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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隔 张国华

由大明湖钟楼寺遗址东行
不远，明湖路路北有一条南北向
的小街叫学院街，街名的由来与
钟楼寺也有关，明初年的钟楼寺
历经演变，于清朝康熙二十七
年，也就是1688年改为提督学
院，掌管全省秀才的岁试、科试
及选拔贡生等工作，提督学院东
侧的街道故名学院街。

街不足百米长，道路虽宽，
但很冷清。学院街以东门楼林
立，其中不乏隐于此地的几处豪
宅。清代中后期至上世纪三十年
代，在北方城市中，济南地处中
原水陆的交通枢纽，经济较为发
达，尤以盐商为盛，有“十商九
盐”之说，古城区内的数处建筑
规格较高的盐商豪宅也证明了
这一点。这其中就包括位于学院
街南段的张姓盐商的宅院，临街
的“山”字形拱门尤为别致，一米
多高的大青石基砌得一丝不苟，
上面青砖一气到顶，拱券的大门
朝西，拱门内有两处独立的东西
院。

迎 着 大 门 的 路 通 向 东

院——— 学院街14号，里面的住房
已面目全非，看不出最初的格
局，而靠近大门的西院，即学院
街12号，建筑竟还保持着当年的
风貌，大门朝南，进门正对的照
壁与东厢房南山墙合二为一，简
洁而实用，这样的布局在济南的
民居里倒是常见。由照壁前左拐
进入二门，原以为就可进入四合
院了，但谁想南屋与正屋、东西
厢房间又设了一道门，这却是不

常见的。南屋独立出来，里面的
院子成了三合院，院内高大的正
屋与稍低的东西厢房均未加改
造，连屋顶上的花脊小瓦都完好
如初。或许正因为此，门楼和西
院在大明湖东南片区扩建改造
中得以在原址上保留下来，如今
修缮一新后成为了老舍纪念馆，
正屋和东西廂房陈列老舍照片
和生平资料，记录先生在济南生
活、工作的足迹。

原学院街西都是围墙，靠
近南段的墙根有一排并不粗大
的法桐，春天，并不是它最美
的时候，秋天来这里，阳光穿
透法桐层层叠叠的叶子，将光
斑洒落一地。秋风拂过，树间
的叶子如手一般舞动起来，悬
在枝头褐色的小铃球，也跟着
在一片金黄色中轻轻摇摆。眼
下，只盼望多几场春雨，快快
滋润出几分绿色吧！

前世今生学院街
⑥

隔 苗得雨

在孟良崮山麓东坡，有个
孙祖镇，在孙祖镇有个孙乃祥
的小米种植专业合作社，他们
生产的“孙祖小米”销往全国
各地，生意做得很红火。当农
产品变成了商品，普普通通的
五谷杂粮就放射出异样光彩。

谷子学名叫“粟”。辞海上
解释，古代亦称“禾”、“稷”、

“谷”，今北方通称谷子，去壳
叫小米，以山东、河北、东北等
地为主种植，供食用或酿酒，
茎 、叶 、谷 糠 可 作 饲 料 。而

“禾”已成了庄稼——— 五谷的
总称，“稷”是另一种作物，适
合 蒸 年 糕 、发 团 ( 发 团 又 以

“黍子”为主 )。小米在粮食中
是上等品，“小米、白面”相
连。小米煎饼比麦子煎饼还
好吃、香脆，麦子煎饼得使劲
撕咬，有歌谣唱：“老奶奶，老
奶奶，麦子煎饼卷韭菜！”妇
女生了小孩坐月子，要喝小
米粥，有营养，又利于下奶。
它的营养成分，小米合作社
的经理、董事长孙乃祥，给我
说了一大套，什么蛋白质多
少，脂肪多少，碳水化合物多
少，钠多少，还有能量多少，
太专业，我没详细记。反正人

们都知道小米是
好 东 西 。孙 乃 祥
说：“它还很厉害
呢！我们当年不就
是 用‘ 小 米 加 步

枪’打败的蒋介石吗？”是呀，
我曾有诗，尾句是“磨不尽的
米，磨不尽的面，磨尽了蒋家
兵马八百万……”

除了涝洼地不适合种小
米，别的地都行，靠河村庄周
边的好地都称为“好谷地”，丘
陵地尤合适。孟良崮东麓这一
带，是鲁东南丘陵地区，气候
属暖湿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年
降水量多在900毫米左右，土
壤呈中性和微酸性，含磷、钾
较多，适合谷类种植。就是这
个原因，孙祖小米有一种特有
的香味。

他们这个专业种植合作
社有一千五百亩地，每个入社
户每亩收入都比原来增加了
一至两倍。最近，孙经理又亲
自给我送来小米。我高兴地又
题写了两幅字：“沂蒙风光好，
孙祖小米香”，“说好喝——— 孙
祖小米，值得看——— 孟良崮
上”。乃祥说，他们的生意红火
以后，有人羡慕，一下子冒出
了二十多家同是“孙祖小米”
招牌的产家。其中有三家是孙
祖镇范围的，但小米是到外地
收购的；另一些，是县城里一
些土产店搞的，小米也都从各
地收购。有一次，他去县里一
位长辈家，那长辈说：“你们的
小米，怎么不如原来的香了？”
他说：“你拿招牌我看看！”看
了招牌，是“孙祖小米”四个
字，他对那位长辈说：“这不是
我们的。我们的是苗得雨题写
的，你只要看有没有这题字，
就知道真假了！”

孟良崮的
小米

《水浒传》中最让读者津津
乐道的，是武松十八碗的海量和
醉打蒋门神的故事。武松来到景
阳冈，酒家道：“俺家的酒虽是村
酒，却比老酒的滋味；但凡客人
来我店中吃了三碗的，便醉了，
过不得前面的山冈去：因此唤作

‘三碗不过冈’。若是过往客人到
此，只吃三碗，便不再问。”武松
笑道：“原来恁地。我却吃了三
碗，如何不醉？”酒家道：“我这
酒，叫做‘透瓶香’,又唤作‘出门
倒’：初入口时，醇浓好吃，少刻
时便倒。”武松在孟州帮助施恩
夺回被蒋门神霸占的快活林酒
楼时说：“你怕我醉了没本事，我
却是没酒没本事。带一分酒，便
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
我若吃了十分酒，这气力不知从
何而来。”

水浒中的酒分为老酒和村
酒，从酒质来划分高档与低档的
方法，实际上是将人分为了贵族
与平民两个等级，自然而然也就
出现了老酒和村酒的称呼，看来
武松喝的十八碗“透瓶香”是村
酒中的精品，比那官老爷喝的老
酒都有滋味。

村酒是一种没有蒸煮的小
酒，质量较差，一般只供乡村出
售或自家饮用。大名府梁中书派
杨志押送生辰纲，为蔡京祝寿，
杨志一行来到黄泥冈，那十多个
军汉看见白胜挑着一副担桶赶
忙问：“你桶里是什么东西？”白
胜应道：“是白酒。”众军立即来
了精神：“我们又热又渴，何不买
些吃，也解暑气。”能解暑气的酒
估计相当于今天的米酒吧。鲁智
深大闹五台山喝的也是村酒，

“智深把那两桶酒都提在亭子
上，开了桶盖，只顾舀冷酒吃。无
移时，两桶酒吃了一桶。”可能是
酒精度较低，所以喝了一桶才
醉。大部分老百姓喝的都是村
酒，不是今天所说蒸馏而成的白
酒。书中常见的素酒、黄米酒、荤
酒、浑白酒等都是村酒，质量相
对差些，酒精度数较低。

水浒中的老酒，据《宋史·食
货志》，宋朝称为大酒。这种酒的
酒精度比较高，酒的品质(色、香、
味)都超过“小酒”，从生产到品尝
需要等待近一年的时间，价格昂

贵。孔亮的青花瓮就是老酒。“店
主人却捧出一樽青花瓮酒来，开
了泥头，倾在一个大白盆里。武行
者偷眼看时，却是一瓮灶下的好
酒，风吹过一阵阵香味来。武行者
不住闻得香味，喉咙痒将起来，恨
不得钻过来抢吃。”武松是一个品
酒大师，“抢吃”一词说明了其确
实是好酒。宋江在琵琶亭宴请戴
宗、李逵，那酒保取过两樽玉壶春
酒，这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宋
江浔阳楼醉酒题“反诗”所喝的则
是一樽桥风月美酒，看来是度数
高的老酒，宋江喝醉了酒，才写出
来“反诗”，被判死刑，最终被众人
劫法场，不得不走上梁山。从这个
角度看，宋江是被桥风月美酒逼
上梁山的。

当然，皇帝的御酒一定是好
酒，宋朝的宫廷酒是从各地名酒
之乡调集酒匠精心酿制而成的，
宋朝名酒三白泉是大宋御酒之
一，《水浒传》第75回“活阎罗倒
船偷御酒”写陈太尉责十瓶御
酒、“赦罪”丹诏到梁山招安。阮
小七与水手们偷吃了御酒，“船
稍头有一桶白酒在那里”，于是
装上十瓶冒充。当陈太尉在忠义
堂宣读皇帝诏书、分发御酒给大
家喝时，这酒“却是一般的淡薄
村醪”，不知底细的鲁智深高声
叫骂：“入娘撮鸟！忒是欺负人！
把水酒做御酒哄俺们吃。”这十
瓶冒牌御酒大大激怒了梁山好
汉，造成了梁山初次招安的失
败。

另外还有一种“头脑酒”，第

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中有这样一段故事：李小二请雷
横去听白秀英的曲，二人来到勾
栏里。雷横去青龙头上第一位坐
了，“那李小二，人丛中撇了雷横，
自出外面赶碗头脑去了。”这里的

“赶碗头脑”，指的是“头脑酒”，头
脑酒在宋代是一种吃法很特别
的酒。它是将肉及杂味置于大碗
中，将热酒注入，如同喝菜粥。由
于李小二离开勾栏去喝头脑酒，
白秀英不认识雷横，二人发生争
执，最终雷横打死白秀英，被逼上
梁山，还连累了朱仝。

《水浒传》所描写的酒楼、酒
库、阁儿、座头、绰酒座儿等酒文
化，是宋元时期人们宴饮场所等
世俗生活的真实反映。书中的喝
酒，除了以碗、瓶、角、盏、杯等计
量外，还有以桶计的。花和尚鲁智
深大闹五台山时，一个人吃了一
桶酒；吴用请阮氏三兄弟时，四个
人刚坐定下来，急传唤酒保打一
桶酒放在桌子上，大有不醉不休
的意境。以酒待客、以酒交友是我
国传统的社交礼仪风俗，《水浒
传》提到的就有“接风酒”、“庆功
酒”、“饯行酒”、“交心酒”、“婚丧嫁
娶酒”等。特别是宋代，夫妻结婚
喝交杯酒已成风俗，用以表示新
婚夫妇相亲相爱、白头偕老。喜
事、丧事也有酒俗，武松为其兄发
丧时，也叫士兵置办酒食招待来
客。不仅如此，逢年过节，也少不了
频频举杯，梁山泊忠义堂上的“菊
花宴”便是一例，各种酒宴名目繁
多。

舌尖上的水浒：村酒和老酒

刘传录 :“新水浒研
究第一人”，齐鲁文化学
者、知名文史博主 ,曾任
泰安区域文化通览(岱岳
卷)学术主编。著有《第三
只眼睛读水浒》、《刘传录
趣评水浒》。

梁山好汉推崇的是

“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喝

酒情节几乎贯穿全书，如

宋江浔阳楼醉题“反诗”，

最后又被毒酒鸩亡；武松

快活林醉打蒋门神、景阳

冈空手打虎；鲁智深借酒

发威，拳打恶霸“镇关西”；

智取生辰纲借力于白胜

卖酒，孙二娘开店凭借蒙

汗药酒。上世纪六十年代

在宋江故里出土了一个

北宋时期的酒坛，腹部绘

有数个“醉面”，极像酒意

正酣的醉汉之脸，似笑非

笑，沉醉逍遥，甚是生动；

肩部则题有颂酒诗：“罗

列三千馆，清香第一家，

隔壁三家醉，开坛十里

香”，再现了宋代水泊梁

山生动的酒广告。

■地方风物

小米在粮食中是上等
品，“小米、白面”相连。小
米煎饼比麦子煎饼还好
吃、香脆，麦子煎饼得使
劲撕咬，有歌谣唱：“老奶
奶，老奶奶，麦子煎饼卷
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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