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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城事】

寻找“驳壳枪”
□陶玉山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一本
名叫《一支驳壳枪》的小画书在
小孩子中间广泛传看，很受大家
的欢迎。这本小画书讲的是几个
农村小孩警惕性很高，通过耐心
细致的侦察调查和艰苦的蹲点
守候，在一个地主家里缴获了一
支驳壳枪的故事。故事内容曲
折，甚至不乏惊险，人物描写生
动形象，绘画水平非常高超，可
以说是很有那个时代特点的经
典作品。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小孩
子可以说是百看不厌，并且在生
活中经常模仿画书中的情节做
游戏。

游戏玩久了，大家禁不住产
生想法：我们也能像那几个小英
雄一样提高警惕，缴获一支驳壳
枪，在老师家长面前露露脸该多
好啊。可是城市里哪儿会有地主
啊，没有地主，驳壳枪怎么缴获
啊。“昨天下午我悄悄听街坊李
叔叔几个大人拉呱，说防空洞里
挖出了许多东西，不知道那里面
有没有驳壳枪。”小伙伴三儿忽
然提出这个看法。大家心中一
亮：对啊，说不准那些地主恶霸
会把驳壳枪什么的武器藏在地
下，挖防空洞的大人们还没有发
现呢。“钻防空洞。”说干就干。大
家回家偷偷地拿来火柴，三儿还
把自家的手电筒偷偷拿来。

那个年代，“备战备荒为人
民”的口号几乎天天通过街头的
大喇叭宣传，为了应对苏修美帝
和台湾蒋介石反动派的侵犯，济
南和全国各个城市一样挖了许
多防空洞，挨着五龙潭的西门旁
边就有个洞口。我们几个小孩子
费力将洞口锈迹斑斑的大铁门
移开，怀着好奇和希望步入了黑
咕隆咚的防空洞。防空洞是弧状
的顶子，里面很宽敞，走不多远
就可以看到有许多教室大小的
房间，在烛光的映照下，显得非
常气派大方。这么干净整齐的地
方，别说是驳壳枪，就是老鼠也
没有啊。我们有点泄气。“再往里
面走走，没有垒砖的土墙也许有
东西。”平时挺机灵的小六子说。
大家都赞成。可是老是划火柴照
明也不是办法，三儿不知道从哪
儿捡到一个光秃秃的笤帚头，大
家将其点着，通红的火光照耀着
防空洞如同白昼。我们的情绪更
加高涨，相互簇拥着继续前进，
寻找驳壳枪。

防空洞似乎没有尽头，越走
越深，扫帚头已经烧得差不多
了，只剩下短短的一块。大家的
兴趣慢慢低落，有的还产生了怯
意，此时寻找驳壳枪的念头早已
让怎么才能走出防空洞取代。大
家一边走，一边四处摸索张望，
寻找着出口。后来，个别胆子小
的竟然死死抓住年龄大的衣襟，
生怕走丢了似的。如果有点什么
细微的声响，大家都紧张得靠在
一起，浑身不住地颤抖打哆嗦。
只记得那路特别长，有时低洼处
还有积水淤泥，手电筒的灯光显
得格外微弱。正当大家心急如
焚、不知所措，甚至感到绝望时，
忽然感觉在上坡，一道盼望已久
的亮光出现在前面。“快到出口
了！”大家群情振奋，你拉我拽地
往上走。手电筒照到了一个敞着
缝隙的大铁门，大家齐心协力使
出吃奶的力气将其移开一道宽
缝，不管不顾前呼后拥地挤了出
来，灿烂的阳光映照得我们几乎
睁不开眼睛。过了一会儿，定睛
细细打量才知道，我们已经来到
了几里地之外的“东方红”(现在
的大观园)的东头。

这条防空洞后来改造成为
济南人防商城。现在，每经过此
处，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年少
时的这段经历，有时自己忍俊不
禁，感慨不已。

华不注投稿邮箱：

qlwbxujing@sina.com

齐长城是战国时期，齐宣王
为防御楚国进犯而动用国力，历
时六载兴建的一项浩大工程。它
东起长清广里村的岭山头，西至
黄岛于家村，全长615公里，由墙
体、垛口、围城、关隘和望台、烽台
组成。城墙高达3 . 5米、宽约8米，可
通行并驾马车。气势相当恢弘壮
观。据史书《史记·六国》记载，齐
长城比秦长城还早300余年。

途经章丘的长城西起垛庄
乐滋村，东达官庄镇北王庄。全
长42公里，它历经2000余年的战
争毁坏和风雨剥蚀，文祖镇以南
和莱芜交界部分的城墙，已失去
昔日巍峨挺拔的风姿，变成断壁
残垣、石砾堆砌。

据大清济南知府胡烈撰写
的《修复长城岭石墙记》记述，首
次修复文祖南部齐长城是由清
代监生大宾李世墉主持兴工。清
咸丰年间，外域贼寇时常越过长
城，到文祖地界的村庄掠夺财
物、牲畜，扰乱得民不聊生、人心
惶恐。长城以北的23个山村的庄
头社长，便联合协议修复长城断
裂豁口，由谁来挑头领工呢？众
人首推文祖南村的李世墉担当，
此人生性刚烈坦直。他出任“监
办”的告示张贴当日，各村的捐
款献料者便络绎不绝，报名上山
出力者竟多达700余人。

李世墉办事粗中有细，他把
民夫士卒编制成“民夫团”，选拔
出料工两人，专在石场验收平整、
尺码合格的料石，又推举了两人
为运工，押送料石如数送往工地；
还安排了两人为验官，垒砌城墙
合格者，即兑现酬劳，支付粮款。

他自任总监，风餐露宿、披霜踏
雪、驻守工地。由于工地分工明
细，工程进展顺畅。不足两度春
秋，近25公里的长城便修复竣工。

再次修复齐长城是为防止捻
军侵占入境盗伐山林，伤害山民。
章丘县令李思深动员全县乡绅富
豪，捐资筹料。加固坍塌的长城地
段。现场出现了兄弟竞相报名，叔
侄轮番出工的景象。李世墉在荒
山野岭扎帐驻守、寸步不离工地。
一天深夜，他和护工提着风灯沿
官道巡查，只听得前方传来“吱呀
呀”木轮车的声音，走近一瞧，是
从莱芜方向过来的一伙贩卖生
姜、大蒜的车队。李世墉下令盘查，

来人打开麻袋一看，生姜大蒜中竟
露出了利铲、刀具。看到凶器暴露，
这伙毛贼转身便跑。李世墉一个

“扫堂腿”便撂倒两个，一个“布袋”
又摔出一个。贼人见状，纷纷跪地
求饶……

这次齐长城修复工程，提前
于雨季到来之际报捷。通莱芜的
交通要塞“锦阳关”，不仅恢复了
磅礴、巍峨的原貌，十七处断口
也连成一体。为庆贺工程竣工，
李世墉还在马家场村扎制了一
处戏台，从文祖青野村请来的五
音戏班，尽兴地欢庆了一番。

上世纪90年代初，为适应新
时期旅游观光的需求，章丘市政

府又投巨资，对齐长城进行了全
面彻底修缮，使三大关隘北门
关、锦阳关、黄石关实现了高规
格的复原。还依照八达岭长城的
格局，在“四角城”（历城、章丘、
莱芜、泰安交界处）延伸了2000

米的齐长城。从黄石关南行不远
处，便有孟姜女墓、孟姜女庙和
孟姜女石碑等文物，据唐朝《杞
梁妻》载：孟姜女哭长城的传奇
故事便发生在这里。

如今，在齐长城上举目远
眺，只见600公里之遥的长城，蜿
蜒起伏，绕岭盘梁，隐蔽于峡涧、
巍立于岭巅。它在云雾中好似银
蛇摆尾，又像蛟龙腾空。

章丘三修齐长城
【流光碎影】

□王绍忠

齐长城（网上资料片）

爱历下观历下 曲水亭旁写历下

“曲水亭杯”有奖征文启事

历下是济南的老城区，也是历史遗存和风景名胜的荟萃之
地。风景秀丽的大明湖旁，从珍珠泉和王府池子而来的泉水汇成
河，与曲水亭街相依。现在的曲水亭街依然完整地保留着《老残游
记》中“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泉城风貌。随着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的发展，省会济南犹如一位风姿绰约的少女，一天天变得时尚美
丽现代起来。历下区作为泉城的核心区域，不管是过往丰厚的人
文历史还是当下热闹的都市生活，都能折射出这座城市前世今生
的变迁和愿景。生活在济南的人自然会爱上这座城市，有一番话
要说，有一段情要写，来济南一游的客人看过“一城山色半城湖”
之后，也自会留下难忘的记忆想抒发于笔端。

为此，“华不注”副刊和历下区作协于即日起联合举办“曲水
亭杯”有奖征文活动，该征文要求取材于历下，歌咏趵突泉、千佛
山、大明湖是永恒的主题，东荷西柳、新省博这样的新地标更可
以成为令人耳目一新的落笔点，即使是晨起到黑虎泉边提水的
市民也是历下特有的景致。篇幅可长可短，1000字以内不嫌短，
2000字左右的图文并茂来稿也会大受欢迎。

征稿时间：2014年1月1日-2014年12月30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2名，各奖奖金1000元；二等奖5名，各奖奖

金800元；三等奖10名，各奖奖金300元。
征文投稿邮箱：qlwbqst@sina.com

曲水亭杯 有奖征文
投稿邮箱：qlwbqst@sina.com

百货大楼那些年那些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青龙桥至

西门桥一带是老城里的主要交通
要道，也是城里最繁华的商业圈。

1955年8月建成的济南百货大
楼有四层，就在芙蓉街南口斜对
面的路南不远处，远远望去是一
座四四方方的高楼。那年代的四
层楼已是鹤立鸡群，着实显眼和
气派。一楼主入口处有东、西两扇
硕大的对开玻璃门，两门之间是
一个巨大玻璃展窗，大门的东西
侧还各有一个落地的玻璃展窗，
经过美工设计人员的精心绘画与
布置，主要陈列自行车、缝纫机等
老百姓向往的“三大件”，常常吸
引路人立足观看，尤其夜幕降临
之后，与周围灰暗的灯光相比，硕
大的展窗灯火辉煌，照亮了楼前
的空地，这里成了孩子聚集观景
的玩耍地。一些家住附近的小男
孩把这大楼里的扶梯当成“滑
梯”，从四楼高处说说笑笑地列队

滑向底层，然后快步跑向顶层，乐
此不疲地嬉闹。

那时候我在读初中，正好学
校要开设代数、几何课。老师让我
们自备三角板、圆规等学习用具，
于是几个同学相约第一次踏进百
货大楼。我们好奇地东张西望，一
楼东边是食品糖果柜台，那里人
头攒动，顾客都在购买食品，柜台
内身着统一工装的营业员笑脸相
迎。再来到二楼的布匹柜台前，尽
管男孩子对布匹、衣料毫无兴趣，
但还是围着色彩斑斓的布匹柜台
转来转去。最后在三楼的文具组
买到称心如意的学习用品，才高
兴而归。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是票证时
代，百货大楼很多商品也是要凭
票才能买到。那时我刚大学毕业，
每月50元的工资，另外随工资还发
给5张“工业券”（购买紧缺用品的
证券）。我记得那时买一斤毛线要

20张工业券，织一件毛衣需要一斤
半毛线才够，工业券就得用30张，
只好全家齐支援，凑了好几个月
的工业券，才帮我买到织毛衣所
需毛线。

那个年代的百货大楼在顶
层开设了一个“侨汇商店”，那里
面摆设的全是市面罕见的高档
奢侈品，像进口手表、高档自行
车等必须凭“侨汇券”才能买到，
一般人哪里会有这种受照顾的

“外汇券”？所以这里变成顾客观
光浏览开眼界的好去处。我记
得，有一次一位在外地县城教学
的大学同窗好友来省城办事，我
们相约去百货大楼逛逛，这是他
第一次光临这么大的商场，直呼
济南百货大楼真够气派。我作为
东道主请他到四楼茶点部喝油
茶（济南人熟悉的茶点）。每人点
了一小碗油茶，由于不收粮票，
是高价，一元钱一小碗，这在那

个年代已经是难得的高消费了。
好友一再劝阻我切勿高规格接
待，因为他在县城教学每月才需
8元的生活费，他说农村学生一
个月也花费不到1元钱，每周都
是回家背干粮，从家里带咸菜到
校苦读，说得我心里酸酸的。

每逢节假日，尤其是国庆和春
节等重大节日，百货大楼总是人头
攒动，这里是外地人到济南来购物
的首选地，本地人过节一家老少相
邀“逛百货大楼”是种精神享受，要
想靠近柜台只能跟随人流慢慢地移
动。从老百姓热衷的“老三件”：手
表、自行车、缝纫机，到八十年代的

“新三件”：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
济南人总是愿到百货大楼购置。

伴随着泉城路的又一次拓
宽，百货大楼于2 0 0 7年1 0月拆
迁。对这座老建筑和昔日辉煌的
名字，老济南人总是恋恋不舍，
挥之不去。

□张机

【忆海拾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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