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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乡野民俗

冬天的

暖脚砖

□晓锐 延河

菜市庄位于济南古城东护城
河与东泺河的交汇处，西邻波光
粼粼、风景优美的大明湖。

1929年民国期间，菜市庄归
属历城县东北乡，乡警察局就设
在大悲庵内。从大悲庵渡北护城
河过桥进小北门便是城里，向南
是双龙街、东关大街。从大悲庵向
西望去，大明湖汇波桥的流水声
隐约可闻。菜市庄有纵横三条小
溪，贯穿村庄向北蜿蜒而去，河
岸、溪边，杨柳依依，清波细浪。双
桥寺是三重院的古庙，在民国初
年改为学堂，庙殿做过教室，解放
后的济南市北园小学和现在的济
南市汇波小学就建在双桥寺的故
址上。

古时，在大悲庵和双桥寺中
间、东泺河东岸有一块很大的广
场，北园人晚上习武健身多来此
地，这也为蔬菜市场交易提供了
很好的场地。此处濒临小北门，是
进出城的必经之路，所以北园几
十个村庄和东郊祝甸、大辛等地

的菜农都赶车挑担来此交易。到
民国期间，已形成了很大规模，成
为旧时济南最大的蔬菜批发零售
交易市场。

菜市庄最早的本地居民有
陈、赵等姓氏家族世居于此。陈
家花园是典型的四合双院建筑，
其青堂瓦舍绕于清澈的小溪、池
塘和碧绿的菜畦之间；贾家楼建
造得更是造型奇异，有中西合璧
之风采。由于菜市庄是城郊交通
的要冲，加上日益繁荣的蔬菜交
易市场，外地人纷纷来此落户谋
生。

民国初年，有一李姓木匠夫
妇，携儿带女从曹州府来到菜市
庄，从制作小板凳起家，赚了钱，
带着几个儿子在大悲庵的东邻建
起一排门面房，陆续有人向北、向
东也修建了门面房。占地比较多
的有张家的木匠铺、亓家的大车
店、苏家的磨面房、李家的制酒坊
等。这样形成了两条大街，一条蜿
蜒向北，穿广场、过小溪石桥，与
北面的小王庄、镇武庙村、黄桥庄
相连；向西与崔家亭村、太和庄相

接。大悲庵门前也形成一条大街，
向西沿汇波桥，过万亩荷塘可达
苇闸庄、北坦、馆驿街；向东与小
园庄、霞侣市庄、海晏门相通。

民国期间，菜市庄聚数百户
人家，有务农的、有经商的，已发
展成为济南北郊——— 北园最大的
村庄之一，形成一个小城镇的规
模。在蔬菜销售旺季，菜市庄的广
场，南北、东西大街挤满了卖菜的
摊点，加上来买菜的人群，真是人
头攒动，熙熙攘攘。俗话讲，成千
上万，无边无沿。旧时菜市庄集市
最多时，可达万人之余。

菜市庄住户来自四面八方，
不少能工巧匠也汇聚于此，药铺
的坐堂中医先生医术精湛，名誉
北园各村；酒坊的粮食白酒清亮
透明，香气馥郁、回味绵长，畅销
城内外。张家甜沫、韩家蒸包、霍
家煎包、洪家酱牛羊肉、秋家大米
干饭把子肉等，都是赶菜市的人
们争相品尝的小吃。当然，旧时菜
市庄的富户并不多，大部分人还
是混穷的。

由于大悲庵是旧时警察局的

驻地，每逢正月十五元宵节闹花
灯时，北园各村的办玩都要来大
悲庵前展演，花灯起舞、唢呐声
声，引来城里城外男女老少前来
观看。

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菜
市庄随着城市的发展一次次被更
新，四面环水的田园风光已不再，
昔日的菜市早已被八里桥、七里
堡等大型蔬菜批发市场和市区星
罗棋布的中小农贸市场所替代。
1985年，菜市庄河西片区首先进
行了改造，几十栋居民楼拔地而
起，建成了菜市新村。2003年，济
南市对经一路进行了拓宽改造，
经一路东延长线穿过菜市庄向东
城伸延。2009年，菜市庄东片区又
被列为旧城改造的首批地段，经
过三年建设，已有几十座高层楼
房挺拔屹立。

光阴荏苒，菜市庄、双桥寺
的暮鼓晨钟早已消失，曾经繁忙
的菜市也已定格在岁月的风尘
中。现在的菜市庄已展现出车水
马龙和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
风采！

□田邦利

过去，生产力低下，粮食
缺，不少地方烧柴也缺。农家
百姓，一年的种植，收获不多
的柴草，除去喂牲口、烧火做
饭，难有剩余用来冬天生火取
暖。天冷，生不起火，白天就晒
暖儿，敞开北屋的门，让南天
的太阳照进来，奶奶倚门而
坐，拉着小孙女的手，不停地
晃动着胳膊，嘴里唱着那古老
的歌：“紧打罗，慢打罗，磨面
来蒸馍馍……”夜里，没了太
阳，落下大地一片冰凉，冷屋
凉炕，布衾似铁，生不起火，能
得起、办得到的，就是烧块半
头砖暖脚烫被窝，这办法来得
简单，而且无需另花本钱。

将大小适中(半砖，或六
七分砖)、平整干净的砖块放
入灶膛内，借着做晚饭的火，
砖块就烧热了。吃过晚饭，把
砖块掏出来，用块破粗布包扎
好，这就是暖脚砖。将暖脚砖
放在被窝头上，蒙好、盖好。睡
觉时，两脚推着暖脚砖，慢慢
地，一边烫一边倒，被子就不
凉了。倒下后，脚心贴着暖脚
砖，不多时，冰凉的脚就暖和
了，就热乎了。脚热，心热，全
身就热。

灶膛容量有限，烧不了几
块砖，人口多的人家，只能照
顾老小病弱。家徒四壁，数九
寒天，熬碗高粱粥让老父老母
趁热喝下，烧块暖脚砖让老父
老母早点儿睡觉。一块暖脚
砖，曾让昔日的孝子们聊以心
安。

砖，吸热快，散热慢。砖头
块，得来也容易。御寒求生，是
人的本能。想必，自从有了砖，
人就用起了暖脚砖，一代一
代，沿袭相传。我的老奶奶，
1955 年去世，终年 87 岁。一块
暖脚砖，能用得乌亮光滑。一
个冬天过后，老奶奶仔细地将
暖脚砖收好，金砖似的放着，
下个冬天再用。

早年的集市上有烫壶，瓷
的，扁圆，直径大小如铁饼。烫
壶内灌上热水，和暖脚砖一样
的作用——— 暖脚烫被窝。可烫
壶没能取代暖脚砖。直到上个
世纪七十年代，暖脚砖才渐渐
地被“烫瓶”所取代。这时，家
家有了暖壶；农村医疗条件好
了，输液治疗的多了，有了葡
萄糖瓶子。因陋就简，人们拿
葡萄糖瓶子灌上热水当烫瓶，
暖脚烫被窝，一试，还挺不错。
葡萄糖瓶子耐烫、易传热、轻
便滑溜、皮塞封口严、费水也
不多，一暖壶水能灌三四瓶。
烫瓶较暖脚砖，温度好控制，
也干净。

老汉我今年六十有五，生
在农村，长在农村，三十“出
家”进城。现在小城冬天集中
供热，楼阁居室温暖如春。在
温暖如春的居室内，我想起了
暖脚砖……在那寒冷的冬天，
小小的暖脚砖曾给人以温暖。

菜市庄，顾名思义，买卖蔬菜的村庄、集市，这里曾经是济南最大的蔬菜集散地。菜市
庄经过历史的变迁，如今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口述城事

老济南的菜市庄

■童年记忆

犹记儿时的滴滴筋
□周东升

今年过元宵节时，望着窗外
的焰火，忽然想起儿时的一种类
似烟花的小玩意儿——— 滴滴筋。

滴滴筋约有大人们的手指
一般长，是用圆珠笔芯般粗细
的纸筒卷上一些火药，其中的
一端留出黑色的药信儿，便于
引燃。

卖滴滴筋的都是那些走街串
巷的货郎，按行规，货郎须等到正
月十二，才开始忙活起来，“货郎
鼓，货郎鼓，十二出门开财路。”这
是老人们时常念叨的一句话。

每当听到货郎鼓的声音从大
老远的地方隐隐约约地传来，孩
子们便呼呼啦啦地循声而去。十

几个孩子围着货郎，伸长着脖子
仿佛待哺的雏鸟。滴滴筋论把卖，
最便宜的是每把 10 根的那种，只
需五分钱，还有 2 0 根至 1 0 0 根
的。每把后部都用红色的纸条捆
扎着，甚是喜庆。若是兜里没有分
格儿（硬币的俗称），拿些破布头
子烂鞋底也可以换，所以那时候
的孩子们，从正月初一甚至头
年里就开始搜集这样的一些破
烂，然后藏到墙缝里，或者柴草
垛 中 ，避 免 被 大 人 们 发 现 ，不
然，大人们会拿去换诸如针头
线脑一类的东西。

燃放滴滴筋的时候，需取一
根玉米或者高粱秸秆，在火炉上
引燃后，吹灭明火，让其自行阴
燃，作为火种；另一只手提着滴滴

筋，头向下，在火种上轻轻一碰，
便立即火星四溅，噼啪作响。有声
有色，的确诱人。滴滴筋这个名
字起得实在形象生动，其形状
细长，且有韧性，可不就像一根
筋吗？燃放的时候，星光下溅，
似在不停地滴淌。

最好看的，当然是将整把的
滴滴筋同时引燃，然后一手高擎
在半空中，在当街上快速地奔跑，
飞溅的火花如长长的彗尾，煞是
耀眼。但大部分孩子舍不得这么
玩法，总觉得不如一根一根地放
得过瘾。燃放到高潮的时候，灯盏
的火苗，滴滴筋的火种，连着滴滴
筋四射的火花，整条街上宛如繁
星点点，银河舞动，应和着天际的
一轮皓月与三三两两的星光，元

宵节的气氛一下子烘托出来了。
父亲在外地当工人的阔三，

曾不止一次地偷偷告诉我，滴滴
筋是用火药掺细盐粒做成的。我
便到附近几户人家的院子里，捡
拾那些因截捻而未炸响的鞭炮，
剥开了皮，将里面的火药收集起
来，再偷偷地从家中的盐罐子里
抓些食盐，然后躲到墙旮旯里试
制。也许是我配制的比例不对，
也许是阔三的配方不对，反正
是一直没有闪过火花，只是不
停地发出“哧哧”的声响，而且还
燃烧得飞快。

现在的孩子，大人们看得紧，
玩的花样又多，恐怕很难再有这
种玩法了。但不知这是他们的幸
运还是不幸！

暖脚砖？有些人可
能没听说过，更没有用
过，但这都无妨，顾名不
难思义：暖脚的砖头。

文/图 李建增

前不久，去巨野火车站看望
一位朋友，近中午时朋友说，我带
你去吃本地的特色小吃吧，于是
我们走进一个规模中等的饭店，
门头上方有“谢集罐子汤”大字。

端上来的说是汤，实际上很
稠。汤是用羊骨熬的奶汤，里面有
羊肉、羊杂肉，还有粉条和青菜，
汤喝完还能随意再盛，主食是油
饼。汤的香味浓郁，口感顺滑，至
今回味无穷。

罐子汤，源于菏泽市巨野县
大谢集镇，以大谢集镇老地方罐
子汤最为正宗。

罐子汤原由谢集村谢云德之
高祖谢登普创制于清光绪年间，
传至现在的经营者谢云德已有五
代，长达百余年历史。据介绍，谢
集罐子汤是鲁西南最有代表性的
传统小吃，以其味美价廉，平民

化、大众化深受当地社会各阶层
所喜爱。谢集罐子汤发源地大谢
集镇是鲁西南重要的通衢之一，
过往商旅、贩夫走卒多在此地中
途歇脚用餐，罐子汤创始人谢登
普素有“义商”之美誉，其本人出
身贫寒，对于过往就餐之穷苦商
贩免费加汤，既让他们吃得起，又
顾全了穷苦的体面。为了保温，他
把汤做好后盛到特质的瓦罐里，
挑到集市或街头道口就地打摊售
卖，所以习惯叫它罐子汤。汤配以
鲁西南吊炉烧饼，这对当时普通
民众来说是最高享受。

今天，谢集正宗罐子汤第六
代传人谢经良又将这一传统名吃
加以改进，在巨野县城、菏泽、济
宁等多地开设了连锁店。目前已
经在工商局注册“谢集正宗罐子
汤”商标，是鲁西南最有代表性的
传统小吃，2004 年又被命名为“中
华名小吃”。

■饮馔琐忆

巨野谢集罐子汤

谢谢集集罐罐子子汤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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