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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历史建筑是砖木结构或土木
结构，容易燃烧，如果建筑群内缺少防
火分隔，往往一个烟头、一个电气故障，
就可能引发火灾，甚至导致“火烧连
营”。
据王文强介绍，总督楼属于砖木结

构建筑，木构件耐火极限较低，而且在
过去100多年中长期风化干裂作用下，
更容易被引燃。“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
历史悠久的建筑电路老化严重，容易发
生电路短路，也存在很大的火灾隐患。”
防火大于天，除了与建设、文物、安防等
相关部门建立好联动，总督楼也一再强
化自己的安防工作。
今年年初以来，德国总督楼旧址进

行了电路改造，所有电器使用新电路，
彻底封闭老电路。同时对消防系统进行
了升级，合理设置防火分区和消防隔
断，改造微型消防站，增设室内消防设
施、探测和报警系统，以保证消防通道
畅通，提高建筑的防火能力。“防患于未
然，在防火这件事上，再怎么小心也不
为过。”王文强说。

■利用
将历史建筑“活化”

历史建筑作为城市文脉的延续，
如何与现代城市融合共生？有一种声
音认为，合理地开发利用，也是保护老
建筑的方式之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也曾下发通知，支持和鼓励历史建筑
的合理利用，在保持历史建筑的外观、
风貌等特征基础上，合理利用，丰富业
态，活化功能，实现保护与利用的统
一，充分发挥历史建筑的文化展示和
文化传承价值。
数据显示，目前青岛认定公布了

文物保护单位515处（国家级18处、省
级55处、市级85处、区市级357处）和历
史优秀建筑206处。为了保护这些珍贵
的历史建筑，青岛市在不断加大修缮保
护力度的同时，也在探索保护利用的新
途径，让历史建筑真正“活起来”。
由海滨旅馆旧址衍生出的青岛印

象博物馆于2013年正式向社会开放，
收藏和展示青岛建制以来不同时期的
建筑文化史料和藏品。姜仁星告诉记
者，“我们在对大楼进行修缮保护的过
程中，搜寻查阅了大量与青岛老建筑
和城市历史有关的资料，形成了非常
丰富的积累，我们希望能够将这些史

料和实物向社会开放展示，分享我们
的经验，这是我们设立博物馆的初
衷。”
德国总督楼旧址在过去百年间，

功能发生过几次变化，建成之初作为
德国总督官邸，1939年之后以迎宾馆
的身份为人熟知，1999年起设为德国
总督楼旧址博物馆，向社会开放。每一
次功能转变都对应一次历史的转换，
也见证着一个城市的历史。
历史建筑的“复活”渐成趋势。

2015年，位于八大关内的“公主楼”修
葺开放，以童话世界为主题，带人们穿
越回安徒生的故乡。次年，作为1935年
电影《劫后桃花》取景地的“蝴蝶楼”，以
电影主题博物馆和影后胡蝶个人纪念
馆的形式对公众重新开放。同年，位于
湖北路的中国首家电影生活馆———
1907光影俱乐部亮相，此建筑原是德国
水兵俱乐部旧址，1902年建成，是青岛
第一个礼堂、电影院，第一个文化综合
体，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电影院……
“历史建筑的开发利用不同于一
般建筑，既要考虑到使用，也用考虑到
保护。”姜仁星认为，很多历史建筑以
博物馆、展馆、文学馆、书房等方式被
利用起来，除了在风格上比较贴合，也
是因为这些方式对建筑有可能造成的
损坏程度较轻。“谁使用它，谁才会真
正地、时刻地去保护它。而且用老建筑
去讲述青岛的故事，去展示一座城市
历史与文化，确实是一种非常契合、恰
当的方式。”

■规划
街区保护更具价值

作为一个老青岛，长期从事青岛
德式建筑资料收集和研究的袁宾久对
青岛的历史建筑有特殊的感情。“这些
历史建筑可以说是青岛城市建筑的精
髓，是我们这座城市历史的见证，如果
它们被破坏了或者不存在了，我们就
失去了认识历史的一种凭证。”
袁宾久认为，总体来说，青岛在历

史建筑保护方面做得还算不错，很多
建筑既维持了较好的外在状态，也发
挥了很大的使用价值。“但是也有保护
不力、没有被利用起来的，它们还存在
很大被发现、被挖掘的潜力。”而他最
关心的是，历史建筑的修缮保护如何
实现更规范的管理。

根据艺术性、历史价值、建筑体量
等不同因素的综合判定，历史建筑总
会被分出等级，有些被列入文保范围，
有些则不。列入文保范围的建筑，再被
分出国家级、省级、市级，对文物保护
单位进行修缮，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
位的级别报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批
准。“在一些历史建筑上，存在有业主
或承租人擅自改建和破坏原状的情
况，尤其是一些商业用房或居民住房，
这对历史建筑保护带来的破坏性是很
大的。”袁宾久说。
实际上，《青岛市历史建筑保护管

理办法》在2012年业已出台，对历史建
筑的认定、保护、利用等皆有相关规
定，但是由于很多历史建筑产权复杂，
执行起来并非易事。据了解，市文物局
如果想将一些老建筑列入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一般需要先向区县级政府部
门征求意见，但是如果产权人自己不
配合，文保工作将会很难开展，而现有
法规对此缺乏强制力。
比起单体历史建筑的保护，还有

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 历史街区的
保护。参与过不少历史街区规划论证
的姜仁星认为，“街区的保护更加需要
整体的规划和设计，一片区域功能上
如何定位，风貌上如何统一，具体怎么
来进行修复或建设，这些都是有挑战
性的难题。但是一旦规划得好，它对激
活街区发展、展示城市形象、传承城市
文化的推动效果会是非常显著的。比
起一个个单体历史建筑的保护，历史
街区的保护更有长远影响和价值。”
保护历史建筑，不仅仅要保护建

筑本身，更要关注它周边的物质环境、
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街区保护的意
义正在于此。“如果一座特别现代化的
高楼出现在一片历史街区，可能会感
觉很突兀。即便是新建建筑，也应该与
其历史环境相协调。在整体性的风貌
呈现中，建筑和街区的历史文化才会
更加得以凸显。”姜仁星说。
事实上，青岛市近年来也逐渐意

识到街区保护的重要性。在2016年编
制的《青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2011-2020）》中，明确划定了28平
方公里历史城区，中山路、鱼山、信号
山、八大关、汇泉角等13个历史文化街
区，为历史遗产保护和城市更新发展提
供了法定依据。此举还有一个意义在
于，历史文化街区内没有被列入三级文
保范围的历史建筑同样受政府保护。

王文强可能是最了解德国总督楼
的人。从1992年至今，他在这里工作了27
年，负责这座文物建筑从外到内的修缮保
护工作，他知道楼顶有多少片瓦，楼内有
多少根梁、多少块地板，甚至知道有多少
个钥匙孔。总督楼是不少老青岛公认的保
存较好的历史建筑，这其中有王文强一份
功劳。
从业期间，王文强主持过较大规模

的楼顶、楼板、雨棚和花房等修缮工作，
除此之外，零散的文物修复几乎没有停
过。他热爱也敬畏文物，一心想把楼内
楼外大小设施永远维持在最好状态。初
到总督楼时，他从仓库里发现一个德国
大钟，坏掉之后没人能修，就暂时放了
起来。他觉得这既然是文物，放着太可
惜了，就搬出来修。“这只钟表的运行原
理比较特殊，我研究了好长时间，查阅
了无数的资料，也经过了很多次失败的
试验，最后才确定是重锤质量配比不均
无法提供动能所致。然后一点一点地
调，调了一个多星期才调好。”如今，这
座百年大钟立在大厅一角，一刻钟报一
次时，20多年时间里再也没有坏过。
在工作中，王文强这股子钻研劲儿

一点儿都不曾减退。门、窗、把手、钥匙、
灯……任何损坏都能被他修复好。因为
它们都属于文物，为了原样复制，他不
知要翻阅多少资料，尝试多少种材料。
他技术过硬，态度也“较真”，有一次，他
到厂家监制屋顶檐沟上的钢制镌花制
作，要求刻制图案必须保持100年前的
原样。厂长说工具有限，用这些工具没
法做到。王文强亲自上手，硬是用厂家
提供的工具做了一个完美示范，工人们
为之折服。
最近，他终于抽出时间来修好了楼

内贯通一到四楼、以前用来上下传送食
材的食屉升降机。“这个食屉原本用不
上了，不修也没事，藏在里面，别人也不
知道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就算不用，它
也是这个楼的一部分，一直想把它修
好。”他没有找到足够的关于食屉的有
关资料，只能根据其现有结构去推测它
的工作原理。王文强着迷一样地研究
它，经常在黑洞洞的通道里一站好久，
摸索一个个零件，观察、琢磨，好不容易
才弄明白，它是用配重来解决升降问题
的。他又成功画出了原理图，很快就带
人一起把食屉给修好了，总督楼因此又
多了一件复原的文物。
“文物修复是个良心活儿，在一些
建筑细节上，你是否最大程度上尊重了
原貌，外行看不出来，但你自己内心是
很清楚的，所以必须对自己非常严格。”
王文强今年58岁，眼看快到退休年龄
了，亲力亲为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多向
手下几个年轻人传授技艺。这座楼，他
已经用心呵护了27年，希望有更多人继
续来呵护它。

▲ 海滨旅
馆旧址现为青
岛印象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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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较真”二十七年
用心呵护一栋楼现“芳华”

在当下”，并纳入历史街区合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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