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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济南经十路、220国道南行出
长清15公里，便到了归德镇，再东行
2公里便是土屋村。土屋村，是北方
地区典型的山村古村落，也是一个

“历史文化名村”。这里，有祠庙、楼
阁、古桥、族谱碑、摩崖造像等古文
化遗址等；四面青峰隐隐，大石门、
小石门、赵化山等诸峰风景如画；悠
久的历史文化，多姿多彩的古遗迹
吸引了诸多游客和学者。

土屋村没有传说，只有历史。村
里的老人说，聚居源头可追溯至明
朝洪武年间，但是从何迁来、如何落
脚几乎无人知晓。即使是立于村口
的碑志，对村子的历史溯源也只有
寥寥数语，“明初曹氏来此定居后修
一小楼，村以楼名命名曹家楼。清乾
隆年间，曹氏之嗣原居古岗窑洞的
人们迁居该村，更名土屋。”

土屋有着奇特的建筑形态。因
为毗邻山峦，村里地势高低不平，历
史上的土屋村人便依地而建，在土
坳子里凿洞而居。挖一截四五米深
的大洞，就近取山上的石料使顶子
成拱形，用石头垒墙。屋顶上面就是
路，该种树种树，该走路走路。这种
建筑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祖祖辈
辈继续着黄发垂髫怡然自得的田园
生活。

古村古屋规模恢弘，结构完美
堪称济南民宅建筑的瑰宝。在土屋
村中央的一条街西侧，有一个石门，
门框是石头的，门楼的上方有一圆
形的孔，是有人叫门，家里人打开小
门进行观察用的，相当于现在门上
的“猫眼”。

大街西侧紧邻的一家，整座院
子全部用规整的石块修建。院落大
门有两层，上层原来是存放粮食及
其他物品的储物间，对外开有一扇
圆型窗户。圆型的窗户与方型的大
门互相衬托。大门上的腰枕石雕刻
有不同的图案，其中左侧腰枕雕刻
的是西洋钟表的造型，而右侧则雕
刻着中国传统的太极八卦图。两个
腰枕石的雕刻内容一中一洋，构思
巧妙，特别是西洋钟表的图案更彰
显出深居偏僻山村的院落主人对外
界新鲜事物的了解和接受。

在这座院子南面有一条胡同，
胡同口有石门框，大门没有了，胡同
路面是用石头砌成的。这就是土屋
村的赵家大院，是归德镇闻名的大
地主的宅院，在里面有五处宅院，都
是四合院。其中一栋，住着68岁的赵
福进和65岁的赵福银兄弟俩。这栋
宅院颇为讲究，屋墙、院墙的用料，
并不像一般窑洞土屋那样七零八落
地摞在一起，而是用齐整的石块规
矩砌成。屋顶上有六个大石水流子，
门楼两边雕刻五只蝙蝠，寓意“五福
捧寿”，还有牡丹、荷花、菊花、梅花
组成的“四季花”。这些花纹全是工
匠用钎子和锤子一点点刻成，纹路
繁复，可以窥见当年村里大户人家
的生活一斑。门口有一块一米高、半
米见方石头，上面凿有一个孔，这是
拴牛石，在院子里的东屋石墙上，有
两个凹槽，这是以前拴马用的。

在关帝庙边，存放着一个石臼，
有着600多年的历史，是村里人捣粮
食用的。石磨、石碾在村里各个角落
有十多盘。在北面的街上还存放着
一个上马石，高一米，有三级台阶，
是先人蹬石上马用的。

时代逐渐将那些枷锁一样的旧
俗抛弃，最为纯净的那部分民风却
艰难地保存了下来。土屋村是个民
风淳朴、行善积德的古村，一个崇尚
以德为重、忠厚待人为荣的古村，谦
谦君子之风，古今传承。“王家族谱
碑”就见证了土屋村的辉煌。高风亮
节的先民，品行遗训为后人谨记，丰
碑永存。土屋村保持着良好的原生
态面貌，古树葱笼，婆娑多姿。村中
幽静安然，环境秀美，置身其中，宛
若人间仙境，世外桃源。

舜迹，一缕原始的绿痕
如果把古济南府的版图与

现在济南城的地图叠印在一
起，你会发现，现在的历下区几
乎就是原来的济南府，甚至比
原来的济南府还大。千年济南
城的文化积淀都叠印在历下这
块土地上。寻找历下的美就在
岁月的叠印中剥离，一层层一
页页地翻去，每一个页面都有
它的光彩。最底下的一层是历
下的神话，一个舜的传说。

舜距离我们很遥远，他是
原始社会部族的首领，传说他
自幼失母，在历山耕耘，继母却
给了他一块贫瘠的土地，于是
这块版图上留下历山和舜田。
她想置舜于死地，挖了一口井，
设下毒障并封死井口，妄图埋
葬他，危难时刻一只凤凰飞来，
驮着他在厚土中穿行，从另一
个井口飞出，于是这里留下舜
井。济南人口头上的南门在那
张古老的版图上叫历山门，历
山门外那条由泉水汇成的河叫
娥英河，是以舜的两位美丽贤
淑的妻子娥皇与女英的名字命

名的，当代人在娥英河畔立了
一块石，勒石铭记：“历山，城南
五里，舜所耕处”，这是明崇祯
六年《历乘》中的一句话。石下
还有一行小字，是据清《山东通
志·古迹志》记载：“舜田，在县
南历山下，相传舜耕于历山，即
此。”确实，从此石往东，与原东
城墙并行有一条历山顶街，说
是历山的顶就在那街的一座院
落内。我去过那个院落，寻找传
说中的历山。古院四合，有几棵
槐树，别说山，连石头也没有。
失望之际，院中的老人指着一
口古井说，历山顶就在井底下。
老人领着我从一个斜井下去，
看到一块光秃秃的石板，石板
天成，挖不到边，老人说它就是
历山的顶。

山顶怎么会在地底下？老
人说济南府有三山不见，历山、
灰山、无影山，都是有名无形的
山。我深信不疑。历山是有的，
它被一代代的神话埋下去，即
使看不见它了，也耸立在我们
的神话里。然而人们还是愿意

看到一座现代概念的历山，遂
遥指一派南岭中的千佛山说，
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历山。在历
史的经纬中似乎有点南辕北
辙，然而怕什么呢？历下是舜
都，到处都是舜的原迹，它是济
南文化的源头。

寻找源头就是寻找美。还
是《历乘》记载：“历下城建自
汉，西晋永嘉年间移平陵城于
此，而城始大。”显而易见，济南
城叠印在舜迹上。人类的文明
史都是从神话开始的，舜是华
夏的神话，从历下走向神州大
地，最后遇难于苍梧九疑山。他
的两个妃子从这里启程奔赴舜
的殉难之地。如果说她们在九
疑山留下了染着泪花的斑竹，
那么在历下就留下千古不息的
泉水。这些神话里的遗迹传递
着一种精神，舜的精神到底是
一种什么精神呢？

你看那泉，永远清流奔涌，
染而不污、旱而不涸、涝而不
溢，沉静着不喧的底蕴，奔腾着
报效的激情。这块土地，只倡输

出不图回报，凭地涌出一条娥
英河汇成一个大明湖，这是多
么大的内涵？没有一座城市的
湖泊是用自己肌体内的水汇成
的，那源就是奉献。大概这块土
地下真有那么一只金凤凰，穿
梭于厚土皇天，隆造起博大的
胸襟，装得下千古流泉，滋润着
万顷莲荷桑田。舜没有向后母
和兄弟复仇，而是把自己的苦
难化成报效社会的美德，倡导
了构筑人间伦理的故事。这个
故事就深埋在历下的土地中，
千年万年地涌流着。

喝着这样的泉水长大的
人，承袭了水土的基因，涌现出
无数如泉水般澄澈的人物。风
和日丽的日子，他们安居，默默
地工作，静静地生活；一旦风云
变幻，就投身于力挽狂澜的搏
斗，报效家园！

历下是泉的故乡，这些泉
是以舜为灵魂的。从那片原始
的绿色开始，流淌着，灌溉着时
代，把一个个时代养育成历史，
而历史一片苍郁。

□孙葆元

上世纪30年代是济南茶叶
行的黄金时代。大小茶庄八仙
过海各显神通，孟氏祥字号三
大茶庄傲视群雄，其中又以泉
祥茶庄最为财大气粗。泉祥凭
仗其雄厚财势，在杭州、苏州、
徽州、祁门、福州等地都设有自
己的茶厂。茶叶用火车运回济
南后零售兼批发获利优厚，济
南中小茶庄十之八九都是从泉
祥批发茶叶。泉祥茶庄的东家
是有“孟四猴子”之称的孟雒
川。在孟四爷的严厉打压下，开
张于1930年的鸿祥茶庄，始终
未能挺直腰杆。而老牌的春和
祥茶庄已经雄风不再。当时泉
祥茶庄仅估衣市街老号，每年
就销售茶叶达50万斤以上。

植灵茶庄位于估衣市街25

号，与泉祥茶庄老号为同街近
邻，两家隔着马路南北相望。但
当初谁也没有想到，不起眼的
植灵小茶庄，竟能与泉祥老号
分庭抗礼，而且对台戏一唱就
是几十年。

植灵茶庄开业于1 9 2 9年
底，据传出资人为阎锡山手下
的五个团长。干了两年，非但没
有赚钱，反而大亏其本，眼看就
要关门大吉。令其起死回生的
是茶庄请来的高人王渐三。

王渐三是章丘人，在茶叶
行里混了多年，见多识广，足智
多谋，原来在估衣市街的广益
恒茶庄，被植灵茶庄挖来委任
为副经理。王渐三甫一上任就
奉献了三条锦囊妙计：一是将
积压的八千斤陈茶廉价抛售，
尽快实现货币回笼。二是不再
从泉祥批发茶叶，而是去天津
进货，摆脱寄人篱下之局面。三
是少进货，薄利快销，加速资金
周转。经此三招儿，植灵茶庄很
快扭亏为盈，生意日渐红火。

一年后王渐三升任经理，
茶庄也有了一定资金积累。王
渐三开始大展宏图，先后成功
包装推销出“灵雀大方”与“植
灵百叶香”，令植灵名声大振，
从中小茶庄中脱颖而出。从此
济南府无人不知有个植灵茶
庄。

所谓“灵雀大方”就是素大
方掺上了少量花茶香片。原来
1933年王渐三亲自去江南杭州
进货以图降低成本。杭州是茶
农茶商直接交易的集中地，运
往福州窨花的上好素茶胚也都
云集于此。但这一年恰巧赶上

“福州事变”，茶商们闻之均裹
足不前，导致杭州高档素大方
大量积压，茶价大跌，行情较往
年下落了一半。于是植灵大量
购进，素大方运回济南后，王渐
三并不急于出售，而是进行了
一番精心匹配包装，并在推销

环节上做足了功课。这些素大
方本来就外形整齐，滋味醇厚，
王渐三又让人掺入少量花茶与
之匹配以增加其香气。而定价
则较一般茉莉大方还要低。以
往济南茶庄卖茶叶都是现称现
包，除产地、品类、名称外并无
特别命名。而王渐三却创造了
一种成品包装，并美其名曰“灵
雀大方”。出台亮相之前又大事
宣传了一番。结果“灵雀大方”
一炮打响，茶庄门庭若市，顾客
争相购买，数万斤茶叶一销而
空。

“植灵百叶香”是王渐三策
划成功的又一品牌。所谓“百叶
香”其实就是茶叶末，不过并非
一般茶叶末，而是最高级的花
茶末。它以品质极佳的徽州屯
溪素三角为茶胚，多次复窨而
成。此茶色香味俱佳，品质远在

一般茉莉大方之上。这次与在
杭州的奇遇差不多，王渐三在
天津以50元一担的极低价格，
从福州帮合同太茶庄手里购进
300担。一斤茶叶的成本只有五
角钱，而当时济南茶庄的花三
角为2 . 5元一斤。但此茶再好，
如果直言“茶叶末”或“满天
星”，那肯定要砸锅。于是王渐
三经过一番苦思冥想，终于想
出这么个妙不可言的绝佳名
字———“植灵百叶香”。百叶香
包装上市，王渐三不但在电台
报纸大做广告，而且还把茶分
装成小包派人去街头散发，赠
送过往行人，先尝后买。于是

“植灵百叶香”又让植灵茶庄大
火了一把。

在济南茶叶行同仁中，王
渐三大概是最善于利用媒体推
销者，其广告妙招层出不穷。有

一年秋天，植灵茶庄在《华北新
闻》报上刊登一则新奇广告：

“明日梅兰芳露演估衣市街”。
当时众人纷纷涌向估衣市街。
只见植灵茶庄门前张灯结彩披
红挂绿，留声机大喇叭里播放
着《贵妃醉酒》，大有一番门前
唱大戏的架势。及至走近细看，
但见其垂挂布帐上一行醒目大
字：“本庄新到梅兰芳香茶”。

历经战乱至上世纪50年代
初，济南茶叶行只剩下茶庄及
茶局子(批发点)八家，号称“济
南茶行八大家”。五家茶庄之
中，植灵与泉祥、鸿祥并存，其
余两家为福祥和庆泰。拆迁前
的宽厚所街62号人称“王家大
院”，此即植灵茶庄经理王渐三
所居王氏宅第，王渐三发迹后
将西屋翻建为一栋带外廊的二
层小楼。

曲水亭杯 有奖征文
协办：历下区作协 邮箱：qlwbqst@sina.com

【行走乡间】

长清最后的桃花源

——— 土屋村

□马光仁

植灵香茶梅兰芳

上世纪30年代济南茶叶行中出了个业界奇人王渐三。他不仅
使濒临倒闭的植灵茶庄起死回生，而且以小博大，与财大气粗的泉
祥茶庄长期平分秋色。当年热销一时的“灵雀大方”与“植灵百叶
香”即为其代表作。此人妙招层出不穷，有年秋天植灵在报上刊出
一则新奇广告：“明日梅兰芳露演估衣市街”。众人届时蜂拥而至，
一看布帐方知，乃是“新到梅兰芳香茶”。

【流光碎影】

□李耀曦

宽厚所街62号王家大院茶商王渐三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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