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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海拾珠】

60多年前的

皇亭小学
□张机

少年求学经历中对母校、老师
及同窗好友的记忆，一定会让人铭
记终生。至今我仍能脱口说出上世
纪50年代初期的一些小学名称：芙
蓉街小学、阁子后街小学、青龙街小
学、县西巷小学、岳庙后小学、南城
根小学……伴随着时代的变迁，有
的学校早已不复存在。60多年前我
就读皇亭小学的情景至今记忆犹
新。

济南人一提到“皇亭”二字，自
然会联想到现在泉城路的“皇亭体
育馆”，其实这只是当年“皇亭体育
场”的西南角，那时的皇亭体育场是
一座四周有围墙、设有东西两个大
门(东门在按察司街西侧与历山顶
街相望，西门的斜对面是蕃安巷)、
中间有块黄土地的大操场，向市民
免费开放，清晨广场上聚集着来晨
练的人们……广场东北角有一个僻
静的平房院落，那就是“皇亭小学”。

济南解放不久，我就成了皇亭
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每天背着书包，
与邻居小伙伴穿过石板路的小街去

上学。我家住宽厚所街，
经过仓门楼子、武库街、
洪字廒、历山顶街进入皇
亭体育场的东大门，沿中
间大操场边缘，才能进入
学校大门。

红砖砌成的拱形校
门上有校牌，进校门西侧
是传达室，当时校园是四
合院的平房，南面一排是

学生教室，北面是教师的办公室，校
园东墙边有讲台和升国旗的旗杆，
校园的西北角有一座假山，种植着
郁郁葱葱的树木和花草，山上还有
一个六角亭，这是我们课余玩耍和
读书的好地方。当时学校规模从一
年级到六年级都有，我在这里就读
整整6年，学校开设语文、算术、自然
课，还有体育和音乐课。

我的班主任刘兆芳老师，是一
位年纪近四十岁、大眼睛、体态稍胖
的女老师。她教语文课，从一年级一
直送到我们小学毕业，整整教了我
们六年。低年级时她高声领读课文，
我们一遍又一遍齐声跟随，高年级
她教我们如何观察生活，写人物和
景物，还让我们记日记。对我们写字
要求很严格，横平竖直、工工整整，
绝不能写得龙飞凤舞或者歪七扭
八。刘老师很爱干净，也很注意仪
表，她常常穿一件藏蓝色、双排扣的
女士“列宁服”。每天早上进教室前，
她总是要检查我们的个人卫生，伸
出双手看看指甲长不长，有没有发
黑的“泥垢”，带没带手帕，衣服的纽
扣缺不缺，如果指甲长，她就用指甲
刀给剪短，缺了纽扣，课间她一定给
钉好。

我们的课外活动简单而充实，
有绘画、手工劳作、木制飞机模型、
泥塑等小组，还成立了各种球类代
表队，学生自愿报名，但每人必须都
得参加，类似现在的“特长”教育。我
参加了手工劳作小组，跟老师学习
在竹片、瓦片上刻字。课外活动也可
以到阅览室借阅“连环画”，我记得
看过《武训传》、《太阳照在桑乾河
上》等连环画。

学校每年的春、秋季运动会都
要在“皇亭”举行，所以我们对“皇亭
运动场”再熟悉不过了。我们班有几
个家住东箭道街的同学酷爱足球，
放学后先不回家，邀上同学一起踢
足球，大家踢累了，就光着膀子、赤
着脚练球。长大后听说我们班同学
真有被选进山东足球队青年队的。

我在皇亭小学的求学经历已是
60多年前的往事。大学毕业后就当
了中学教师的我，深感受恩于小学
班主任刘兆芳老师，她言传身教的
形象，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我近40

年的从教生涯里。

不辞长作济南人

南方几个朋友初次来济
南，赶上云淡风轻的好天气，陪
着登千佛山游大明湖，特意介
绍“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美
景。马不停蹄忙活了半天，他们
仍是一副兴致不高的样子，似
乎认为济南的山不高、湖也不
大，并没有什么稀奇处。心里
盘算着，就把游览趵突胜境作
为压轴戏吧，让“云蒸霞蔚华
不注、波涛声震大明湖”的三
股涌泉震撼一下他们的感官。
无奈从大明湖出来时天色已
晚，饥肠辘辘的再去观赏趵突
泉显然已不合适。随即，在靠
近湖边的老城巷子里，找了一
家门面整洁的饭馆以表地主之
谊。

饭馆铺面不大，招牌是鲁
菜风味。坐定不一会，爆炒腰
花、九转大肠、烩松肉和糖醋鲤
鱼热气腾腾地就上桌了，又搭
配上老醋花生、蒜泥黄瓜、酸辣
土豆丝。主食是济南独有的特
色美食甜沫和油旋儿，外加一
大碗南方人每顿必吃的大米白
饭。略表心意后尊重客人意见，

啤酒当饮料喝酒随意。你还别
说，可能是爬山走路消耗体力
大，这顿饭吃得如风卷残云又
有滋有味。

席间边吃边聊，不一会，你
一言我一语开始了对济南这座
城市的评头论足。一个说：“北
方许多地方的山都是光秃秃
的，而济南的山上植被茂密，游
人如织，又是大舜曾经耕种过
的沃土，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济
南是个好地方。”另一个说：“大
明湖传承千年历史，汇集泉水
自然形成，在城市建筑群中像
琥珀又像镜子，点缀着佛山倒
影，碧波荡漾，白鹭翔集，很难
得，很难得。”第三个人发话了：

“山东人热情实在，做人做事表
里如一，和济南的马路一样，东
西南北横平竖直。到其他城市
与人接触没有这种感觉，‘好客
山东’名不虚传。”

饭后已是夜幕降临，让客
人感受一下济南的夜生活是最
佳选择，脑子里立即想到了一
个好去处。乘车沿明湖路西行，
到护城河东岸左拐，穿西门继

续向南再左拐，浏览着泉城广
场的夜景过南门直奔解放阁。
这条线路可是镶嵌着济南市内
最精彩的与泉水有关的风景名
胜。

西门西侧，一条马路相隔，
五龙潭坐北，趵突泉镇南，两处
泉群都是济南七十二名泉的骄
傲。刚刚从趵突泉喷涌而出的
泉水，在泉池中稍作停留，便顺
着西北角的一条水道夺路而
出，闪着亮晶晶的光芒，大约六
七分钟的光景流到桥下。泉水
自地下喷出时“声如隐雷、冬夏
如一”，但昼夜不歇流淌的过程
中却再无声响，只是含蓄地翻
滚着，不停打着漩涡，让人一看
就充满着激情和活力。

夜晚的泉城广场人海如
潮，流光溢彩。蓝色泉标高高
耸立在广场中心，泉水之城的
标志独具一格，一目了然，给
客人们比划好一阵子才明白
了这是隶书的“泉”字。广场东
侧聚集了众多游人，在欢快的
旋律中音乐喷泉的水柱腾空
舞动着，赞叹声、欢笑声一阵

接着一阵不时传来，广场俨然
就是这座省会城市的大客厅。
东侧的文化长廊是广场最精彩
的部分，如能抽出半天闲暇稍
作一番品读，肯定会有撞击心
灵的收获。

到达解放阁西侧下车，路
灯照耀下向南走下台阶，立即
有哗哗的水流声从对面传来。
夜色中，映入眼帘的“小桥流水
人家”一派热闹景象。护城河两
岸散布着众多兴致正浓的游
人，南岸汹涌的泉池被游人围
成了人墙。“哇噻，真的假的？”
当远方的客人看到泉水从三个
硕大的虎口喷涌而出，不禁发
出阵阵惊叹。独具特色的黑虎
泉水感染了他们的情绪，让他
们兴奋无比。好奇中品尝泉水，
高兴中拍照留念。在亲近黑虎
泉的短短时间里，他们对济南
已刮目相看。一位年长的朋友
仿佛东坡居士，站在泉池边上
突然来了灵感：“日饮泉水三两
杯，不辞长作济南人。”会心一
笑，没错，泉水正是济南这座城
市的灵魂。

□蒋玉峰

西市场南门，位于马路宽
阔、交通方便的经二纬十路，
三个门当中只有南门（在经二
路上）有公交车通行。因此南
门是西市场的主要入口，沿街
的正规商店也多，如服装店、
百货店、钟表店、酱菜店、洗澡
堂等。

西门则开在商铺林立、商
贩密集的纬十一路（俗称“十
一马路”）中间位置，路西大都
是一些老街老巷，如碧梧街、
公益街、北首的北大槐树里居
住的都是老济南人。而“十一
马路”的东边则是一些独立的
门头店铺，以铁器加工、竹器
编制、五金土产、副食调料和
集市贸易为主，因此，进入西
市场的主要是位于“十一马
路”的生意人和到西市场内拾
遗补缺的客商。

北门位置在西市场的东
北角，是一个刚刚能错开地排
车宽度的胡同。由于北门周边
是大片的居民居住区，向北的
出入口在经一纬九路，向东与
纬六路（铁路）货场和火车站
相通，因此由北门进出西市场
的，一是在附近居住的老百姓
和外地来济的客流，二是拉着
地排车、蹬着三轮车运送货物
的人力车夫。

我父亲是居住在西市场

里的老济南人，今年已80岁高
龄。据他老人家回忆，当时西
市场除了有三个正门，还有三
个小门，这三个小门只有居住
在周围的老百姓熟悉，远道而
来的客商一般无从知晓。

我父亲回忆说，在这三个
小门（即小胡同）中，两个小西
门分别在西市场西门的南北
两侧，小南门则位于南门西边
五六十米的地方。

父亲说，这三个小门里居
住着几十户老济南人，他们可
能与西市场的形成、孕育和发
展有着亲密的关系。从市民居
住生活的角度讲，这三个小门
的开辟，也是为了住在市场附
近的市民出入方便而保留的。

我是50后，也是在西市场
长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
对西市场的轮廓有了比较清
晰的记忆。我记得，那时父亲
所说的小南门是一个窄窄的
胡同道，南口通向经二路，向
北直达西市场的西门以内，胡
同的中间与西门南侧的小西
门相通，好似一个三面都有出
入口的“T”形胡同。胡同里居
住的几十户人家有老济南人，
也有生意人。由于小南门那里
出口多，又拐弯抹角，也是我
们小伙伴捉迷藏常去的地方。

再说说西门北侧的小西

门。小西门位于西市场百货大
楼的北墙外，在小西门胡同口
往里不远处的道北，有一个居
民大院，大家都称呼它“二百
号大院”。当时这个大院为什
么叫“二百号大院”，大院里究
竟住了多少户人家，父亲已经
记不清楚了，只知道这个小西
门紧挨着百货大楼和十一马
路的菜店副食品店，极大地方
便了“二百号大院”里市民购
物出行。

西市场经过近百年的风
风雨雨和五次较大范围的整
修和改造，早就没有了旧时的
商铺痕迹，但是西市场的基本
轮廓还是依稀可见。几十年
来，无论怎样整修道路、翻建
大棚、整合摊位、改建小商品
大楼等，设计者和管理者都基
本保留着原来旧时三个正大
门（即西门、南门和北门）的通
道位置，只是三个小门不见了
踪迹。

在我的记忆里，现在西市
场保留下来的南门，应该就是
旧时南门的大体位置；西门位
置也移动不大；所不同的是大
约在十年前经一路拓宽改建
时，北门胡同道的长度向后

（即向南）压缩了不少，但是北
门那条街（道）几乎还是在旧
时北门的原址上。

据《槐荫区志》记载,“明代
前 ,自南大槐树东首向北穿中
大槐树东街、经二路，至北大
槐树西首 ,有一土石岗 ,南高北
低,蜿蜒起伏,貌似长龙,故名盘
龙庄。1573年(明万历元年)前 ,

因 庄 内 多 古槐改 称 大槐树
庄。”传说由于西市场恰好建
在龙头处 ,而西市场地下又埋
有龙珠宝藏 ,盘龙吐珠化为福
瑞的地气滋养这片土地 ,所以
此处成为古槐丰茂、商气繁
荣、人流旺盛的风水宝地。究
其商业传统和经营商脉，我个
人认为，大凡经商者都笃信诚
信经商和风水宝地能招来财
富的信条，在某种意义上说，
这三个正门的设置和保留，可
能与早年的传说和传统商业
习俗有关，也可能与招贤纳
客、方便出入、财源广进有着
直接的关系。

早年西市场的“门”【流光碎影】

□台应新

西市场西门(2013年5月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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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到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凡是到西市场逛
街购物的市民都知道，当
时进入西市场，在它的南
面、北面和西面各有一个
较大的出入口，老济南人
习惯称之为南门、北门和
西门。如果细分，这三个
出入口（以下称“门”）因
处位置不同，进出的人群
也不同。几十年来，无论
怎样整修道路、翻建大
棚、整合摊位、改建小商
品大楼等，设计者和管理
者都基本保留着原来旧
时三个正大门的通道位
置。

笔者根据父亲的回忆整
理手绘的西市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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