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年前就有政协委员呼吁
可如今这里仍闭门谢客，

“从1997年开始，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入驻办
公后，外人就很少光顾长春观了，所以大家都不
太了解这组老建筑。”省城文物爱好者黄鹏说。

其实，济南的长春观就在趵突泉公园西
北不远处的长春观街1号，它由一组具有明清特

色的建筑群组成。朝南的拱形门洞处在一座灰
砖古建筑中间，两扇红漆大门格外显眼。在大门
上方有一块镶进墙壁的汉白玉石质匾额，刻有

“长春观”三字。济南市人民政府1979年公布长春
观为“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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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观敞开大门
到底啥时还景于民？

长春观常常大门紧闭谢绝参观

“长春观到现在还未开放确实很遗憾！”4月10日，张希舜
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不仅呼吁过长春观开放，也曾为
府学文庙和闵子骞墓的开放呼吁过，后两者现在都有了结果，
唯独长春观10多年了还没开放迹象。

“长春观长远有开放规划，目前开放条件还不具备。”4月10
日，济南市文物局局长崔大庸对记者解释说，长春观现在仍是济
南市考古研究所的工作用房，在考古所找到别的办公地点前，对
外开放很困难。他说，下一步，等市里文化场馆统一调整后，考古
所有了新的固定办公地点，长春观的开放将提上议事日程。

长春观长远有开放规划，目前难开放

长春观地处回民小区东北部东面，紧邻趵突
泉公园，北面不远就是五龙潭公园，如果对外开
放，可以和上述几处景点形成一个综合景观群。

正是考虑到长春观的文化和旅游价值，从
2001年开始，就陆续有政协委员呼吁对其进
行修复、还景于民。如2001年，张希舜委员向
济南市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提交《关于加强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与加快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建
议》，提出应对长春观等古建筑进行有效保护、

抢救和维修，并建议在修复后适时开放。2002
年，济南市政协委员崔大庸在济南市政协十届
五次会议上递交《关于将“长春观”还景于民的
建议》的提案。他在提案中说，作为市区内为数
不多的古老道观，长春观与北京的白云观(相
传同为丘处机所建)均为道教北宗的代表性建
筑，在道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将其开发为旅
游景点后，可为济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注入
新内涵、新活力。

十年前就有政协委员呼吁开放长春观

2003年，长春观后阁楼上的住户迁出
正是在政协委员及社会各界的呼吁和

关注下，2003年6月22日上午，住在长春观后
阁楼上的曲红林一家迁往新居，此前另外两
户也陆续迁出，这所明清建筑结束了一个世
纪以来作为民居的职能，正式移交给文物部
门。当天下午，横亘在长春观正殿与后阁楼
之间的围墙被推倒，多年来被人为隔断的长
春观古建筑终于前后贯通、合二为一。长春

观后阁楼是长春观建筑群中最有价值的建
筑，由于历史遗留原因，该建筑曾长期作为
民居使用。

2004年2月，济南市文物部门对长春观后
阁楼进行修缮，当时，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相关
领导曾表示，“后阁楼修复完毕后，还将对长
春观山门前的建筑进行恢复重建。长春观整
体建筑还景于民已指日可待。”

□延伸阅读>>

先有长春观，后有济南府？
在济南民间传说中，有“先有长春

观，后有济南府”的说法，这个说法准确
吗？

有一个传说是，明代重修长春观时，
从庙内废井中挖出一块残碑，上有大观
五年(1111年)初建的字样。济南著名学
者严薇青先生曾考证，这里的“大观”应
该是宋徽宗的年号。历史上，“大观”年号
只延续了四年，第五年即改为政和元年。
残碑上的“大观五年”可能是“大观三年”
的误写。

另外，根据史料记载，济南升格为济
南府，是在宋政和六年(1116年)，当时下
辖历城等五县。如果上面的传说是真的，
济南升格为宋代府城的时间，确实晚于
长春观的始建年代。这也许就是“先有长

春观，后有济南府”说法的历史依据。
但也有学者认为上面的说法不可

信，其根据是长春观得名于道教全真道
北七子之一的“长春子”——— 丘处机。丘
处机为金元年间道士，他生于1148年，卒
于1227年。在1220年受元太祖铁木真召
见后，丘处机才被赐庙“长春宫”，掌管天
下道教。在北宋的大观年间，丘处机还没
有出生，怎么会在此修道或创建长春观
呢？通过研究济南的街巷来历，济南市考
古研究所所长李铭曾提出，长春观东侧
的大杆巷原名大庵巷，民间传说，大庵即
长春观的别称。长春观的前身可能是佛
教建筑“大庵”，后因道教占据而更名，见
于碑刻记载的“大观某年”可能指的是

“大庵”的初建年代。

丘子洞是长春观最神秘的地方
“在1985年舜井商业街拆迁时，发现了

一块由元代文学家张养浩篆额、史学家张
起岩撰文的《迎祥宫碑》。碑文中记述了全
真道早期上百年的发展脉络，以及济南地
区早期的道教建筑华阳宫、迎祥宫的创建
年代，但碑文中唯独没有提及长春观的情
况。”爱好碑刻研究的黄鹏分析说，这从侧
面也许说明，那时很可能还没有长春观。

“长春观的建造年代是个谜，它里面
的丘子洞也有很多传说，是长春观里最为
神秘的地方。”黄鹏说，丘子洞在长春观大
殿东北角，相传为丘处机潜心修炼的密

室。根据《历城县志》记载：从丘子洞中穿
行二十余里，可达济南南郊的“小庵”。百
姓则传说从丘子洞可直接通到千佛山。

据了解，早在1986年前后，文物部门
在对长春观进行维修时，曾清理过丘子
洞，当时洞内有十多米深的积水，在离洞
口不远的地方还发现了一张石桌。1997
年，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搬进长春观后，将

“丘子洞”棚盖起来，上面还加盖了亭子。
不久前，记者去丘子洞察看时，里面还有
深深的积水，但石头洞口上面雕刻的“丘
子洞”三个字依稀可见。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济南令
人骄傲的家底，是在市区保存着众多作为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建筑，既有国家
级、省级的，也有市级和区级的。这些无法
搬进博物馆的“大块头”文物，是济南历史
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展现文化济南的最
直观名片。

由于正被使用、维修等原因，很多“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不能向普通公众开放，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长春观只是其中
之一，类似的著名建筑在济南市区还有济
南道院、题壁堂、浙闽会馆、老舍故居等。前
不久，有个外地朋友给我打来电话：听说你
们济南有个道院，民国时期世界红卍字会
发源于此，其建筑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
内兴建的最大仿古建筑群，下次来济南时
想去看看。我听后赶紧委婉地告诉他，“如
果你在20年以前来济南，花五毛钱买张门
票就能去参观，因为当时它是省博物馆。可
现在恐怕不行，因为它正被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使用。”

说白了，文物是用来看的，之所以重点
保护这些历史建筑，是为了能向世人乃至
后世之人更好地展示它。如果仅仅挂上“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而不对外开放，保
护的初衷又在哪里？

就在几天前，生活日报刊发了一则关于
蔡公时遇难地的报道：经过有关部门长达6
年的协调，该历史建筑完成最后一户居民搬
迁，正在装修布展，准备在今年5月3日正式
对外开放，不少读者为之叫好。真切地希望，
这样的叫好声一次又一次响起；真切地希
望，那些深藏闺中的老建筑早日敞开大门！
要知道，大家伙还等着看呢！ (赋岛)

盼更多文物
走出“深闺”

它们何时还景于民？
□本报记者 郭学军 实习生 董文华

在济南有一处古建筑群长期藏于深闺，没有对外开放，那就是据传为金元年间道
士丘处机修炼处的长春观。早在10年前，就有政协委员提交提案，呼吁将长春观还景
于民。现在，10年过去了，长春观还是大门紧闭。人们不禁要问：长春观到底何时才能
对外开放呢？

济南市区尚有不少历史建筑因
正被使用而长时间关门谢客。

济南道院：位于文化西路北侧
的上新街 51号，国家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1995年，山东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移驻该院至今。

广智院：位于山东大学齐鲁医
院附近的广智院街146号，是基督教
会英国浸礼会1905年在济南开办的
一所著名的综合性博物馆。现为省
科技文物保护中心使用。

浙闽会馆：位于黑虎泉西路北
侧，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为济南市
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为济
南市国资委老干部活动中心。

长长春春观观俯俯瞰瞰

道道院院中中代代表表性性建建筑筑辰辰光光阁阁

广广智智院院正正门门

浙浙闽闽会会馆馆

长春
观里神秘
的 丘 子
洞。(郭学
军 摄)


	A04-A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