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济南街巷漫话>>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济南街巷漫话>>

13位ISBN编号：9787548803232

10位ISBN编号：7548803230

出版时间：2011-10

出版时间：济南

作者：张继平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济南街巷漫话>>

前言

济南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化积淀丰厚，是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这里是中华民族重要史前文化——龙山文化的最初发现地。
相传，大舜曾耕于历山，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任北宋齐州(济南)太守期间对此作过详实考证，济
南亦有舜祠、舜井、娥英祠等舜迹遗存。
春秋战国时期，济南是齐鲁文化的交汇之处，尚功利、求革新的齐文化和重仁义、尚伦理的鲁文化在
这里有机融合、兼收并蓄，长久地滋润了济南的地域文化、城市性格。
秦汉以来，又有伏生传《尚书》、娄敬谋国策、终军请缨出使南越、曹操相济南等重大历史人物、事
件在这里风云际会，其中伏生口授《尚书》，对于填补秦始皇焚书坑儒形成的汉初文化真空起到了重
要作用。
隋唐北宋时期，济南群星璀璨、人才辈出，名相房玄龄，名将秦琼，高僧义净，诗人崔融、员半千、
范讽等皆为一世俊杰，李白、杜甫、高适、苏轼、苏辙、曾巩等名流文士或游历或仕宦于此，诗圣杜
甫留有“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千古佳句。
南宋以后，济南文坛更是频升巨星，李清照、辛弃疾、张养浩、边贡、李攀龙、李开先，皆为一时领
袖诗坛的大家，再加上新城(今桓台)王士稹、淄川蒲松龄(清初新城、淄川均为济南府属县)，可以说
，宋、元、明、清四代，济南文坛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令人瞩目的重要地位。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给济南留下了众多文物古迹。
长清孝堂山的东汉石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面建筑，石祠内的汉代石刻画像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与
艺术价值。
建于隋大业年间的四门塔，是中国最古老的单层亭阁式石塔。
位于长清的灵岩寺，唐代曾为中国四大名寺之一，寺内40尊泥塑罗汉，被梁启超誉为“海内第一名塑
”。
此外，让济南人引以为豪的，还有甲天下的众多涌泉。
元代地理学家于钦在《齐乘》中赞曰：“济南山水甲齐鲁，泉甲天下。
盖他郡为泉一二数，此独以百计。
”众泉喷涌，形成了“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独特景观，成就了济南“泉城”美誉。
更兼泉水汇流大明湖，湖在城中，城在景中；南部屏列如黛群山，泉溪淙淙，峰壑森秀。
山、泉、湖、河、城有机融合、交相辉映，济南风光秀美如此，也就无怪古人赞叹“济南潇洒似江南
”，而“有心常做济南人”了。
    1948年9月24日，济南战役胜利结束，济南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济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古老的泉城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毫不动摇地抓好经济建设这
个中心的同时，始终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摆在重要位置，着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积极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大力推进文化创新，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得到巩固，全社
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益完善，文化产业实力显著增强。
当前，济南的建设发展正站在新的起点上，进入了城市建设跨越提升、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社会事业
全面突破的关键时期。
进一步加强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对于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增强济南文化软实力、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是幸运的，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同样如此。
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济南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和资源优势。
坚持依托历史、立足现实，尊重过去、面向未来，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对待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挖掘
、整理和科学扬弃，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是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一
项重要内容。
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和济南出版社等部门通力合作，编辑出版了这套“济南历史文化读本”丛书，对
于进一步挖掘济南历史文化资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全市人民热爱济南、建设济南的自豪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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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心，对于更好地宣传济南、展示济南，提高济南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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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条条老街巷，仔细记载着济南发展的每一个脚步，连缀而成济南的个性和完整形象。
在这里，有着人们的精神家园，它往往让我们想起儿时的那盏明灯。
用心去读济南的老街巷，也是用心去触摸我们这个城市的历史。
抚今追昔，便会发现济南的老街巷承载着我们更多的辉煌！
它纪念着一个个过去，联系着正在流逝的现在，也寄托着对明天的希望。
　　《济南街巷漫话》从济南的街巷出发，了解济南的历史和未来；发现这座城市的内秀，创造这座
城市的文明。
　　《济南街巷漫话》让我们跟着心灵的镜头，去济南街巷的深处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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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许多外地人来济南探访，会问道：“济南有典型的老街么？
”    这时，老济南人心里会油然升腾出“泉城路”来，不禁很骄傲地说：“当然！
”    济南人爱把泉城路称做“老街”，其实，她水灵灵湿漉漉的名字却不老，只有短短四十几年的历
史。
济南以其城内泉水众多而被世人誉称为“泉城”，实际上，济南在金代就有“七十二名泉之胜”，但
“泉城”誉称起源并不遥远。
有些专家认为此美称始于20世纪50年代，而笔者查到的最早记录是：1936年10月，上海中华书局印行
了一套“都市地理小丛书”，作者是倪锡英，其中《济南》一书第一章的标题就是“泉之城”。
这一概念提出后，“泉城”之称遂流传开来。
    明朝以降，济南一直是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三级治所。
三级官署均设在今泉城路北侧，所以这条街自元朝形成干道以来，一直多以官署衙门命名。
据记载，明朝时，这一带被称为“济南府大街、西门内大街”。
清乾隆年间，这儿被叫做“西门里大街、院西街”。
从一张清光绪年间的《济南街巷全图》上可以看出，今日泉城路由西往东依次称为：西门大街、都司
门口、院西大街、院东大街、府署前、道署前、木牌坊街、关帝庙(今青龙桥西)。
1934年《济南市政府市区测量报告书》把这一带标作：西门月城街、西门大街、府东大街、院西大街
、府西大街、院东大街。
解放初期，这里称为“西门月城街、西门大街、院西大街、院东大街、府东大街”。
当时这些街全部首尾相连，宽约两丈。
    济南古城墙在明洪武年间始以砖石瓮砌后，在西城门外还建有拱圆形的月城(也叫“子城”或“瓮城
”)，月城门的外面是护城河，月城内因有人居住，故旧时这一带被称为“西门月城街”。
西门月城街以东至省府前街路口是西门大街；再往东到芙蓉街南口，便是都司门口。
过都司门口，以东便是院西大街、院东大街和府西大街、府东大街了。
据记载，在按察司街和历山顶街交叉路口的东侧，旧时曾有一座高大的木牌坊，木牌坊以东、东城墙
内还曾有一座关帝庙，估计后来因为香火不旺或其他什么原因而逐渐圮废。
    1948年中秋节，随着济南古城东南隅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响，济南城终于一扫阴霾。
解放了的济南人民欢欣鼓舞。
1949年4月，数万市民、学生参加了义务劳动，拆除了始建于清咸丰十年(1860)的旧城外郭圩子门，修
建桥涵，拓建道路。
1950年2月起，又一段一段拆除了有着五百多年历史的济南府城墙。
几年下来，济南的城墙几乎全部扫荡一平，只剩下东南角一块用于修建了解放阁阁基。
1955年，伴着百货大楼的兴建，拓宽修建了院东大街和院西大街。
紧接着，完成了从西门桥至青龙桥之间的所有路段的拓宽修建，形成一条车行道15米、人行道各宽4
～5米的中轴线主干道，为当时济南市内最宽的道路。
1965年11月，将西门月城街、西门大街、院西大街以及南北向的七忠祠街、福德巷5条街巷合并，以济
南雅称泉城命名“泉城路”。
随即又将院东大街、府西大街、府东大街以及南北向的金牛丝巷、郑家胡同、北斗巷6条街巷合并到
新命名的泉城路。
所以说，今日泉城路其实是由1965年前的11条街巷合并而成。
1979年又将泉城路西段的安乐街、狮子口街改建为轻工产品展销大楼(俗称时装大楼)。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老街，每条老街又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内涵和文化特质。
政治的，如北京长安大街；商业的，如北京琉璃厂；建筑的，如天津旧中街；市井的，如苏州观前街
。
但对济南百姓而言，情感上会觉得那些老街总有那么丁点单调，远不如老济南的泉城路那么充实丰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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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城路是政治的，历史上自不再赘言，今天仍是山东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等机关的办公驻地。
泉城路是商业的，驰名的老字号名店几乎全部云集沿街两侧。
这里不仅有传统商业五大行，即国药行、绸布行、鞋帽行、杂货行、银钱行；还有饭庄、澡堂、理发
店等掺杂其间，几乎涵盖了济南的商业。
泉城路又是文化的，历史上这里有著名的白雪书院(后为泺源书院，山东大学的前身——山东大学堂就
是1901年9月在此开办的)、商务印书馆，今日仍有全省一流的新华书店、音像书店。
泉城路还是建筑的，正泰服装店、隆祥布店、山东商业银行等建筑，都可写入经典。
改革开放以来新建的时装大楼、四海香商场、贵和商厦、永安大厦、华能大厦也可谓各领风骚。
其实，泉城路从骨子里来说，更是市井的，就像上海的城隍庙、南京的夫子庙、北京的王府井一样，
都是市井生活的中心地带，与百姓们息息相关，情牵意连，难舍难分。
    泉城路是开放的。
20世纪90年代，一股洋风吹进泉城路。
那个穿着白礼服的美国上校微笑着往泉城路上一站，立刻让中国娃娃们垂涎欲滴，他们拽着家长进入
“肯德基”的大门，最初大人们有些踌躇，后来进去一试，果然“味道好极了”。
泉城路也是兼容的。
单从泉城路附近的街名上便可见一斑。
透着雍容气度的按察司街、布政司街、旧军门巷、高都司巷，显示平民色彩的鞭指巷、葛贝巷、塘子
胡同、榜棚街，极具地方特色的历山顶街、舜井街、天地坛街、芙蓉街，当然，以官署寺庙等命名的
更是比比皆是，像县东巷、县西巷、刷律巷、卫巷、太平寺街⋯⋯走在泉城路的外地人都称赞她大气
，她真的大吗？
百思终得其解：有容乃大！
！
    泉城路以一种无所不包的从容、淡泊、宽舒和自信，集天下之大成而蔚为壮观，融多元文化而气势
磅礴，但当其绚烂至极时又归于平淡。
    开放和兼容构成了泉城路特有的优势。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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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济南是座古城，文化丰厚，驰名中外。
汉筑城，晋定邦，宋设府，清开埠，斑驳往事，历历在目。
一城山，半城湖，荷柳绿，清泉流，爽心怡志，故情可寻。
一路一衢，大街小巷，随手拈来，或有一段咀嚼不厌的故事，或有一串美丽生动的传说。
《济南街巷漫话》从济南的街巷出发，了解济南的历史和未来；发现这座城市的内秀，创造这座城市
的文明。
    那么，跟着我们自己心灵的镜头，去济南街巷的深处看看吧！
本书由张继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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