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韦钦国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烟台英商纱泰公司
(H.Sietas)创办了近代山东第一份报纸《芝罘快
邮》(Chefoo Express)，这也是山东第一份外文报
纸。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2月，广东南海人朱淇
在青岛斐迭里大街（中山路）创办《胶州报》，这
是近代山东首份中文报纸。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5月周馥任山东巡抚，次年将民营《胶州报》
收购，社址迁至胶州路，由候补道朱钟琪主持报
社事务。改为官办后山东商务局拨款3000两作
为经费，后每月补助洋元300元。

《胶州报》系周刊，初时每周四出版，后改为
周二出版，书页式八开八版，铅印。《胶州报》“本
埠每年收银一元三角，山东各内地每年收费大
钱一千五百文。”表明该报可以在全省发行。“本
埠报纸每张零售收大钱二十五文”“凡订购一年
者宜先付半年报资”，表明该报既可一次订购也
可零买。而其“带登告白(广告)，以五十字起算，
宜先付刊资。”的告示，则与现代报纸收费刊登
广告无实质差别。《胶州报》已具备现代报纸的
重要要素。

《胶州报》系“周刊，每期出对开1张”，出版周
期长，版面少，传播半径小，信息明显滞后，难以影
响全省。在这种情况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6月
25日，周馥在省城济南创办了《济南汇报》，社址在
西门里小沧街路北(今寿康楼，2012年列为山东省
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这份报纸被认为是山东最
早的官报，也是济南第一家报纸（一说《简报》。山
东工艺局李士可在后宰门街创办，日出对开一
张，单面石印，发行四五百份。）

这份报纸从外观看与现代报纸差别很大，
与其说是报纸不如说是一本小册子或杂志更为
确切——— 长22厘米，宽15厘米(一说12厘米)，五
日刊，全年64期，每期版数不一。前11期木版印
刷，12至34期铅印，35期后石印。《济南汇报》信
息主要包括“政”“事”“文”“学”四个方面，与当
时全国其他地方官报相似，内容首先是“上谕”
和“时政汇览”，前者指皇帝对高级官员的调整
任命，后者是指地方给皇帝的奏折、地方章程或
公文类信息。

《济南汇报》也有自己的特色，专设“东省辑
要”，主要刊登山东本省有关政事的条陈、奏折
或章程。这份报纸还设有“五洲近事汇编”栏目，
转载其他报纸上的外国消息，相当于现代报纸
上的国际时政要闻，这份报纸已有一定国际视
野。“教学杂簒”(教育类)栏目则体现了当时清政
府倡导新式教育的要求，主要介绍新学制、新教
学方法等内容。另外还有“专件”(专题)“杂俎”
(社会百科)等专题栏目。《济南汇报》作为官报不
刊登广告，但发行范围很窄，仅在官员间发行且
只有县丞以上官员才有资格阅看。光绪三十年

(1904年)九月，周馥署
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
臣离开山东，继任者胡
廷干无意于此事，《济
南汇报》停刊，存续一
年又三个月。

《济南汇报》停刊
期间，济南还有一份不
带“官报”字样但由官
员创办的报纸《新济南
报 》。光 绪 三 十 年

（1904）3月9日，山东布
政使胡廷干(即上述接
替周馥任山东巡抚者)
出资创办《济南报》，社
址同在西门里小沧街，
由沈景忱、孙念僧任社
长，四开四版八页，隔
日发行，偏重新闻报
道，有一定反帝反封建
色彩。同年10月9日《济
南 报 》更 名《 新 济 南
报》，出版周期未变。
1905年5月4日，《新济
南 报 》更 名《 济 南 日
报》，由隔日出版改为
日报(周日休刊)，这也
是近代山东报业史上
首份真正日报。《济南
日报》主要栏目与《济
南汇报》相似，包括“上
谕”“论说”“紧急电报”

“本日专电”“各国新
闻”“本地新闻”等。

1905年前后的几
年间，济南至少有四五
份由不同主体创办的
报纸都曾以《济南日
报》为名，有官办也有
民办，有中国人办的也
有外国人办的，有的创
刊即起名《济南日报》，

如1905年日本人创办的日语版《济南日报》（济
南第一份外文报纸），有的初为别名后更名《济
南日报》，情况复杂，极易混淆。这些《济南日报》
的共同点是在辛亥革命前后相继停刊，与1948
年创办的《济南日报》均无关联。

1904年济南自主开埠，济南政治、文化、交通
枢纽地位更加凸显，随着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报
业兴起。光绪三十年十二月(1905年1月19日)杨士骧
署理山东巡抚后，指示山东官报局创办一份全省
发行的官报，以使政令、信息迅速传达。光绪三十
一年八月初一（1905年8月30日），胡廷干已离任山
东巡抚，山东官报局便接手了胡廷干1904年创办
的《济南报》(时已更名《济南日报》)。山东官报局接
手《济南日报》后，杨士骧认为《济南日报》一名有
明显的地域概念，无法形象彰显山东官报的要
义，作为全省官报名称欠妥，接手当日就将《济南
日报》更名《山东官报》，候补道黄华、朱钟琪任总
编，“山东抚署官报事务所印刷发行”。

《山东官报》初为日刊(1906年1月25日改为
双日刊)，沿袭铅印，由原来的四开四版改为16
开本。《山东官报》给自己的定位是“举凡紧要奏
议、公牍以及内外大政大法、国际外交、靡不毕
载”，栏目主要包括“上谕”“奏议录要”“奏摺录
要”“公牍录要”等，从这些名字可以判断所载内
容多半是皇帝对军政大臣的任免，以及对各部
门训示或请示等军政内容。

《山东官报》在省城西门大街、芙蓉街、后宰
门等多处设有零售处，对省城读者“由总发行处
及各代派处按期照送”，对外埠读者则随时邮
寄。这种宣告给人的感觉是《山东官报》发行量
很大，其实不然，其真正发行量不过数百份而
已，1908年9月25日《大公报》载，《山东官报》除强
制派发外“竟无一人购阅”。虽然如此，《山东官
报》仍被认为近代山东首份真正在全省发行的
官报。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1907年9月5日)，杨士骧
接替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离任山东巡抚。与周
馥离任后《济南汇报》停刊不同，《山东官报》并
未随着杨士骧的高升而停办，杨士骧的继任者
吴廷斌、袁树勋、孙宝琦等人虽(署)任巡抚时间
长短不一，但在任期间都保证了《山东官报》出
版的连续性，只是版面、栏目有所变化，表明《山
东官报》还是有一定的存在价值的。

1908年吴廷斌将《山东官报》改为旬报，每月3
期，每期增添新闻4页。1909年5月袁树勋又将《山东
官报》改为周报，每册100页左右，厚厚的一匝，有
点类似现在的报纸特刊，但不同的是其仿照古籍
线装，每期都如同一本简装的线装书。虽然更换
报纸名称、改变出版周期、增加新的栏目，但这两
份报纸主要内容并没有根本性的创新，仍以“上
谕”“论说”“内政”“外交”等栏目为主。

《山东官报》存续期间，济南还有一份官督商
办性质的《济南商会日报》。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济南商会公所成立，当年12月12日创办《济南商会
日报》作为其机关报，主要内容有“谕事”“时政”

“商局文牍”“商会案件”“商事杂志”等，发行量800
份左右，是济南最早的以报导商情为主要内容的
专业报纸。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冬，《济南商会日
报》出现资金困难，无法正常经营，光绪三十四年
(1908年)4月1日山东官报局接管《济南商会日报》，
将其更名《山东日日官报》。《山东官报》则停办两
日报，每月仅出版三期线装旬报，后袁树勋又将

《山东官报》由旬报改为周报。
更名后的《山东日日官报》并非真正意义上

每天出版的日报，而是仿照《山东官报》改为旬
报，每月出版三期，不同的是“每期增添新闻四
页”。袁树勋任巡抚期间(1908年4月至1909年6
月)，《山东日日官报》增加了“新闻”“时事选录”

“艺文存略”等栏目。1912年，两报伴随着清政府
的结束而停刊。因两报的交叉关系，有人误认为

《山东日日官报》系《山东官报》更名而来。相对
于其他报纸，《济南汇报》和《山东官报》作为官
报遵循四个“不能”，即不能“议论政事”，不能

“臧否人物”，不能“直言时事”，不能“申明主
见”。另外还有一个“不能”，就是开始时都不能
做广告，但后来“山东官报”并没有遵循此要求。

山东官报的出现与周馥、杨士骧两位巡抚的
直接推动有关。此后两人任职期间，省内报业勃
兴，纸媒兴起，仅从1902年起至1912年的10年间，山
东全省(主要是济南、青岛、烟台三地)就先后创办
了16种各类报纸，包括官报、民报、外文报等。

随着清帝逊位和民国肇始，这些报纸相继
消亡，只有部分更换名称后存续一段时间。如
1903年李士可在济南创办的《简报》直到1929年7
月方停刊，是当时省内存续时间较长的一份报
纸。以现代观点来看，上述报纸都有明显的局限
性和缺陷，但反映了社会思潮和时代诉求，真实
记录了20世纪前叶山东政治、社会和文化、思想
的现实，尤其是对20世纪初期齐鲁文教事业的
发展，对促进新思想的传播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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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朴

锔碗，是把瓷器、陶器等器皿破裂的地方锔合在
一起，使破损的碗能够重新使用，也就不必再买新碗
了。过去，锔碗匠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个行当，也是收入
颇丰的职业。

锔的手艺是华夏古代劳动人民修补器物的独特
方法，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宋代《清明上河图》中
锔瓷匠人做活的场景，图中锔匠的扁担一头是工具
箱，另一头则是用来软化金属的烤炉。伴随着陶瓷文
化千百年的历史脉络，锔瓷这门手艺以“惜物保福”的
情感习俗曾在华夏大地遍地开花。李时珍在《本草纲
目》介绍“金刚石”时说：“其砂可以钻玉补瓷，故谓之
钻”，补瓷应即锔瓷。

上世纪60年代，在鲁西北的临清，锔盆锔碗的匠人
走街串巷，行头是肩挑扁担，亦有推着自行车的。扁担
的一头是带有抽屉的小木柜，内装金刚石钻头、小铁碗
(捂钻头用)、小钳子、小锤子、小铜锔及石灰泥等。柜上
放有弓子，上方的支架用铁链挂着一面小铜锣，两边各
有一个小锤，走起路来，小锤敲击着铜锣丁当作响，悦
耳动听，同时，也成了该行当的标志。他们有时候也吆
喝：“锔盆里呦，锔碗啵，锔瓷缸里啵！”吆喝声，悦耳动
人。扁担的另一头是小马扎，匠人在弯曲的腿上铺一块
帆布，干活儿时用。由于所锔对象为瓷器制品，因此，工
具及工艺流程都比较特殊。锔盆碗就将破碎的瓷器修
补好。操作时，一手用小铁碗捂住钻头，一手推动弓子，
使钻头旋转。

“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儿”的俗话，说得一点
都没错。那钻头上安的的确是货真价实的钻石，只有钻
石才能钻动坚硬的瓷器。不过，那钻石比小米粒还小，
安进钻头里似针一般。锔匠接过客户送来的要锔的盆
碗，有时甚至是一包碎瓷片——— 这些破碗的破法，往往
奇形怪状，碎片亦少则两片，多则七八上十片的碎状也
不少见。锔碗的匠人眯缝了眼，仔细地将碎片端详一
番，那副专注得有些神圣的神情，让人觉得他不是个锔
碗匠，而是考古学者在研究刚出土的稀世国宝一般。

锔碗一般有四道工序。先将分离的几部分擦净损
面，匠人将打碎的碗片拼拢起来，用线扎缚固定，在该
打锔的地方做好记号，用石灰泥粘贴；二是确定几个
添加铆钉的位置，再用手钻打眼；三是用金属丝作钉
弯脚、固定；四在外层再涂石灰泥黏合，恢复未碎时之
原状。然后，操起那当家的金刚钻，点点唾沫，避免金
刚钻钻眼时打滑，同时，也起锔碗时的记号，然后在碎
片上对应逐一钻眼。这过程很细，所以耗时也相对长
些。待得所有需要拼合的对应碎片上的眼子都钻好
了，就用形如订书钉的锔子铆进去。把钉子铆进去，那
用力气的手上功夫定是相当了得的！

锔钉是一种形似现在的订书钉的两脚金属钉，只
是钉脚很短。锔钉分为金钉、铜钉、花钉，锔钉的大小
得根据器物的大小以及破损程度来计算。从上面看，
锔子呈柳叶形，锔脚是圆柱形。

锔钉制作体现了手艺人的水平，锔钉的韧性和制
作锔钉的水平，也决定着锔补器皿的使用寿命。锔钉
要依照瓷器的孔位、曲度来锻制。由于瓷器的形状以
及破裂的位置各不相同，所需锔钉的抓合张力也各不
相同，这时就需要锔匠根据经验来琢磨锔钉的材质、
阁案和钩角的位置。制作锔钉讲究的是“一锤定形”，
不能反复敲打，否则造成的折度不同。锔钉一旦嵌入
就无法再取出，否则将损坏锔钉的钉口，严重的话，会
让瓷器从钉口处开裂、破碎。锔碗匠修好破损瓷器后，
总会要碗水，把水倒进修好的瓷器中。如果瓷器滴水
不漏，一个完整的锔瓷过程就完成了。

在那个物质短缺的年代，锔匠用高超的手艺，使
得那些破碗破盆“化腐朽为神奇”，甚至焕然一新。在
那些艰涩的岁月里，锔匠的存在，确实为人们节省了
一笔不小的开支。

随着社会的发展，锔碗这一行当已完全消失了。有
的年轻人听说锔碗后，不解地问：“碗破了就扔了，还锔
它干什么？”其实这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生活现实。

运河巷子里的锔碗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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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地往事】

【大众讲坛预告】

“考古与文明”系列之

齐长城资源调查成果
及建制年代讨论

主讲人：王永波，历任山东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山东省文物
局业务处副处长、山东省博物馆副馆
长。曾主持寿光边线王遗址、临淄后李
遗址、长清双乳山汉墓的发掘，获山东
省重大考古发现奖和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时间：2021年7月24日(星期六)上午9点30分。

地点：济南市二环东路2912号山东省图书馆一楼
西北角报告厅。

注意事项:请各位读者入场时接受体温检测，主
动向工作人员出示健康码，并请在听课时全程佩戴口
罩，谢谢配合。

投稿邮箱：
qlwbrwql@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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