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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说起古建筑，脑海中便是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雕梁画栋的金碧辉煌、
美轮美奂，但现实中留下的往往只有古朴和厚重。时间虽然脚步轻盈，但却能轻易地卷起昔日
的美丽悠然而去。
日子像从指间流过的细沙，总在不经意间悄悄滑过。莱西这小小的城市经过岁月的洗礼，

也留下了很多大大小小的老建筑，即日起本报将开设“小城老建筑”专栏，与大家分享这些建筑
的历史和故事，也欢迎大家积极提供莱西老建筑的线索，一起参与到栏目的编写中来！

□文/图 半岛记者 柳静

莱西水集街道义谭店村有一栋围在
院墙里的古朴二层小楼建筑，东西走向，
院门朝北，灰色的青砖让人回忆起遥远的
年代。这里便是莱阳县立二小旧址，2005
年被列为青岛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几经修缮也抵不过时间
的流逝

3月29日，百花齐放，暖融融的阳光
照射下，莱西市第一中高级中学旁边的
莱阳县立二小旧址静悄悄的，水泥墙上
半截镂空处能看到院内的几陇稀稀拉
拉的绿叶菜园。北向的院门紧闭，正对
着村中居民的门户，见到来人“汪汪”声
此起彼伏，为这里添了几许市井气息。
《莱西市志》中记载，莱阳县立第二
小学旧址为一栋二层楼建筑,砖木结
构、平脊瓦檐，小青瓦覆顶,玻璃窗，木
制地板，共计18间。现如今，小楼的木质
结构暂已无法考究，北向的玻璃窗都已
经被封起，只剩几扇留有时代印记的玻
璃门还清晰可见，玻璃透亮。

据周围居民反映，这座建筑时间太
久，里面的木质结构已经非常脆弱，所
以不适宜对外开放了。

曾经历史辉煌人才辈出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义谭店村

民解国钩经商返乡在村西卢西旧址建
校舍7间，创办“卢西小学”。1924年更名
为“莱阳县第二完全小学”。1931年,学
校毕业生及社会各界人士捐款在原校
址建起二层砖木教学楼1栋，总面积466
平方米。解国钧其子解雨亭、其孙解文
渊先后任学校校长。
111年过去了，这里慢慢发展成山

东省莱西市第一中学，从这走出的人才
不计其数。中共莱阳县党组织的主要领
导人谢春熙、战作云不仅是该校毕业
生，还在数次紧要关头以母校作为掩
护，保存了党的机密，使革命同志免遭
毒手。出身书香门第的青年女教师解家
凤冲破封建社会的牢笼到学校任教，积
极宣传党的进步思想，传授科学知识，
深得学生的崇敬和爱戴，但因积劳过度年
仅27岁就英华早逝。校友、国务院原副总
理姜春云曾以沉痛的笔触，深情追忆这
位才华横溢的启蒙教师。
除此之外，著名国画大师崔子范，

北京军区原司令员李新良，山东省政协
原副主席崔惟琳，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张
涛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乐育可风”传百年教育薪火

为表彰解国钧祖孙三代办学兴国、三
尺杏坛躬耕不辍的解氏父子，山东省教育
厅厅长何思源为学校题字匾书“乐育可风”。
时至今日，“乐育可风”的石碑仍矗

立在莱西市第一中学校内，仿若一位睿
智的老者屹立在书香醇厚的校园，静看
世间风云变化，向往来者讲述教育兴
衰、革命斗争史、社会发展的故事，呢喃
低语不绝于耳。

百年“二小”这儿曾走出无数革命英才
[ 小城老建筑 ]

二层青砖楼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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