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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笔者自幼喜欢读书，有经济能力后开始真正聚书攒书，至今已20年有余！
其间，不时逡巡于古旧书店、旧书市场之间，在如林的旧书中搜寻可读、可收、可藏之书，未敢有丝
毫懈怠。
“淘”书之酸甜苦乐的况味，不足为外人道。
20年时光匆匆而过，虽然聚书约有万册之多，却没什么宋元古刊、珍秘孤本，成绩平平，难以示人。
而唯有有关清末以来济南之旧文献，甚为注意搜罗，稍有自得。
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国内各地朋友帮忙，自己也于网上、书店等渠道间多有收获，至今已收得
有关济南政治、经济、历史、文化、风俗、人情等方面的旧书籍、期刊、报纸、照片、地图、广告、
契约等各类藏品几百件，其中倒颇多稀见者。
济南，曾当南北绾毂之要冲，东西水利之枢纽，乃黄河流域之重地也！
城市内外，山明水秀，人杰地灵，襟带七十二泉，袖拂九点齐烟。
骚人墨客，冠盖往来，画船荡水，蜡屐游山，佳句名篇多矣！
而清末至建国前夕之济南，虽然可称名城，但除了自开商埠、“五三惨案”一二大事外，其他罕有引
入注目者，少为国人重视，加之非出版重镇，所以有关文献印制、出版、流传不多，难与北京、上海
、南京等古都名城相比，这在聚书过程中感受颇深。
古人有云：“济南潇洒似江南，湖光山色与水清”，而今何处可见？
查手中故纸，民国时期之济南还隐约残存些许韵味。
于是，应出版社之约，检出近60件，从中寻出少为今人所知的社会政治、风土人情、风景名胜等文字
，以拙笔整理、涂抹，草成此书，以供世人阅览。
内容可分书报刊和老照片两大类，其中颇多珍罕旧闻、泉城旧影，窃望能还民国时期济南之真实缩影
于读者眼前，如得实现，可为笔者最大欣慰。
自知文字粗拙、简单，只能请读者见谅。
文中所涉之故纸、所陈之照片、所述之内容，均为自藏、自撰，且多为旁人未涉足者，此笔者唯一心
安之处也！
文字间亦将得书之经过略加陈述，可当淘书记看，其中可见当时淘书之甘苦。
有时徜徉于尚存的几处古城区，穿过幽深的老街小巷，抚过残旧的青砖木门，难以描述的是曾经的繁
华，更难言的是渐渐消失的这些古街、老宅、旧屋，心中不免伤情矣！
唯盼不管何时，当我们走过大明湖畔，推开黑漆木门，路过白色影壁，折身穿过二门，身处石榴树荫
中时，还能感到拂过杨柳的轻烟，听到泉边湖畔的蛙鸣，触到古老城市的历史⋯⋯是为序。
赵晓林200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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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济南系列：故纸中的老济南》作者的收藏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藏品为有关老济南不同
时期的旧报纸、杂志、老照片、明信片、图书典籍等等，这些反映济南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历
史、文化、风俗人情的旧藏品，不但花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财力去搜集、收藏，而且他也以极大的热
情投入到对这些“宝贝”的专注研究中。
他的这些收藏品不但量大、内容丰富，而且极为罕见、非常珍贵。
我们请他精选了民国时期不同种类的藏品，对藏品的来历、藏品所见证的那段历史、藏品中的故事等
加以描述和说明，并配以藏品的原真照片，编辑成书，展示给大家，让读者能从真实的历史资料中了
解我们的济南，热爱我们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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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晓林先生是《济南日报》“收藏”专版的一名记者，他同时还是一位资深的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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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904年的自开商埠，对当时济南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其后，当时的国民政府又计划将商埠向北扩展，建设成为北商埠。
规划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1925年至1928年，第二阶段是1929年至1937年。
当初的规划设想有两个意图：一是繁荣济南市北部工商业；二是疏通北部河道，以利运输，同时兼治
夏秋积水。
1926年，按照规划以主干道义威路(今济泺路)为中线两边开挖“U”形“引河”(今工商河)。
1927年，修建了跨小清河的义威桥(今济泺桥)，是济南市第一座最大的钢筋混凝土三铰桥拱桥。
1928年，“五三”惨案发生后，规划实施中断。
1929年，济南市政府成立后，又提出“南展、北展计划”。
济南市第一任市长阮肇昌在《建设新济南整个计划》一文中阐述了济南地理位置的优越性，确定了发
展步骤：“一、改善旧城与商埠；二、发展南北界为新市区。
”其下设工务局等部门，随后展开了划定市界、划分市区、测量市区、制定规章、局部规划、修筑道
路等活动。
后因军阀混战，阻碍了规划的实施。
1931年，成立了济南市政府设计委员会(城市规划部门)，计划把市中心安排在北商埠，北展界名为“
模范市”，南展界名为“模范村”。
此规划吸收了西方先进的城市规划理论的经验，采用“格网＋斜线”式构图，具有明显的区域中心，
强调功能分区。
但规划存在道路面积系数过大、多处斜交锐角、市中心交通拥挤、道路与引河交叉过多等问题。
“七七事变”后，当时的日伪政府将北商埠规划全部予以否弃，并将成丰桥以北、济泺桥以南地区开
辟为北郊工业区。
同样，南商埠也未能形成。
那么，当时到底想把北商埠建设成什么样子呢？
笔者手中藏有1926年印制的一册《济南商埠北展界计划书》，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济南商埠北展界计划书》为线装本，新闻纸铅字印刷，山东官印刷局制印，共17页33面，无版权页
，应为政府部门内部自印本，非卖品，印刷时间不详，其最后一部分《工程债券章程》中有“民国十
五年”字样，照此看应是1926年印制的，是第一阶段北展计划书。
查资料，山东官印刷局于1925年7月创建，是由当时的山东督军张宗昌开办的，隶属山东军民两署，为
官办印刷机构，局长为毛希蒙，地址在济南布政司小街路北省公署内。
印刷局下设总务科、工务科和营业科，印刷机械较为齐全，职工有211人，独揽了当时军民两署的印刷
业务。
曾印刷过《李紫垣致张忠武公书》、《山东全省职员录》、《山东公报》、《山东教育周刊》、《山
东财政周刊》、《山东实业公报》等书刊、资料。
本册计划书总高26.4厘米，宽15厘米，纸已发黄。
计划书分为《商埠向北展界理由》、《勘测商埠北展界情形》、《商埠北展界计划》、《商埠北展界
办法》、《济南商埠展界官扎营以北泺口以南收放地亩章程》、《民国十五年山东济南商埠展界工程
债券章程》、《募集民国十五年山东济南商埠展界工程债券施行细则》、《附工程债券偿本付息表
》8个部分，可以说是比较详尽地将商埠北展的各个方面都想到并计划妥当了。
《商埠向北展界理由》中说：“⋯⋯查洛口为济南之重镇，黄河上下游之土产于此卸船，转津浦、胶
济两路以运赴四方。
而上下游各处之输入品，亦多由铁道转入水路沿途分销，徒以济洛之间相隔虽仅十里，而素乏交通之
设备，往来惟赖泥途笨车，以致航路、铁道中为泥途荒地所阻，不能连为一气，水陆交通互助之效用
因而不能尽量发展。
若将济洛之间辟为市街，筑成马路，则工商各业不难云集，水陆交通因而即可沟通一气。
且小清河适居黄河、铁道之间，天然水利，更足以助工商各业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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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按照计划，由闸子庄挑挖引河，导小清河之水向南环绕周行界内，复于林家桥归入正河，界内有此
曲水则引河两岸悉成设立工厂最适宜之地，不惟取水便捷，即货物之输入、输出、运送，亦极利便。
恐不数年，荒芜之地即变为工厂林立之区矣！
其利固不可胜言也。
况该地一带，襟山带河，风景天然，略加点缀，即成佳境。
果即辟为商埠，傍山临水，建筑公园，沿河植树，跨河筑桥，则扁舟往来，亦足以助幽人骚客之雅兴
也！
”此段文字陈述的商埠向北展界的理由，不光从商埠的地理位置优势、经营、交通、修建工厂便利等
方面考虑，还顾及到了绿化、美化环境的问题，且设想周密细致。
假如当时这一规划完成，则今天济南天桥以北地区会是一片繁华的商业或工业区。
书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商埠北展界计划》这一部分，其从“地界”、“引河”、“水池”、“马路”
、“公园”、“市场”、“小学校”、“花园”、“小市场停车场”、“工厂”、“警察署”、“桥
闸”、“市政厅办公处”等13个方面进行了规划设计，在当时来讲可以说是非常周密的。
以“马路”为例，计划书中写道：“旧埠界内马路大致经路宽五丈，纬路宽三丈六尺，当时所定东西
路宽于南北路，或因旧城在商埠之东，由城至商埠系东西向，交通较繁，故如是规定。
但南北路一律窄于东西路计划不免过于板滞，此次计划不论方向只以关系轻重分别宽窄。
拟于治引河外岸修宽大马路一条，一端在闸子庄过小清河，向西北延长，以通泺口码头；一端在林家
桥与已修之济泺路相交向东绕通泺口南门。
在闸子庄、林家桥之间于埠界中间修南北宽大马路一条，北端直通泺口南门，南端直达官扎营，藉天
桥以通旧商埠；向东南则过津浦、胶济两路涵洞，经馆驿街以通城内，再于引河之东南、西南各接修
大马路一段，由东南之路向东过津浦涵洞以通城内，由西南之路向西经大槐树以通旧埠⋯⋯除上述各
路拟定为宽度七丈外，其馀界内之路均无须过宽，藉省地亩及修路养路等费，拟即定为三丈六尺及二
丈两种，以二丈宽之窄路将界内地亩划割成方，如有建筑、极大工厂需用地亩甚多者，即可将其间窄
路取消，以二方或四方合为一方应用。
若欲沿窄路建筑过高楼房者，则应令其门首酌留隙地，以免阻碍空气、遮蔽光线。
至于最宽马路定为七丈，较旧埠经路尚加宽二丈者，系为将来安设电车之准备。
在开创之初，暂将人行路放宽，中心路缩窄。
人行路既宽可以沿路植树，于卫生、观瞻均甚有益，将来交通繁盛，原路心不敷应用，则以人行路之
一部改修路心，亦无困难。
此种街宽路窄办法，现时既可减少修路费用，而亦无碍将来之发展也。
马路占地约一千二百馀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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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故纸中的老济南》是反映民国时期济南鲜为人知的那段历史的书，可以说是民国时期济南的一个真
实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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