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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替代的

第二故乡

小时候听过关于黑虎泉的传
说，话说乾隆年间，泰安县令对济
南知府说：“黑虎泉水发源地乃泰
山黑龙潭”，济南知府不信，二人
打赌。为验证真伪，泰安县令将稻
糠数十袋尽倾潭内，约三天后，济
南知府及数百见证人在黑虎泉三
个虎头喷涌处见到稻糠浮出水
面……许多年后，查阅此闻，均无
记载。但我却宁愿相信这一传说，
因为泰山与济南千佛山同属一脉
相连，其泉脉应是相通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家搬到
了宽厚所街49号。宽厚所街很有
名，是济南府第一条柏油马路，
盖因国民政府时期张姓城建局
长的官邸建在此地，而我家就住
在张姓院落里。这是一座民族风

格与西洋建筑相组合的两进四
合院，中间一栋二层带回廊的洋
楼。院内有海棠、石榴树，竹架上
睡卧着百年龙眼葡萄。这所院子
里住着十户人家，大都是“文革”
时期被革命的洪流冲刷到这里
的走资派和家眷。那年我十岁，
少年的我们不谙愁滋味，但心里
明白父辈们倒霉了。生活仍在继
续，一天三顿饭还能吃饱，放学
回家日落依旧。

炎热的夏日晚间，黑虎泉便
是最好的纳凉去处，我约着三
毛、历山等小伙伴，换上三角短
裤，脚着拖鞋，拎一网兜西红柿，
穿过独门巷往东直奔黑虎泉。那
时的泉畔和护城河堤岸，波光粼
粼、柳影婆娑。离黑虎泉百米处

便闻泉水轰隆，和着此起彼伏的
蝉鸣声，在这夜里汇成一曲和谐
的音符，这就是记忆中的黑虎
泉。我们疾步奔到池旁，炎热的
气浪已被凉气逼走。热热身，退
后、助跑、跃起，扎入池水中，那
种感觉真爽啊！冰凉的西红柿吞
入口中咀嚼……那滋味，如今再
也感受不到了。

我们十户人家，平时交流的
场所大都在前院里，那时的自来
水管和茅房都是公用的，做饭的
厨房设在走廊里，谁家吃什么一
目了然，饭菜飘香气味共享……

在这条老街上，据街坊邻居
说，“文革”前每逢春节前夕，省委
书记、省长便来小街探望韩家的
爷爷，老人那时已是耄耋之年。韩

爷爷年轻时去苏联当华工，恰逢
列宁同志发动“十月革命”，他就
跟着加入了革命的队伍。

如今宽厚所街及周边的老
宅，早已被房地产商开发，睹此
心情沉重，为什么我们不能像英
国那样，把一些有特色的古街老
宅保存下来，传给后代子孙存点
念想呢？幸好黑虎泉群无恙，它
已流淌了数百年，风韵犹存。但
我与它却已渐渐疏远。自从部队
转业后，几乎很少去黑虎泉，是
工作太忙，还是心灵深处总对过
去那原汁原味生活的眷念，抑或
是那条老街留下过我的少年时
光，还有那许许多多难以忘怀的
城南旧事。但我知道，我再也找
不到儿时的黑虎泉了。

爸妈头一次完整地在济南
过夏天，痛苦之情溢于言表。每
天的话题都离不开这里的闷
热，即便最近的凉爽也依然不
能让他们满意，而我总是以济
南的各种好处与他们争辩。

十三年前，我因为考入这
里的大学来到这个城市。老火
车站还没拆，没细瞧它的模样，
便兴冲冲地赶往学校。和父亲
提着行李，一路坐车，一路发牢
骚，天真地以为每个城市都是
北上广的繁华模样。父亲一大
早就汗如雨下，我一出门才发
现眼睛都被蚊子叮肿，好歹去
了趵突泉、大明湖，想心旷神怡
一把。可惜，当年趵突泉因气候
与地下水开采的原因，竟然停
喷，我和父亲站在水池边看了
看风景，瞧了瞧干涸的泉眼，里
面杂草丛生，让人失望而归。幸
好大明湖的荷叶让从小生长在
西北的我们大为惊叹，欢喜得
不得了。彼时《还珠格格》正在
热播，我和父亲咔嚓咔嚓拍了
许多在湖边的照片，虽然我姿
态忸怩，但丝毫不影响后面好
似江南的美景。

后来，和现在的老公恋爱。
学校发了山东鲁能的球票，我
俩平生第一次在现场看球赛。
省体育中心坐满了球迷，各种
装扮，大鼓、喇叭、音响，进球时
激动得俺俩还趁机拥抱了一
下。散场了，意犹未尽，两人硬
生生走回了学校。操场上还放
着露天电影《红高粱》，大家三
三两两站在那儿看，结尾血红
的屏幕，映在我俩的脸上。老公
也曾去体育中心看过老崔的演
唱会，那繁星一般的打火机点
亮上空。两年前，我去看蔡琴的
演唱会，在东荷西柳，全场众人
KTV。

2004年毕业留校，最早在
高新区，齐鲁软件园附近。夜晚
人少也就罢了，白天都打不到
车，过个马路基本不用看；现在
车水马龙，餐饮娱乐一条龙。后
来在千佛山、文化西路一带混，
见证了经十路的变迁。不久我
又转战二环南路，体验了啥是
怪坡，每每坐着班车从旅游路
的隧道进入，便开始打盹，醒来
后窗外已是万家灯火，因为家
在终点自然不怕错过，于是又
歪头睡去。现在稳定在山大南
路，每天清早上班遇见晨练的
人、上班的人、慢悠悠的人、急
匆匆的人。

2008年，和老公在曲水亭
拍婚纱照，跟着摄影师走进长
长窄窄的民巷，看着附近居民
在水边洗衣服、乘凉、聊天，我
才真正爱上了这座城市。之前
呼吸着它的空气，却没有仔细
辨认其中的味道；躺在它的怀
抱，却未认真感受它的心跳。

2011年，老大出生，我们带
孩子去动物园喂山羊，看熊猫；
在早八点的趵突泉看一汪汪清
水中的鱼，在冬日千佛山欣赏
在大佛头微笑笼罩下跳舞跳出
一身汗的大爷大妈，在始终人
气清冷的泉乐坊，享受随意溜
达喂鱼看猫的悠闲。2013年，老
二出生，我们四口偏爱恒隆广
场，因为那里有贴心舒适的母
婴室。

13年了，济南话还是不会
说，但拉拉呱是没有问题的。路
也认不清，但学会了辨认东南
西北。曾经安排朋友家接待过
三个英国大学生，朋友家是地
道济南人，说的是济南话，做的
是济南菜。席间，不同肤色不同
语言的男女老少，谈笑风生，其
乐融融。他们之所以来到济南，
恰恰是因为济南与北上广不
同，而我此时，已经很少去考虑
它的不同，因为它已成为第二
故乡，无可替代。

我们当年的暑假

在经四路425号，也就是经
四路与小纬六路路口，有座商埠
地区最大的宗教建筑——— 基督
教自立会礼拜堂。它始建于1924

年，两年后落成。
相信初次见到它你会有似

曾相识的感觉，因为它具有中
国传统建筑元素，南立面两侧
四层高的塔楼是其最显著的特
征，塔楼为正方形，顶部为方锥

形铁皮塔尖，而四角攒尖顶正
是中国传统建筑最基本的屋顶
形式。门窗也是长方形，而不是
西方惯用的半圆形拱式门窗。
一查资料果不其然，该教堂为
第一座完全由中国人投资、设
计、建造的基督教建筑，开国人
自建大型教堂先例，建成后也
一直由中国教牧人员管理。进
入教堂，先是一个三开间的小

厅，两侧有楼梯通向二层的塔
楼，小厅后面是礼拜堂，高两
层，内部空间宽敞，可容纳1300

余人进行宗教活动，是济南市
基督教重大活动的中心。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正
处于近代建筑功能和技术转变
时期，这座教堂的建筑风格，就
属于当时悄然兴起的“现代建
筑”风格。教堂运用“现代建筑”
创作手法，底层为蘑菇石砌墙，
二层以上为红砖墙、红瓦顶，无
过多装饰，加之融合了中国传统
屋顶形式，造型质朴稳重，色彩
鲜艳活泼，与整个商埠地区西式
建筑的设计风格相得益彰。

教堂东侧沿街建二层楼房，
西侧建平房小院数座，旁边至今
有条胡同名福音里，还曾有过小
学、刺绣工校及织布厂。如今四
十多岁的吕女士对1978年在纬
六路小学上一年级时的情景还
记忆犹新，课堂就在礼拜堂地下
室，里面冬暖夏凉，除了教室、办
公室还有医务室和音乐器械室
等，教室里常常能听到来自楼上
的歌声，老师不让上去，那声音
就更加如梦似幻犹如天籁之音
了，至今让她不能忘怀。

画面表现的是五年前教堂
外的场景，那时门垛还紧贴着人
行道。2009年相关部门将教堂前
影响整体风貌的平房统一拆除，
并清理了乱搭乱建和堆放的杂
物，教堂前成了一个小广场，与对
面的蔡公时纪念馆遥相呼应，两
座老建筑分列在经四路的南北，
为古老的经四路平添了光彩。

经四路上的基督教堂 【80后观澜】

暑假里，小孙子正在电脑上
写作文，见我进来，他突然不解
地问我：“奶奶，你小时候没有电
脑，没有电视，没有手机，一到暑
假，你们怎么过呀？”小孙子的发
问，引发了我对自己学生时代暑
假生活的回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们中
小学的暑假生活，也是带有鲜明
时代烙印的，同现在的孩子相比
较，我们那时候的暑假大概有三
个特点：家务劳动多，阅读小说
多，集体活动多。

我上中学时，同学多半是农
村的孩子，一放暑假，他们就回乡
帮家里务农去了。我们这帮城市
孩子放假后，就主动挑起了家务
担子。从十来岁起，买菜、做饭、洗
洗涮涮这些活，我们样样都能拿
得起放得下。放假了，看到父母酷
暑天仍辛辛苦苦地工作，我和姐
姐就轮流天天给二老熬绿豆汤解
暑，麻汁凉面、豆角面、红柿面什么
的，好让父母吃得清凉舒服。偶尔
也学着炒个菜，无论做得好与孬，
父母吃着都高兴，还连声夸奖。

暑假时间长，那时虽有作业，
但负担不重，因此暑假是我们大量

阅读课外书的最佳时间。上个世纪
五十年代，文学作品空前繁荣，各
种经典文学作品大量出版，一批批
反映革命战争题材的红色小说层
出不穷。一个暑假就能看十几本小
说，遇到爱不释手的，像《林海雪
原》、《红岩》、《红旗谱》、《红日》、《青
春之歌》、《保卫延安》等，我常常夜
以继日甚至通宵达旦地阅读。读小
说，培养了我对文学的兴趣，奠定
了我这辈子从文的道路。

暑假里，为帮助同学们解决
经济困难，也提供向工人学习的
机会，学校曾联系过经六路的一

家变压器厂，组织我们轮流去勤
工俭学。我们的活是给线滚子一
圈圈缠线，一层层刷油，活很简
单，也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但必须
集中精力，把线缠紧，把油刷匀，
否则就会出现质量问题，影响变
压器的功能。我们认认真真地跟
着老师傅干，一天下来，累得腰酸
背疼腿抽筋，想想人家师傅，天天
这么辛苦，一种对工人师傅的崇
敬感油然而生。

那时一到暑假，济南市都要
组织青年学生夏令营，各中学选
拔学生参加。我有幸参加了1955

年的夏令营，营址在金牛山下的
济南师范学校，夏令营里分音乐、

舞蹈、器乐等好几个班，生活全是
军事化管理，结束时，各班都要汇
报演出。我们在夏令营的日子里，
过的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集
体生活，分别时，同班同学相拥而
泣，难舍难离，当时留下的珍贵照
片（左图），我至今还完好地保存
着。

每年暑假我们都要庆祝八一
建军节。这一天，凡是住在济南的
学生都返校，每年的活动形式不
同，有时到部队去参观，有时请战
斗英雄作报告，有时去看一场描
写革命斗争故事的影片，有时去
慰问烈军属，有时与英雄山的驻
军联欢。每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我
们都很激动，很振奋……

我把我的暑假生活给小孙子
这么一讲，他仿佛穿越了时间隧
道。是啊，让信息时代的孩子完全
理解六十年前祖辈的生活状态和
思想风貌，那是不现实的，需要祖
孙之间进行交流和沟通。时代永
远在前行，我们十分羡慕当今的
孩子，但也非常怀念自己的青少
年时代，因为，青春都是美好的。

□巨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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