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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华不注

□ 刘希智

我的爷爷刘忠厚生于1868

年(清同治七年)，1951年辞世。岁
月的磨砺练就了爷爷的坚强与
善良，他一生轻财好施、乐行公
德。他的为人正如他的名字一
样，非常忠厚。

爷爷幼时家境贫寒，长大后
学做瓦工，为人勤奋，渐成领工。
爷爷的吃苦耐劳、勤奋好学得到
了城南信义庄石灰窑窑主潘掌
柜的赏识，将女儿许配给爷爷，
全力资助爷爷在南乡土屋老家
开设了“和顺兴”号石灰窑厂。自
此，家境渐有起色。但天有不测
风云，几年后潘氏祖母早逝。后
于民国初年爷爷续弦胡氏祖母，
从此夫妻二人辛勤劳作、诚信经
营，生意日渐兴隆。

一年，千佛山上的庙宇需要
修缮，方丈约请爷爷供应石灰以
作施工之用。完工之日，方丈面
带愧色，诉说庙中无力付资，恳
请拖欠。爷爷听后慷慨地说：“庙
方既有困难，我当鼎力相帮，所
供石灰分文不取。”而且，运费也
全由他自己承担。由于家里尚不
富裕，家人对爷爷此举很不理
解：白送石灰也就罢了，哪还有
搭运费之理？但爷爷坚信此乃行
善积德之举，义不容辞。为感谢
爷爷的善举，庙方在千佛山上立
公德石碑记叙此事，可惜此碑毁
于“文革”时期。

从前，玉函山顶有一片庙
宇，山上僧人及上山施主吃水、
用水全凭一眼旱井。但此井一直
漏水，干旱之时，井水几近枯竭。
爷爷闻知此事后带领工匠备上
材料上山修补，他亲自下井查
看，原来此井自岩石上凿出，井
壁凹凸不平，按常规之法应将凹
处补平。由于凹处太深，用料不
易与之粘牢，爷爷想出随凹就凹
的办法粘补，终将井壁修好，从
此山上人吃水不愁了。

原先土屋庄东南有山河一
道，常年流水不断，为兴济河之
源头。爷爷家就在河北岸，依山
而建，东面是三座石灰窑，西面
一大院落十余间房屋，正房为二
层小楼。青山绿水景色宜人，只
是门前这条河给人们出行带来
诸多不便，河上无桥又无船，却
是本庄及城南诸多村庄进城返
乡必经之路。水浅之时行人涉水
而过，一到雨季河水陡涨，爷爷
及家人常见行人涉水时因水流
湍急而跌入河中。

民国十一年春天，兴隆庄要
在兴济河上游的“黄头崖”建桥，
因该桥建在兴隆地片，桥建成后
行人走至土屋仍要蹚水过河，这
更坚定了爷爷要在土屋建桥的
决心。这时虽然离建桥所需费用
相去甚远，但他还是毅然请来工
匠，运石开工，他要在兴隆桥建
成之时，建成土屋的桥。该桥为
九孔圆拱石桥，长二十余米，高
近三米，工程浩大，建桥过半，财
力吃紧，爷爷就将家中最大最好
的一块田地卖掉以充建桥之资，
终将大桥建成。大桥建成之日，
众乡亲云集桥头欢呼雀跃，锣鼓
喧天，鞭炮齐鸣。该桥之建成不
但惠及本庄之人，也大大方便了
周围四邻八乡出行。

民国十五年，历城南乡51个
村庄百姓联名为爷爷建桥事竖
立石碑，立于桥头。抗日战争时
期，为阻止日寇机械化部队的进
攻，乡亲们不得已将桥两端扒
毁，后虽经整修，终不如原来坚
固，于“文革”时被拆除。

百年沧桑，远去了先祖的背
影；继往开来，忠厚之家风永
存。

【怀念】

忠厚传家的爷爷

□ 魏敬群

老济南人过夏天，不离手
的是一把蒲扇。济南酷暑堪称

“火炉”，那时家庭没有电风扇，
更没有空调，生风驱暑全靠手
摇蒲扇。

蒲扇也叫蒲葵扇，俗称“芭
蕉扇”，它是用蒲葵即扇叶葵的
叶子制成。中国人使用蒲扇已
有上千年历史。白居易诗作《小
池》有“坐把蒲葵扇，闲吟三两
声”的句子。到了夏天，济南人
离不了扇子，干活时放在手边，
得空便赶紧扇两下；喝茶拉呱，
更是扇个不停；到了床上，也是
手摇蒲扇慢慢入睡。并且，一把
蒲扇有多种用途，扇风取凉自
不必说了，出门顶着毒日头，可
以用扇子遮光；走路累了，坐下
时垫在屁股下面；晚上乘凉，用
来驱赶蚊虫。家里人多，几乎人
手一把。

济南夏日高温难耐，晚上
躺下依然浑身冒汗，要铺张凉
席才能缓解燥热。老济南人铺
的凉席，多为草编，竹编的较
少，藤编的就更少了，因为那是
高档品，一般老百姓买不起。盛
夏的晚上，人们总爱扯一张凉
席，铺在院子里或是大门口，或
坐或躺，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在
那里聊天。孩子们或是做游戏，

或是听大人讲故事。倦了，便睡
着了。到了后半夜，气温稍稍下
降，妇女们抱起小孩子回到屋
里。那些打着呼噜的汉子和睡
得沉的半大小子，便躺在露天
的凉席上，一觉睡到天明。

夏日暑气裹身，胃口不开，
济南人思来想去认准了凉面，
也就是麻汁面。济南有句老话：

“冬至饺子夏至面”。明末清初
文学家、戏曲家李渔在《闲情偶
寄》中说到自己喜欢吃的“五香
面”和“八珍面”，这两种面里都
拌入了芝麻。济南人喜欢吃面，
夏至乃至整个夏天都要吃凉
面。凉面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
唐代，杜甫《槐叶冷淘》诗中就
有“新面来近市，汁滓宛相俱”、

“经齿冷于雪，劝人投此珠”、
“君王纳凉晚，此物亦时须”等
句。宋代诗人王禹偁《甘菊冷
淘》亦有诗句：“俸面新且细，溲
牢如玉墩。随刀落银镂，煮投寒
泉盆。”这末一句说的是，面条
煮好后，要过凉水。

济南人吃麻汁凉面，过水
用的便是地道的寒泉之水。讲
究些的人家要用深井新汲的泉
水，凉到牙根，才算过瘾。菜码
有咸的胡萝卜丁、香椿芽末和
鲜黄瓜丝，还可以加入汆过的
绿豆芽和韭菜、芹菜段，调料则
有蒜泥、盐水、醋和麻汁。麻汁

是芝麻酱的俗称，用来拌面香
气扑鼻。济南大街小巷的食品
摊和饭馆里，也都少不了麻汁
面。近代经营麻汁凉面较有名
的店，有清末宣统年间的聚合
号、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义盛居。
在街头，摇着大蒲扇的摊主大
声吆喝：“酸酸的，辣辣的，麻汁
大大的，吃凉面的都来哟！”此
外还有麻汁米粉、麻汁馄饨，做
法差不多，只是面条换成了米
粉和馄饨。不过，济南的米粉和
别处不同，别处都是用大米做
原料，而济南的米粉是小米制
品。

吃的有凉面、凉粉，喝的有
绿豆汤、荷叶粥，济南人把个燥
热的夏天过得有滋有味，他们
还嫌不过瘾，又在三伏天打开
司家码头、北门里街的冰窖，这
些冰都是大明湖船户的劳动果
实。济南人管冰块叫“冻冻”，起

“冻冻”、窖“冻冻”是船户们冬
季最重要的营生。起“冻冻”是
技术活，也是力气活，取出的

“冻冻”要整齐划一、棱角分明。
老把式手持冰镩子奋力凿冰，
小伙计则赶紧把凿下的“冻冻”
用钢钩拖出水面，套上绳一溜
小跑拉到湖边。慢了不行，容易
二次结冰。窖“冻冻”是仔细活，
窖底和窖壁都要覆上苇席，“冻
冻”上要盖上几层蒲草苫子，铺

上锯末和厚厚的干杨树叶子，
盖上苇箔用石块压紧，最后封
起窖门。

“冻冻”的大主顾是鱼行、
肉铺、饭馆和医院，大户人家也
用。有些小贩把批发来的“冻
冻”砸成小块，放进篮子里沿街
叫卖：“拔凉解渴的冻冻咧！”也
有小贩摆摊卖冰，有主顾来，便
从大的冰块上现凿，下面用盘
子接着，再拿些果子干、杏干等
与冰碴儿掺在一起，倒上点儿
醋，吃起来又酸又甜又凉，孩子
们叫“冰盏”。

济南的冷食店、冷饮店里，
有各种各样的冰镇食品，有的
是摆在冰块上降温，有的是用
冷水拔凉。商家把大西瓜、汽水
等盛在器皿里，沉到河底泉池
中，一样达到解暑效果。住家户
也是如此，院中的泉池、泉井，
是老百姓的“天然冰箱”。人们
把容易坏的食物，吊在泉井里
保鲜；买来西瓜，用尼龙袋装起
来搁在里面，劳作归来，捞出来
切成大块，又甜又凉，呼噜呼
噜，大快朵颐。

老济南人过夏天，自然还
少不了亲水。泉河游泳，水边乘
凉，掬水捧饮，真乃天赐之福。
济南人关于夏天的记忆，哪一
个不是湿漉漉的。

【流光碎影】

老济南人过夏天

上世纪
初西门大街上
手执蒲扇遮阳
的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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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城事】

民国时期的济南婚礼习俗
□ 张稚庐

自民国初迄上世纪50年代
初，新、旧两种婚礼在济南并存
了40余年。孰是孰非，各行其是
罢了，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的一个小小缩影。

当男女成年十八九岁时，由
亲友执柯或媒婆撮合，双方家
长带着孩子去某处见上一面，
谓之“相亲”。家长谈话，俩孩子
却不可交一语。如果以为门当
户对可以般配，而后互送“门户
帖”，上书姓名、籍贯、三代简历
等。尽管是民国时期了，封建的
门户观念还是很重。有功名的
还要炫耀一下“前清光绪××
科举人”……待两家访询属实
后，再过“八字帖”：各写男女生
辰八字，找星命家推勘。当年，
济南大观园后门有十几家算命
铺，其中“云中子”最擅“合婚选
吉，六书论字”，卦金奇贵。济南
不少世家遇有喜事，非请他云
里雾里一番不可。

待得到“天作之合”的精神

支持后，男方要先下聘礼——— 金
银首饰，翡翠珠花，不一而足。贫
者起码要送银镯子一副。女方答
以鞋帽衣料或文房四宝等。新式
婚礼虽无下聘礼之规，但男方须
在馆子里摆一桌“订婚宴”。迎娶
前两个月，男方投“龙凤贴”，以
言明结婚的具体日期。当离大喜
日子十天前后，男方雇一长班
(临时男仆 )，向亲友四处送“请
帖”。

迎娶之日坐轿还是乘车，是
新、旧婚礼形式上两大不同。坐
轿以及旗锣伞扇等仪仗由“灯轿
幡杠铺”承办。济南解放初期这
种铺子有十几家。最大的是山水
沟刘家的“南大兴”。轿夫多用四
抬，富家用八抬。一般没进过洋
学堂的女性是执意坐轿。“大姑
娘坐轿头一回”，这对女人来说
乃一生最风光之事。

文明婚礼坐车则是欧式马
车。这种马车晚清时已流行上
海，济南直到民国初年才出现。
舜井街上有“亚非”、“中华”，天
地坛有“鸿升”，县东巷南首有

“鸿昌”，有的马车行直到济南解
放以后才歇业。此车车厢似轿，
漆成栗子壳色。四面安玻璃。厢
内两排靠座，上铺毡垫。一车可
坐四4人。车厢前有一支凳，车夫
坐上面挽辔而行。作为婚车时，
厢顶外围以红绸，里面挂绣花窗
帘。一匹棕色高头大马驾辕。12

个吹洋号，敲洋鼓的乐队在车前
开道。他们身着西式红呢元帅
服，胸前挂黄绶带，肩头披黄丝
璎珞，神气十足。西洋乐队是从
音乐社雇来的。我幼时同窗洪家
顺，其父就在东西钟楼寺街上开
一家“同心音乐社”，每年春秋两
季生意很好。 文明婚礼新娘是
一袭白纱，后拖长长一尾巴，有
两个六七岁的儿童给她牵着，名
曰“牵纱童子”。更摩登的是，新
娘还要遮起“心灵的窗户”———
戴一副金丝墨镜。

浩浩荡荡的乐队、马车来到
男家。众人早在大门外迎候。鼓
乐大作，人声鼎沸。新娘缓缓下
车，一溜猩红窄地毯已铺上，新
郎陪，伴娘扶，宾客簇拥，她“台

步”很慢，三步挪不到一米，意
态姗姗。突然，下上飘下一阵

“小米雨”——— 把一盆小米拌
上红纸屑，由长班一把一把向
空中抛去，长班还高声嚷嚷着
吉祥话。

这时，你若看看两位新人的
表情，真是妙得紧：新郎状若木
鸡，新娘俯首，脸上微露苦相，
绝无西方男女婚誓之后，从教
堂出来时那欢快的激情。在人
声、乐声嘈杂中进大门，过二
门，来到庭院里。旧式婚礼要摆
天地桌，上置大铜香炉，燃上三
炷高香，蜡台上插龙凤花烛。礼
赞生高喊：“一拜天地，二拜爹
娘，夫妻对拜，礼成，奏乐，入洞
房！”文明婚礼倒省了这些劳什
子，天地桌改成“礼桌”，桌后站
着位年高德劭的“主婚人”，两
边各站一个“证婚人”。新人来
到桌前三鞠躬，主婚人讲一番
善颂善祷的空话。接着三人在
婚书上钤印，照像合影。鼓乐阵
阵，新娘入洞房，众宾客纷纷入
席，喜宴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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