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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山像一个巨大的鳌头伏在
海里喝水，它的右侧是碧波荡漾的
芝罘湾，现在已经很少靠舶船只了；
左侧是桅樯如林的套子湾，是烟台
港的系锚地。它的北面是一个长达
7.9公里的挡浪坝，烟台人简称浪坝。
蓝天下一道长长的雪痕，很像是烟
台山这个美人伸出了一条玉臂，把
海港紧紧地搂在怀里，构成了独特
的景观。它是烟台港成长的标志。

烟台港其实是一座古港。东
方丝绸之路的起点，无论说是登
州，还是说是转附(芝罘的古名)都

在烟台。作为近代港口，它很早地
涉及到国际贸易。远在鸦片战争
前40多年，1793年为了解决中英贸
易巨大的不平衡问题，英国派遣
马戛尔尼出使中国。9月14日，在热
河行宫觐见了乾隆皇帝，要求开
埠通商，遭到了断然拒绝，马戛尔
尼此行就是在烟台港停泊的。他
在中国逗留到1795年，采购了大量
的烟台物资，才满载着驶出芝罘
湾，当时的情景被人画了下来，画
像尚保存在万国俱乐部里。

当然，真正成为涉外贸易港

还是开埠之后，19世纪80年代套
子湾的沿岸出现了不少零乱码
头。到了1906年，进出口的船只已
达到5775艘次。显然必须对码头
建设进行整合，于是挡浪坝的建
设提到了议事议程。

1913年5月15日，北京国民政
府委派东海关监督王潜刚成立海
坝工程委员会并兼任会长。6月，开
始在烟台港征收海坝附加税，聘
请荷兰工程师设计烟台海坝。10

月，荷兰工程师万立德和爱斯德
抵烟，实地勘察，拟定实施方案。

1915年2月，北京政府批准方
案，令税务司借款300万筑坝。6月
9日，荷兰阿姆斯特丹筑港公司中
标海坝工程，与王潜刚签订合同。
8月2日工程开工，聘请英国人李
开特为总工程师。1920年东海坝
建成，1921年，西海坝及北端码头
竣工至此，锚地最深处达到7 . 6

米，同时可以停泊轮船15艘。为此
东海关常关举行了盛大的海坝工
程落成典礼。

烟台港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东浪坝的两端都建有灯塔，

指引着出海港通道的船只，西浪
坝还建有轻便铁路，港口的功能
显然提升了。

毫无疑问，这是件耗资巨大、
有利可图的工程，觊觎它的外国公
司很多，其中当然有英国的著名公
司。英荷在“航运新世纪”一直是竞
争对手，大英帝国剥夺了荷兰昔日
霸主地位，而且在世界上傲然独
步。在烟台，英国也最早建立了领
事馆，显然英国公司处于优势地
位，但是荷兰人中标了，这很发人
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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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雍正工部尚书李永绍是
今莱山区解甲庄街道西解村人。
在尚书故里街头巷尾至今还流传
着一些关于尚书府的趣闻轶事。

“尚书庆大寿女婿送饲料”就是其
中津津乐道的一段。

相传一年李尚书九十大寿。
那天尚书府张灯结彩，高朋满座，
人声鼎沸，喜气洋洋。临近中午，
宾主落座准备开宴，清点人数独
缺午台南塂村的小女婿杨居易迟
迟没到。李尚书着急纳闷间，家丁
禀报姑爷来了。李尚书吩咐家人
快快迎接。大家出得门来，只见杨
居易骑着高头大马引着两名家人
抬着礼盒缓缓走来。来到尚书府
外，杨居易并没有离鞍下马，而是
吩咐家人把礼盒抬进府里，然后
掉转马头扬长而去。杨居易的举
动让大伙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脑，大家议论纷纷。李尚书命人打
开礼盒，只见里面并没有什么寿
礼，而是三层牛马等牲口料。最上
面是饲草，中间是麦麸，下面是熟
豆子。李尚书看罢，知道是女婿辱
骂自己，顿时昏死过去。

后来大家才解其中原委。原
来李尚书的小女婿杨居易也是名
门之后，他是当时牟平著名的翰
林庶吉士杨维乔之后。他也是雍
正丙午年间的举人，不过一直未
募到官职。有一年杨居易专程到
京城找岳父帮忙捐个县官。话说
李尚书的大儿子和杨居易的妻子
是同父异母，兄妹不睦多年，互不
来往。得知妹夫的来意，李大公子
就在父亲面前添油加醋说了不少
坏话。李尚书不明就里以冠冕堂
皇的理由断然拒绝了女婿的请
求。关于这一点，后来有人牵强附
会地说李尚书清廉为官不徇私
情，其实并非如此。到了雍正五
年，李尚书告老还乡，因年老体弱
并不过问家事，家中大事小情全
由大儿子做主。大儿子见父亲聋
聩，失去监管，为所欲为，他不顾
家法祖训，霸占了邻村一民女为
妾，一时间解甲庄一带百姓群情
激愤反响极坏。此事传到杨居易
耳朵后，就登门找岳父告状。李尚
书大儿子巧言善辩，说妹夫是报
当年捐官被拒之仇诬告与他。李
尚书心知肚明，加之舐犊心切，就
又把女婿奚落了一顿。杨居易耿
耿于怀，悻悻而去，伺机报复。于
是就闹出了“岳父庆大寿女婿送
饲料”的坊间笑谈。

尚书庆大寿

女婿送饲料
李镇

往昔记忆

少少年年足足球球梦梦
于大卫

1957年，我在烟台一中初三就
读，有幸选入学校少年足球队。那
天我在学校前操场西斋楼下体育
组刘剑飞老师那里领取了校队服
装：红色短袖运动衫、白色短裤、
护膝、护腿、长腰足球袜、足球鞋。
晚饭后全副武装起来，在立柜前
转了几个圈先是自我欣赏，后又
在爸爸妈妈和妹妹们面前炫耀了
一番。闹腾了足有个把钟头，我穿
着运动服进入了梦乡。

那时我们同学们都有强烈
的集体荣誉感，佩戴着校徽大都
挺着胸脯走路，都希望自己能在
合适的事项中能为母校争点光，
让社会竖个大拇指。为了提高个
人的素质，要苦练速度，在家里
完成晚自习作业后，深夜到大街
上独自疯跑。为了练脚头，课外
活动有意借实心球，对着墙壁踢
球，那时节几乎一周踢破一双
鞋。近视眼镜中梁撞断三副，后
来只能用白色胶布粘结起来，难
看也不在乎。

在学校刘老师组织集体练
球时，我更是一丝不苟——— 脚
内外弓球、正脚背开球、带球转
体、脚底缓球、胸腹接球、前额

头球等等，我都认真揣摩要领，
力求掌握。每次参加校际比赛
回来，为了显示自己的荣耀，体
育课上故意脱了外衣，露出短
袖翻领的运动红衫，胸前“一
中”两个大字似乎有着份量，而
且闪着光亮，看似轻装又总觉
有些拘谨。但同学投来种种异
样的眼神，又使我感到荣光、自
信、自傲和自豪。

1958年我已考入高中，“大
办钢铁”之后，恢复了正常的教
学秩序，一年一度的全市中学少
年足球锦标赛打响了。几经淘
汰，烟台一中与烟台二中之间展
开最后冠亚军决赛，这是当年全
市特别隆重的赛事。赛前的动
员，把我们同学少年的心劲鼓得
足足的。在一天下午两节之后，
我校少年足球队服装整齐、英姿
勃发列队进入烟台街南操场北
面一个东西方向的小足球场。

开场比赛，为了试探二中校
队的实力，上半场刘剑飞老师安
排并非主力的我以右前锋的位
置首发登场。大约进行到半个小
时，我接到张家声的长传转移右
边球，我贴右边带球快速直入对

方禁区，一脚劲射，
对方守门员尚未反
应过来，小球破门
而入。我进球了！比
分 1：0，一中暂时领
先。我和场内外的校队
同学同时蹦了起来。这个
战绩维持到上半场结束。中
间休息15分钟，我们兴奋的
校队同学在刘老师的主持下，在
球场上，面向西，或蹲或站手搂
脖儿横列两排合影留念。我记得
为我们摄影的好像是叶鑫生同
学的父亲。

下半场没安排我上场。下
半场开赛后，二中攻势特猛，很
快将我校大门攻破，1：1，打成
平局。此时我队开始在上半场
胜利的喜悦中醒悟过来，抖擞
精神拼杀起来，在对方禁区造
成一个手球，我方需要用点球
攻破对方大门，继而取胜。此
时，刘老师点名让已是市少年
队且脚头最硬的张家声主罚，
大家也将此球当成绝杀的最好
时机。谁知此球家声打得太正，
二中守门员将球扑住。二中球
队乘胜快速反击，一个远程冷

射，破我门而入，1：2。这个比
分，竟一直维持到最后。我们球
队同学，特别是主教练刘剑飞
老师，都垂头丧气。

这场足球比赛的遗憾，令我
们记忆犹新，55年后，我们均已

“跨七”，叶鑫生在他安排的师生
集会宴会上，幽默提出“点球与
酒”的罚酒题目，家声高兴地认
罚。

当年，我们风华正茂的少年
之梦，何止一个小小的足球。少
年人生诸多美梦将会在我们有
生之年继续做下去，甜蜜的味道
必将营养我们永葆美妙的青春，
美妙少年之梦会让我们品赏一
辈子，现在老当益壮的同学们，
你们说对吧？

“包饺子了！”当妈妈把要包
饺子的信息流露出来时，我和姐
姐就开始兴奋了。我们家16平米
的正间房里(民生小区改造前我
家住三马路两进的院落里，我家
住北屋，一溜儿五间房)顿时热
闹起来。

家中的大人们都会动手忙
活。爷爷在锅台上放上大菜板，
葱、姜、菜、肉，该切的切，该剁的
剁；妈妈拿出家中的大泥盆，面
儿、水儿地和起面；我和姐姐一
会蹲下来，围着妈妈看一会儿和
面，一会儿跑过去，看一会儿爷

爷剁菜。等爷爷把馅调好了，妈
妈这边的面也醒好了。这时爸爸
也会在妈妈的“千呼万唤”中，放
下手里不舍的书，从西间走出
来。很少做家务的爸爸面带笑容
地说：“都准备好了？”然后放下
小饭桌，再在小饭桌上平放上大
面板，四周摆上小凳子，此时，包
饺子才正式开始：爸爸管着擀饺
子皮儿，妈妈管着包饺子，我和
姐姐管着往大箅子上摆饺子，爷
爷管着拉风匣，烧上一大锅水。

等两大圆箅子的饺子包好
了，这边爷爷已把锅底的火烧得

正旺，大半锅水已翻腾开了，顿时
房间里已热气缭绕，妈妈就把箅
子里的饺子，徐徐地下到锅里。

“熟了！”妈妈说着用漏勺把
热气腾腾的饺子盛碗里。这时我
与姐姐就成了“店小二”，把一碗
一碗盛得满满的饺子，捧着端上
了东房里的八仙桌。一碟醋、几
瓣蒜，放在桌中央。全家人坐围
着桌子就开吃了。要问饺子味
道，那叫一个“好吃”！

上面的场面，是三四十年前
的“老辈子”的事情了。时过境
迁，现在家中时常也包饺子，饺
子皮买现成的，肉馅也绞肉机绞
好，虽然饺子馅里内容丰富，鲜
菜、鲜虾、鲜肉，花生油、香油也
从不吝啬，可饺子的味道总也不
够足。当人们聊起饺子味儿，总
还是怀念”老辈子”味的饺子。

“老辈子”的饺子味道果真好
吗？大白菜、大萝卜往往是主要的
内容，计划经济时肉、油都是限量
供应的，拌在馅里的很有限，至于
香油可能也只是滴上几滴。饺子
的味道怎能和现在的饺子媲美？

“老辈子”的饺子到底有啥
特别？闲暇时我愿意回味往事的
感受，每每回想起当年全家人包
饺子时的热闹、和谐、兴奋、温
馨、惬意的情景，自己内心就感
觉幸福、甜蜜。

现在包饺子的过程，是一个
人可顶替好几个人的角色，包饺
子速速完成，吃饺子也是速速完
成，一切都在快速中进行。

“老辈子”包饺子那是全家
人相聚开心的时刻。仿佛人们要
表达幸福心情，全家人齐动手包
饺子是唯一的形式。而在如今丰
富的物质生活和多彩的文化生
活中，酒店家宴，家庭旅游，太多
的形式可以让亲人们去感受生
活的美满和甜蜜。所以现在速成
的饺子，缺少了老辈子包饺子的
幸福、甜蜜的味道就不奇怪了。

若怀念“老辈子”的饺子味
儿，那就全家人齐动手，拌馅、和
面、擀皮儿。在热闹、和谐、兴奋、
温馨、惬意的气氛中包一次饺
子，感受一下“老辈子”的幸福、
甜蜜味道吧！

““老老辈辈子子””味味儿儿的的饺饺子子
于黎娜

流光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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