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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B_BA_E7_9A_84_E2_c57_612336.htm 2008年被拆了重建过

的，“赝品”文物、“高仿”建筑的字眼，会不会缠绕上这

座“老”建筑呢？近期，济南市大明湖路上发生了两件文物

保护类的新闻：一是县西巷北头，明代的老钟楼正在开挖，

要复建了。二是大明湖南门边，济南名人辛铸久的“辛公馆

”要拆了，说是重建。明代的老钟楼，不知具体毁在哪年，

现在没有了，要修复它，继续让它钟鸣悠扬，真是济南人的

一件幸事；可是辛公馆并不是危房，也不会塌掉，却要拆了

重建，笔者怎么也想不明白：原汁原味的民国建筑在那里，

为什么要再建个新的？新建的“文物”还叫文物吗？保护文

物旗号下的这番拆了新建，和破坏文物的距离有多远？还有

多少历史建筑，正在或者即将面临如此拆了重建式的保护？

济南老百姓爱收藏，市井百姓都懂得：收藏石头，动过手的

、酸蚀过的，不喜欢；收藏玉器，染过色的、漂过脏的，不

值钱；摆弄根雕，胶粘的、斧砍的，不愿要。可是为什么一

到历史文物建筑上，好端端的，非要动动手不可呢？也许一

座更新、更结实的“辛公馆”在被动手后“再生”，数年后

，外地游客在大明湖南门，会看到和原样差不多的“辛公馆

”，他们会继续赞美下去。可是如果有人告诉他，这座建筑

，2008年被拆了重建过的，“赝品”文物、“高仿”建筑的

字眼，会不会缠绕上这座“老”建筑呢？笔者不知道，济南

这家拆建“辛公馆”的单位有没有取得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证

书，在拆了重建它后，能保证这座建筑物的灵魂会存留多少



。但是笔者是很不放心的。当年的悠悠青砖青青屋瓦被换掉

了，来自民国的那种历史沧桑被新修了，公馆原住客留在这

里的人文信息被“格式化”掉了，我们还能触摸到那种历史

建筑所凝聚的独特文化内涵吗？济南一位热衷历史文物保护

的考古工作者说，历史文物之所以独特，在于它本身凝聚着

的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一个历史事件，而且是有丰富拓

展性的“立体历史”，它不是按照平方米计算的现代建筑，

它是拥有无限价值的历史传承，每个人面对它，都会有不同

的解读，不同的人文体会，这是不能再生，不能复制和高仿

的。一个城市，这种历史文物建筑越多，这个城市的历史文

化就越生动，它的生命力吸引力也越强。希望辛公馆这样的

“保护”再少些，希望更多的济南的辛公馆不要变成高仿的

“新公馆”。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