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神 州 行 走
東南亞版

◆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3年4月4日（星期二）

山
東
濟
南
活
化
老
建
築「
小
廣
寒
」
創「
電
影
博
物
館+

藝
術
餐
廳
」新
模
式

各
种
不
同
時
期
、
不
同
規
格
的
中
外
電
影
放
映
機
、
電
影
膠
片
、

海
報
、
電
影
道
具
…
…
位
於
山
東
濟
南
的
小
廣
寒
電
影
博
物
館
內
，

陳
列
着
四
千
餘
件
與
電
影
有
關
的
藏
品
—
—
很
少
有
人
知
道
，
這
座

隱
於
鬧
市
的
巴
洛
克
式
建
築
，
是
中
國
現
存
最
古
老
的
電
影
院
。

時
光
回
溯
到
一
九○

四
年
，
濟
南
自
開
商
埠
，
成
為
當
時
中
國
內

陸
第
一
個
自
主
開
放
的
城
市
。
同
年
，
德
國
人
在
經
三
小
緯
二
路
口

建
造
了
小
廣
寒
電
影
院
。
歷
經
百
年
滄
桑
，
這
座
承
載
着
幾
代
人
記

憶
的
老
建
築
曾
幾
度
更
名
，
也
曾
閒
置
多
年
。
直
至
二○

○

九
年
，

電
影
愛
好
者
李
建
軍
和
設
計
師
王
建
寧
出
資
對
其
全
面
修
繕
，
以

「
小
眾
電
影
博
物
館+

電
影
藝
術
餐
廳
」
的
模
式
運
作
經
營
，
才
重
煥

新
生
。

◆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殷
江
宏
山
東
報
道

李建軍是內蒙古人，小時常隨小夥
伴到鎮上看電影。他所居住的村

莊離城鎮很遠，一來一回要一個晚上，
等回到家時天已破曉。那時他的夢想就
是有一台自己的電影放映機。參加工作
後，兒時的夢想常常湧上心頭，他開始
收藏與電影有關的物品，一直堅持了近
20年。

修舊如舊 歷時兩年半預算超六倍
2008年，當李建軍第一次進入小廣寒
時，這棟老建築早已廢棄多年，整棟樓
最完整的地方只有四面牆壁。樓頂更是
成為流浪貓的樂園，伴隨着牠們的追逐
嬉戲，積塵四散。
從2009年初到2011年6月，小廣寒
的修繕用了兩年半時間，總投資近
1,200萬元（人民幣，下同），超出預
算六倍——最初李建軍和王建寧只想打
造一個工作室，預算150萬元左右，沒
想到不僅遠超九個月的計劃工期，還花
光了兩人多年的積蓄。
為了最大程度地尊重歷史、還原老建

築，兩人海量查閱歷史資料、諮詢專家
意見，對設計圖紙反覆打磨，甚至專程
跑到意大利去學習老建築如何改造。在
調研的過程中，他們逐漸認識到小廣寒
見證了中國電影百年的發展變化，亦是
濟南自開商埠迎來中西文化交融相匯的
「親歷者」。「它承載的東西太厚重
了，在做的過程中覺得責任越來越重，
壓力越來越大，反而不敢動手了。」李
建軍回憶。

為了修舊如舊，他們保留了小廣寒的
百年木質樓梯、柱子、鋼結構等，還去
正在進行棚戶區改造的普利街買了三棟
老房子，找來大量老建築材料，石頭、
木頭、磚，每一個元素都力求「原汁原
味」。他們不斷施工、返工，再施工、
再返工，僅大門就做了三四回。

親自動手 恢復有溫度的歷史建築
那時天氣很冷，王建寧經常整夜留在

破舊的老建築裏，思索每個空間的變
化、採光的處理。在他看來，老建築的
恢復不應該是冷冰冰的。「我們希望把
它做成一個活了100年的老建築，100
年來它經歷了很多事情，應該有很多變
化的方面。我們有意在一些牆面的建築
用了不同顏色的木頭，也用了不同時代
的傢具混搭形式，讓人感覺不是一個冷
冰冰的老房子了，而是更有溫度感。」
小廣寒羅馬假日主題間的弧形穹頂，

是巴洛克風格的典型體現，從每個角度
看，都是圓形的，但是找來的師傅做了
幾遍，都出不來效果，最後只好王建寧
親自動手，歷經幾遍，才最終完工。

4000藏品都有歷史 守護城市光影
據王建寧介紹，改造後的小廣寒有一

條流動的線暗藏其中，「進來以後你會
覺得它是一層一層打開的，裏面沒有牆
面，或者說所有的牆面都是可以打通
的，就像變形金剛一樣會變成很多種功
能，它是一個娓娓道來的、無盡延展的
過程。很多走進小廣寒的人，會感覺它

一直以來就應該是這個樣子。」
其實小廣寒修繕的過程中質疑聲一直
不斷。尤為艱難的是，當時小廣寒還只
是一處登記在冊的歷史建築，拆遷的陰
影時時籠罩在李建軍的心中。李建軍
說，直至2013年5月，小廣寒入選全國
第七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顆心才
踏實下來」。「這部非常珍貴的紀錄片
《周恩來外交風雲》是2000年開始正式
對外公開放映。你會發現每部片子都有
自己的身份證鑒定書袋，記載着它的片
名、拷貝號、語系、放映要求等信息，
當時這個片子我們收到的時候只放映了
6場……」
談起小廣寒電影博物館內的四千藏
品，李建軍如數家珍。每一件藏品的背
後都有一段歷史的印記。閒暇時他喜歡
關閉全場燈光，親手放映一場膠片老電
影，在光與影的交織下回憶逝去的時
光，別有一番感慨。
「這台電影放映機叫松花江5502，目
前在國內的存量並不是很多，是中國生
產的首批坐式35毫米專業放映機。」在
小廣寒二樓入口處，擺放着一台大型電
影放映機。在小廣寒的眾多藏品中，這
台放映機並不是最珍貴的，收藏過程卻
最曲折。2011年9月，李建軍從一名藏
友口中獲悉，山東菏澤有一座上世紀五
六十年代建造的老電影院因舊城改造要
拆遷，裏面有幾台老式放映機，他聽後
立刻驅車趕到菏澤。
「老電影院的放映室建造時先放機器

後壘的牆，要想拿到放映機，需要先拆

房子。」李建軍回憶，他從當地找了五
六個人用一天時間才把老房子拆掉，然
後把放映機一點點地拆出來，又僱了一
輛驢車從狹窄的街巷中把拆卸的機器拉
了出來。
「 小廣寒有8毫米、8.75毫米、9.5

毫米、16毫米、35毫米、70毫米等多
種型號的100多台電影放映機，既有中
國早期的，也有來自德國、美國、法國
等國的……」李建軍一一介紹着這些藏
品，像在談論自己的老朋友。在他看
來，小廣寒博物館成立後，他的眾多藏
品終於找到了歸宿。
通過對小廣寒的修繕，李建軍深感老
建築保護的不易。他發起成立了濟南市
老建築文化旅遊促進會，多年來一直關
注老建築的保護與活化利用，被當地媒
體稱為「城市記憶的守護者」。「文化
傳承方式有很多種，老建築更直接，通
過它可以觸摸到這座城市的歷史溫
度。」李建軍表示。

1904年
小廣寒電影院成立。

1946年
改名為國民電影院。

1948年
改為濟南電影院。

1950年
改為明星電影院。

20世紀五十年代
電影院遷址，原址
改為房管局管理的
直管公房。

六十至七十年代
改為中蘇友好電影
場、俱樂部。

八十年代
改為濟南市
衞生局教育
展覽館並對
外開放。

九十年代後期
小廣寒電影院原
址基本廢棄。

2003年
濟南市市中區
文化局對包括
小廣寒電影院
在內的市中區
多處老建築掛
牌保護。

2008年
相關部門計劃對
小廣寒進行修
復，決定引入社
會力量和民間資
本對小廣寒電影
院舊址進行保護
性開發。

2009年
由濟南市市中區
房管局牽頭，李
建軍和王建寧
共同出資對沉
浮百年的小廣
寒電影院進行
加固和修復。

2011年
6月1日

小廣寒博物
館+電影藝
術餐廳正式
對外開放。

2013年
3月份

小廣寒電影院
等老建築被國
務院核定為
「第七批全國
重點文物保護
單位」。

2019年
舉辦國際老建
築文化旅遊峰
會中意專家研
討會，並被確
定為國際老建
築文化旅遊長
久會址。

公益與商業結合 分時段運作
小廣寒電影博物

館的保護性開發由
社會力量主導，在
運營中採用公益和

商業相結合的模式，在中國老建築保護與
活化中是一個較早的探索。公益時間是作
為博物館時間，上午是9點半到11點，下
午是2點到4點，無門票收費；其他時間則
作為電影藝術餐廳的用餐時間，餐廳每個
房間都以電影為主題，餐桌上擺放的不是
餐具，而是電影膠片片夾。小廣寒電影博
物館累計公益接待遊客30餘萬人次，同時
還承接了《大道儒商》、濟南市宣傳片
《魅力濟南》等拍攝取景。

倡建歷史建築認養保護制度
「小廣寒文物和餐廳的結合其實也受

到一些質疑。不過，近年來隨着國家和
社會各界對老建築保護的重視，這種質
疑也越來越少。博物館迎來越來越多的

遊客，還成為深受學生喜愛的研學基
地。」李建軍坦言，小廣寒餐廳開業後
曾一座難求，後因受八項規定政策、疫
情等多種因素影響屢受重創，直到今年
才有回暖跡象。民間微型博物館是對公
共博物館有益的「拾遺補缺」，希望相
關部門加大對民辦博物館的扶持力度。
他透露，小廣寒的產權在住建部門，今
年正面臨重新簽訂租約的問題。他建議
建立歷史建築認養保護制度，動員社會
力量通過出資修繕、認領認養等方式對
部分歷史建築實行認養，在相關部門的
監管下享有一定年限（目前中國部分試
點城市的年限20年至30年）的文物建築
使用權，按照相關措施依法合規地進行
保護修繕和開展經營活動。

再現歷史建築活化可能性
在中國76萬餘處不可移動文物中，文

物建築佔有40餘萬處。此類文物建築數

量眾多、分布廣泛、產權複雜，保護管
理難度大。部分文物建築長期無人看
管，日常維護保養不到位，面臨坍塌和
消失的危險。2022年，中國國家文物局
印發《關於鼓勵和支持社會力量參與文
物建築保護利用的意見》，明確社會力
量可通過社會公益基金、全額出資、與
政府合作等方式保護活化古建築。

「我們以前對歷史建築，從對它的認
識、保護措施到活化技術，都缺乏一個
完整的策劃和研究過程，沒有充分地把
其本身特有的價值展現出來，導致歷史
建築被簡單化、或者是被粗略地改造，
這是歷史建築不應該有的一個結局。」
山東建築大學教授姜波表示。

保護活化最大難點是產權
在姜波看來，小廣寒電影院改造的一

個意義所在，就是把一個歷史建築的最
大社會價值、歷史價值、建築價值充分

地挖掘和展示出來，讓人們重新知道歷
史建築活化利用的可能性。

對於社會力量參與老建築的保護與活
化，姜波認為最大的難點在於產權問
題。「產權不清晰，社會力量投入的信
心就會不足，往往只能靠政府維修。」姜
波表示，在歐洲參與歷史建築修繕是可以
抵稅的，「你花了50萬歐元的投入，就
可以抵50萬的稅，企業的LOGO也會在
老建築的一面牆上展示出來，企業就非
常有積極性。對社會力量多角度參與老
建築修復，這是一種借鑒和啟示。」

活化應多考慮無形文化價值
「到底是保護老建築還是老建築的文

化？如果沒有文化，作為城市的建築是
沒有靈魂的。」設計師王建寧認為，對
於老建築的活化利用，應該多考慮無形
的文化價值，而不是純粹的商業改造。
他還指出，文物建築的修復，需要立法

確定有什麼事可以做，什麼事不可以
做。「比如在意大利，如果要修復建築
的外立面，必須要找到那個時期的材
料，用當年的工藝和手法去還原。 」

作為一座歷史文化名城，濟南市保留
着數量可觀的各類文化建築。近年來多
個老建築被「活化」後再次走進公眾視
野。距離小廣寒電影博物館不遠處，有
一座華夏書信文化博物館。這棟老建築
始建於1904年，最早為「濟南府電報收
發局」，是濟南現存最早的電訊建築。
2016年這裏改造成為國內唯一以書信文
化為主題的博物館，成為濟南火車站附
近一座地標式建築。

濟南市老建築文化旅遊促進會秘書
長、華夏書信文化博物館負責人趙曼坦
言，其實博物館每年的維護費用不菲，
建議政府對老建築保護加大扶持力度，
「把這些老建築活化利用起來，讓老建
築煥發第二春」。

◆小廣寒電影博物館的講解員正在為小朋友們講解文物歷史。 網上圖片

◆李建軍（右）和王建寧在小廣寒。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小廣寒電影院的昔日老照片。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如今的小廣寒電影博物館。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江宏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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