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凝固的音乐——齐鲁大学和齐鲁医院建筑群 

日期：2011-03-13 09:29 撰稿：齐鲁周刊 阅读：6449 次 打印 

西方现代医学植根于齐鲁大地，不仅给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广大民众的身体健康带来

了福音，同时也为这片神奇而古老的土地留下了许多凝聚着东西方文化的风格独特的建筑。

这些建筑作为历史的见证，绝大多数被纳入国家文物保护的范畴，有的已经成为所在地的地

标性建筑。齐鲁大学（现为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及其医学院和附设医院（现齐鲁医院）的

建筑群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从１９１６年动工兴建第一座建筑柏根楼开始直到１９３３年规划中的最后一座建筑

美德楼竣工，齐鲁大学建筑群的形成前后耗时１８年。整个校区（不包括医学院）共占地７

４英亩，从校园的鸟瞰图上可以看出，教学区在学校大门东侧校园的中部，南北轴线长２０

０多米，轴线的最北端是学校的行政大楼——麦考密克（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楼，最南端

是供校内教徒进行宗教活动的礼拜堂——康穆堂（Ｋｕｍｌｅｒ） 东西两侧由北向南对称

分布着用于物理学和生理学教学的狄考文楼（Ｃａｌｖｉｎ）、奥古斯丁（Ａｕｇｕｓｔｉ

ｎｅ）图书馆、用于化学和生物学教学的柏根（Ｂｅｒｇｅｎ）楼和葛罗神学院。狄考文楼

的东面是学校的男生宿舍——四百号院，男生宿舍再往东是中国教员居住的佛兰比（Ｆｏｌ

ｌａｎｓｂｅｅ）村。康穆堂左右两侧是洋教授居住的具有西欧风格的花园式别墅建筑，多

为二层楼房。女生宿舍叫美德楼和景蓝斋，位于学校的西部。学校的校门叫校友门，紧靠校

门西侧是圣公会的中心——圣保罗楼和小教堂。１９２６年建成的麻风病院位于康穆堂东侧

洋人教授别墅的南面。此外，学校还建有水塔、煤气房、农场、牛奶场、观星所（天文台）、

测候所（气象站）、发电厂等。 

  齐鲁大学整个校舍布局自由，功能区分明确，校园内花木扶疏，环境幽雅宜人，在当时

中国的大学中是首屈一指的，在学生们的眼中这所学校犹如世外桃源，真是美极了：“校园

非常宽敞。到处是美丽的鲜花和树木，中心的小花园尤其如此。这个小花园被花卉和小道分

割开来，看上去就像英国国旗。这看起来非常有趣，同时也意蕴深长。每当我走过这里，我

就会想到这些。” 

▲求真楼 

  求真楼建于１９１１年，是一座带地下室的二层砖石结构小楼，建筑面积１０３４平方

米，是医院的诊病所（门诊部）。地下室有挂号室、Ｘ光室和锅炉房等。一层东面是手术室

和外科门诊；中间是大候诊室，候诊室内设有讲台，供传教士向病人布道，还有内科和耳鼻

喉科诊室；一层西侧为药房、药品仓库和眼科、皮肤科的诊疗室。二层主要是观察病房和护

士用房。 

  求真楼曾经一度作为齐鲁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宿舍楼，也做过生化及生理系用房。５０

年代以后成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和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办公楼，现在是山东大学齐鲁

医院的干部保健门诊。 

▲校友门 

    １９１７年９月，齐鲁大学开学，但由于经费不足，一直未建成正式校门，更没院

墙，周围以铁丝网代墙。 

    １９２４年，千名齐大毕业校友捐款２０００多银元，终于盖了像样的校门。门的

造型完全采用中国传统的三间三叠式的古代牌楼样式，成为齐大的标志性建筑。门楣正面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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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楷书“齐鲁大学”及背面“校友门”等，均为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后兼山东大学校长、

清末状元、潍县名书法家王寿彭所书。 

▲新兴楼 

  新兴楼又称济南共合医道学堂医学大讲堂，１９０９年开始兴建，１９１１年竣工。当

时清朝政府的山东巡抚孙宝琦为医学大讲堂的修建捐白银１０００两（折合７万美元），亲

率军政大员参加大楼落成典礼，并在大讲堂南门合影留念。 

  医学大讲堂建筑面积３０１６平方米，是共合医道学堂的主体建筑，当时俗称大主楼。

楼内有会计室、教室，还有可容纳百余名学生的大会堂，有设有阶梯型座位的手术室，以及

组织学、药理学、生理学、病理学和临床等各类实验室。一层还有部分高级病房。当时“山

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医科”科长聂会东的办公室以及医学编译部、图书室也在此楼内。新兴楼

现在是齐鲁医院办公二楼。 

▲和平楼 

  和平楼建于１９１５年，是共合医道学堂附设护士养成学校的所在。护士养成学校于１

９１４年开办（初期为护士班），由英国浸礼会的劳根女士主持，学制四年，男女生皆收。

后来曾一度作为齐鲁大学的独立学科。护士养成学校１９５２年停办，期间为山东省培养了

一大批业务水平高、医德修养好的护理骨干人才。 

▲共合楼 

  共合楼又称养病所，１９１４年开始修建，１９１５年竣工。该楼为三层砖木结构，建

筑面积３１７１平方米。１９１５年９月２７日，共合楼落成典礼，时任北洋政府山东督军

的靳云鹏（此人后为国务总理）亲临祝贺，并亲书“共合医院五月初八日即救主一千九百一

十四年，山东都督靳云鹏率众行开工礼”奠基碑，此奠基碑今嵌在共合楼一楼门厅的北墙上，

碑文用中西两种文字书写。 

  共合楼是当时医院最大的建筑物，楼内有院长办公室、护士长办公室等，有普通病房１

０间、隔离及加护病房数间，有病床１１５张，分男女养病室，收治内、外、妇产、小儿眼、

耳鼻喉、皮肤、牙科等病人，此外还有割症房（手术室）、化验室、Ｘ光室、配药室等。１

９５２年以后这里曾经作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和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口腔科和眼科

病房，现为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办公大楼。 

 

▲麦考密克行政楼 

  建于１９２３年，是学校的办公楼，为学校的主体建筑之一。该楼坐北向南，两层砖木

结构，另有一层地下室（南半部）和半地下室（北半部）。屋顶以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和处理

手法为主，其交叉脊、花脊和歇山、山墙上精致的砖雕等等都是中国传统建筑做法。它是西

方建筑师将欧洲近代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相结合的一个尝试。建筑风格古朴典雅，造型

庄重大方，比例尺度恰当，细部处理得体，是一件较成功的建筑作品，被誉为“中国建筑复

兴样式”的代表作。该楼自建成后一直作为齐鲁大学以及后来的山东医学院、山东医科大学

的行政中心，是学校的标志性建筑和校园历史文脉的象征，可惜的是１９９７年毁于一场火

灾。 

▲圣保罗楼 

  圣保罗楼位于齐鲁大学校友门内西侧，是１９１７年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出资兴建的，南

临校园内最北段的杏林路，东临校门大道，与小教堂围合成一个内向庭院。最初这里是神职

人员的宿舍，后来成为齐鲁大学的招待所。在齐鲁大学后期，由于生源增加，原有的女生宿

舍不能满足需要，这里又曾一度成为女生宿舍。 



▲柏根楼 

  柏根楼建成于１９１７年，是齐鲁大学初期的主要教学建筑之一。它以齐鲁大学的前身

——广文学堂的首任校长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柏尔根 Ｐａｕｌ Ｄ ．Ｂｅｒｇａｎ 的名字

命名。柏根楼临近大学校门，位于中心花园西侧，与狄考文楼东西相对，是齐鲁大学化学、

生物学教学楼。是一座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  麦考密克行政楼是我们学校最引人注目

的主楼之一。楼的底部是用大石块砌起来的。上面部分是青砖建筑。里面是各个部门的办公

室。大楼旁边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松树和梨树，一些漂亮的花卉竞相开放。 

  学校的学生宿舍建得非常好。桌子、椅子、火炉、书架和床一应俱全。电灯、自来水及

暖气应有尽有。所有这些都对健康十分有益。 

  …… 

  我们大学的教堂耸立在校园的南部。这是一座石建筑。它的美和宽敞会深深地打动你。

如果你站在塔楼上放眼四望，大自然的美景尽收眼底。也许你能分辨出生活在尘世和离群索

居的区别。教堂里和外面几乎一样明亮，因为我们的教堂大约有一百多个窗户。” 

    １９０６年，由美国北美长老会和英国浸礼会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决定在济南投资兴

建新的医学院。１９０７年，英国浸礼会收到了来自英国利兹的罗伯特·阿辛顿遗产组成的

阿辛顿（Ａｒｔｈｉｎｇｔｏｎ）基金会的９０００英镑的捐款，用作建设新校区的费用。

１９０８年，浸礼会在济南城里趵突泉南端至城墙靠近浸礼会济南南关教堂附近购买了１６

英亩土地，当年新校区建设破土动工，到１９１４年新校区建设基本完工。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在新校区的建设过程中，时任清政府山东巡抚的孙宝琦曾捐助白银千两（相当于７万美

元）并亲率军政要员参加了竣工典礼。 

     齐鲁大学医学院及其附设医院所在的位置就是现在的齐鲁医院所在的位置，其建

筑绝大多数也都在原址完整的保留下来。１９５１年９月，为便于工作，将原齐鲁大学医学

院及其附设医院的主要遗存建筑分别命名为共合楼、求真楼、新兴楼、和平楼、民主楼、大

同楼、协和楼、解放楼、前进楼、青年楼等，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有的楼已不复存在。 

     １９１７年的齐鲁大学医学院及其附设医院总占地约２．６公顷。南到南圩子城

墙（济南老城城墙），北至广智院街，东与南关基督教堂毗邻，西至西双龙街。大门位于北

面（今齐鲁医院北门位置），是一三开间的屏门式西洋古典建筑，立有四根简化了的西洋石

柱，上有厚重的檐部，刻有“Ｓｈａｎｔｕｎｇ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

ｙ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医院）。檐部当中一开间高起为石砌三角形

山花，上书中文“齐大医院”。进入大门，西面北墙内是共合楼，共合楼正南面是医科（即

后来的医学院）所在地医学大讲堂（现在医院办公二楼新兴楼）。大门以北，东墙内是求真

楼。医院附设护士养成学校在医院的西南面。医院自备有发电机房，是当时中国最新型、院

舍最宽敞、医疗设备最先进、诊疗技术高超的大型医院。１９３５年又在广智院街路北兴建

新的养病楼和宿舍楼，医院总占地面积增至３．６公顷。 

▲狄考文楼 

  狄考文楼是齐鲁大学早期的标志性建筑，１９１９年建成，是为了纪念学校的创始人之

一狄考文而命名的。狄考文（１８３６－１９０８），美国基督教新教长老会传教士。１８

６４年１月受派遣来到山东登州（蓬莱），后创建登州文会馆，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真正

意义上的大学。狄考文楼位于齐鲁大学中心花园东侧，与北面的办公楼－－－－麦考密克楼、

西面的柏根楼成“品”字形布局。狄考文楼是一座较为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原为齐鲁大

学物理学、生理学教学楼，后为山东医学院、山东医科大学和山东大学医学院第五教学楼。 

男生宿舍——四百号院 



 

  齐鲁大学男生宿舍建于１９１６年，是齐鲁大学建校初期重要的校舍建筑。位于校园东

部，紧靠中心教学区，由两列八幢二层的砖木宿舍楼组成，为六个院落，号称四百号院。东

西各设一个宿舍院的总入口，东去运动场，西往教学区和学校大门。四百号院每幢楼共有学

生宿舍３０间，学生一人一室，居住面积大约２０平方米左右。室内有壁柜、书橱、桌、椅、

床铺设施齐全，冬天还有暖气，居住条件十分优越。四百号院历经近百年，至今依然作为学

生宿舍使用，保存完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