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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 半个多月前，建筑规模庞大的山东省博物馆新

馆正式对外开放。在感叹新馆壮观的同时，我们不由

想起了曾是省博最早馆址的广智院。

这座建于一个世纪前的老院子，也是济南第一座博物院。可以说，

它承载了很多“老济南”的回忆。
本期策划 朱頔

广广智智院院的的““前前世世今今生生””
这里曾是省博最早的馆址，也是济南最早的博物院

见习记者 林媛媛 实习生 赵军光

半个多月前，位于经十东路上的山东省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无论是规模还是设施
的先进程度，新省博在全国省级博物馆中都名列前茅。自开放至今，每天都有众多的游览者前
往参观。

自新省博往西约10公里，在齐鲁医院的东门，一座被高楼大厦包围的老院子显得有些另
类，院内由青砖灰瓦建成的老房子看上去饱经沧桑，临街的半圆形拱门上，三个正楷大字告诉
人们这座院子的名字——— 广智院。

这里就是省博最早的馆址，也是济南最早的博物院。

由外国人修建

是济南最早的博物院

1904年，英国传教士怀恩光

在青州建立了一所“博古堂”，这
就是广智院的前身。后来，随着
济南在山东的地位日益重要，怀

恩光把“博古堂”搬到济南，并改

名“广智院”，取“广其智识”之

意。

建设之初，广智院就是作为

博物院的功能设计的，它正面为

陈列室，左为阅览室，右为研究

所，后为布道堂。

广智院不仅是济南最早的

博物院，也是中国最早的博物院

之一。当时院内的陈列品包括动

物、植物、矿物、天文、地理、机

工、卫生、生理、农产、文教、艺
术、历史、古物13个门类，采用展
橱、镜框、挂图等方式，展品万余

件，常年开放。

1922年，胡适参观广智院，并
在日记中写道：“此院在山东社

会里已成了一个重要教育机关。

每日来游的人，男男女女，有长

衣的乡绅，有短衣或者半臂的贫
民。本年此地赛会期内，来游的

人每日超过七千之数。今天我们

看门口入门机上所记的人数，自
四月二十六日起，至今天(七月七
日)共七十日，计来游的有七万九

千八百十七人。”两个多月的时

间，便有近八万人参观广智院，

可见其当年之盛况。

解放济南时，陈毅曾专门下
令不要轰炸广智院。新中国成立

后，人民政府接管广智院，广智

院暂时关闭。

省博最早的馆址

原展品多未存留

1952年，山东省政府决定筹

建山东省博物馆，安排当时山东

自然科学教育研究所进行具体

工作。时年22岁的杜显震也参与

到这项工作中。

7日上午，已是满头白发的

杜显震告诉记者，当时馆址有两

个选择，一个是广智院，还有一

个是道院。他们首先考察的是广

智院，看了之后立即决定就选这
里，道院连看都没去看。“广智院

的设计非常科学，它最初就是按

照博物馆的功能设计的，展厅呈

‘回’字形，游客走一圈能把所有

的展品都看一遍，不落下展品还

不浪费时间，展览室也很大，当

时我们都很满意，就决定不用去

道院看了，就选这儿了。”杜显震
说道。

1952年冬，山东省博物馆的

筹备人员进入广智院，并挂起
“山东自然博物馆筹备处”的牌

子，当时整个筹备处的工作人员

只有二十多个。

广智院原来的展品全部被

撤下展台，打包整理后，存放在

一个小阁楼上。从此，这批展品
被束之高阁，再也没有出现在济

南市民面前。

“那时候，人们对老东西普
遍存在一种蔑视态度，没有保护

的意识。当时广智院自然展厅里

有一个很大的长颈鹿模型，一个

同事一锤子就把它脖子敲断了。

现在想想太可惜了，都是好东

西。”说起那些老物件，杜显震惋

惜不已，“当时人文展厅里有很
多轮船模型，按照从古至今的发

展，从舢板到火轮，模型按照严

格的比例，制作得非常精致，比

现在的模型漂亮多了。”

后来，存放在阁楼上的东西

渐渐被人遗忘，偶尔有人去挑选

一两件带回家。杜显震说：“当时

我也拿了一些回家，现在还有几

件保留着。其他的，慢慢都毁

了。”

建馆却没展品

首展一展就三年

虽然1952年省博工作人员

就入驻广智院，但很长一段时间

内，广智院一直是空的。

“没办法，原来的展品我们不
能使用，只能征集新的展品，我们

当时二十多个工作人员全部被派

出去征集物件，还在报纸上刊登

征集通知。”杜显震回忆说。

1952年10月，山东举办建国3

周年国民经济恢复成就展。正在

筹建的省博曾经想过将展览放

在广智院举行，但因为场地太

小，没能实现。后来，成就展在珍
珠泉临时搭建的8个大棚里举

行。两个月后，成就展结束。政府

决定，精选一部分展品，运到广

智院继续展览。

“当时我们二十多个工作人

员全体出动，去珍珠泉挑选展
品。当时馆里什么也没有，到珍
珠泉选的时候，恨不得都搬回

来。”杜显震说。从珍珠泉搬回来

的这些展品让省博实现了首次

展览，而且一展就是3年。

后来，随着征集到的展品越

来越多，省博也陆续举办了各式

各样的展览。

广智院每次展览

都是济南人的大事

六十多岁的张德东是“老济

南”，他告诉记者，当时广智院的

每次展览都是济南人的大事。

“那时候不像现在娱乐活动多，

老百姓主要是听大鼓书和相声，

偶尔看看电影，再就是去博物馆

看看。最早博物馆的票好像是2

分钱，不算贵。”张德东回忆道。

张德东到现在还记得他在

广智院看过的一次医学知识展。

上世纪60年代，省博和山东省医
学院联合举办了一次医学知识

展，展览了很多人体标本和器官

标本，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燕

子李三”的大腿标本，“李三的大

腿真的跟一般人不一样，很粗，

肌肉很明显。”张德东说，当时这

个展览是济南的一件大事，几乎
人人都在讨论。

张德东的儿子张军也对广

智院印象深刻，就是在那里，他

第一次看见了恐龙骨架和化石。

但是张军说，让他印象最深刻的

却是80年代的一次展览——— 性

的自然史。“当时刚开放，‘性’这

个字大家说都不敢说，我和几个

年轻朋友奔着这个专门去看的。

其实当时里面展览的主要是植

物和动物的繁殖，跟‘性’沾边的

就是一张男女交合的平面解剖
图，不过已经很刺激了，当时我

们都不大好意思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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