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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田可新 实习生 王晓冬
本报通讯员 杨荣超

一洲清雅，古城意境浓

百花洲一期项目东起泉乐坊、西邻百花
洲、南至后宰门街、北临大明湖景区，占地足
有84亩，正是济南古城文化的精华所在。古
时，便有不少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了“南瞻复
北顾，春水绿漫漫”“今日湖山分外嘉，百花
洲上正蒸霞”等诸多的诗意赞扬。伴随着6月1
日该片区的对外开放，人们“到百花洲寻找老
城记忆”的热情也不断高涨，文化展示活动启
动第一天，记者便和大批的市民游客一起来此
探访。

一入百花洲，湖面碧波粼粼，岸边弱柳临
风，水中碧莲映日，偶尔还有几朵红荷争艳，
“一洲清雅一洲诗”的感觉便油然而生。洲头
古朴的小路与小巷连同，小巷的尽头是错落有
致的仿古建筑群，大有曲径通幽之感。走进这
些房屋，才发现装点房间的可不仅是古韵十足
的布置——— 这边，一位身着古装的女子模仿古
人造纸，地上的落叶、花瓣皆被她随手捡起用
于点缀，好不雅致；那边，有个心灵手巧的绣
娘正心无旁骛地飞针走线，眼前的缎面上，一
幅水墨山水画已渐能看出轮廓；而有的房间
里，还摆放着活字印刷的模具、老式的打字
机，供人们借“老物件”回忆“旧时光”；一
些窄巷内，更是藏着刚出锅的豆腐脑等“老济
南”最爱的美食，味道正宗、手艺地道，着实
吸引了不少访客……

老城藏宝，勾勒“旧时光”

这老城区内，藏“宝”更是不少。自2014
年的10月1日开始，在明府城保护与改造现场
办公室等单位共同发起了“再现明府城”征集
老物件、老照片活动，一年多来所收集到的数
千件老物件、老照片，分别从不同侧面展示着
济南这座古城的过往。展示活动期间，人们更
可以透过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和史料，解读它
们背后的故事与情怀——— 其中，有清代御书正
大光明匾，据传原悬巡抚大堂，系道光十四年
春立，应为临摹顺治御书，1928年日本攻占济
南后，流落京津数十载，后人几经查询考证，
终觅得并带回济南；光绪20年山东布政使司执
照、国子监执照、户部执照，出自济南府章丘
王姓家族，品相完好，要件齐全（含信封），
目前在国内所见甚少，是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
史料类收藏品，对于研究清代教育、官员任
命、捐例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后宰门太和阁
碑，原为济南太和阁药店的广告碑，碑文为楷
书，约有170字，刻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原砌于后宰门街5号墙体，县西巷拆迁
改造时流失，几经辗转流离，后被市民妥善收
藏，该碑记载了太和阁药店在开办过程中每逢
初一、十五半价售药的原委，是迄今所发现的
济南最早的医药广告碑，是关于清代济南商业
活动的实物证据；英国“谋得利”老钢琴，系
民国初年，上海一富家女嫁到济南的陪嫁，该
琴由中国第一家钢琴制造工厂“谋得利上海钢
琴有限公司”制造，如今，尽管外形因年代久
远而有些破损，但在声音的悦耳和弹奏上至今
仍不逊当下的钢琴；还有齐鲁第一落地钟，重
锤工艺，高2 . 7米，德国制作，来自德华银
行，中西合璧，至今计时准确，见证济南近现
代百年岁月；还有济南最早的冰箱、最早的保
险柜、第一张明信片（1903年）、最早的航拍

照（1928年）、第一张股票（1936年）、最早
的自行车（德国钻石牌）……

三条主线，焕发新光彩

“此次展示活动将持续半年，主要以展示
泉城的民俗文化为主，其间宏济堂、泰山文交
所等15家单位将通过老工艺、老字号和曲艺活
动面向市民全面互动，另有70多家业内顶尖文
化类单位和200余家非遗单位循环轮展。明府
城管理中心副主任王虎告诉记者。据了解，百
花洲片区是济南市明府城——— 商埠区保护开发
市级战略的先导项目。该项目完成后，将通过
泉城之魂、齐鲁之心、儒学之门等三条主线建

设，打造和弘扬以诚信友善为主体的儒家文
化，以特色冷泉开发和泉居人文挖掘为主体的
泉水文化，以民居、民巷、民生、民间曲艺为
主体的民俗文化，以五大宗教和谐共处为主体
的宗教文化，以医圣扁鹊故里正宗中医养生和
冷泉养生为主体的保健文化，让济南老城重新
焕发历史文化和特色商贸活力。

而围绕这一目标，项目建设过程中，历下
区借鉴成都宽窄巷子等国企市场化运作成功经
验，以历下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作为运作
平台，与山东鲁信文化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合资成立了山东文苑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负责
百花洲一期项目的运营管理。同时，按照“民
族的、民俗的、民间的”项目定位，该区邀请

清华大学教授张杰教授、省旅游规划院院长牛
国栋、济南市考古所所长李铭、著名民俗专家
张继平等几十名知名专家，组建专家库，定期
召开论证会，研究解决疑难问题。其间，当地
深入挖掘片区历史文化资源，先后征集老照片
1457张，图书文献资料400余本，老物件930
件，专门建设了泉水人家博物馆。截至目前，
片区已建成仿古建筑8620平方米，4200平方米
地下停车场及6000平方米的地上建筑临近收
尾，预计年底前基本建成。

“我们也借此机会面向社会各界征求意
见，市民可以关注“明府城”微信公众号，关注
百花洲项目建设展示情况，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建议，帮助我们为后续运营积累经验。”王虎说。

百花洲一期项目试验性文化展示活动对外开放

百花洲畔，重现泉城“旧时光”

□ 本 报 记 者 田可新 实习生 范 玲
本报通讯员 高 昂

一条石板路，几多汉画石

穿过熙熙攘攘的芙蓉街，经过人流略微稀
少的花墙子街、辘轳把子街，就来到了百花洲
教堂后宰门街。脚底凹凸的触感，是现如今百
花洲特有的一种“问候”。与芙蓉街、曲水亭街
人工大理石板路不同，巨型的长条石在百年后
宰门街上伸展开来，一直覆盖了百花洲整个片
区。据明府城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为了
还原历史原貌，整个片区道路一改过去生冷柏
油路，全面铺装由老旧石材嵌成的条石路。为
铺就这条路，建筑工人可吃了不少苦，施工场
地狭小，大型机械进不来，就只好肩扛人抬。

而记者还发现，脚下的很多老石材已经被
磨得十分光滑，不少石料上还刻着做工精细的
花纹与文字，代表着山东平安文化的“泰山石
敢当”之类的石材还被嵌入了两旁的建筑上。
仔细向施工人员打听，才知道原来那是建设方
“有意为之”，“或许你脚下踩着的，还是一
块价值不菲的汉画石呢。”

几条小街巷，命名很“济南”

走在湿漉的青石板上，泉水人家的喜怒哀
乐、历史文化的沧桑厚重，就随着石缝里的泉
水，汩汩地冒了出来。百花洲民居民巷的相关
格局，经过专家对历史资料和历史地图的查阅
而得到了基本的保留。据此，几乎这里的每一处
街巷和每一处泉池水系都有独特的人文故事。

西起百花洲，东至江西会馆西门，长200
米，宽7至9米的思敏街之名，源起于1937年。
那时的民国地图曾用此街名纪念济南著名教育
家鞠思敏。

明代万历44年，王士禛的叔祖王象春从南
京吏部考功员外郎任上告病还乡，买下“后七
子”领袖李攀龙之碧霞宫，百花洲上的白雪楼
残居，筑问山亭于水滨，并在此写下了《齐
音》《问山亭集》等著作。其诗《问山亭》：
“问山亭子拱如笠，屹立湖中阅古今。箕踞悲
骚王季木，时敲石几激清音。”让世人记住了
这一亭，问山巷也因此而得名。

西起百花洲东岸，东至白雪楼院内的书香
楼，因临近白雪楼，藏书众多而得名。而位于
白雪楼东侧的镜涵池则来源于清代世人范坰咏
北芙蓉诗：“碑上名泉已偏（遍）探，濋泉大比尽
流甘。碧霞宫外新亭好，秋水芙蓉一镜涵。”

而天主教堂的小广场，建筑如画。几处水
面、几条小溪像极玉带，把整个片区串联起
来。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些水溪在清代便已存
在。恢复这些水系时，施工人员挖出了当年的
暗渠遗迹，如今已经保护起来，罩上了钢化玻
璃；而疏浚河道时，工人们还在此处挖出了不
少明清两代的瓷器碎片，据考证还可能为官窑

出品。如今，为了与人们熟知的传说和文学作
品相呼应，其中的一条小溪已被冠名为“雨荷
溪”，与其相邻的小道被命名为“雨荷巷”，
而相邻的建筑也被命名为“雨荷居”，上书
“雨荷随意一湾水，明月有心半榭风”“雨落
荷花荷落雨，风翻柳絮柳翻风”等几副对联，
既引人无数遐想，又将泉水人家的生活意境彰
显十足。

泉水人家，一个小院三个“家”

泉水人家民俗馆是百花洲内一座典型的济
南民居四合院。进入大门、二门，就到了院
子。面南背北，分别正堂屋、东、西厢房，即民
俗馆的三个展厅——— 正堂屋展出“清代官宦家
庭”，呈现英国第一代电话、德国手摇缝纫机、美
国留声机等“洋玩意儿”；东厢房展出“民国商人
家庭”，呈现剃头挑子、货郎挑子、磨菜刀、小炉
匠挑子等老行当；西厢房则展出建国后的百姓
生活片段，呈现票证、手表、自行车、收音
机、缝纫机等计划经济时代老物件。

民俗馆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民俗馆这个
小院里，三个“家”，即带有“家风、家教、
家训”的元素，是最大的亮点。

“家风”门楼有来头。泉水人家门楼为济
南大户人家经典门楼样式。两侧砖雕“碧筒
饮”“曲水流觞”再现府城名士风流。两侧对
联据考为清代曾任历城知县廖福京（1831—
1887年）所题。上联是“祖德本无涯愿期子孝
孙贤建功立业不愧家声承绿荔”，下联为“英灵
欣有讬序列左昭右穆承前启后永绵世泽霭丹
砂”。出于对家乡的思念，他把家乡廖氏家族“绿
荔、丹砂”典故嵌入联中。全联44个字，堪称
齐鲁第一长联，是济南人家风的真实写照。

“家教”廊道有讲头。泉水人家过廊镶嵌
了老济南的砖雕、石刻，五福同寿、芝兰幽
香、廉让、平安、延厘，集中体现了老济南人
的家教文化。这些石刻据考为清代王祖光所题，
他工书，善刻印，偶作折枝花卉，有徐渭、陈淳风
韵。南有六尺巷，北有廉让碑，廉让是“廉泉、让
水”的并称，喻指风俗醇美之地。

“家训”格言有嚼头。泉水人家民俗馆正
堂屋，挂着一幅《朱子家训》四条屏。因年代
久远，条幅已经变形，不得不用玻璃镜框裱起
来。《朱子家训》通篇意在劝人要勤俭持家安
分守己。其全篇虽仅有634字，却集儒家做人
处世方法之大成，思想植根深厚，含义博大精
深，自问世以来流传甚广，被历代士大夫尊为
“治家之经”，清至民国年间一度成为童蒙必
读课本之一。

“来到了这里，就感觉到了家一样。”这
是曾参加过抗美援朝、如今已年高85岁的韩大
爷走进展厅发出的感慨。他告诉记者，来到这
里，仿佛“梦回故园”，这是广大老济南市民
的心声，也是老城区保护与改造的初衷。“不
过，这并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珍视我
们共同的回忆，更好地走向未来。”

修旧如故，最大限度地恢复泉水人居和谐相生的历史特色

延续古城记忆，让泉城印象更立体
明府城百花洲一期项目的改造与保护让济南古城的故事重新延续。这里

保留了最具济南韵味的历史格局和建筑风貌，取“修旧如故”的审慎方式，落
实古城片区规划和历史街区保护规划，最大限度地恢复了济南古城泉水人居
和谐相生的历史特色。目前展示的7组42栋近5000平方米建筑的每个院落，
均按照不同民居风格进行了独立设计，展现了老济南民居多样性的独特格局。
而这些，与项目打造的诸多亮点一起，让泉城印象立体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明府城片区是济南这座古城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一直以来，该片区如何改造，怎样重现“老时光”，一直为

广大市民所牵挂。百花洲一期项目是明府城项目中最先启动的工程。经过精心的打造和紧张的筹备，历下区自6月1

日起在当地开展“试验性文化展示活动”，以此为平台，体现民族文化、民俗文化、民间文化，也让济南的“老城

记忆”在这百花洲畔“立体起来”。

□马桂路 报道
对外开放的百花洲成了花的海洋。

□马桂路 报道
花团簇拥下的老建筑别有韵味。

□马桂路 报道
传统的制纸工艺吸引了不少人来体验。

□马桂路 报道
一些非遗项目“人气”颇高。

□马桂路 报道
拧气球的艺人和孩子打成一片。

□马桂路 报道
青砖和蓝天相得益彰。

□马桂路 报道
孩子们在百花洲仿古建筑前嬉戏。

□马桂路 报道
泉水、柳树、人家，济南味道展示无遗。

□马桂路 报道
装扮一新的店铺待客来。

□通讯员 杨荣超 报道
微风徐徐，碧波粼粼，百花洲醉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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