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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 曲海波

日征月迈，在蛇年春节即将
来临之际，笔者通过自己收藏的
老报纸上的新闻报眼，寻觅上世
纪30年代老青岛城市里的春节
地标魅力。这些承载、见证城市
历史变迁的地标，反映了老青岛
节日生活的一幕幕喧闹场景。这
个城市，有些地名，重温一遍，不
由得让人感慨似水流年。

四方路、劈柴院

购物最热闹

今天，如果说起四方路、劈
柴院、博山路、潍县路等青岛老地
名的历史，对上年纪的人来说，也
许耳熟能详，但是，对于许多年轻
人来说则是陌生多了。上世纪30

年代，四方路、劈柴院等路段、商
区就像今天的台东商圈一样，每
天人头攒动，煞是热闹。特别是春
节，商铺商摊，各色节日商品充溢
街头，让人目不暇接。

1936年春节(是年春节是阳
历1月23日)前夕，当时的报纸《青
岛时报》不惜笔墨和篇幅，对岛
城中山路商圈的四方路、劈柴
院、莘县路等市场进行连篇累牍
的报道，大肆渲染节日气氛，为
春节造势。在报道四方路市场
时，以“年货上市，四方路之形形
色色”为题如是形容四方路之繁
华热闹：“纸香鞭炮垛成垛，蔬菜
水果堆成堆，各色商铺货摊从四
方路摆起，东至芝罘路，西达潍
县路，中间经过了易州路、博山
路各路的路口，年货摊是十字式
地排列着……种类多得很，有财
神像、黄香、红烛、金银箔、黄表
纸、烛台、灯笼、年画、对联、橘
子、苹果、黑白瓜子、金枣、香蕉、
山楂、红枣、大花生、小花生、黄
梨、葡萄干、鸡鱼肉菜蔬、鞭炮、
玩具，应有尽有……玩具摊上，
儿童欢聚。”

上世纪30年代的劈柴院，
不只是岛城市民经常光顾的大
众游乐场，且各种酒肆饭店、杂
货摊儿鳞次栉比。鲜为人知的
是，每至春节，劈柴院内的水果
摊市在岛城也是小有名气，如
1936年春节前夕，《青岛时报》报
道劈柴院时以“劈柴院水果摊
热闹异常”为题如是描述：“记
者到劈柴院去一看，那些屋子
里的水果铺和院子里的水果摊
上都人山人海，热闹异常……
那些卖水果的，有的用篮子盛
着，有的用纸包着，篮子有圆的
扁的，大的小的，篮子盛上橘
子、香蕉、梨、苹果、甘蔗等等，
盛满了再盖上红红绿绿的发单
(红贴 )……装一大篮子最多两
元钱，小篮子不过花个七毛八
毛，就很好看。”

1936年春节，市民拥至

山东大戏院争看《劫后桃花》

上世纪30年代，每年春节岛
城人文化消闲最大的亮点莫过

于到戏院、电影院看戏看电影
了。那时，中山路上的山东大戏
院、平度路上的大舞台戏院等岛
城响当当的娱乐场所，每至春
节，常常是“客满”的牌子高悬。

1935年9月，上海明星影片
公司外景队来青进行电影《劫后
桃花》的外景拍摄。该片在青岛
拍摄了大量的外景，反映了上世
纪30年代青岛的历史风貌和风
俗人情，拍摄过程中，许多青岛
市民都亲眼目睹了电影拍摄现
场，以致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岛城
市民街谈巷议的话题。1936年春
节期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将刚
刚制作完成的“1 9 3 5年特级巨
作”电影《劫后桃花》拷贝通过飞
机首先送到青岛放映，为的是感
谢岛城人对电影拍摄工作的支
持，同时也为岛城人春节的文化
生活助兴。

当电影《劫后桃花》春节期
间要在山东大戏院放映的消息
经报纸和山东大戏院的海报披
露后，人们都趋之若鹜地到山东
大戏院排队购票，那阵势就如今

天人们到电影院线看春节档的
贺岁大片一样。

那时，尚在国立山东大学教
书的著名剧作家洪深先生因创
作电影《歌女红牡丹》和《劫后桃
花》而在岛城声名鹊起，正如记
者描述的那样：“以青岛作背景
的《劫后桃花》，是洪深编的，曾
在《文学》上发表过，去年明星又
来青岛拍这部片子，那时已经轰
动了青岛，本报曾向读者介绍，
并且也有不少读者曾亲眼看着
明星公司拍这片子的外景；昨天
这片子在山东(注：山东大戏院)

公演了。崇拜戏剧家洪深作品
的，爱好看电影的，和一般好奇
的 ，当 然 都 是 这 部 片 子 的 观
众……”

土产特色街

莘县路

20世纪30年代，毗邻小港湾
的莘县路是土产特色一条街。
1936年春节前夕，当时报纸如是
描述莘县路：“除了四方路、博山
路之外，尚有一条路也很兴盛，
就是莘县路菜市之门外。这路两
旁也是货摊连排，但所卖的东
西，与四方路货摊不同，此处摊
上卖的器具是洋铁壶、铁铲子、
铜勺子、茶盅、茶壶、盘子、红黑
筷子、切菜板、粗瓷碗、碟子；食
物是海带、韭菜、白菜、洋葱、山
药、大葱、生姜、大蒜、辣椒、胡
椒、五香末、粉条等等，香烛纸箔
财神像与四方路相同……”

那时光顾莘县路的顾客“穿
的都是短衣，讲起价来争执分
文，且不能买办值钱的东西，每人
至多不过花一元或八角，最少者
买一回仅花一毛两毛。”由此可
见，每天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莘
县路市场平日里以物美价廉著
称，是颇受普通劳动大众青睐的。
至春节，每日里更是人声鼎沸，呈
现一派节日繁忙景象。

在蛇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笔者通过自己收藏的老报纸上的新闻

报眼，寻觅上世纪30年代老青岛城市里的春节地标魅力。这些承载、见

证城市历史变迁的地标，反映了老青岛节日生活的一幕幕喧闹场景。

■乡村记忆

故乡的芦苇

■口述城事

老青岛的春节地标

□ 宁一

中午在小区里散步，享受冬
日正午暖暖的阳光。

小区里有个湖，湖的岸边有
一片芦苇。冬日的芦苇，叶子枯
黄，一片白茸茸的芦花随风轻轻
摇着，于是我想起“故垒萧萧芦
荻秋”、“枫叶荻花秋瑟瑟”这样
的诗句。芦荻和芦苇长在一起，
而且芦荻远远少于芦苇，作者为
何不说芦苇呢？这两首诗句描写
的都是南方景物，难道南方的芦
荻比芦苇多，还是因为在诗中

“荻”比“苇”更合乎平仄的要求？
我觉得委屈了芦苇。

芦苇是多年生草本植物，长
在水边。芦苇最重要的价值大概
是用来做苇箔，苇箔可以用来做
帘子，北方农村盖房子用来铺在
房顶上，百年也不烂，是上好的
建筑材料。芦苇编织成的苇席是
北方农村的火炕上必铺的，孙犁
的《荷花淀》描写的就是抗战期
间白洋淀的妇女编织苇席的情

景。芦苇还可以打成纸浆，是优
质的造纸材料。

我的老家是鲁西北的一个
村庄，村的西北、西南、东南有三
个湾，湾里长着很多芦苇，我们
把长着芦苇的湾叫“苇(子)湾”。
村西南那个苇子湾最大，大概有
十几亩地，芦苇长起来，风一吹，
芦苇刷刷地响。到了秋天，芦苇
的穗都变成了白色，深秋就成了
灰白色，好大的苇子湾，一片白
茫茫的。芦苇是北方农村生活中
很常见的植物，童年中的很多趣
事都和芦苇连着。

春天，芦苇冒出尖尖的嫩
芽，暗绿中有紫红，叶子长出来
后是淡淡的绿，长大后就成了深
绿。芦苇丛里有种野菜，叫“曲
ma菜”，又嫩又大，兔子、猪都爱
吃。小时候去苇湾里拔“曲ma

菜”，小心翼翼的，有点害怕，有
点紧张，左顾右盼的，只怕碰到
蛇，拔完后赶紧离开。

芦苇长高了，把芦苇的心
儿拔出来，把黄黄的嫩心儿轻

轻地插到地上的蚂蚁洞里去，
一会儿轻轻地把芦苇的心儿提
出来，上面就趴着一只小爬虫，
一爬一弓腰，背上拱起来，就像
骆驼，我们管它叫骆驼。大概芦
苇心儿有甜味，小虫子贪吃被
提出来了。

到了夏天，芦苇都长高了，
折一棵粗壮的芦苇，把所有的叶
子都捋掉，只留下最顶上的心
儿，把这心儿打一个活扣，在湾
边上套蛤蟆。找到一只水边的蛤
蟆，悄悄地把芦苇伸向水里，向
蛤蟆移动，把活扣儿轻轻地穿到
蛤蟆的一只脚上去，再轻轻使劲
一拽，活扣死住，就逮到一只蛤
蟆，把它拖到岸上，一直把蛤蟆
玩死。

秋天的芦苇很茂密，有时能
在芦苇里发现一堆鸡蛋。有的母
鸡不在自己家的窝里下蛋，到别
的地方下蛋，老家管这叫“拉拉
蛋”，谁要在芦苇里捡到一窝鸡
蛋，那可是“漫卷鸡蛋喜欲狂”
啊。

芦苇管内有一层薄膜，抽
出来可以做笛膜。我十来岁的
时候很羡慕一个年长的伙伴有
一个笛子，到上了高中，我也买
了一个笛子，可只会吹《东方
红》，呜呜啦啦的，刺耳。做笛膜
得到秋天，芦苇长熟了，找一棵
粗壮的，把粗的一节截下来，用
刀子轻轻地把一个苇管儿的一
头儿削一圈，削出苇膜，然后把
露在外面的苇膜捻成一个捻
儿，用一根细棍儿从这捻儿处
捅进苇管里去，从另一头捅出
来的就是苇膜。然后把苇膜上
的茸茸毛都轻轻地捋掉，把苇
膜剪开，分成一块块的，平展展
地夹在书里，这就是可以用的
笛膜了。用的时候把笛子的吹
孔周围涂上一层蒜汁，再把苇
膜轻轻地、平平地贴上，用力压
紧，笛子就可以吹了。

故乡，是具体可感的，对故
乡的记忆连着那里的一房一瓦，
一草一木，连着那里的一缕缕炊
烟。

崮山馍馍

□ 李贞寅

在长清区崮云湖街道办事处
的大崮山村，自古就制作销售一
种美味的食品——— 崮山馍馍。这
种馍馍，手指大小，十个一排，每
个馍馍上头都点着红色梅花印，
吃起来酥脆可口。曾经在崮山村
街两旁都有摆摊销售崮山馍馍
的，凡路过大崮山村的人们，总要
买几排带回家。

相传乾隆皇帝南巡时，下榻
大崮山村，当地官员选送崮山馍
馍供皇上品尝，乾隆皇帝品尝后，
龙颜大悦，夸崮山馍馍好吃。为此
为崮山馍馍点上了象征“福禄喜
寿”四个红点的梅花标记，还给崮
山馍馍的店家赏银五百两。

制作崮山馍馍的面粉非常讲
究，面粉要选当地唐王寨产的小
麦粉来加工。唐王寨区域是黑土
地，所生长的小麦质量好。有了好
的面粉，还要选好的“引酵”，现
在，他们选用酒厂用的大曲来制
作引酵，这样制作出的崮山馍馍
带有一种甜味。

做崮山馍馍要用“压杠”面，
把和好的面揉成雏形，再将揉好
的一条条雏形面块摆成十个一排
的形状，放进一个口径一米的大
锅里，把馍馍贴在锅帮上，放上箅
子蒸。这样蒸出的崮山馍馍底面
是杏黄色，口感酥脆，上面则是白
色，非常美观。正常的崮山馍馍每
个长约8厘米，宽约1厘米，形如手
指。

蒸好出锅的崮山馍馍，粗头
朝上，细头朝下，放在盘中，沿用
乾隆皇帝象征“福禄喜寿”的梅花
印记，用筷子做成个“梅花印”，蘸
着红色食用色，点在馍馍的粗头
上，一个个馍馍红点鲜艳，看起来
像一朵朵梅花贴在上面。

在上世纪50年代，我每次乘
火车去济南时，父亲总会嘱咐
我：“回来时，在崮山火车站给你
奶奶买几排崮山馍馍来。”我不
管在济南住几天，总是牢牢地记
着父亲对我的嘱咐。从济南乘火
车回来时，车还没到崮山火车
站，就赶忙把零钱准备好，并打
开车厢的窗子 (当时是一角钱买
一排十个崮山馍馍 )。火车一停
下，我赶忙把头伸出车窗，只见
站台上隔一段就站着一个头戴
白卫生帽、上身穿着白褂子的服
务员，她们手里端着一个长方形
的木传盘，传盘上盛着一排排的
崮山馍馍，馍馍用块白布盖着，
叫 喊 着 ：“ 崮 山 馍 馍 ，崮 山 馍
馍……”我伸出手“我买崮山馍
馍！”卖崮山馍馍的赶紧靠近车
厢，把一排排的崮山馍馍递给
我。在那个年代，崮山馍馍就是
孝敬老人的绝佳食品。

“文革”时期，卖崮山馍馍也
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把崮山
馍馍当“资本主义尾巴”来割掉。
从此，崮山馍馍在市场上就销声
匿迹了。如今，有着四百多年历
史的崮山馍馍重新回到人们的
生活中，在崮云湖街道办事处驻
地，又有人采用传统地道的工
艺，开起“崮山馍馍”店铺，制作
销售起崮山馍馍。他们还带着崮
山馍馍，参加了济南市大观园举
办的美食节，荣获了“山东省名
优小吃”称号，听说还远销北京、
深圳呢！

芦苇是北方农村生活中很常见的植物，童年中的很多趣事都和芦

苇连着。

■饮馔琐忆

▲ 上世纪30年代的《青岛时报》上有关春节的内容。

▲ 老青岛的中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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