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照片中首次找回钟楼寺旧影
同组清末照片50余张，济南老街排队现形

□记者 王倩

在大明湖新区、正冲县西巷的地
方，有一个巨大的台基，这里便是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 明代钟楼寺遗址。几
年前，大明湖新区在筹建过程中，有关
部门曾想寻找钟楼寺的老照片，以探讨
复建钟楼寺古建筑的可能性。可惜，当
时并没有找到，复建钟楼寺的事情也就
搁置了下来。26日，读者宋毅向“再现明
府城”征集活动提供一宗50余张清末济
南老照片，这里面竟然发现了1908年钟
楼寺的照片。此外，将军庙街、后宰门
街、东辕门街等很多老街的清代影像，
都是第一次在这组老照片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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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组照片最为珍贵的是，今天济
南老城区那些早已成为遗址的地标性
建筑，在照片中都得以再现。如将军庙
街府城隍庙，后宰门街关帝庙，南北钟
楼寺街北口的钟楼寺，这些建筑都是
第一次在老照片中出现。”老照片鉴定
专家陈强说，这些照片的拍摄者目前
尚未考证清楚，从照片下面的德文注
解推测，拍摄者在济南待的时间不短，
不像是短期旅游的游客。

记者注意到，钟楼寺那张照片是
从南往北拍摄，前景上是南北钟楼寺
街，青石板街道上走来两位推独轮车
的老汉，旁边的店铺招牌上写着“恒泰
永成衣店”。而远景上，就是传说中的
钟楼寺主建筑——— 钟楼，当年的钟楼
是重檐歇山顶样式，因为建在高大的
台基之上，远远就能看到二楼上那口大
钟。据民国《续修历城县志》记载，明初，
将开元寺（原位于今县西巷南段路东）
辟建为济南府署，开元寺的大钟就移到
大明湖边的康和尚院，并改名镇安院，
又名钟楼寺。钟楼寺虽是明代才有的称
谓，而大钟却是金代明昌年间铸造，时
称明昌钟，钟高2 .3米，口径1 .7米，重达
8000公斤，可谓“济南第一钟”。如今，这
口大钟移于大明湖晏公台。

“这组照片除了市区街巷外，还拍
摄了玉函山、千佛山等当时郊区的一
些景观。”陈强指着其中一张塔的照片
说，“这张照片就很有意思，它其实是
千佛山脚下的塔，几年前这个塔还在
齐鲁宾馆院内，现在它已经被搬迁到
西郊兴福寺去了。”

多处建筑在照片上完整

展示清末济南市井百态

宋毅先生提供的50多张老照片，
最大的价值在于全景式地展现了清末
济南风光、建筑、人物和市井百态，“这
组照片一是拍摄时间较为集中，在
1908和1909两个年份，这个时期正处
于济南开埠（1904）和辛亥革命（1911）
的中间时期，它们也成为了济南社会
变革前期这一独特时期的珍贵标本。”
宋先生说，另一个特点是，拍摄地点跨
度大，从商埠区到明府城老城区，再到
济南郊区，都成了摄影师镜头对准的
地方，“当然最多的还是明府城区域的
照片，所以更能显出它们的珍贵。”

多数照片下都用钢笔手书了说明
文字，“均为德文，写得比较简略。”而
照片中频频出现几位外国人的合影，
也引起过宋先生的注意，照片上有穿
着优雅的女士带着孩子，有留着两撇
胡子身着礼服的男士，他推断可能摄
影师就是其中的一个人，“我推测可能
是当时德国领事馆人员的家人或朋
友，一家人或两家人来中国旅游，当然
这仅仅是推测。”宋毅说。

十余张尚未识别的街景，期待老济南人给过过目
陈强说，从宋毅那里看到这组

照片后，他与喜欢济南老照片的朋
友进行过多次探讨，不过，还是有十
几张照片尚不能确定拍摄的具体是
哪条街的景观。

“你看这张照片上，是1909年拍摄

的济南城内街道的阁子门。”陈强说，
这个阁子建筑的高度，貌似比钟楼寺
的钟楼还高。济南大明湖边以前倒是
有个阁子门前街、阁子门后街，据说名
字就源自当年街中央有个高大的阁
子。“但是那个阁子早就消失了，我没

有见过，需要上年纪的人给过过目”。
类似的照片还有很多。如，镜头

一：1908年，几个孩子在泉水边洗
澡，旁边是洗衣服的大人，背景上是
草顶的民居，看得出是什么街巷吗？
镜头二：1908年城内某街道上，独轮

车上坐着俩人，看来当年独轮车不
仅是运输工具，还是一种交通工具。
镜头三：在高大的阁子门前，几个孩
童嬉戏，大人们则望着镜头……读者
朋友，如果你看出这是哪条老街的景
象，欢迎拨打电话96709提供讲解。

“再现明府城”——— 济南老
照片、老物件、文献资料有奖征
集活动,由历下区委、区政府、
历下区明府城片区保护与改造
工作现场办公室、山东洋格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生活日报联
合发起。欢迎市民及各界朋友
积极参与。

征集活动热线:96709(24
小时服务)

征集活动邮箱:446100762
@qq.com

“ 再 现 明 府 城 ”Q Q 群 :
222684473

征集启事

▲1908年，将军庙街府城隍庙。

▲1908年，济南某街区泉边的市井生活。（镜头一） ▲1908年，济南某街上的独轮车。（镜头二）

▲1908年，南北钟楼寺街和钟楼。

⑥

▲1909年，济南某老街上的阁子门。（镜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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