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2 2013年9月5日 星期四

编辑：徐静 美编：晓莉青未了·人文齐鲁

离章丘百脉泉池东北角六米
之遥，赫然屹立着一方高约两米、
做工精致、闪光透明的玻璃橱柜，
内竖一清朝雕刻落成的“保泉碑”，
它犹似一名高大魁梧的武士在日
夜守护着百脉泉喷珠溅玉、淌银流
彩。

清代同治八年(1869年)，有不
法之众在明水镇东琅沟村北(百脉
泉群东北方位一公里处 )私掘矿
井，盗煤获利。此事被本村秀才高
振奎获知，便协同刘振博等38名村
民联名告状。当时，县令为河北省
玉田县进士蒋庆弟，是一位胆识过
人、处事果断、违法必究之士。他接
了状纸，便于次日进入矿区微服私
访，明晰了事情的原委之后，令衙
役将矿主捉拿归案，并升堂公审。
按大清律对从犯不纠，闭井回填矿
渣，恢复地质原貌。同时，印发告示
张贴四乡，如再有重犯者必严厉追
究其责。

私利能使鬼推磨。四年后，又
有一群刁钻之徒，置禁止在泉脉上
方偷开矿井的大清律令于不顾，竟
在唐王山北麓(百脉泉群正北方向
三里之地 )偷掘矿井。此处交通闭
塞，地处偏远，人迹罕至。狡诈的矿
主夜掘昼停，其自认为神不知鬼不
觉。孰料，手大捂不过天，纸里包不
住火，一姓巩的窑工将偷掘煤井一
事秘密告诉了他的舅父，明水监生
康承浩。康秀才在这一方德高望
重，他认为事关重大，随即联系了
本地13名秀才，联名告知县衙。

蒋县令刚准备处理此案，事不
凑巧，当朝来旨派其南下，赴安徽
宿县任职。由他的同乡涿州进士全
士琦来章丘接任，全知县四十出头
才入仕为官，处事稳重老成，因对
案情不熟，便着手了解此案。一日
忽然接到蒋知县宿县来札，告之
曰：在百脉泉上方掘井采煤，必伤
风脉，减少泉水喷涌。百脉泉水系
绣江之源头，由此会使流量锐减。
造成绣江两岸近50盘水磨无力转
动，近万顷稻禾难以浇灌，会造成
诸多难以料想的祸端。私挖矿井事
小，危害百姓生产、生活事大。另
外，矿井偷采已不是初犯，接二连
三发生系明知故犯，必须快刀斩乱
麻，对主犯严惩不贷，迅速刹住此
风，封井护泉。

全知县接到来札，事实真相
明了，他性情急躁，要事速办，当
晚即把矿主抓获入监，恢复原址
旧貌。同时，为消除恶劣影响，力
避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全知县又
想刻立石碑，表示其废井保泉之
决心，碑文撰稿后由安徽蒋县令
阅毕定妥。同年 8月，全知县选派
工匠同刻碑文，十月完工，即把保
泉碑立于百脉泉畔，此碑高约两
米，厚约0 . 5米，宽约1 . 4米，全部正
楷凹刻。

碑文由全知县执笔，词句严
厉、语气果断：“……前因无知之
辈，私行开凿地洞觊取矿物，据生
员高振奎等呈经县示禁在案。乃
近有无知之徒，罔知法纪，胆敢勾
引匪人违纪开采，有损风脉，殊堪
痛恨。兹据监生康承浩等承请示
禁前来，会再出示严禁，为致示所
仰附近居民人等知悉。自示知后，
如有不法之徒胆敢故违，仍在西
山开凿煤井及凿挖地洞者，许该
地保村名禀究，绝不姑宽……”

此碑一直立于百脉泉畔、龙泉
寺边，上世纪50年代中期，重修百
脉泉时将石碑埋于地下，幸免于

“文革”之灾。1999年，市建委从地
下重新掘出，石碑虽然破碎、残缺
不全，但字迹记载尚可清晰辨认，
给我们留下了祖辈保泉、护泉弥足
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德国汉学家卫礼贤：

泉水从每个角落流淌

原名理查德·威廉的卫礼
贤(1873—1931)，是德国著名的
汉学家、传教士，曾任北京大学
德国文学系教授。1899年，他以
同善会传教士的身份来到被德
国占领的青岛，从事教育和慈
善事业。此后的25年，他一直在
中国，大部分时间是在山东度
过的。他的主要著述有《中国文
明简史》、《中国心灵》、《山东省
的教育》、《山东的丧葬风俗》
等。卫礼贤喜欢旅行，曾到潍
县、青州、济南、泰山、曲阜了解
并学习中国的文化。1903年前
后，他来到济南，得到山东巡抚
周馥的殷勤接待。

他在《中国心灵》一书中，
热情赞美济南的泉水：“这座
城市有众多的泉眼，清澈的泉
水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流
淌出来。寺庙和茶馆在城中随
处可见，寂静的河岸由于摆满

小摊的市场和喧嚣的人声而
生机勃勃。众多的泉水汇成小
溪，几乎从每一条街道旁流
过，因此济南府是中国最清洁
的城市之一。”泉水无处不在，
发自每一个角落，流经每一条
街巷，构成这个城市的脉搏和
律动。卫礼贤用一个文学家的
语言，向世人呈现了泉城的迷
人风貌。

日本“东洋学者”桑原

骘藏：趵突泉清泉激湍

1908年暮春，日本历史学
家、“东洋学”的开创者桑原骘
藏游历山东、河南，写下《山东
河南游记》，收入他的《考史游
记》一书。是年4月30日，桑原
骘藏到达济南，5月2日，他游
览了趵突泉：“历下号称有七
十二泉，趵突泉居其首，清泉
激湍，为中国内地罕见之景。

‘趵突腾空’为历城八景之一，
华不注、大明湖、趵突泉合称
济南三誉。”桑原骘藏以日记

形式记其行程，文字简约。他
仅用了“清泉激湍”四个字，即
完成了对趵突泉的高度写实。
水清泉涌，涌若激湍，这种笔
法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客
观与严谨。有人比他更惜墨如
金，清代康熙皇帝题趵突泉只
用了后两个字“激湍”。5月 4

日，桑原“午后访白雪楼。楼在
趵突泉之东，楼门题曰‘李沧
溟先生祠’”，他对光绪二年

《重修白雪楼记》作了摘录，
说：“城东鲍山下的白雪楼及
城中碧霞宫西边的白雪楼，如
今均不可见，趵突泉侧的白雪
楼亦恐不能持久。”竟让桑原
不幸言中。泉侧的白雪楼因破
旧不堪在1956年拆除，1996年
又予重建。桑原“辞白雪楼转
向大明湖。关于湖名，有的称
源于‘湖山明媚’，有的称湖畔
有 大 明 寺 ，如 今 已 难 定 是
非……自鹊华桥侧租赁画舫
以游，风平水澄，紫烟笼罩着
湖畔的杨柳，水波荡漾着湖心
的芙蓉。”

美国人聂会东：珍珠泉

是“最好看的泉之一”

1910年，美国人聂会东博
士写下《山东省城济南府》一
文，记述他在济南生活20年的
观感。聂会东1883年奉美国北
长老会委派，作为医生传教士
携夫人到达山东登州，开办诊
所，为人治病。1890年，他奉调
济南，在东关创办华美医院和
医校，后来担任山东基督教大
学联合医学院、齐鲁大学医学
院院长。聂会东在文章中几次
写到济南的泉水。

“济南的主要荣耀是其数
量众多、永不干涸的泉水，南面
和西南城墙处甚至城内尤其显
著，巡抚衙门内的泉水为众多泉
水中最好看的泉水之一，这里的
泉水构成已经提到的‘珍珠
泉’。”上面说到的南面城墙处是
指黑虎泉泉群，西南城墙处是指
趵突泉泉群。两处共有五十多眼
清泉。聂会东认为，珍珠泉是“最
好看的泉水之一”。这不光是因
为珍珠泉自身的魅力，还由于该
泉处于山东巡抚衙门之中，得到
了很好的治理和保护。“另一处
很大的泉水叫趵突泉，位于西南
城郊，大概是该城胜地中人们最
常去的地方。”巡抚衙门门禁森
严，只有官员、显贵和外国人有
缘游观，老百姓难睹珍珠泉面
目。所以趵突泉游人众多，成为
济南居民最常去的游览胜地。

“靠近城墙东南角有另一股
泉水叫‘黑虎泉’，不停地喷涌一
股大水柱，显然是不受季节干旱
的影响。”聂会东看到的黑虎泉，
和清代文人刘鹗在《老残游记》
中写到的一样，只有一股水柱、
一个兽头。1931年，在整治黑虎泉
时，又加了两个兽头，成了我们
今天看到的样子。聂会东说此泉
不受季节干旱影响，显然是说他
在济南时看到的情况。其实，黑
虎泉在旱情严重时也会断流停
喷。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黑
虎泉曾数度干涸。

“据说济南有70多处泉水，
由于这众多的泉水不停地喷
涌，城墙周围的护城河注满了
流动的溪水，极大地增添了四
周如画似的景色。”泉涌河流，
方使济南景色如画。聂会东的
感觉是准确的。

□魏敬群

外国人笔下的济南府之泉 百脉泉畔

“保泉碑”
□王绍忠

□韦钦国

“过客趑趄不忍看”
——— 宋明时期济南泉水的两次停喷

在历史上，包括趵突泉在
内，济南泉水曾出现过多次因
雨 水 稀 少 而 干 涸 停 喷 的事
件——— 广大市民印象最深的
一次可能就是从1 9 9 9年3月2

日至2 0 0 1年9月1 7日长达9 2 4

天的停喷。这次泉水停喷时间
之长、影响之大，前所未有。
但这并不是泉水第一次干涸
或停喷，上世纪七八十代，趵
突泉等泉水也都有过间歇性
停喷。根据历史记载，早在北
宋就有了泉水干涸的纪录。

北宋熙宁六年(公元1073

年)4月，当时苏辙至齐州(即古
济南)任掌书记，对此有详细记
载。他在《舜全诗并序》中写

道：“既至(齐州)，大旱几岁，赤
地千里，渠存而水亡。问之，其
人曰：‘城南舜祠有二泉，今竭
矣’，越明年夏，虽雨而泉不
作……又明年夏，大雨霖……
泉始复发。齐民欢跃。”由此可
见，这次干涸至少持续了两三
年。所谓久旱逢甘霖，长枯遇
喜雨，苏辙非常高兴，专门赋

《舜泉始发》诗一首：“奕奕清
波旧绕城，旱来泉眼亦尘生。
连霄暑雨凉初接，发地青雷夜
有声。复理沟渠通屈曲，重开
池沼放澄清。通衢细洒浮埃
净，车马归来似晚晴。”

另一次有明确记载的泉
水断流则是在近600年后，即

明朝崇祯十三、十四年。据明
代《历城县志》记载，1640年、
1 6 4 1年两年历城大旱，趵突
泉出现干涸断流，当时历城
人叶承宗就以泉涸为题，作
了记载。他在《岁旱趵突泉涸
歌(序并诗)》中写道：“辛巳泉
涸，宋人化我曰：子无复泉是
望，盖王屋之源已竭矣。……
君昔三尺喷蜚雪，游人涂壁
多奇绝。君今数奇溘然乾，过
客趑趄不忍看。人情炎凉镇
如此，不谓一泉犹然尔。”这
段话说得极其明白，因为泉眼
尽干，过客都不忍心看。这是
笔者从现有史料中查到的有
明确记载的两次泉枯停喷，至

于别的年份有无此现象，由于
笔者没有找到更翔实的资料，
不敢妄言。

天下第一泉，齐鲁情未了。
许多人有所不知的是，济南虽
然有泉城之称，却是一个严重
缺水的城市，人均水资源占有
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十分之
一。为了节水保泉，近年采取了
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如涵
养水源地、封井保泉、引黄河水
等，已取得明显成效。事实上，只
要济南全市每年降水能达到650

毫米以上，地下水开采得到有
效控制，也就说，只要地下水位
平均维持在27米以上，泉水基
本都可以正常喷涌。

随着清代晚期中国门户被西方列强打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到这个东方神秘国度的内地传教、旅游、探险、考察。
二十世纪初，不少外国人踏进济南府，他们对这个以泉水著称的城市感到十分好奇，有的人摇动笔杆，记录下众多名泉泉
的独特风采。

“泉生济南”专题

德国人拍摄的1903年的珍珠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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