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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石板悠悠寻古城
■齐鲁美食

齿颊留香的

蠓子虾酱

■求学记忆

50年前我上大学的那天

□李宗益

旧时，济南城内差不多都是
石板路面。济南街巷铺设石板路
缘于当时济南地势低洼，街巷无
排水道或泄水沟，加之泉多水旺，
泉水在街巷任意流淌，路人行走
十分不便，致使街巷大多铺设石
头路面。石板路面不易堵塞泉眼，
雨季容易渗水，还能够补给地下
水源。济南的石板路数量之多，连
江南水乡的古镇也只能甘拜下
风。这些长长短短，曲曲直直，纵
横交错各显其姿的石板路要追溯
到唐、宋或者更早年代。泉水古
城、石路、几百余处散落于古城街
巷院落中大小泉子流出的泉水在
石板路上尽情流淌，形成了“清泉
石上流，人在水中走”，“不似江南
胜似江南”的奇妙美景。

石板路大都在地势低洼的
城邑的泉水区内，大约有四五

百处之多，古巷中名气最大的
贡墙街、王府池、芙蓉街、普利
门、将军庙、秋柳园。每条街都
与名人名士连在一起，都有一
段美丽而神奇的传说故事。石
板路最长，最有影响的当数东
青龙街。据史书记载，清朝道光
十六年（1836年），知府王镇整
修城西门内外街道路面铺装了
1450米长的石板路。面积最大
的首推大梁隅约 5600 ㎡，街巷
最短的舜皇庙街长 80米，面积
仅 2 0 0 ㎡。石板路街巷宽窄不
等，大多 4米左右，趵突泉的皇
华馆街最宽达6米，最窄的小王
府街宽度不到 1 . 2米。据《济南
市建设资料》显示，至 2 0世纪
4 0年代，仅城关地区就在 1 3 0
多条街巷铺装了石板路面，总
长 度 为 3 2 3 5 4 米 ，面 积 达
117250 ㎡ 。

长短不等、弯直各异的石

板路泉水汩汩流淌，成为古城
一道美丽的风景。清代著名旅
行家刘鹗入住济南观赏黑虎
泉、趵突泉、金线泉之后折道大
小板桥街、曹家巷等处，看到石
板路上泉水漫溢，小河交错，满
目杨柳，便有了《老残游记》中
的“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比江
南风景更为有趣”的盛赞。四十
多岁的人大都记得趵突泉以东
的剪子巷，一年四季水流潺潺，
极富水乡韵趣，泉水从石板路
的石缝中流出而成为真正的清
泉石上流。

随着城市建设发展，历尽沧
桑、烟云流变的石板路淹没在繁
华的都市中，高楼大厦代替了旧
屋古墙；宽阔的沥青路，水泥路
取代了石板路，古墙，旧屋，石板
路成为留在人们生活中的一个
美好记忆。

□于书淦

产于文登的蠓子虾酱鲜香独特，
闻名遐迩，是罕有的海珍品。提起蠓子
虾酱，凡是吃过它的人，都会有齿颊留
香的愉悦。

一次，我到华山盐场拜访老同学，
有幸在他的引导下见识了捕捞蠓子虾
的全过程。

蠓子虾主要生长在纵横交错的港
沟里，这里的水连通大海，又与淡水河
及雨水混合，产生了特殊的水质，流通
使它保持清新，为蠓子虾的生长创造
了一个独特的环境。蠓子虾很小，就像
一个个不起眼的灰渣渣，比咬人的蠓
虫还小，但样子有些相像，所以这一带
的渔民叫它为蠓子虾。

我见过几位上了年纪的渔民，光
着膀子，古铜色的皮肤在烈日下闪着
油光，两个人一组，身子稍微前倾，吃
力地推着虾网，在港沟里艰难地向前
走。捕捞蠓子虾的网很细密，用两根杆
撑着，每人把着一根杆，顺着港沟向前
推着走，就把港沟里的蠓子虾拦在网
里，渔民称之为推虾。

蠓子虾很小，生长的区域不大，所
以产量很低，但蠓子虾酱不是以物缺
为贵，而是凭着丰富的营养，独特鲜香
的味道，细腻的口感而扬名的。

捕捞上来的蠓子虾，剔去鱼蟹杂
类，洗净，拌入适量精盐，均摊在用木
板做成的浅木匣子里，上面罩着细纱
网，遮挡灰尘的侵染，在阳光下暴晒，
用竹铲子翻动，整个晒制过程中不与
金属类器械接触。为了保证蠓子虾酱
的纯正，夹杂在蠓子虾里一起捕捞上
来的小鱼杂虾小蟹是一定要拣除干净
的，因为它们晒在阳光下，会变质熏
臭，招引苍蝇。蠓子虾酱独特醇正的鲜
香味，使苍蝇不敢近前，自然就不会生
蛆了，在酱类食品中，蠓子虾酱是最卫
生的了。

不断用竹铲子翻动着的蠓子虾，
在烈日下暴晒两三个月，就发酵成浅
紫色细腻的虾酱。独特的蠓子虾酱鲜
香味四溢，将它盛在瓷罐里密封起来，
存放在阴凉处两三个月，就发酵熟化
了，不必加热，便可以直接食用了。这
时候打开瓷罐口，一股难以言传的浓
烈鲜香味扑鼻而来，会让你终生难忘。

以味道鲜美著称的蠓子虾酱，不
需要冷藏储存。如果放在冰箱里，浓烈
的鲜香虾酱味会熏到其他食品上，只
要密封起来，在常温下存放便可。当
然，以瓷罐储存最佳，且存放的年代越
久，味道越鲜美。用来炒葿豆，炒香椿
芽，可是奢侈的酒肴。豆子面条就蠓子
虾酱更是当地农家宴必不可缺少的美
食，更是馈赠亲友的佳品。也曾是进献
皇上的贡品。

过去，蠓子虾酱是掺不了假的，里
面有了其他种类的杂虾或小蟹，在烈
日下就会变质腥臭，影响虾酱的味道，
色泽也会变淡。皮壳就是捣碎了，也是
皮皮渣渣的，在细腻的蠓子虾酱里显
得特别刺眼，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虾
酱不纯，那样的虾酱在市场上会大打
折扣的，所以没人作假。现在有了电动
粉碎机，把不值钱的虾皮蟹盖粉成细
末，掺杂在虾酱里面充斤两，不是行
家，很难看出来。如果用手搓捏倒可以
发现猫腻。纯正的蠓子虾酱靠烈日暴
晒发酵，需要半年以上，有的人为了缩
短虾酱的制作时间，降低成本，把虾头
蟹盖掺在里面，用粉碎机粉碎后，搅拌
而成，抛弃了传统的制作工艺，也就失
去了蠓子虾酱特有的风味。

但愿少数几个利欲熏心的人走出
阴暗的作假小屋，在阳光下制作蠓子
虾酱，不辜负大自然的恩赐，让文登蠓
子虾酱永远保持特有的浓烈鲜香。

□曹务堂

每年的9月，我喜欢看校园
里的“迎新”。一是观看那一年
一度的车水马龙的热闹场面，
二是分享一下新同学经过“十
年寒窗苦”之后迈进大学的幸
福之感。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
回想起50年前我上大学报到的
情景。

1960年暑假，我接到了山
东师范学院（山东师范大学的
前身）的录取通知书。当年 9月
初的一天，吃过午饭，我便背着
所有的行李踏上了求学之路。
说行李，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床
被褥和一两件单衣及一件棉
袄，用一个大包袱一裹，背起来
就走。至于洗脸盆暖水瓶喝水
杯之类的（现在学生的）必需
品，一概全无。因为那时的中学
生没有人吃饭之外再喝水。在
大学期间，我也从来没见过一
个学生提着水瓶或手拿水杯去
教室，好像也没见过一位老师
在课堂上喝过水。

我家住在农村，距县城约
50里路。那天秋高气爽，太阳高
照。我满身大汗，背着行李走了
大约四五个小时才到达县城一
位同学家。他家开马车店，正好

与我同时考入山师外文系。为
了省钱，我们事先约好搭乘住
店人的马车前往济宁。当天晚
上，大概是凌晨三四点钟，我们
俩坐着一辆马车去济宁。记得
当时天气已经相当凉，我只穿
了一件土布褂，冷得直哆嗦。

清晨时分我们到了济宁，
然后去火车站凭大学录取通知
书购买了去济南的火车票。那
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甚感兴奋
而激动。火车悠远的鸣笛声，
“噗噗”的喘气声以及像蚂蚱腿
似的转动车轮都是我第一次所
闻所见，觉得十分好玩。然而好
景不长，才走了一个多小时，座
位刚刚坐热乎，火车就到兖州
了。之后，我们便被告知下车。
因为那列火车是开往枣庄的，
必须换车去济南。于是我们在
站台上等了足足两个小时才等
来一列北去的火车。

我们登上火车，行驶在津
浦线上（那时不叫京沪路，叫津
浦线，从天津到浦口）。当时火
车跑得很慢，因为逢站必停。我
记得，火车似乎刚刚发动起来
就又停下了，因为有乘客上下
车，即使像曲阜歇马亭这样“芝
麻粒”似的小站也照停不误。记
得还有这样一个笑话：说火车

到了泰安境内的界首站时，列
车员就报“界首到了”。只见很
多人争先恐后地挤下了车，他
们还以为是列车员叫乘客下去
“解手”哩。

在路上颠簸了四个多小
时，我们终于到了济南。因为第
一次来到大城市，处处是风景，
事事皆新奇，总觉得眼睛不够
用。下车后，我们俩也不知往哪
里走，只好背着自己的行李跟
随其他乘客出了站。出站后，我
们四处张望，寻找山师接待站。
接站的同学非常热情地接待了
我们。他们把我们的行李贴上
标签，写上系科和姓名。然后一
位同学告诉我们说，接站的校
车刚刚走，他怕我们等得太久，
于是告诉我们把行李放下，先
坐公共汽车去山师。我们搭上
他说的那路公共汽车后，只听
售票员要我们买票。我当时心
里很纳闷：“不是公共汽车吗，
怎么还买票呢？”

我们在解放桥下了车，但
不知山师在何方，只好一边打
听一边行路。大约走了一个多
小时才总算找到了山师。在外
文系接待站登记报到后，一位
师哥领我们到食堂去吃饭。在
路上他问我们：“吃几个单位

的？”这下可把我们给问蒙了。
我们不懂他说的“单位”是什么
意思。后来才知道，当时正是我
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极度
匮乏。吃饭实行定量，人均每月
24斤—29斤，男女不等。食堂发
给每个学生一个饭卡（其实就是
一片普通的纸），上面印着很多
小方格，每个方格就是一个“单
位”（一斤大概是6个“单位”）。吃
饭时，食堂人员按照你的要求在
方格内打“对号”。

吃过饭后，天就黑了，我们
便回到宿舍楼。那天我在火车
上吃的是从家里带的菜窝窝，
由于天热，可能有点变味。我当
时觉得肚子直咕噜，想找厕所
方便，于是问一位师哥厕所在
哪里。他告诉我就在楼西头的
“一号房间”。当时我听了很吃
惊，“厕所怎么会在楼内呢？”

我求学第一天的经历让现
在的同学们读起来可能觉得有
点像“天方夜谭”或是不解甚至
可笑，但它的确是我第一天上
大学的真实故事。我今天把它
写出来，旨在让同学们了解一
下我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让他
们更加珍视今天的幸福生活，
更加努力学习，以便将来报效
我们日新月异的可爱祖国。

●民间习俗、方言土语、生活风情以及咱山东的民间
特色吃食，无论您对哪方面有研究或感兴趣，都可以给本
版投稿。假如您是生活在老城、老街里的“百事通”，也欢迎
您到“口述城事”里来跟我们唠唠嗑。

●电子邮箱：wanghui3050@126 . com

■口述城事

文/图 姜振民

过去在小学门口或十字街头，
常有转彩的摊子。一个老头笑嘻嘻
地对着一堆孩子吆喝着：“快来啊！
转彩啦！一毛钱转十次！转个头彩

一大挂爆仗啦！”这转彩盘上的奖
品还挺多，有大块米花糖、小镜子、
铅笔盒、万花筒、布老虎、不倒翁、
泥娃娃等，眼看这么多好东西，但
总是转不上，于是再跑回家去给大
人要钱。

大众讲坛预告>>

音乐宝宝更聪明
“音乐资质”是对幼儿学习音乐的

内在潜能的测量。每一个孩子生下来都
有天生独特的音乐资质。这个资质在9
岁前会随着孩子的音乐环境的好坏而
改变。孩子在9岁以后，不管他的音乐环
境是好是坏，环境对他的音乐资质都不
再有影响了。这个资质就稳定在一个水
平了。
在对婴幼儿的研究观察中，所有的

指数都证明音乐资质在出生时是最高
的。音乐成就则是我们运用和发挥这份
音乐资质的能力，是由环境和遗传相互
作用的。

由本报与山东省图书馆联合举办
的“大众讲坛”，9月18日将邀请东方爱
婴资深早期教育工作者纪绯绯，为宝宝
的家长们介绍音乐与孩子成长的关系。
时间：2010年9月18日（周六）上午9：

0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二环东路2912号)
咨询电话 88909459 86017711
公益讲座，无需领票，欢迎参与

■看图老济南

转彩

推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