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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记者 董从哲

本报9月20日讯 21
日起，济南大明湖东扩区
域将迎来四方宾客，这也
标志着自 1958年建园的
这泓“众泉汇流”之水再次
回到民间，市民纷纷说：
“这才是咱老百姓自己的
湖啊！”

2007年10月12日，大
明湖东区扩建工程开工挖
下第一铲，大明湖自1958
年建园后得到空前扩容。
至今年 9月 21日，该扩建
项目终于正式开门纳客。
据了解，该工程南至明湖
路，东接黑虎泉北路，西抵
西环城河，北到北环城河，
整个扩建面积约为 29 . 4
公顷（包括南北历山街），
其中水面由 4 6公顷扩大
到57 . 7公顷，陆地由28公
顷扩大到45 . 7公顷。

此次扩建主要围绕
“一路、二湖、六园、九岛、
十八景”来建设，部分湖面
距离道路仅 10米。同时，
拆除周围建筑，让湖面从
墙内露出来，由“园中湖”
变为“城中湖”。另外，扩建
工程还彻底改造了小东
湖，把小东湖的面积扩大
一倍，变成6公顷，并通过
改造南北历山街，使小东
湖和大明湖正式连通，打
通了环城河通航的必经之
路，尽显湖水“亲民”特色。

参与规划设计的清华
大学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
心主任张杰 1 8日在北京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认为，
此次扩建是大明湖的一次
历史性建设工程，“大明湖
从城外天然湖泊，到城区
内的公园，再到城区内的
市民休闲风景区，见证了
济南的发展，见证了社会
的进步。”

“一环两带两湖，从八景
到十六景，把历史文化和自然
景观结合了起来。”大明湖管
理处的工会主席任正这样解
读大明湖的扩建。他告诉记
者，新大明湖文化味也很足。

任正还特别告诉记者，
季羡林专门为秋柳园题写了
楹联，“我去的时候他身体不
是太好。”“欧阳中石平时事
情很多，但他写了秋柳四章，
写这么多字对他来说不容
易。为了这个事情，写到晚上
1 0点半，有两个字闹不清
楚，他还打来电话问。这说明
这些先生很认真，全力以赴
支持大明湖的建设。”

民俗文化“对接”

明湖园林景观

秋柳园非常有名，王渔洋
更是有名，《秋柳四章》曾风靡
大江南北。“很遗憾，秋柳园早
已坍塌，这次我们把它给修复
了。整个景区就以秋柳为主
题，命名为秋柳含烟，恢复和
保持了过去这个区域的整个
民俗和文化内涵。”任正说。

大明湖在扩建改造时，保
存了整个秋柳园街这条道路，
修复一新的秋柳园，恰如其分
地体现了当年济南民居和民
俗文化。秋柳园的院落非常
好，是北方典型的四合院，施
工人员重新修复保留，从这个

院落可以了解当时中等富裕
人家的起居和生活状态。

在大明湖的扩建中，二郎
庙也被恢复了。任正告诉记
者，“它在济南很知名，有东更
道西更道，王府池子二郎庙之
说。过去大明湖经常闹水患，
老百姓确实没能力治水了，就
把水神请过来。所以大明湖北
有北极庙，南有晏公祠，中有
二郎庙，都是治水的。”

历史文化唱主角

体现深厚积淀

在明湖新景区增加的八
大景点中，“秋柳含烟”主要围
绕着王渔洋来做。在大明湖此
次扩建中，济南市又重新修建
清远堂，因为王渔洋一生追求
清、闲、园，清远堂内有复制的
印章、康熙送的玉扇、诰命书
等。同时还有一个神韵碑廊，
由省内外的12位先生书写。因
为王渔洋是神韵大师，这些碑
廊把他的点睛之作都以石碑
的形式刻了下来。
大明湖改造工程有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当年曾巩有一句
“从此七桥风与月，梦魂常到木
兰舟。”王渔阳的叔父王象春写
了一本《齐音》，主要描述齐鲁
的音律音乐，非常著名。在齐音
桥附近有明湖居和秋柳含烟。
明湖居里唱的是梨花大鼓，属
于齐音的范畴。这个名字既关

乎明湖居的文化内涵，又把秋
柳园联系了起来。

明昌晨钟景区，主要围绕
钟楼台阶来做。“现在我们是维
护性保护。如今保留了钟楼的
遗迹。”大明湖改造工程有关负
责人表示，在这个区域还有一
个正谊广场，主要是在当年正
谊中学的原址上建起来的。“一
个是对正谊中学的追忆，一个
也是对鞠思敏的追忆。”

追忆明湖历史

复建老明湖景观

任正告诉记者，在新大明
湖里，不少地方是老名字新建
筑，超然楼就是其中之一。“过
去《水经注》里记载有个大明
寺，但在其他文献中没有具体
记载，所以当时关于建塔楼还

是超然楼的争论有了结果。”
此外，鹊华居、烟雨堂等都是
新建筑老名字。
“新扩建的核心景观是超

然致远，一个是因为超然楼高，
达到51.8米，二是超然楼历史
悠久，以后将是大明湖的一个
标志性建筑。”任正说，元代有
个学士叫李泂，在大明湖附近
盖了一个宅院，其中就有超然
楼。清代杨衔嗣写过关于超然
楼的诗句：近水楼台草木欣，朱
楼百尺回波濆。这就是说应该
是朱红色的，高度也够高。

新旧大明湖

文化一脉相承

在新旧大明湖中，文化内
涵是一脉相承的。“扩建了稼轩
园一倍多，把以前的两进院落
改成了三进院落。因为稼轩的
历史地位和现实情况不相配，
很多游客来了都会寻找。这次
正好赶上大明湖扩建，所以我
们新建了集山楼、稼轩诗社等，
把辛弃疾在江西最后生活过的
地方重新命名过来。”

记者了解到，在新扩建
的大明湖中，茶文化成为一
个亮点。任正告诉记者，
2000多平方米的明湖居马
上要恢复起来，基本的外观
已弄好，正在做内部陈设，今
后将成为济南一个主要的文
化演出场所。

每日30万立方

泉水入明湖

在关于大明湖的简介
中，泉水是一个永远也绕不
开的话题。“大明湖是一个由
城内众泉汇流而成的天然湖
泊”成了大明湖的经典介绍，
也揭示了大明湖和泉水不可
分割的“天然姻缘”。

大明湖景区管理处的有
关人士介绍说，作为一处天
然湖泊，大明湖的水来源于
城内珍珠泉、濯缨泉、芙蓉
泉、王府池子等诸泉，有“众
泉汇流”之说。记者了解到，
因为是众泉汇聚，大明湖也
产生了“恒雨不涨，久旱不
涸”的特点。

20日上午，山大博士生
王超对记者说，在济南生活
了一年多，有时候也会去环
城河看看。“想象一下，众泉
奔腾着相拥到一起，给一座
城留下这么漂亮的一颗明
珠，真是省城的幸运。”记者
了解到，目前每天大约有30
万立方米的泉水汇聚到大
明湖。

“泉城大公园”

呼之欲出

王超对记者说，现在同
学来济南，我都会向他们推
荐环城游。“这可是泉城的一
张名片，不游不知道济南的
泉美、水美、湖更美。”记者了
解到，2007年4月，环城河通
航一期工程完工，从解放阁
乘船可到五龙潭。7月18日，
环城河二期工程也完工了，
从解放阁乘船可直接到大明
湖，沿途可赏黑虎泉、趵突泉
等。这给了游客一个更简单
明晰的概念：看，我们正在泉
水上赏明湖呢！

记者了解到，以大明湖

和明府城为核心的环城河沿
线及围合区域，是济南的重
要特色标志区。通航之后，
“玉带串起了明珠”，成为这
一标志区的一大亮点。

近日，有关人士透露，
省城明年将争取打通东环
城河的通航，真正实现济南
环城游。

水入湖

百姓游兴高

20日，王超告诉记者，

他有一个打算，新大明湖开
放后，他想在解放阁乘船到
大明湖稼轩祠，下船后从大
明湖南门出去，步行沿百花
洲西侧至芙蓉街、王府池子
片区，欣赏泉水流入千家万
户的传统老街巷风貌，同时
尝尝济南的特色小吃。王超
的这种想法说出了不少人的
心声。

省城旅游专家说，新大
明湖免费开放后，降低了旅
行社的成本，会增加这个区
域的人气。

济南市有关人士还透
露，环城河的通航，把趵突泉
和大明湖真正串在了一起。
从旅游发展的大局来看，将
来要把千佛山整合到趵突
泉—大明湖这条泉水黄金带
上来。

市民热赞免费开放

“这才是

咱老百姓

自己的湖啊”

“泉城大公园”呼之欲出

民居、民俗和历史巧妙结合

新明湖文化味挺浓

每天30万立方米的水汇聚起来，让泉水和大明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20日记者

了解到，省城明年将争取实现环城游。专家认为，这一湖一水一城，让泉城特色标志

区特色鲜明，一个“泉城大公园”正呼之欲出。

即将开门迎宾的大明
湖新区盛装待客。

周青先 摄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葛亮 王光营 常新喜

刘鹗雕像旁边的保镖，改成了书童，文化味更浓。
记者 赵恩霆 摄

参与规划设计的清

华大学历史文化名城研

究中心主任张杰18日在
北京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认为，“大明湖从城外天

然湖泊，到城区内的公

园，再到城区内的市民

休闲风景区，见证了济

南的发展，见证了社会

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