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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济南商埠琐记》主要介绍了济南自1904年开埠以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迁与发展
，再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济南风情。
济南是一座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名城，有着近5000年的建城史，不但众多的名泉闻名天下，而且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在这里生活、旅居过，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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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商埠的“大世界”　　商埠曾有一处游艺园，虽然规模不及上海的“大世界”，但游乐项目却与
“大世界”类同。
园内大戏院、小戏院、电影场、说书场、杂艺场、马戏场、地球场、篮球场、动物园以及餐馆、茶社
等一应俱全，堪称商埠的“大世界”。
　　游艺园位于经七路纬五路，由季海泉、王盛三、薄芾村等人创办于1925年。
季海泉是上海人，早年来济南从事营造业，还与薄芾村等人开设了一个骨粉厂。
1922年前后，季海泉回上海时看到“大世界”异常火爆，颇为心动。
返回济南后，遂联络周村籍商人王盛三以及薄芾村等人，打算购地58亩，建一处游艺园。
由于资金不足，便又联络了苏古农。
苏古农是安徽亳县人，民国初期来济南从事金融业，在老城院西大街（今泉城路西段）建了营业大楼
（今齐鲁金店），楼内分别设有恒大银号、庆云金店、通济当铺等，数年后即成为济南巨富。
　　苏古农答应投资后，被推举为筹备主任。
时逢田中玉担任山东省督军，以“军费不足”为由，向苏古农“借款”150万元。
无奈之下，苏古农宣告破产，回了安徽老家。
　　后来，季海泉等人仅凑得20余万元，因不敷使用，便改购地为租地。
季海泉参照上海“大世界”的格局，亲自设计绘图。
游艺园落成后，于1925年5月12日举行了开园仪式，正式向游人开放。
　　游艺园实行“一票通”。
游人购票人园后，除了在餐馆、茶社要付饭资和茶资以外，其他如听戏、看电影等均无须再花钱。
济南人对游艺园颇感新奇，前来游玩者与日俱增。
　　1928年“五三惨案”后，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惶惶。
季海泉为避祸乱，回了上海，其他股东亦四处躲避。
而游艺园则由《济南晚报》社长郭伯洲等人暂为管理，以维持局面。
　　韩复榘主鲁后，虽然社会渐趋稳定，但季海泉等人已无心继续经营。
山东省政府与游艺园的全权代表薄芾村几经交涉，将游艺园作价后收归省政府所有，随后又将游艺园
作为山东进德会的活动场所。
　　所谓“进德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由蔡元培所倡办，后来遍及全国各地。
　　山东进德会成立于1932年8月18日，由韩复榘等15人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
进德会最初设在济南市立体育场（今皇亭体育馆），次年迁至游艺园。
由于挂上了进德会的牌子，坊问从此把游艺园改称为“进德会”。
　　韩复榘主鲁期间，在文化、教育、体育、戏剧等方面多有建树。
他不仅酷爱京剧，而且喜欢骑马、游泳、足球、篮球等体育活动。
早年他担任团长时，就曾经组建过一支水平很高的篮球队。
　　1933年以后，游艺园的设施不断完善。
大门内有旋转的记数器，可显示每天的游客人数。
园内绿树成荫，生机盎然。
人工湖畔杨柳依依，湖水碧波粼粼。
扩建后的大戏院可容纳数百人，新建成的室内游泳池设有跳水高台，各种游泳辅助设施均属一流。
　　园内还设有国剧研究社、鲁声话剧社，以及图书馆、金石书画古玩玉器展览室等。
进德会还创办了《进德月刊》，内容涵盖文学艺术、戏剧、大事记、漫画等，而尤以戏剧方面的理论
文章最具影响力。
　　进德会把游艺园作为活动场所后，韩复榘规定，所有在济公务人员每逢星期一均要到进德会参加
“总理纪念周”活动。
　　虽然进德会的活动频繁，但并不影响游客。
游艺园不仅每天向游客开放，在节假日还举办花灯会之类的游园活动，百姓可免费游园，与政府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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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乐。
　　彼时，游艺园在华北地区享有盛名。
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谭富英、杨小楼、金少山等京剧大师以及南北曲艺名家均先后来这里献艺
，留下不少佳话。
　　有一年冬天，韩复榘派部下程希贤赴北京，把“富连成班”请到了济南。
袁世海与裘盛戎等师兄弟在游艺园的大戏院里同台演出了《打渔杀家》、《雁翎甲》等剧目。
袁世海后来记叙了在游艺园的一些见闻：“进德会与北京的城南游艺园相似。
里面种有花草树木，还喂养了一些动物供游人观赏。
天气虽寒冷，游人始终络绎不绝。
我们每天都提前去剧场，顺便在里面游玩一番。
比较吸引我们的是喂养老虎的地方，那里出售‘非同寻常’的‘长命锁’。
看守老虎的人，手拿竹竿夹着这‘长命锁’放在老虎嘴前，老虎听话地冲着锁吼叫一声，于是，锁就
有了‘特殊功能’，可与小儿镇惊压邪。
价钱也不贵，一毛钱一个。
看虎人不停地往老虎嘴前放锁，老虎一次又一次地吼叫，挺有意思。
围观的人很多，买锁的人也很多，我和师兄弟们都买了一两个‘长命锁’，准备携带回京馈送亲友的
小孩，这也算是此地的土特产吧。
”　　1935年元旦过后，游艺园里发生了一桩命案。
是日晚，游艺园内张灯结彩，游人如织。
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张苇村和随行人员行至园内孔雀亭时，身后突然响起枪声，张苇村随即倒地毙
命。
　　张苇村遇刺身亡后，社会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知情人士则大都认为张苇村是韩复榘与蒋介石
矛盾尖锐化的牺牲品。
　　当初，韩复榘担任山东省主席后，张苇村受蒋介石派遣，担任了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名为负
责党务，实则专门监视韩复榘的一举一动。
韩复榘对此十分反感，多次在公开场合怒斥张苇村是“无耻的党棍子”。
1932年，韩复榘以“财政困难”为由，下令解散了各县的国民党党部。
大大小小的“党棍子”走投无路，纷纷找张苇村诉苦，更有人上告到国民党中央。
从此，韩复榘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而张苇村则夹在中间，无所适从，最终成为牺牲品。
　　命案发生后，游艺园关闭了数日，不久便又开门迎客，恢复了原来的热闹景象。
至于张苇村被刺一事，人们除作为谈资以外，并无太多的关注。
　　日军侵入济南后，先将游艺园改名为“昭和园”，后因战事需要，又改为专门制造兵器的“昭和
园工厂”。
这处游乐场所，从此改变了用途。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接管了游艺园，先后改名为“山东政府机械厂”和“山东省机器工厂”。
济南解放后，这里成了济南第一机床厂所在地，里面仅保留着进德会时期的一座“黄河赈灾亭”，上
有韩复榘亲笔题写的“永澹沉灾”四个大字。
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座亭子也被拆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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