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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岁的题壁堂摇摇欲倒
有的柱子底部腐烂，屋顶也已破损，戏台上竟堆满煤球

百年“主考官大殿”隐身长清一中
18日是国际古迹遗址日，记者探访鲜为人知的长清“教育遗产”

教学楼后

藏着“主考官大殿”
16日上午，在长清区文物保护所所长刘斌

和长清一中老师李现新的领引下，记者来到位
于长清老城区的长清一中初中部西校区所在
地，探访隐藏于此的一处古代教育遗产——— 清
代长清考院。

走进校园大门，迎面看见的都是现代教学
楼，和别的校园没有什么不同。而到教学楼后面
时，记者才发现，一座前出厦、五开间的古建筑
静默地隐藏在这里。在古建筑大门上方，挂着一
个由济南已故知名学者徐北文先生题字的“长
清一中校史馆”牌匾。

“这座大殿曾经的官方名字叫‘县学考院主

考官大殿’，是清末长清考院的主要建筑。”李现
新老师介绍说，这座有百余年历史的大殿历经风
雨能够保存下来，算是很幸运了。

记者注意到，在大殿的外墙上挂有一块标识
牌，记述了大殿的修建时间和几经修葺的经历。

长清县令苏杰

建院时曾带头捐资
“清代早期，长清各地的童生们进县城考秀

才，都是在县衙前搭凉棚进行。每次搬运桌椅，
都颇费工夫，遇到刮风下雨，更是苦不堪言。”李
现新老师对长清历史颇有研究，详细介绍了长
清考院的来历：

“长清是地处省城济南西部的巨邑，竟没有
自己的考院，这和长清的身份很不匹配。”在

1888年春天，当时的长清县令苏杰来到城东南
角的石麟山下，打算在这里修建一座考院。

为了尽快建成考院，县令苏杰毅然带头捐
资。随后，一部分士绅也慷慨解囊，积极捐款。当
年建成后的考院，有大门、二门、讲堂(副殿)、正
堂(现存的主考官大殿)，两旁还各修建了十八
间考棚。

“工程完工后，苏杰亲自为大堂题额为：秀
擢麟山。”李现新介绍说，建造过程被完整地记
录在《创建考院碑记》中，可惜，现在这方碑刻被
镶嵌在大殿墙壁内，无法看到了。

“现在，这座百年考院，几经悲喜沉浮，只剩
下这座孤独的大殿了。”李现新说，这座考院对
长清文化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县学考院主考
官大殿”，完全称得上是长清区一处最具影响力
的“教育遗产”。

“‘教育的遗产’和‘工业遗产’、
‘宗教遗产’等一样，都是文化遗产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了各个时代中
产生一定社会影响、并在一定范围内
得到认可的，与教育相关的具有突出
普遍价值的文化遗存。”刘斌所长介
绍说，其实，在长清区，这座只有百余
年历史的大殿只能算是教育遗产中
的小字辈，除了它，还有年代更早的教
育遗址。如被列为济南市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的长清文庙，现在大殿保存比
较完整。长清县学文庙始建于宋代，民
国时期做过县教育局办公地，在抗战
时期一度作为长清中学的复学地。

他随后带领记者又来到文昌办事
处中心小学。在这里，记者看到了保存
完好的两块清代石碑，上面记录了“五
峰书院”从五峰山迁建在此地的历史，
可惜书院的古建筑没有留存，只剩下
这两块石碑。

目前，济南市尚无教育遗址列入
国保名录，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名录中，
有济南府学文庙、平阴府学文庙、齐鲁
大学建筑群、奎虚书藏等与文教相关
的遗址。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济南教
育文化遗产的原齐鲁大学近现代建
筑群、济南府学文庙已经申报第七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记者 郭学军)

济南两处教育遗产

申报第七批“国保”
4月18日，是国际古迹遗址日。

今年国际古迹遗址日的主题为“教

育的遗产”。该主题旨在体现不同

地理文化背景下的学校、图书馆、

学术机构等教育的遗产。“国际古

迹遗址日”前夕，记者探访了长清

区的几处教育遗产，了解到历史上

它们所承载的教育故事。

□文/片 记者 郭学军 实习生 梁栋方

网友： 题壁堂风雨飘摇，急需维修
今天，有网友在网上发帖，省府附近

的“题壁堂”危在旦夕，需要立即维修。同
时还把自己拍的题壁堂的相片发在了网
上。

据查，题壁堂建于清嘉庆八年(1803

年)，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扩建，由正
堂、戏楼、三星楼、大罩棚及附属建筑组
成。题壁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学堂。晚
清时期以宗族公款或募集经费在堂内办

“义学”(又称“义塾”)免费招收学童。解放

前为私立明湖小学地址，1979年题壁堂
被公布为济南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网友说，“从现在的情况看状况堪
忧，比如大堂的立柱底部已经腐朽，若不
抢救维修，危在旦夕。”

现状： 有的木柱腐烂了一半，屋顶出现破损
题壁堂位于寿康楼街，高大门楼，体

现着往日的气派。在门上挂着济南市人
民政府的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匾。从上
面得知，从1979年就被设立为济南市
的“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不过，虽然依旧是木质的大门，但

早已破败不堪。走进这扇门，可以看到
墙上挂着“家属院，严禁外人入内”的
提示。

记者看到,以木质结构为主的题壁
堂门廊、戏台、罩棚和后殿等结构还依
稀可见原貌，但木质结构上的彩绘痕

迹已经斑驳模糊，部分大块脱落。堂内
到处堆满了生活废品和建筑垃圾，戏
台俨然成了蜂窝煤、旧家具的存放地。

二层的古戏楼靠木质红柱支撑，
但记者发现，很多木柱底部已腐烂，屋
顶瓦片也出现了破损。

文物局： 要进行抢救性维修，正在制定方案
据已经75岁的杨老师介绍，她住在

这里期间，文物部门也进行过维修，主要
是修修补补。隔壁吕祖庙里的道士说，这
里一开始作为升阳观的一部分，主要用
于施粥、赶庙会和举行仪式等用。

从1968年就住在题壁堂对面的刘女
士说，她记得最近的一次维修也有十年
了。记者注意到，由于题壁堂的窗户是窗

棂，“下雨的时候很容易进水”。另外，由
于题壁堂里没有下水道，下大雨时还出
现过积水。

对此，记者采访了济南市文物局。文
物局的一名工作人员说，关于题壁堂，他
们也一直在做工作，但按照文物的属地
管理，主要应由历下区进行管理，根据

《文物法》谁使用谁维修，但是现在想让

使用者维修也不现实。
他说，针对目前的状况，他们准备进

行抢救性维修，“近期就做，现在正在做
方案，我们也考虑快到雨季了，抓紧进行
维修。”

他说，这几年也在跟历下区联系，希
望能迁走里面的住户，“我们会从技术和
资金上提供支持。”

始建于清嘉庆年间的题壁堂，距今已经210年了。

这座木质建筑，历经百年风雨，如今风雨飘摇，破损

的屋顶、腐烂的木柱……好在，文物局的工作人员说

了，现在正在制定方案，准备进行抢救性维修。

□文/本报记者 李培乐 片/记者 徐延春

积水把两根支撑大柱的根部都泡腐烂了。

戏台上堆放着各种生活杂物。

▲现存的长清县学考院主考官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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