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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海拾珠】

接站的

点滴回忆
□陶玉山

1979年初冬，苏北老家的大
爷来信，说是要来济南看望我们。
接到信，我们一家人都高兴得很。
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的父亲自从
抗美援朝回国在济南安家落户
后，就回过一次老家，那还是十几
年前的事情；别说是出生晚的我，
就是比我大好几岁的哥哥姐姐也
都不知道大爷的模样。我们能在
济南团聚真是再好不过了。母亲
忙不迭地给大爷收拾新被子，父
亲和我们商量着接站的事情。

那个年代，济南的公交车线
路少，公交车更少，而且一到晚上
九点就都收车了。而大爷乘坐的
火车要在晚上11点多到济南，我
们家距离火车站至少有5公里，走
着回家是说不过去的。如何把大
爷接回家成了头等大事。那时候
一般单位货车都很少，轿车更是
稀罕，有辆破吉普车就不错了。而
作为一般家庭，如果有一辆自行
车也是让人羡慕不已的。一家人
经过一番讨论商量，最后决定，由
父亲出面借附近副食店的人力三
轮车去接站，姐姐哥哥骑着自行
车随后跟着，以方便装载大爷携
带的行李包裹什么的。当时人力
三轮车也不容易借出来，需要副
食店的领导写条批准同意。凭着
父亲老革命的资格，三轮车顺利
借到了，而新的问题又来了：无论
是父亲还是姐姐哥哥都不会蹬三
轮车，年小的我更是如此。在副食
店骑三轮车负责送货的邻居王叔
知道后毛遂自荐，不费吹灰之力
就解了燃眉之急。

那时候我们济南的路况十分
不好，马路窄不说，坑坑洼洼的地
段随处可见，许多污水沟都是阳
沟，就在路边也没有棚盖遮挡；而
路灯只在个别较为繁华的路段昏
明不暗地亮着，许多地段的路灯
是聋子的耳朵——— 摆设，有的地
段连这种摆设都没有。为了不影
响接站，那天晚上不到九点，我们
就出发了。姐姐哥哥骑着自行车
在前面带路，我和父亲坐在王叔
的三轮车上随后。一路上，沿街的
人家大多是大门紧闭，时常有昏
黄的灯光透过不严实的门窗洒泻
出来；大街上行人很少，大家一边
不时地相互提醒着别骑进坑洼地
沟里，一边兴致盎然地向火车站
奔去。副食店的三轮车可能是破
旧的原因，骑起来就“吱嘎吱嘎”
地叫个不停，还好掉链子。幸亏王
叔修车技术好，尽管这样，十来里
的路程我们足足用了一个半小时
的时间。

那时的济南火车站在高楼很
少的济南是非常气派显赫的。尤
其是鹤立鸡群似的塔楼更是巍峨
壮观，四面的大钟非常醒目，在很
远的地方就可以清晰地看清时
间。我们停靠在那个简陋的出站
口门前，不时地仰望一眼大钟，又
朝出站口观望，心里又激动又焦
急，全然顾不得初冬夜晚寒风的
侵袭，同时心里不断地期盼念叨：
千万别晚点啊。不知道是火车太
少、乘客多还是别的原因，那时火
车不正点到站是司空见惯的事。
如果正点到达，则可能显得奇怪
不正常了。

谢天谢地。大爷乘坐的火车
只比规定时间晚了不到半个小
时。大家群星拱月似地拥着大爷
上了三轮车，浩浩荡荡地回家。等
进了家门，已经是下半夜的2点
钟。忙活了大半宿的王叔也没喝
口水，就悄悄地回家了。

前不久，在英雄山文化市场
和王叔不期而遇，我们爷儿俩拉
了很长时间，我谈起到火车站接
我大爷的事，王叔还记忆犹新，说
我大爷说的南方话他几乎一句也
听不懂。听到我再次感谢他当初
的帮忙，王叔大手一挥，“又不是
什么了不起的事。”年轻时的豪爽
尽情显现。

童话历下
一群来自远古的巨人，三

面围坐，不顾风吹雨打、尘土染
身，任由草木在身上滋生，鸟兽
在身上繁衍。千万年过后，化为
一座座巍然不动的高山，矢志
不渝地坚守在这片古老的土地
上。“他们在护卫什么？”

登上巨人肩头一探究竟，
遥望群山中央，心里豁然开朗，
竟是魔镜。魔镜镜面光洁透明，
柔顺似水，微风拂过竟也能荡
起一片涟漪。魔镜四周，绿柳的
枝条伸向四面八方，出水芙蓉
漫布其上，化身一轮又一轮鬼
斧神工般的雕饰，凝合成一圈
绿中带红，红里透绿的镜框。

几道身影风姿绰约，犹如
窈窕的姑娘，站在镜旁留下千
年的守望，似在不停询问：“魔
镜魔镜，这世上谁最美丽？”答
案呼之欲出———“历下才是世
间最美丽的姑娘。”

下山欲求魔镜仙宝，走在
山间路上，轻嗅泥土送来的芬
芳，借着斜阳透过繁枝茂叶洒

下的光辉，看向奇石点缀下的
密林深处，朦胧间似是找到了
点点《绿野仙踪》：大舜当年是
否在这里播撒了《一粒种子》？

《睡美人》的城堡是否就在密林
中央？听，树梢上有《夜莺》在歌
唱；闻，《糖果屋》缕缕炊烟里有
朱古力香。生怕被女巫诱惑，变
成餐桌上的饭后甜点，慌不择
路，夺路而逃，直到温婉的护城
河边才算心安。

莲花姑娘一如既往款款坐
在河边，将洁白的玉足浸泡在
温暖的河水里，尽情享受那份
柔软。一双柔荑抱着琵琶半遮
素颜，十指轻颤舞动琴弦，将一
串串愉悦欢跳、精灵般的音符
洒向清澈见底的水面。不远处，
黑虎吐水砸响鼓点，在清澈见
底的河面上惊起阵阵波澜。翠
玉玛瑙般的水草随波摇摆，随
着悦动的音符齐齐舞动腰肢，
简直就是场午夜钟声前的盛大
舞会。聚焦湖底，试图寻找灰姑
娘的影子，却发现翠绿中间并

非独艳一点，难觅其踪。只有几
只灵动的小鱼格外扎眼，憨头
憨脑在舞池里游来游去，似也
在寻找那位美丽的姑娘，告知
她今夜拉车的骏马改由它们来
扮演。天气渐凉，挨不到午夜那
个拾取水晶鞋的重要时刻，只
得心存遗憾惺惺作罢，继续踏
上寻镜之旅。

沿着护城河一路前行。忽
闻雷声滚滚，遥望苍天，阳光灿
烂哪有阴雨来临的意思。心中
起疑循声而去，穿过古色古香
的小桥流水和精雕细琢的亭台
楼阁，骇然发现雷鸣的源头竟
是三把洁白玉壶。白玉壶口吐
琼浆，“三窟鼎立、水涌若轮”，
琼浆滚滚挤成一团，为求先一
步观赏到世间美景，发出铜铃
般的笑声，争着闹着冲出水面，
给半个池塘涂上一层乳白色的
华光。低身俯问琼浆：“魔镜何
在？”却听对方笑得愈发响亮，

“跟我来吧！”
紧追急湍，如影随形。没追

多久眼前豁然开朗——— 一湾湖
水映入眼帘，湖岸两边杨柳站
成一排，任由齐腰秀发浸泡在
水里，尽情享受那份水乳交融
的温馨。微风袭过，轻点在她们
躯体上的痒处，引得她们止不
住一阵腰肢乱扭。湖面上氤氲
水雾杳渺升起，似真亦幻。透过
雾的余韵，依稀看到湖面上映
照着点点绿墨。那是一座生在
水里的山，巍峨而又绵延，群绿
围绕之中，点点亭台、座座楼阁
晶莹剔透抱作一团，仿若湖底
龙宫浮出湖面，更似水雾中的
海市蜃楼，折射出了天空之城
里的美好景象。

恍惚之间，忽然想起找魔
镜的事。扭头寻找熟识的琼浆，
却发现他们早已畅游到了明湖
深处。“喂，你们还没告诉我魔
镜在哪里呢！”琼浆听到遥喊，
却答非所问，“魔镜魔镜谁最美
丽？”“历下才是世间最美丽
的姑娘。”回声近在咫尺，就在
我的身旁。

□栾磊

省府前街西邻有条鞭指
巷，巷子北头有处状元府。状元
府原为“陈家大院”，后来因为
其主人陈冕在清末光绪年间中
过状元，所以被人们称之为状
元府。

陈冕，字冠生，1 8 5 9年出
生，出生地就是当时的“陈家大
院”。在中国古代，大凡对子女
寄予厚望的文人，为其子女起
名、起字时都特别讲究，关于陈
冕名、字的来历就有这样的传
说：陈冕出生前，其父陈恩寿曾
接受了朋友提前赠送的一顶精
制官帽，寓意祝其后人能成为
栋梁之才。于是，陈冕出生后，
陈恩寿便给他起了个名冕、字
冠生的名字。

陈冕的祖籍是浙江绍兴府
的山阴县，其祖父陈显彝、父亲
陈恩寿都曾在山东做官，所以
便在济南定了居。陈冕天生聪
颖，靠着幼时良好的家庭教育，
少年时就展露出超群的才华，
年仅14岁就考中了秀才，这种
情况在中国古代科举历史上也
是屈指可数的。为人之父者都
有望子成龙的心态，陈恩寿也
不例外。或许是由于这种心态
使然，他让陈冕的科举之路也
曾有过些坎坷。史载，光绪元年

（1875）,16岁的陈冕以宛平籍在
顺天府(北京)参加乡试中举后，
先后于光绪三年（1877）、光绪
六年（1880）两次参加会试，但
终因年少而落榜，直到光绪九
年（1883），也就是陈冕24岁那
年，他在第三次参加科举会试
时才功成名就，获得状元称号，
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状元
之一。

陈冕虽然是地地道道的济
南人，但当年却是以顺天府宛
平县的户籍参加科举会试的，
所以，史上也有陈冕是北京状
元之说。其实，这种说法也不能
算错。因为当年陈恩寿为了让
陈冕学有所成，且赶考便利，将
他送到北京国子监深造，并顺
便把他的户籍挂靠在了顺天府
所辖的宛平县，如同现在的高
考移民。不过，别管怎么说，陈
冕是地地道道济南府历城人是
没有异议的。

科举考试是古代读书人入
仕的唯一途径，状元郎更是万
众仰慕的佼佼者。陈冕考中状
元之后，随即入翰林院为修撰，

掌修国史，不久，其父陈恩寿去
世，陈冕回乡丁忧三年。光绪十
五年（18 8 9 年）任湖南乡试主
考。但是，天不遂人愿。陈冕虽然
学识渊博，但身体却不是太好，
长年累月地刻苦读书，以致积劳
成疾，光绪十九年（1893），在年
仅34岁的正当年且为母守制还
没有结束的时候，突发心脏病而
英年早逝，在给家人带来巨大悲
痛的同时，也给自己和后人留下
了莫大遗憾。

陈冕虽为封建官吏，但在
民间却留有较好的口碑。光绪
十年，黄河泛滥成灾，当时在家
为父亲守制的陈冕，捐出巨款
赈灾，并出资择高处建造了简
易民房千余间，用以安置灾民。
光绪十九年(1893)，山西发生大
旱，在济南为母亲守制的陈冕，
为了筹集救灾资金，将状元府
大部分房产变卖后，连同家中
余财凑成黄金千两捐给山西灾
民。而后，他又在济南街头摆摊

写字募捐，募得黄
金万两后再次送往山
西。陈冕不仅赈灾，而且还乐于
施教，在城东丁家庄修建了“陈
冕大院”，兴办学堂，免费培养
贫困儿童。史载当年陈冕出殡
时，从府城西门到状元墓的沿
途，挤满了为他送葬的百姓。从
考上状元到逝世的十年间，陈
冕有5年在为父母服丧守制，所
以并没有多少积蓄，但他能倾
其所有救民于水火，其情可敬，
其义可嘉。在今人李维新主编
的《天下第一策——— 历代状元
殿试对策观止》书中，陈冕之所
以会被推举为中国历史上最有
建树的八位状元之一，就是基
于他的济世赈灾、乐于施教等
优秀品德。

鞭指巷是一条南北走向的
小巷，状元府的大门因之坐西
面东。早先的状元府是由两座
宅院以及花园、旁院组成。两座
宅院也就是如今鞭指巷的9号、

11号。9号院是陈冕的祖
父陈显彝时任山东盐运使

时所建，11号院则为后来扩建
而成。每个宅院各有八个东西
向且古朴典雅的四合院，大院
套小院，院院相连，方正整齐，
连同花园、旁院，整个府邸占地
面积很大，也很有气势。陈冕当
年的书房在北院西八院的北
屋，屋前悬挂着“小墨墨斋”的
匾额。书房旁侧是南北向、三开
间的二层阁楼，为藏书楼。如今
的状元府仅存9号、11号两个宅
院，且每个宅院都仅剩两进院
落，其他宅院连同花园、旁院早
已物是人非或不复存在。

鞭指巷的状元府虽然已历
经百年沧桑，但其门楼及庭院
依然保持着旧日风貌。9号院大
门是独立开间的金柱大门，高
门槛、门枕石、石雕、石鼓样样
俱全；门外两边墙上有精美的
砖雕装饰，门内两侧山墙则是
用磨砖对缝作装饰；走马板上
雕有百子葫芦，寓意子孙满堂、
吉祥幸福。这种门楼虽比不上
王公贵族家，但也已够豪华气
派，显示出主人的高贵身份和
显赫官位。穿过门楼，左转进入
二道门，便来到前院。前院正房
为五开间锁鼻式过厅，厅建在
石砌砖铺面的高台基上，房高
屋深，颇为气派。后院的正房墀
头上均为圆寿或花卉等内容的
精致砖雕，显示出正房华丽高
贵的品位。11号院的规制虽然
明显低于9号院，但建筑风格相
同。据老济南们说，当年光绪皇
帝御赐的“状元及第”匾额就悬
挂在9号院门楼的门额上。

如今的状元府虽然门楼依
稀还有当年的气派，但院内却是
破败不堪。屋檐腐朽坍塌、门窗
七零八落、墙面斑驳陆离、满目
乱搭乱建。9号院的两进院落内
竟然住着25户人家，拥挤不堪，成
了名符其实的大杂院，让人看了
不免心酸。要不是门楼那依稀的
气派，仅看院里，任谁都难以想
到这就是当年的状元府。

陈冕是济南历史上唯一的
状元，状元府自然也就是济南唯
一的状元府。济南是历史文化名
城，鞭指巷的状元府是济南现存
古代民居中含有文化内涵的精
品，如此衰败令人心痛，让人心
酸。救救它吧！前人在呼喊，今人
在等待，后人在期盼。

鞭指巷的状元府

【流光碎影】

□杨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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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指巷北头的状元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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