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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纸 蝶 变 只 为 一 城

退休老教师刘广新讲述“老济宁”往事，感慨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儿儿时时庄庄稼稼地地，，如如今今已已高高楼楼林林立立
这位退休教师，就爱研究济宁历史

14日，在济宁市群众艺术
馆的三楼报告厅，每半个月一
次的“文化济宁·百姓讲堂”如
期举行。这次请来的是大半辈
子从事水利工作的孙培同。为
了主讲“运河催生了济宁的繁
荣”，这位老人精心准备了十
余页的演讲稿，每一页上还有
密密麻麻的修改笔记。

精彩的演讲像过去每一
期“百姓讲堂”一样，吸引了数
十位忠实的听众，不少人还专
程拿来笔记本做记录，而一些

不方便赶来的听众，通过艺术
馆微信直播平台，捧着手机观
看这期讲座。待到讲座结束，
其中一位听众还走上前来，和
艺术馆非遗办主任李富荣沟
通了许久。

原来，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
名叫刘广新，他不仅仅是“百姓
讲堂”的忠实听众，还是一位退
休历史教师。因为爱好和职业的
关系，他研究了一辈子的济宁历
史。每逢“百姓讲堂”邀请本地专
家、学者讲述老济宁的历史故

事，他都会赶来听一听、记一记。
“我家祖上在清末的时候，

就在如今太白楼对面、老运河
北岸的地方做生意。”当记者敲
开刘广新的家门时，墙上贴着
的一张“中国梦”的海报显得格
外醒目。他回忆说，直到上世纪
50年代公私合营之前，他在家
里的商行门口，每天都能看到
老运河上往来数百艘船舶。“那
场面，真真切切的告诉你济宁
是一座因运河而兴的城市。”刘
广新兴奋地说。

昔日济宁城，从南到北两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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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广新正在研究济宁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因从小守着大运河长大，
刘广新对济宁历史非常感兴
趣。久而久之，他对老济宁百
余年来的历史发展几乎信手
拈来，还因此被济宁市地方史
志办特聘为顾问，参与过济宁
史志的编写。

在他的书房里，记者见到
了许许多多与济宁有关的书
籍。刘广新说，他家祖上七代
人都在老运河畔生活，所以他
不仅热爱这片土地，了解这片
土地，更是清晰感受到这几十
年来，家乡这片热土所发生的
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个年代的济宁城区，
北到北门口，南到小南门，东
到半截阁，西到西门口，巴掌
大的地儿，从南到北顶多两公
里。”刘广新翻出几张老照片，
边看边对记者说，如今城区面
积至少6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近百万，比儿时记忆中的老济
宁城不知大了多少倍。

在刘广新的记忆里，60年
前的济宁几乎没有工业，最发
达的就是以各类小作坊为主
的手工业。“1957年我在姥姥
家住过一段时间，就在现在的
运河城那里，从姥姥家的墙头

往外看，都是成片的庄稼地。”
他说，那会儿全济宁最繁华的
地方，就是如今济宁影城所在
的吉市口。“全济宁没有一条
像样的马路，我记得直到1958
年前后，太白楼前才铺设了一
条像样点的泥巴路。”老人回
忆说。

如今，刘广新老人儿时记
忆中的那些庄稼地，全部高楼
林立，商圈云集，六车道的宽
阔马路比比皆是。“如今济宁
的变化，在60年前那是想都不
敢想，回想这一切就像做了场
梦。”刘广新感慨道。

核心

提示

每个月的第二周、
第四周，由济宁市群众
艺术馆主办的“文化济
宁·百姓讲堂”这一公益
讲座，都会如期举行。随
着吸引的听众越来越
多，不少在民间长年从
事传统文化研究的老学
者也渐渐“浮出水面”，
登上这个百姓自己的舞
台，成为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一份子。14
日，其中一位老学者刘
广新便向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讲诉了五六
十年前老济宁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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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的济宁，只有一条公交线路

如果说林立的高楼、宽阔
的马路，让刘广新感叹济宁的
飞速发展，那么在他研究济宁
历史的资料中，又有诸多细节
的变化让这位老济宁人深感
家乡的变迁。

“你听说过育华大舞台

不？”翻开一个小本子，刘广新
摘下老花镜说，解放前百姓要
想听个戏，都是去那些简陋的
小戏园子。直到1959年前后，在
如今济医附院西侧的吉祥农贸
市场的位置，建起了当时全济
宁乃至鲁西南第一座“现代化”

的戏园子，也就是育华舞台。刘
广新告诉记者，自己童年时还
曾去过那个大舞台听过戏。

现在，城区有运河音乐
厅、声远舞台，太白湖新区还
建起了济宁文化中心，看戏的
场地越来越多，环境也越来越

好！”刘广新信心满满地说，
济宁素有“曲乡艺海”之称，
百年前在简易的戏园子里都
能唱出这般名声，今后济宁
的戏曲肯定会唱得更响。

说罢儿时的育华舞台，
刘广新又谈起了老济宁的交
通。“1965年咱济宁才有第一
条公交线路，当时只能从草

桥口到火车站。”刘广新说，
城里交通不便，下县就更困
难了。上世纪60年代他去鱼
台教书都要绕道金乡，去一
趟鱼台至少得仨小时。现在，
不仅城区公交线路四通八
达，到下边县里也开通了城
际公交在这些县市区间往来
又便宜、又快捷。

葛相关链接

吸吸引引更更多多民民间间专专家家登登台台

让让传传统统文文化化惠惠及及更更多多人人
刘广新对济宁历史的研

究，也让李富荣感到十分敬佩。
所以他一直在和刘广新沟通，
希望能邀请他来“百姓讲堂”讲
一讲老济宁的历史。“随着咱们
百姓讲堂影响力的扩大，从过
去邀请行业中的专家、学者来
讲，到如今寻找民间的专家、学
者，也请他们来分享自己的研
究成果或专业爱好。”李富荣
说，目前，开办三年的“文化济
宁·百姓讲堂”累计举办近150
场，邀请专家学者120余人，直
接受众近万人。

“尤其是讲课的方式也
在发生改变。”市群众艺术馆
馆长纪文杰说，以前听众们
来了就是单纯的听，后来非

遗传承人讲的时候便尝试让
听众们跟着实际操作体验。

“书法家来讲的时候，会手把
手的教听众们写毛笔字，曲
艺传承人则直接现场进行表
演。”纪文杰说，多种形式的
讲授让课程有了更强烈的吸
引力。

未来，艺术馆希望能进一
步扩大“文化济宁·百姓讲堂”
的影响力，除了艺术馆报告厅
这个主会场之外，要把讲座办
到更多的社区、学校等地方。

“我们要建立一个讲师资源
库，让这些专家、学者更多的
在老百姓面前释放咱传统文
化的魅力。”纪文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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