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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择饮馔琐忆

费县方城

大锅饼

大众讲坛预告———

山东周汉考古的新发现

■童年记忆

攒糖纸与收烟盒

□王淼

那时候攒糖纸并不是一件很
容易的事情，因为一年到头也吃
不上几次糖果，所以靠自己吃糖
来积攒糖纸根本是不必指望的，
而我得到糖纸的唯一途径就只有
去捡——— 不管街头，还是路边，只
要有希望捡到糖纸的地方，我总
会有事无事地转过去溜达溜达，
在地上搜寻一番。但即便如此，能
够捡到的糖纸也依然是很有限
的，而且，捡到的糖纸品类也非常
单调，一般硬糖的糖纸还算易得，
软糖的糖纸——— 尤其是那种用来
包装高级奶糖的玻璃纸，就显得
比较珍稀了。

我记得那时最常见的一款糖
纸是一种水果硬糖的糖纸，这种
糖纸纸面粗糙，上面印制着舞剧
白毛女的图案。至于糖纸里面包
装的内容就不必多说了，留给我

的最深印象也不过一个“硬”字而
已。父亲每次出差，我总会在心中
暗自计算着他回来的日子，揣想
着他会给自己带回来一些什么样
的糖果。对于我来说，能够吃上好
吃的糖果固然高兴，但更让我兴
奋不已的，还是能够得到一些平
时绝难得到的糖纸。

我把自己得到的糖纸一一展
平，再小心地擦拭干净，并按照不
同的主题、纸质和图案进行了分
类，然后夹在几本《战地新歌》中。
我积攒糖纸的兴趣终止于一位同
学的讥讽，他说攒糖纸属于女孩
子的爱好，喜欢攒糖纸的男孩子
身上没有男人气。我自然不希望
自己身上没有男人气，为了证明
这一点，我终于将辛苦收集来的
糖纸当众销毁。虽然我的确为此
痛苦了好长一段时间，但能够证
明自己身上有男人气，我还是觉
得非常欣慰。

与攒糖纸相比，我收烟盒的
兴趣保持得更为长久一点。虽然
时至今日我依然没有学会抽烟，
但有两种在当时广为流行的香烟
的价格，我却一直记忆犹新。其中
一种名为“红灯”，八分钱一盒，另
一种是“大前门”，三毛九一盒。前
者最常见，在我的印象中，妈妈单
位里的男人们所抽的基本上都是
这种香烟；后者则更多的出现在
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比如带有
一些喜庆色彩的节假日，以及家
庭请客时的宴席上。在喜欢收烟
盒的小朋友之间，还流传着这样
一首顺口溜：“一等人抽中华，高
高在上；二等人抽牡丹，满口喷
烟……”后面好像一直排到十种
人的样子，其中大前门排在第三
的位置，可见其身价的确非同一
般，但从大前门往下还有哪些，我
却已经记不清楚了。

在顺口溜列出的十种香烟

中，最难得的当然是中华烟的烟
盒了。那时收烟盒的渠道本来不
多，除了像攒糖纸一样去捡，就只
能得自于朋友间的交换，而我的
唯一一个中华烟的烟盒，即得之
于和一位同学的交换。这位同学
的父亲是当时县革委的干部，当
时大概属于那种“高高在上”的一
等人吧，但这位同学却并不喜欢
收烟盒，他更喜欢玩琉璃蛋儿。于
是，我们各取所需，我用自己手上
的琉璃蛋儿换得了他手上的中华
烟烟盒，而这唯一的一张中华烟
烟盒，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我烟
盒中最值得骄傲的收藏。

同样是受这次交换的启发，
我开始到县革委办公楼的后面去
寻找烟盒，果然常有一些令人欣
喜的斩获。有时还能在那里看到
不少稀见的糖纸，可惜的是，我那
时已经不攒糖纸了。

┬姚德英

说起费县的方城锅饼，在
当地可谓家喻户晓的美食。它
用料上乘，做工独特，入口筋
道，满嘴喷香。

然而，打锅饼却是个力气
活，非身体强壮、耐性十足的男
子莫属。早年，凡打锅饼的人
家，主妇首先把小麦淘净。晒到
九成干，用人力或套上牲口上
石磨碾细。然后使马尾箩，箩出
头等白面。

翌日，男人凌晨即起，先和
面后生炉子，于是，大半天的活
儿便拉开序幕。

做锅饼不能用死面（没发
酵），但也不可全用发面。有经
验的人会在头一天晚上临睡
前，用温水在瓷缸里先把面头

（老面引子）发上。早晨接面时，
按每个锅饼六七两比例，一斤
干面使三两水将面和好。而后
五斤一个剂子，放在面案上用
杠子（一米见长，可把粗的木杠
以铁链衔接在案板上）反复碾
压。要想筋道好吃，每块面必须
压上四五百下才行。

最后揉成团，擀到厚约一
寸，跟锅底深度（平锅）相仿时，
双手重叠搓出匀称方格花。之
后，用指尖沾点儿花生油稍微
一抹。掌心朝上托起面坯来个
漂亮的空中翻，正好把有花的
一面贴在锅底上。接着，再拿根
筷子天女散花般戳些小孔。这
么一来，锅饼透气熟得快。

烙锅饼要文火，这样受热
均匀，故师傅们会找人用铁板
做个带支架的圆盘，上面摊层
河沙，放炉膛里好隔热。至于锅
盖也颇有讲究，要以纸板作底
层，再加两个秫秸盖顶钉在一
起用。一般只要火力得当，一个
锅饼半小时就能熟透。其中二
十六七分钟烙有花的一面，剩
下的时间翻过来用木块压着转
两圈，再盖上盖子大点儿火，即
可出锅。

新锅饼趁热吃最好，它外
脆里暄，老少皆宜。平时，人们
不奢望常吃，只是时间长了，想
换换口味，或家中来亲戚朋友
需好好招待时，才买上几斤。若
找人打墙盖屋什么的用量一
多，要先和店主联系好，届时方
能满足供应。

从前，由于销量有限，打锅
饼又是个繁重的体力活，因此
一位师傅只能看一口锅。如今，
面粉是现成的，劈柴已被蜂窝
煤代替，一人能看三口锅。

心中有数的店主，一般都
是当天打当天卖，他们宁可缺
货，亦不多做。而买家不然，就
算一顿吃不完，下回馏着吃也
挺好。另外，还有个妙法：用葱
花姜末炝炝锅，倒上清水烧开
下点儿面混混汤，把剩下的锅
饼切成片，放在沸腾的锅里，再
撒上把青菜叶什么的烩着吃。

饭盛在碗里，喝一口稀的，
挟一块饼放嘴里嚼嚼硬乎的，
那感觉真叫满口生津，美味无
穷！

与现在的许多小朋友一样，我小时候也喜欢收藏一些自以为值得收藏的东西，除了
小人书之外，我最痴迷的是那些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的糖纸和烟盒。

■口述城事

从幽巷民居中走出的中共山东省委
□王军

东西上新街是隐藏于济南闹
市中的一条幽僻小巷，不是特意寻
访，外人很少能走进这条小巷。小
巷里行人稀少，更听不到外面闹市
的喧嚣，许多房屋仍是有着近百年
历史的老建筑。小巷的拐角处，是
上新街 82 号，解放前，这里是甲三
号。当年，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就设
在这座普通的四合院里。

话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
山东省委受“左”倾冒险主义的影
响，尤其是叛徒的出卖，党组织受
到严重破坏。1933 年，省委组织连
续三次遭到大破坏，三届省委或临
时工委负责人几乎全被逮捕，各县
党组织也被破坏，导致山东党组织
与中央失去联系达三年之久。

1935 年冬，在济南乡师求学的
地下党员赵健民(曾用名吴培强，
建国后曾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
长、党组副书记)辗转联系到冀鲁
豫边区特委书记黎玉(原名李兴
唐，当时化名冯寄雨，建国后曾任
农业机械部第一常务副部长、党组
副书记)，向黎玉详细汇报了山东
党组织遭受破坏的情况。黎玉答应
向中共北方局进行汇报。一个多月
后，中共北方局通知黎玉，任命他
为山东省委书记，到济南重建山东
省委。

1936 年 5 月 1 日，在四里山(今

英雄山)北边的一块坟地里，黎玉
主持召开了重建中共山东省委的
第一次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北方
局的指示，部署了工作任务。赵健
民任组织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林
浩(尹桂章，建国后曾任解放军政
治学院院长)任宣传部长。至此，中
共山东省委重新建立，为缩小目
标，对外称工委(中共山东省工作
委员会)。

为方便隐蔽工作，黎玉决定将
省委机关设在南圩子新建门附近
的上新街甲三号，也就是本文开头
提到的上新街 82 号，这处四合院
的房主是赵祝三，当时租给了爱国
民主人士张金铎的母亲居住。

省委恢复后，配备了孙洪(建
国后曾任湖南省国防科技工业办
公室副主任)和徐宾(建国后曾任空
军高级防空学校政治部主任)两名
交通员，同时，还买了一部油印机，
印刷了一本秘密刊物《齐鲁文化》，
由团员章士劳(刘懿祥)负责印刷。
就这样，山东省委同中共北方局取
得联系，中央和北方局的重要文件
陆续传达到山东。

以黎玉为首的山东省委贯彻
了党中央和当时的北方局书记刘
少奇制定的“隐蔽埋伏，聚蓄力量，
等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尽量
利用合法组织进行斗争，秘密发展
党员，壮大队伍。经过大量艰苦细
致的工作，他们与分散在山东各地

的 500 多名党员取得联系，短短一
年多的时间，全省党员就发展到
2000 多名，各地党组织也迅速恢复
和重建起来。

也就在这时，黎玉结识了张金
铎的好朋友武迹沧(又名武钟瑜、
武竹平)、武中奇、吴思平(武中岱)

兄弟。武氏三兄弟自幼行侠好义，
专好打抱不平。当时，济南有个“张
四老虎”，欺男霸女，横行霸道，无
人敢惹。武氏三兄弟挺身而出，将
其狠狠教训了一顿，当时的济南报
纸曾以“武氏三兄弟痛打张四老
虎”为题做了报道。当年的武中奇
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书法家，他在泰
安冯玉祥创办的“纪念武训学校”
任书法金石教员期间，结识了几位
共产党人，开始参加革命工作。

武家居住在西门外的曹家巷
11号。曹家巷位于趵突泉以北，北
接大板桥街，南接小板桥街。2006

年，曹家巷和大板桥街、小板桥街
等街巷扩建进趵突泉公园，成了公
园里的一个景点“泺苑”。

曹家巷也是一条很僻静的小
街巷，黎玉结识武氏兄弟后，曹家
巷11号武家便成了省委的一个秘
密联络点，黎玉、林浩、张霖之、赵
健民等经常在这里开会，有时就住
在这里。黎玉与吴思平住在一间南
屋里。林浩曾经说：住进武中奇家，
就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武中奇回
忆说：那时候，如果山东省委开会，

武家老小就轮流放哨，提防国民党
和日本特务的破坏。那两年，为了
保障省委领导的安全，武中奇从不
脱衣服睡觉。为了掩护工作，黎玉
建议武秀生夫妇开了个小榨油铺，
这样，油铺里人来人往，对省委工
作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

不久，武氏三兄弟先后入党，
吴思平担任了山东省委与延安党
中央联系的交通员，多次前往延安
向党中央汇报山东省委的工作。

抗战爆发后，武氏三兄弟都成
为山东抗日武装的发起人，武迹沧
曾任八路军胶东五支队政治特派
员，1939年牺牲；武中奇曾任八路军
营长、团长、支队司令等职；吴思平
建国后曾任山东军法处处长、山东
民政厅副厅长等职。

山东省委经过恢复和整顿，工
作很有起色，但不久，因工作疏忽，
姚仲明、赵健民、章士劳、徐宾等人
不幸被捕。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
战争爆发，7月28日，张经武以红军
军事联络官身份到济南，会晤国民
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就红军
与国民党军第三集团军联合抗日
问题达成协议，姚仲明、赵健民等
人获释。

1937年10月，山东省委发动武
装起义，打响了山东抗日第一枪，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打败日本侵
略者，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

山东是我国的文物大省，经
过一代又一代考古人的努力，我
省已经建立起了十分清晰的考古
学发展谱系。特别是最近十年来，
我省重大考古成果接连不断，日
照海曲汉墓、临沂洗砚池大型晋
墓、章丘危山汉代俑坑、寿光双王
城水库古代制盐遗址、高青陈庄
西周城址、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
和墓地等的发掘都被评为国内重

大考古新发现。近期，定陶大型汉
墓的发掘又取得了重要成果，被
誉为我国目前发现规模最大、规
格最高、保存最好的大型“黄肠题
凑”墓葬。

12 月 10 日，由齐鲁晚报和山
东省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大众讲坛
邀请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
长郑同修研究员，做题为《山东周
汉考古的新发现》的讲座，向大家

介绍高青陈庄西周城遗址、日照
海曲汉墓和定陶大型汉墓等山东
境内考古重要发现的发掘成果。

郑同修，山东大学历史系考
古专业毕业，现任山东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长期从
事田野考古发掘和考古学研究工
作，主要致力于汉代考古学的研
究。先后主持或参加发掘了临淄
金岭一号汉墓、费县西毕城墓地、

潍坊后埠下墓地、章丘西河遗址、
章丘东平陵城遗址、费县左家王
庄遗址、日照海曲汉墓、临沂洗砚
池晋墓、高青陈庄西周城址等数
十个考古发掘项目。

时间：2011 年 12 月 10 日(周
六)上午 9：3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
告厅(二环东路2912号)

咨询电话：8559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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