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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济南市天桥区区委书记 毕徒奇

历史文化是城市形象的载体和发展的动力，是城市的灵魂所在 。 天桥区是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济南的中心城区之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文化

灿烂 。

天桥，自然禀赋得天独厚。辖区位于济南市市区北部，跨黄河两岸，汇泉城

风情，踞山河形胜。黄河、小清河贯穿东西，滔滔入海;鹊山、药山等历史文化名

山点缀其间，展列如屏 。 辖区东南部位于济南泉城风貌带核心区域，济南市内

四大泉群之一的五龙潭泉群即在此出露，名泉众多，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是这片

古老土地的历史文化根源 。

天桥，古代文明源远流长 O 辖区文化遗产丰富厚重，刘家庄晚商古墓群出

土的青铜器、无影山西汉乐舞杂技陶俑等历史文物精美珍贵;北园侯氏社火脸

谱、堤口庄四蟹灯、秦琼府传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异彩纷呈 。 辖区名人名士辈

出，不胜枚举。 自远古至今，扁鹊、秦琼、李白、杜甫、张养浩、李攀龙、周永年等

或在这里诞生，或在这里生活，或在这里游历，留下了大量人文胜迹和华彩诗

篇 。

天桥，革命业绩彪炳汗青 O 辖区红色经典文化波澜壮阔，中国共产党成立

初期，王尽美、邓恩铭等革命先烈就在五龙潭边组建了中共山东地方党组织领

导机构，传播革命思想，开展革命活动 。 时至今日，五柳闸中共济南市委员会旧

址、济南乡师纪念馆、毛泽东主席视察水屯纪念地、周恩来总理视察派口黄河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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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大桥纪念地等革命文化遗址仍旧熠熠生辉，为天桥发展注入了勇往直前、奋

发进取的不竭动力 。

天桥，工业文化灿烂辉煌 。 辖区在唐代就已成为制铁业重镇，始于元明时

期的派口 醋、睡泉酱菜 ， 久负盛名 ;清代以来，宏济堂东流水阿胶 、山东机器局等

民族工业相继萌生 ，面粉、染织、造纸等行业竞相发展，天桥地区逐渐成为近代

济南工业的兴盛之地。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 。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勤劳质朴的

天桥人民在历届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励精图治、顽强拼搏，综合实力不

断增强 ，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各项事业均取得了光辉成就。 文化如光，照亮

前程 。 近年来，天桥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大力振兴文化事业，加

快发展文化产业，全区 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为建设文化天桥、促进经济社会科

学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O

当前，天桥正处在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城市建设加速提升、统筹发展融合突

破的关键时期，更需要用历史文化凝聚人心、鼓舞斗志、促进发展、引领未来 。

这部《天桥历史文化概览~，立足"存史资政、益今惠来"以翔实的历史资料、严

谨的科学态度、朴实的语言风格 ， 从不 同侧面对天桥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入挖掘

和全面介绍，为传承天桥特色文化进行了有益探索，是加快文化强区建设的积

极实践。同时 ，希望有更多的有识、有志之士积极投身到天桥历史文化的发掘、

研究、整理、编撰工作中来，让优秀的天桥历史文化遗产服务当代、福荫未来，让

我们在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中 ， 共同创造天桥更加美好的明天 。

在《天桥历史文化概览》成书之际，谨以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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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区人民政府区长 李洪海

天桥区是历史文化名城济南的老城区之一，位于市区北部，设立于 1955 年

9 月 8 日，名称缘于辖区内横跨津浦、胶济两铁路的"天桥" 。 区下设 13 个街道

办事处， 120 个居民委员会。 辖大桥镇、桑梓店镇 2 个镇， 120 个行政村。面积

249.05 平方公里，人口 51 万 O

天桥区风光秀美。 济南著名景观"齐烟九点"中的六点凤凰山、标山、北马

鞍山、粟山、药山、鹊山，均在天桥;济南泉水的重要组成部分五龙潭水系诸泉、

东流水水系诸泉 、无影山诸泉以及迎仙泉、云锦泉、五柳泉、鹊山泉、洗砚泉等泉

汇聚在天桥;黄河、小清河穿境而过，与小清河相连的工商河、太平河、兴源河、

柳行河、东西源河纵横交错 。

天桥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春秋时期，鲁齐会盟"派上台"、齐晋相仇"鞍之

战"发生在这里;战国名医扁鹊，隐鹊山烧炼丹药见于史册;一代名将秦琼故居，

坐落在"水木明瑟"的五龙潭旁;元代名画 《鹊华秋色图》是以这里为背景而作;

著名散曲家张养浩，其别墅在秀丽的云庄;明代"后七子"之首李攀龙及其祖莹

在滔滔黄河畔 。 1969 年，无影山出土了被列为国家珍宝的"西汉彩绘乐舞杂技

陶俑 ";1974 年，黄台山又出土了东汉著名的《七盘舞》画像石。

天桥近现代工业为济南、山东乃至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过重大贡

献。 清道光年间 (1821 - 1850) 东流水街已有阿胶坊(厂) ，清咸丰五年(1855 ) 

派口醋已经声名远扬， 1915 年天桥辖区产的宏济堂东流水阿胶和信诚醋坊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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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醋与贵州茅台酒同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牌奖章;清光绪元年(1875 )在这里

诞生了山东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一-山东机器局 。 20 世纪 30 年代，天桥已经

成为济南工业的中心区域。济南汽车制造总厂(现中国重汽)、济南裕兴化工

厂、济南锅炉厂等都在天桥辖区。

近年来，天桥区抢抓全市"一城三区"的城市发展战略机遇，按照"城市副

中心、发展新空间、风貌新传承、北跨桥头堡"的战略定位，依托黄河、小清河本

身所具备的深厚文化底蕴及周边地区丰富的资源，全面启动滨河新区建设，深

入实施北跨战略，努力打造直业、直居、直游的泉城北部新区 。

编辑出版《天桥历史文化概览} ，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天桥、认识天桥、关心

天桥、支持天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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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天桥区设立于 1955 年 9 月 8 日 ， 是以济南市第四区为主演变而来，名称缘于

辖区内横跨胶济、津浦铁路的"天桥" 。 天桥区是济南市的老城区之一，是济南近代

工业的发源地，是济南的老工业区。

天桥区是济南的老工业区，其辖区

范围是指， 1987 年 5 月，济南撤销郊区建

制，将北园镇划归天桥后形成的 73.37 平

方公里的范围---北起鹊山，南至五龙

潭群泉 ， 最大纵距 10. 1 公里 ; 东起黄台

山，西至小魏家庄界，最大横距 1 1. 6 公

里 。 2000 年，黄河以北大桥镇、桑梓店

镇、靳家乡又划归天桥，天桥辖区面积达

251 平方公里。

天桥区是济南的老工业区，其时间

概念已经超过了"天桥区"的始命名时

间，是指 20 世纪的百年期间，甚至更远。

天桥牌

申国烟草工业贝司出品

烟标上 1911 年建造的天桥天桥"牌香烟

是由公私合营天桥烟厂开始生产的

天桥区工业始于何时? 1969 - 1973 年在天桥刘家庄考古发现，天桥在商代已

经有了制作非常精美的青铜器。 引起世人关注的西汉乐舞杂技陶俑，也是在天桥

无影山出土的。 有确切资料记载的是清顺治十七年(1660) ，江家池街 7 号开设的

醋泉居酱园(另有始于明末一说) 。 清道光年间(182 1 - 1850 ) ，东流水街已有阿胶

坊(厂) 。 清咸丰五年(1855 ) ，源口醋已经声名远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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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区是济南近代工业的发源地。 清光绪

元年( 1875 )在源口赵庄(今新城)创办的山东

机器局 ，标志着济南近代工业的开端，也是山东

近代工业的开端。 1925 年 ，山 东机器局(时称

济南新城兵工厂)员工达 3000 余人。 光绪二十

九年 ( 1903 ) ，山东机器局在东流水(现铜圆局

前街)开设铜圆局，开创了山东机械金属制币的

先河。

天桥区在济南、山东乃至全国的近代工业

史中，还有许多开创性的企业。 宣统元年

( 1909 ) ，在铜圆局原址开设的源源造纸厂( 111 

东造纸总厂东厂)是中国第二家、山东第一家机

器造纸厂。 济南化工厂和济南轻工化学总厂的

前身一一1914 年设立的兴华造膜厂 ， 是山东民

族资本兴办的第一家肥皂厂。 1 9 15 年， 丰年

面粉厂在铜圆局后街组建，是济南第一家具

有一定规模的机器生产面粉企业。 1919 年 ，

鲁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为济南机器纺纱的

开端。 1919 年 ，中 国颜料厂(后演变为济南

裕兴化工厂)在五胡11 闸北设厂，开始了中国

硫化青染料的生产。 山东省兴办内河船舶

工业，可以追溯到 1953 年的工商河成丰桥

工地。 195 8 年 4 月 28 日，济南生产的第一

辆汽车 JN 220 型客货两用吉普车 ，在济

南汽车配件厂(济南汽车制造总厂)诞生 ;

1960 年 3 月 29 日， 又试制出填补中国重型

汽车生产空白 的黄河 JN I50 型 8 吨载重汽

车 。 1 959 年 6 月，济南化工机械厂改称济南

光绪二十二年 ( 1896 )重修的山东机

器局大门 ， 光绪元年( 1 875) 创办的

山东机器局是山东近代工业之开端

疆民导同

22 2早民主k j主
杏 〈 主导 者, ., 、· 回国ODI岛 '‘ 胃

b 
? 

民国时期山东裕兴颜料厂股份有限公

司 "生生 " 牌商标 ， 中国硫化青染料的生

产始于 1 9 19 年创办的裕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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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厂，这是济南第一家锅炉专业生产厂家。 1975 年 5 月 18 日，济南生产的第→

瓶啤酒在堤口路 9 号下线。 1 976 年 5 月，济南生产的第一批"白鹤"自行车在无影

山 23 号(济南自行车厂) 出厂。

20 肚纪 20 -30 年代，济南曾是巾同面粉生产的六大中心之一(上海、元锡、汉

口、济南、哈尔滨、长春) 0 1 931 年，济南有机制面粉企业 8 家 ， 其中 6 家在天桥辖

区，当时天桥辖区的机制面粉产量'占济南面粉总产量的 80.759毛 。

20 世纪 30 年代，济南的三大纱厂鲁丰、成通、仁丰 ，都在天桥辖区。 1949 年，

济南的七大机器印染厂东元盛 、利民 、德和l永 、宏聚合、达成 、 中兴诚、泰祥)1顶，除利

民外，都在天桥辖区 。 1 958 年，公私合营利民漂染股份有限公司也并入济南人民

染厂(济南第一印染厂) 。

成丰面粉厂制粉楼 ， 建于 1 921 年 ， 1 935 年将 1 934 年 6 月 15 日仁丰纱厂举行开

原 5 层制粉楼续接为 6 层 ， 加上容量为 60 吨 工典礼 ， 仁丰与 1 919 年开工的鲁

的水箱 ， 制粉楼高度达 8 层 ，成为当时济南津 丰 、 1 933 年开工的成通 ， 为 当时济

浦火车站以北最高的建筑 南的三大机器纺纱厂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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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30 年代的机器印染 ，德和永丝光部

20 世纪 50 年代，济南的三家造纸厂:山东造纸总厂(山东造纸总厂东厂)、山东

造纸总厂一分厂(山东造纸总厂西厂)、济南造纸厂，都在天桥辖区。 20 世纪 50 -80 

年代，山东造纸在全国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山东"造纸的高级品种绝大多数出于

济南"(~新中国轻工业三十年}) o 这里的"济南是指在天桥辖区的造纸企业。

1 950 年 6 月 26 日 ， 山东造纸总厂成主 ， 厂部设在原华兴造纸厂 ， 华

兴造纸厂的前身源源造纸厂(筹办于 1 907 年)是山东第一家、全国

第二家机制纸厂



1915 年，陈口信诚醋坊的1月二口醋和东流水

宏济堂阿胶厂的阿胶，同获巴拿马国际物品博览

会金奖。 "手IJ 光"牌肥皂、 " 生生"牌煮青、 "名

驹"牌青布 、"双鹿"牌面粉 、"蜘蛛"牌棉纱、"聘

贤"牌棉纱、"兰狮"牌棉纱 、 "标山"牌纱卡 、 "珍

珠泉"牌灯芯绒 、"梅花"牌 Yiir画报纸、"双鹤"牌

电子计算机、"金穗牌"有光纸、"的突泉"牌啤

酒、"立鹤"牌搪瓷、"白鹤"牌自行车、" 山泉"牌

胶粘剂 、 " 金牛"牌帆布 、 " 春花"牌皮革 、"鹿"牌

无水氟化氢、"济锅"牌循环流化床锅炉、"山茶"

牌弹力衫裤、"黄河"牌汽车等曾是或仍然是济

相E 主~

南、山东乃至全同、世界的知名品牌。 1 983 - 20 世纪 40 年代 ，铜圆局街上济南

1990 年，天桥辖区企业获同家金、银奖的产品有 东兴成织染厂的"银烛图"商标

22 种，占同期济南市获同类奖项产品总数的近 40% 。

20 世纪 40 年代 ， 制锦市花店街济南 官扎营前街 口 号，在 20 世纪 30 年代曾是

东生颜料厂" 黑人"牌商标 裕通公司的住所 ， 20 10 年拆除，2009 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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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天桥辖区企业和产值分别占济南工业企业总数的 45.99% 、产值的

69.220毛，天桥已确立了在济南工业的中心地位。 1990 年，天桥辖区大中型企业 53

家，占济南大中型企业总数的 37. 86% ，年产值过亿元的企业 9 家，占济南年产值过

亿元企业总数的 43. 73% ，天桥成为济南纺织、化工、造纸、食品、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的生产基地O

天桥区在济南的老工业区地位，是因天桥的地理、交通等因素决定的。 天桥区交

通发达，清咸丰五年(1855 ) 山东内河航运转向以黄河、小清河为主，此前的大清河亦

是山东的主要通航河道。 黄河(大清河)、小清河的两个重要港口派口、黄台，都在天

桥辖区。 1 904 、 1912 年，胶济、津浦铁路全线贯通，胶济、津浦铁路济南站，胶济铁路北

关站，津浦铁路源口站等，亦在天桥辖区。 济南汽车站(现济南长途汽车总站) ，也于

1956 年迁至天桥辖区。 天桥区位于济南市的北部，属于济南市海拔相对较低的区域，

传统工业的规划布局要求，也是天桥区成为济南工业相对集中区域的主要因素。

天桥是济南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区域，天桥的工业文化是济南历史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我们仅从铜圆局前后街、纺织街、仁丰前后街、茂新

街、制革街 、成丰街、宝华街、汽车厂东西路等带有企业色彩的街名中，就能感受到

天桥浓厚的工业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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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 ， 明信片上的济南府小清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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