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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水浴场由原来的青年游泳池
改建而成，是一处免费向市民开放
的露天泉水浴场。

位于坤顺门桥东侧的护城河北
岸，浮雕全长70米，高2 . 2米，是目前
山东最长的紫铜铸造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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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个四四合合院院 两两口口泉泉水水井井
曲水亭街15号院，几代人喝泉水长大

泉水井边摆着茶壶茶杯
据小院住户讲，这座四合院

已经有200年历史了。一进小院大
门，便可以看到一堵古色古香的
影壁，绕过影壁，便可以看见佐泉
了。从不大的井口往下望，井水清
亮亮的，能照出人影来。

井口一边摆放着藤桌藤椅，

一套精巧雅致的茶壶茶杯就放在
桌子上；另一边则是个暗红色的
大木桶，桶里可见一个大西瓜正
镇在水中。

佐泉在院子里，一眼就可以
看见。而佑泉却不那么好找，因为
它在里屋的墙角处。在院子女主

人的带领下，记者看到了佑泉，方
方的井口里，泉水同样清冽。井的
上方还挂有一块“福水润民”的大
匾。

“以前这里就是厨房，做饭就
地就能取水，别提有多方便了！”
住在这屋里的刘精诚女士说。

见习记者 万兵
王府池子

旧时王府院中池
今成市民戏水处

本报记者 陈玮
见习记者 万兵
实习生 刘婷婷

沿着西更道往北走，小巷里悄
然无声，而走到一处，却顿觉人声鼎
沸，豁然开朗，这里，便是王府池子
了。池子背边竖立的石碑上写有“濯
缨泉”三个大字，这也是王府池子的
另一个名字。

马世聪老人在王府池子街生活
了60多年，回忆起小时候在泉边的
生活，他一脸幸福：“我们都是喝着
那里的水长大的，也是在那里玩大
的。每次上学路上都会停下来，在此
喝上几口水再走。捞鱼摸虾打水仗
我们当时都干过，夏天整天泡在里
面，渴了就喝口泉水，累了就躺在石
头上歇歇儿。”

据《水经注》记载，王府池子曾
是文人墨客聚集在一起流觞取饮的
地方，而今，“旧时王府院中池，流落
民间百姓家”，王府池子成了平民百
姓娱乐休闲的场所。池边从早到晚
不断人：倚栏观景的、下棋饮茶的、
乘凉聊天的……而站在池子西南角
高处的栏杆上，扑通扑通练习跳水
的人们又是格外独特的一处景观。

家住济安新区的许建国今年63

岁了，是个“老济南”，曾经在纺织厂
工作的他坚持来王府池子跳水、游
泳已经有五六年了。

“我还参加过青岛的业余跳水
比赛。”家住凤凰山附近的陈先生也
是王府池子的“常客”，每天骑车十
几分钟来这儿游泳锻炼，一坚持就
是十年。据陈先生讲，在这边跳水的
人里还出过业余跳水的冠军。

曲水亭街15号的小院里，有一左一右两个泉眼。古时君王左侧为文臣，称
“佐”；君王右侧为武将，称“佑”，这两个泉也就因此得了“佐泉”和“佑泉”的名字。
对于生活在这座小院的几户人家来说，泉水给他们带来的是各种生活乐趣。

泉水冰西瓜，杠赛来
今年58岁的王俐女士就是在

这两口泉边长大的，一提起泉水
来，王女士忍不住打开了话匣子。

“这泉水长年一个温度，我还
特意测过，18℃，夏天都能拿来当
冰箱使，买个西瓜来用井水镇一

镇，吃起来又凉快又解暑。”王女
士说。

“井里的泉水打上来就能直
接喝，凉凉的，甜着呢！”刘精诚女
士是后来才住进这个大院里的，
虽然没有王女士住的时间长，但

是对这口泉的感情却也不浅。
刘女士用一个青瓷的小桶打

上一小桶水来倒进了茶壶，和王
女士一起品起泉水来。炎炎夏日
里坐在佐泉边喝喝泉水、乘乘凉，
有说不出的惬意。

“我们家四代人在这儿居住，
那会儿在我们看来就是两口井，
也没有名儿。”

“以前这里还有棵大石榴树，
有100多岁，都能遮住半个院子
了。一个夏天后，就能结200多个
大石榴！”王女士说着又陷入了小
时候的回忆中。坐在大石榴树下
喝泉水、吃石榴的情景很难忘。

据刘精诚女士介绍，直到去
年年底，“政府找了专家专门起了
名，还把泉水周边一起修了修。”
泉水受到保护让王女士也心花怒
放，在她看来，泉水在，祖祖辈辈
的很多回忆也在。 泉水冰西瓜是泉城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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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西护城河五龙潭段东岸，表
现济南著名景观的浮雕作品把济南
八景的美丽景致刻画得惟妙惟肖。

镶嵌在琵琶桥西100米的护城
河北岸石壁上，瓷刻为汉隶书撰写
的老子《道德经》全文，共有5300余字。

这里曾是无名泉，承载几代人记忆

九女泉位于解放阁下护城河北
岸，与黑虎泉隔岸斜对，泉流淙淙，
昔有松柏相映，古人有诗赞曰：“松
团华盖影，泉激古琴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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