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饮者最多的泉水
70年前，笔者家住民康里，家庭

生活用水全靠民康里东、西两侧的
井水。东侧的那口井是“苦水”，只能
用来清洗衣物；西侧的井是“甜水”，
可以饮用。甜水井打水的人多，往往
要排队等候。1936年，饮水紧张的地
区，得益于济南自来水的出现，一下
子喝上来自趵突泉的“甜水”，真是
喜从天降。

当时的自来水厂设在趵突泉南
院，供应自来水的范围有限，只有像
我们这样离趵突泉不远的1700多户
人家有幸享用。在趵突泉自来水厂
停办之前，至少有两代济南人是靠
趵突泉水生活的。可以肯定地说，济
南所有泉水中，趵突泉是饮用者最
多的一口泉。

商业文娱活动最红火
除了常设的众多店铺坐商以

外，趵突泉附近还有络绎不绝的集
市客商和无数流动摊贩。趵突泉北
侧的剪子巷、篦子巷，集中了专门经
销剪子、篦子之类的商家。这些商家
都是前店后坊。上世纪30年代，趵突
泉西南兴建劝业场，后称为国货商
场，趵突泉附近一派繁华景象。对
此，美国人大卫·博克在书中记载：

“坐落在府城墙西南角外的趵突泉，
不仅在清代早期即为一可观景致，
之后也成了年度博览会的举办地。”

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趵突泉
附近的文化气氛相当浓厚，常有演
员前来献艺。尤其是每年农历四月
十七的“庙会唱大戏”，趵突泉南的
戏楼前，挤满了老老少少，非常热
闹。趵突泉畔的望鹤亭、观澜亭等茶
社，“每茶肆皆有抹粉缠足之女子说
书，节以鼓板，名曰说鼓书”。此外，
趵突泉畔于1912年设有一家山东通
俗图书馆，“有讲演处，后有阅报所，
游人憩足藉增见闻”；“遇星期六，女
子阅览，男子不得入”。

庙宇最盛的泉水
趵突泉北侧的吕祖庙，建筑宏

伟。相传，800年前，金代文学家元好
问来到济南，将趵突泉畔的宋代建
筑泺源堂和历山堂改成吕公祠，奉
祀吕洞宾。清代顺治年间，吕公祠改
称吕祖庙。吕祖庙极盛时期，趵突泉
的南门即吕祖庙的山门，整个庙宇
香烟缭绕，善男信女络绎不绝。趵突
泉吕祖庙，曾经留下了不少神话故

事和有关诗文。吕祖庙的名联，则有
金陵游客刘昌臣所题：“七十有二泉
自数仙源第一；一千八百国应拟胜
地无双。”

唯一成志的泉水
在济南众多的泉水以及其他名

胜之中，趵突泉是唯一被写成志书
的。《趵突泉志》作者任弘远，书分上、
下两卷，包括图经、源流、建制、沿革、
古迹、人物、艺文、金石等十五项列
目。作者对趵突泉的自然景观和人
文景观作了全面、详尽的介绍，可以
说是一部趵突泉百科全书。

任宏远编纂《趵突泉志》费尽心
血，“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发凡起
例，历二十余年，至乾隆七年(1742年)

刊印成书”。《趵突泉志》图文并茂，文
前附有三页巨幅的趵突泉全景图，
让读者对明、清时期的趵突泉景物
一目了然。

帝王驾临最多的泉水

在济南，帝王驾临次数最多的
泉水是趵突泉。清代康熙皇帝三临
趵突泉。第一次在康熙二十三年
(1684年)十月初八，“先幸趵突泉，御
观澜亭，命内侍卫以银碗汲泉饮之，
钦毕书‘激湍’字。”

乾隆皇帝曾两游趵突泉。第一
次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皇帝
除了赞赏趵突泉腾空的奇观外，非
常喜爱甘美可口的趵突泉水。随即
把从北京带来的玉泉水，换上趵突
泉水，以备继续南行沿途饮用。乾隆
三十六年(1771年)，乾隆皇帝游趵突
泉，曾即兴吟咏《再题趵突泉作》。

留下吟咏诗文最多
对于济南的泉水，尤其是七十

二名泉，历代游客写下大量的诗文。
从保存下来的有关文献资料看，在
济南所有的泉水中，关于趵突泉的
诗文最多。其中，时间较早的有唐宋
八大家中曾巩的《趵突泉》：“一派遥
从玉水分，晴川都洒历山尘。滋荣冬
茹温常早，润泽春茶味更真。已觉路
傍行似鉴，最怜沙际涌如轮。层城齐
鲁封疆会，况托娥英诧世人”；苏辙

《槛泉亭和孔教授武仲韵》：“连山带
郭走平川，伏涧潜流发涌泉，汹汹秋
声明月夜，蓬蓬晓气欲晴天。谁家鹅
鸭横波去，日暮牛羊饮道边，滓秽未
能妨洁净，孤高每到一依然”。关于
趵突泉较早的文章，则有宋代曾巩

《齐州二堂记》，文中生动记述了趵
突泉畔兴建的泺源堂和历山堂。历
代有关趵突泉的诗文，不计其数。只
从清代任弘远《趵突泉志》收录的历
代诗词来看，便有一百七十多首。

名称最多的泉水
号称“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

它的异名别称之多，在天下泉水之
中大概也数第一。从古至今，人们给
趵突泉取的名字不下十个，诸如：
泺、泺水、娥姜水、娥英水、槛泉、温
泉、爆流、趵流、三股水……

趵流、趵流泉、爆流泉、三股水，
都属于声情并茂的泉名，金代游客
元好问《济南游记》：“爆流泉在城之
西南，泉，泺水源也”；清代刘鹗《老
残游记》：“池子中间有三股大泉，从
池 底 冒 出 ，翻 上 水 面 有 二 三 尺
高……这三股水，均比吊桶还粗”。

号称“第一泉”绝非偶然

趵突泉在济南群泉中的七个第一
□张世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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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

它是老舍笔下纸短情长的第二故乡，它
是赵孟頫画纸上鬼斧神工的蓝本，济南，这座
历史文化名城因水而灵动，因泉而生机勃勃。

“泉水节”、“趵突泉复涌10周年”等节点更给
它带来如织的游客，一起欣赏“三尺不消平地
雪，四时常吼半空雷”的趵突盛景。为此，本期
人文齐鲁推出“泉生济南”专题，让我们细细
品味一下济南永恒的封面——— 泉水。

世界上有泉水的城市原本不多，而泉
群之密集、水质之优良、历史文化之厚重，
且为一城百姓共同拥有，只有济南。有人
说，泉水是济南人最大的福利，这话说得无
比到位。看看作者张士镕为我们搜集整理
的《趵突泉在济南群泉中的七个第一》，你
才会明白，乾隆御批的“天下第一泉”不是
虚言，除了熟知的壮丽景观外，趵突泉有多
项在济南泉水之中堪称第一的无可比拟之
处：在趵突泉自来水厂停办之前，至少有两
代济南人是靠趵突泉水生活；它是唯一被
写成志书的地方，任弘远所著《趵突泉志》
包括图经、源流、古迹、金石等十五项，算是
趵突泉的一部百科全书了；此外，康熙、乾
隆数次驾临，留下的历代文人墨客的吟咏
诗文更是不计其数……屈指算来，便有“七
个第一”。

画过《鹊华秋色图》的宋代文人赵孟頫说：
“泺水发源天下无。”写过《茶馆》的现代作家老
舍则说：“哪儿的水，能比济南？”济南的水，只
需品上一口，就会产生永久而美好的记忆。《外
国人笔下的济南府之泉》一文记录的就是，在
上世纪初，德国汉学家、日本东洋学者、美国教
育学者等纷纷踏进济南府，他们对这个以泉水
著称的城市感到好奇，用洋笔杆记录下众多名
泉的独特风采。

而《宋明时期济南泉水的两次停喷》和
《百脉泉畔“保泉碑”》两篇文章则从不同的历
史纬度契合着一个主题——— 保泉。北宋和明
朝时期，曾有两次留下明确文字记载了济南
泉水的停喷，在当时“过客都不忍心看”，而百
脉泉畔竖立着的清朝“保泉碑”，更像一面历
史铜镜，记录着祖辈保泉、护泉的担当和责
任。

泉水是有度量的，和这个城市相濡以沫。
老济南依泉而建，淙淙细流历千年而不绝；新
泉城沐泉重生，汩汩清泉让古城换新颜。作为
生活在济南的一分子，我也因此而越来越热
爱这座城市，并为之自豪。

枣刊前絮语

泉生济南

“泉生济南”专题
拍摄于1930年的趵突泉三股水。

趵突泉康熙御笔“激湍”

趵突泉吕祖庙

趵突泉号称“第一泉”绝非偶然，除了熟知的壮丽景观外，还有多项在济南泉水之中堪称第一的无
可比拟之处:在趵突泉自来水厂停办之前，至少有两代济南人是靠趵突泉水生活，它是唯一被写成志书
的地方，其泉畔商业和文化娱乐活动最红火、庙宇香火最盛、帝王驾临次数最多、留下的历代文人墨客
的诗文最多……屈指算来，便有“七个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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