省了许多力气。而正式
横渡时入水时间略慢一点儿，距离
开路的轮船远了，自然要付出更大
的气力。回忆当年，从未到黄河中游
过泳，就敢报名参加横渡黄河的活
动，还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
精神。三天两次万人横渡黄河，前
无古人、后无来者，只有在那个特
殊的年代，才会组织这种特殊的
活动。

万人横渡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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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石桥与永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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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为旧时济南圩子墙西南的永绥门及杆
石桥(位于今泺源大街与顺河街交叉口附近)。
永绥门为仅次于永镇门的济南城防御要地，建
于清同治四年。永绥门内为西青龙街，门外为济
南去往长清、泰安出城的官道，明代即成为济南
的“西南孔道”。

永绥门外为杆石桥，始建年代不详，明嘉靖
元年重修，明崇祯《历城县志》称为“旱石桥”或

“捍石桥”，为石拱五孔，长十五米，宽五米，道光
《济南府志》称其为“跨锦缠沟南来第一桥”，也
是旧时济南城区最大的一座桥。

永绥门的“永绥”二字最早出自西晋《三国
志》中“永绥四海”一词，“绥”为安定、安抚之意。
永绥门的命名中寄予了祈愿济南城安定太平的
期望。但由于永绥门处于济南的交通要道和所
处的重要战略地位，自从这座城门修建之日起，
这里便不太安定。

1912年，革命党人刘梅五等曾埋伏于永绥
门外的杆石桥下，准备用炸弹刺杀山东巡警道
吴炳湘未遂。1928年，日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

“五三惨案”，5月9日攻占了永绥门后，在永绥门
城楼上合影留念，留下了济南城屈辱的记忆。

也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日益强大，
再也不必时刻担心强敌外虏的侵犯，才真正实
现了人民安定、山河永绥。

▲历下亭、珍珠泉，山东银行十元券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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