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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建筑，

82分钟“凌波微步”

济南的一次老建筑平移，曾引发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 今年6月10日中午，矗立在
历山路47号院内、有着110余年历史的原天主
教方济圣母传教修女会院上演“凌波微步”，
历时82分钟，被平移至历山路与东关大街路口
西南角，未来将被打造成独立的城市景观。

文物平移在济南早已成功开展多例，不少
都由李铭主持负责。比如，位于济南市槐荫区
纬六路27号的原山东丰大银行，俗称“老洋
行”，是济南商埠区保存较完整、具有巴洛克
建筑风格的“孤本”。2005年9月，为配合纬
六路的拓宽改造，它被向西平移了15 . 4米，是
山东省首座通过平移而保存下来的老建筑。现
如今，那里已被改造成民宿并开始营业。

再比如，2008年，济南市考古所又负责了
宏济堂西号两座楼的平移保护工程，是济南市
首次同时对两座历史建筑进行平移“搬家”。
“那是为了配合五里沟片区的棚户区改造。宏
济堂西号可是‘老字号’，和北京的同仁堂、
杭州的胡庆余堂一同享有盛誉，是济南这座城
市发展、变迁的直接见证，不能随随便便拆
掉。”对此，李铭记忆犹新。

顺着这话，我们采访的思绪也一齐飞回到
百余年前。不少老济南可都对“宏济堂”这块
“金字招牌”背后的故事津津乐道——— 1907
年，北京同仁堂药店少东家乐镜宇，出资2000
银元，取得山东官药局承受权，在济南创办了
这家药店；1909年，在济南西关外东流水街又
有了宏济堂阿胶厂，那可实打实是热播剧《大
宅门》中白七爷创办的“泷胶庄”的原型；
1920年8月，乐镜宇又出资银元9500元于商埠经
二纬五路西五里沟南口(原经二路375号)购地一
亩整，修建二层楼房两座共10间，约440平方
米，作为宏济堂第一支店——— 宏济堂西号……

讲到这儿，李铭开始“划重点”。“西号
那两座楼造型简洁大方、线条挺拔、中西合
璧。当然，它们的平移难度也非常大，楼体差
不多有800吨，此项工程包括两楼体平移旋转
抬升，当时也创了山东平移老建筑的一个纪
录。施工时，首先‘动身’的是北楼，而后南
楼再北移到北楼原先所在的位置，北移的距离
约11 . 8米，向东移动的距离是16米左右。整个
团队制订了详细的方案，采用的相关技术都相
当先进。”

如今，宏济堂西号两座楼已作为宏济堂博
物馆对社会开放。其中的展品，有清朝时期印
制的《脏腑明堂图》、民国时期的黑釉药罐，
还有宏济堂原藏的六大箱民国版《古今图书集
成》、民国版《四库全书》的60多函医书和其
他几十种清代木版医书等等，颇为珍贵。“这
种‘一边展览一边营业’的方式，对于文物保
护和历史文化传承有其可取之处。它既能全面
展示这家百年企业的历史文化、丰富内涵，又
能对推动企业本身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人们还
能看到旧时药店的经营特色，看到当年做药、
卖药的过程，这是独特的店堂文化的延续，是
活的文物。”李铭曾为如是的保护思路“点
赞”。

老电报大楼留在原址“瘦身”

“不过，平移并非最好的法子，只能算
‘退而求其次’的方式。”李铭坦言，这并非
“上策”。文物保护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就
地保护；第二种是平移保护；第三种，也是最
下策，就是迁移保护，即“拆除以后把零件再
次组装”。“我心中最好的保护老建筑的方式
只有‘就地保护’。就地保护，能够保持对文
物最大的尊重。”

为何？李铭觉得，老建筑“内涵满满”。
他回忆，自己和同事曾“挖”过一个20世纪50
年代 的 4 层 筒子楼 ， 当时感 觉 “ 特 别 惊
讶”——— 其所谓的“地基”就建在80公分的黄
沙之上，整栋楼却坚固异常。“这不就传递出
丰富的历史信息？困难年代，建材匮乏，哪有
那么多的钢筋混凝土？只能因陋就简，用黄沙
打地基。”

“这么一个细节，就告诉我们——— 建筑是
一种‘活的历史’，它绝不冰冷，它有生命，
它可触摸，它能把先人的生活状态娓娓道来。
而它所携带的历史信息当然还包括周围的环
境，还有文物保护控制地带。这是一个整体，
一座城市、一个族群的人文风俗、科技发展、
生存智慧甚至生活的‘时尚度’，都能借由这
个整体体现出来。所以，要保护它，就应该是
‘全方位’的，不只是单纯地保护建筑建构这
一个点。”

这种观点，在国际上已获得相当范围的支
持和提倡。一些国家，已开始尽可能将合适的
规划放到文物建筑的周边，力求现代建筑不侵
扰文物建筑，营造周边环境时，力求与其风格
统一，从而体现有机的联系。还有的，则在规
划时“离文物远远地”，借此给历史建筑留足
生存空间，呈现良好的历史风貌。

李铭也一直在进行大量探索，想方设法、

最大限度地主张、推动，在原址留住文物的
“本来面貌”。他还给记者讲了为济南老电报
大楼“瘦身”的故事。

济南府开埠百年，经一路“洋味儿”极
浓。在这条街两侧林立着不少西式建筑。而与
原胶济铁路火车站隔街相望的，就是济南现存
最早的电讯建筑，位于经一路91号，始建于
1904年。本地人喊习惯了，就唤作老电报大
楼。其建筑建材以石材为主，坚固耐久；圆形
窗洞、圆柱状角楼等，均是典型的巴洛克风
格。彼时，那里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曾是老
济南人气最旺的地界之一。不过，到了2004
年，因经一路要拓宽改造，正好100岁的原济
南电报大楼何去何从，引起了一番热议。李铭
和相关部门进行了深入研讨、论证，最终确定
了保护性“瘦身”方案。

据张润武先生《济南老建筑(近代卷)》记
载，老电报大楼东西沿经一路长近30米，南北
沿车站街长约32米。建筑主体原本呈两翼基本
对称的格局。李铭告诉记者，那次“瘦身”，
便是通过南北方向压缩13米，东西向楼体拆除
后北移13米，与残余的南北向楼体补建在一
起，最终呈现一个“L”型。改造后的老电报
大楼没有离开原址，外侧的石材墙体也得到保
留，它依然与原胶济铁路济南火车站等组成济
南商埠最早的建筑组群。2013年3月5日，老电
报大楼同整个建筑群一起，成为第七批国家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如今，济南老电报大楼变身为老济南文
化主题邮局和山东华夏书信文化博物馆，里面
存放有朱自清、冰心、茅盾、巴金、丁玲、钱
锺书、蔡元培以及清华四大国学导师——— 梁启
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人的亲笔书信
等，共400多封，带领人们追忆曾经“纸短情
长”的旧时光。

古城和泉水“合体”，

方为“泉城”

“咱济南老城区的古建筑极美。”说起这
个话题，在宽厚所街长大的李铭，毫不吝惜赞
美之词。“同南、北方的特色城市相比，济南
的古城布局非常有特点，虽不是皇家都城，但
其主要街道都是正南、正北方向，严格遵循古
建筑制度。济南的古建筑虽不像北方都城恢弘
大气，但不失淳朴自然实用和庄重大方；更能
体现济南人的开放包容豁达。虽不华丽，但融
合了南方建筑的细腻，其中不乏精雕细刻的精
品，砖石木雕彩绘齐全，人物山水美妙绝
伦。”

李铭曾专门研究后宰门街——— 清末民国时
期，后宰门街主要作为商业街，虽是商铺居
多，但其间仍有多处风格各异的大宅院。比如
园林式民宅“田家公馆”。此宅原主人为田
氏，是一位富甲一方的盐商。这一院落建于清
末年间，精巧别致，处于闹市区中，却独享宁
静优雅之趣。在现存过道门前面，原有高大的
假山，上书“城市山林”。迎门是一座乱石堆
积而成用作影壁的假山，过去有池水游鱼、红
花绿草，给人以沁人心脾的幽静之感。四合院
内，灰瓦铺顶，正方前脸的木棂玻璃门窗及雕
花饰板保存完整，在济南现存古建筑中已不多
见。假山南面又有一座独立的小院，过门为拱
券门卷棚顶门楼，拱门饰“双龙望寿”、乳钉
纹及牡丹、荷花等雕砖图案，上部为高浮雕与
透雕相结合的牵牛花雕砖。内院东屋为二层阁
楼，是过去女孩子住的绣楼，绣楼北墙上有假
门，上饰荷花、蝙蝠、寿桃等几组砖雕，取
“福寿”之意。5间南屋均为拱形门窗，上面

同样饰有弧形砖雕数组，有高浮雕“二龙戏
珠”“福寿如意卷云纹”等图案，手法细腻，
栩栩如生。

大宅院如是精巧别致，普通民宅也有巧
思。就曲水亭街上的古四合院来说，有的是一
进院，有的是二进院。门楼大多为磨砖对缝，
黑漆门板，门楼顶则覆有小灰瓦，花脊两端蝎
子尾高高翘起，建筑结构十分灵巧。“仔细观
察那些脊饰，或像古时官帽，或像元宝，都蕴
含着主人家美好的希冀，彰显着一种积极的生
活状态。”李铭说。

老城更是亲水。古城内的街巷中，有明
河，有暗渠，有的小溪穿院而过，有的小河穿
街过墙直奔大明湖，有的院前屋后河河相
通……“老济南的院子大都由青石板铺就，也
是因为这里有众多的泉子，地下水位非常高，
用青砖铺地很容易长青苔，阴雨天进出时易滑
倒。青石板不仅可隔潮、防滑，还经久耐用，
看上去美观大方。”李铭告诉记者。他们曾在
古城区进行了20多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的
古井、水道以及文物。在高都司巷，3000多平
方米的范围内出土了40多眼古井，有生活用
井，也有作坊用井，其中发现了一段宋代古
路，路旁有一口宋代带导流槽的石砌古井，说
明当时的泉水非常充沛，水能够自然溢出，我
们可以畅想一下当时的美景，路边有井，井边
有柳树，古人走在路上口渴了，坐在井边歇
歇，捧一口泉水喝，一派诗情画意。

老城区保存完整的宅院弥足珍贵。“夕阳
西下，充满落日余晖的院子里，大人们谈天，
孩子们嬉笑，有了院子，生活就多了一种难以
割舍的情感。”李铭说。“古城区的老建筑体
现了济南城市的特色文化。老宅子是后人了解
过去的活体模板，更是济南作为历史文化名城
的内涵所在。古街、旧巷、老宅、泉池、溪
流、假山、花草，相得益彰，组成一幅完美的
画卷，这才是泉城济南旧貌的真实写照，少了
任何一个元素都会显得残缺不全。所以说，古
城和泉水得‘合体’，才能叫‘泉城’，才能
彰显济南地理特色和文化结合的资源禀赋。”

用相机向老建筑

“真情告白”

“保护老济南”，是李铭的“口头禅”，
也是李铭“全天候”的挂心事儿。“我希望一
个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应该不是哪个部门的任
务，而应该是整个社会的共识，希望各行各业
都对文物保护工作给予支持，都尽到自己应尽
的义务。”李铭说。听说哪里要拆了，他总是
即刻动身，抓紧去调查、开展保护。

多少年来，他也总在大声呼吁，“给老城
老建筑多一些存留的机会”。“有的历史建筑
通过呼吁与交涉，最终得以保留时，我心里特
别欣慰。但也遇到过前脚走后脚就开拆的事
儿。”李铭说，一想到这些老建筑失去了就不
会再来了，后来人再也看不到了，“那滋味儿
别提多难过了。”“历史街区和老建筑不仅作
为历史文化遗产而存在，还能够为城市中心的
复兴提供动力和机遇。城市建设不能以牺牲传
统文化和历史建筑为代价。”

“老街老宅，不是‘包袱’，是财富。”
李铭提了自己的建议——— 把古城区当作一个大
的景区来打造，像西墙根街、鞭指巷、高都司
巷、芙蓉街、西更道街、曲水亭街、后宰门
街、庠门里，最西边还有启明街，护城河以内
都可以纳入其中；还可以建泉水博物馆，把所
有的泉子当“展品”，泉水浴场，泉水宴等特
色项目也可就此推出；还可以建城市博物馆或
者说建筑博物馆，每个建筑就是博物馆的展
品，很有代入感……

工作之余，李铭最爱背起相机，一头扎进
历史街区，用镜头去记录济南的老街古巷。
“工作能和爱好结合，我很幸运。”李铭笑着
说，他可不是在拍风景照，而是在记录老建筑
整体风貌的同时，尽可能全面地留下细节资
料，比如建筑的结构、木质绘画、砖瓦石的样
式和细部结构等等。“我是土生土长的济南
人，又干了这么多年的考古和文物保护，对这
座古城的感情特别深。伴随着城市的更新发
展，一些老街区、老建筑正在消逝，我希望能
用我的方式把它们记录下来。”而他在寻访过
程中对府学文庙、长春观、兴国寺、题壁堂、
老舍旧居等历史建筑的年代、风格、损毁的现
状，以及修复和保护方案等也作了介绍和研
讨，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先后出版《济南老建
筑寻踪》和《泉城古韵》等专著。“希望能以
平面的照片，将立体的、活生生的老建筑展示
给世人，从而唤起人们对这座城市过往的回
忆，激发人们的保护热情。这将是我们莫大的
幸福和快乐。”

“这行不好做，但魅力无穷。”采访快结
束时，我们又聊起了“考古专业是不是太冷
门”的话题。在从事文物考古保护工作的40多
年里，李铭主持发掘济南各时代墓葬千余座。
“考古的过程中不断有惊喜，这也不断吸引你
继续做下去。做考古工作，要耐得住寂寞。发
现了重大成果，会特别有成就感。考古包括科
技考古、环境考古、植物考古，众多考古新方
式也推动了考古的进步。所以说，真正体验了
考古的乐趣，就不会觉得枯燥。希望更多人来
从事这个专业，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优秀
传统文化。”

老建筑是一座城市的生动面孔，呈现着耐人寻味的“历史之美”。如何让老建筑“活”在当下，文保
界专家们一直念兹在兹。数十年来，济南市考古所所长李铭，为保护济南老建筑，倾注了大量的情感和精
力。“生于斯、长于斯，这里有我最熟悉的一切。我深信，泉水同古城老街区完美融合与共存，才是济南
城市的灵魂和魅力所在。”记者专访他时，这位“老济南”真挚地说。

李铭：让建筑“活”在当下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魏一然

古建筑调查工作经常穿梭在古建筑古街巷拆迁现场，很危险。图为李铭冒着建筑坍塌
的危险，调查济南商河县很少见的二层古民宅建筑。

山东最早的博物馆——— 广智院，图为展览大厅屋顶，建筑风格中西合璧。(李铭摄)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上周起在人民网文
娱频道带领大家走进文化殿堂，讲解精选藏品背后
的故事。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殿堂，是连接
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疫情阻隔身虽远，
“云”端相逢心相近。这次直播，国博将采用5G
通信技术、首次采用8k视频拍摄及大屏呈现、多个
动画辅助等新媒体技术来展示重点文物，观众能够
足不出户感受博物馆的文化魅力。

(人民网）

文物爱好者的福音来啦！

听指挥家吕嘉

分享舒伯特音乐

对于喜欢文艺的朋友们来说，高科技的发
展，让我们在“云端”上网也能欣赏艺术作品，
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我们可以在“云端”提高艺
术审美力，享受艺术的滋养。

“审美力，是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近日
来，新华网文化频道联合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的
【审美力·艺术微课堂】将为您带来全新的审美
体验，由艺术名家为您奉上一堂堂妙趣横生的文
艺欣赏课。

用作品换一杯牛奶、几片面包，相信大家对
作曲家舒伯特的故事一定不陌生。如此穷困潦
倒，是什么让他的作品充满乐观向上的纯真？年
仅31岁离世，又是什么让他成为一位如此高产的
作曲家呢？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管弦乐团
首席指挥吕嘉，为大家讲述作曲家舒伯特和他的
作品《第九交响曲》，告诉你热爱舒伯特音乐的
理由。

舒伯特是位自学成才的作曲家，他对音乐痴
迷的热爱，使他的音乐创作由心有感而发，表现
为洋溢的才华和清新脱俗的情绪。他遵循古典主
义音乐传统，同时在创作中具有鲜明的个人色
彩，在音乐史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新华网）

男耕女织，这是传统中国社会常见的家庭分
工，然而，广西来宾市忻城县34岁的壮族汉子梁恒
源却痴迷女红，他在女性擅长的织锦行当里，挥洒
自如。他从祖母和母亲的手里，接过针线和竹笼机
(壮锦织布机)，扛起壮锦织锦技艺的传承大旗，成
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忻城壮族
织锦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大胆创新，将时尚元素
注入壮族织锦中，让千年壮锦“时尚复活”，焕发
出新的魅力。为了让年轻人喜欢消费壮锦产品，梁
恒源将现代流行元素和传统壮锦相结合，打造出符
合现代市场需求的复古型、珍藏型、旅游型产品。
他将壮锦与西方的芭比娃娃造型相结合，打造出了
“民族芭比娃娃”系列产品。“壮锦不应只成为挂
在墙上的艺术品陈列在博物馆里，它应该变成‘行
走的艺术’进入寻常百姓家。”梁恒源说。

（中国网）

壮族汉子痴迷女红
把壮锦变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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