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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1975年的春天，当时
我还不到十岁。一天上午我正和
几个小伙伴在街上滚铁环，忽然
听人说黄河里有许多大块大块
的浮冰堆积，非常吓人，有许多
人已经带着炸药去了，说是炸
冰，否则，浮冰会冲破大坝造成
溃堤。

虽然出生在济南，黄河又在
济南北部穿过，但我却从来没见
过黄河。其原因一是交通不方便，
二是大人忙着上班，没有时间带
着去。听人这么说，我们几个小伙
伴也没有了滚铁环的兴趣，七嘴
八舌地议论起想象中的黄河浮冰
的壮观景象。大家一商量，原来都
没有见过黄河的模样。“我们看黄
河去！”不知是谁首先这样提议，
大家先是一愣，随后一致叫好赞
成。于是，纷纷回家放下铁环，兴
高采烈地往黄河方向走去。

虽然没有去过黄河，但我们
知道，从我们居住的地方往西走
不远，就是“东方红”(现在的大观
园)，从“东方红”一直往北走就是
天桥，天桥的北面是金牛公园(现
在的济南动物园)，过了金牛公园
走不多久就是洛口，黄河就在洛
口边上。那时虽然没有去过黄河，
但我们大多都到过天桥，去金牛
公园看过老虎大象，所以不会迷
路。记得那天的天气非常好，阳光
灿烂，风和日丽。没走多远，我们
就感到热得受不了，纷纷脱掉身
上的棉袄，只穿着一件贴身的小
褂。大家一边走，一边谈论着黄
河，一个个都兴奋得了不得，似乎
去干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是，
大家的年龄都在十岁左右，从来
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过了天桥
就感到累得慌了，不得不稍微歇
歇再走；而到了金牛公园都快累
趴下了，一个个气喘吁吁的，连一
步也不愿意走。

更糟糕的是，大家走时匆忙，
忘了带干粮，早晨吃的那点东西
早已消化没了，此时大家又累又
渴又饿。那时不像现在到处有卖
吃的，即使有卖的，我们也都没有
钱。可是也不能这样前功尽弃啊。
大家休息了一会儿，在路边的水
管痛痛快快地喝了一肚子自来
水，就相互鼓励着继续向黄河走
去。这段路程是最为艰难的，我们
几乎是走不多远就歇一会儿，不
知歇了多少次，太阳过了头顶的
时候，我们终于看到了黄河大坝
上“毛主席去安源”的大幅画像，
到达了目的地黄河。一看到那滚
滚的黄河水，我们都忘记了疲劳
和饥饿，一个个在大坝上蹦啊、跳
啊、滚啊，浑身布满了沙土。我们
没有看到黄河里有浮冰，只看到
那黄河水非常湍急，卷着旋涡往
前奔流；看到黄河非常宽阔，对面
岸上的人都很小很小，东北方向
有座青山，很高大。另外还看到大
坝上人很少，更没有车辆，和我们
想象的很多人拥挤着看黄河的情
景相去甚远……

看到了黄河，我们心愿已了，
个个都感到很自豪。怎么回家的
就印象不深了。只记得大人听说
我们去看黄河了，都非常吃惊，不
相信我们会走这么远的路；只记
得第二天起床后，感到腿脚疼得
受不了，好几天没有缓过劲来；更
记得同学们听说后都目瞪口呆，
满心羡慕……

历下，梦实现的地方

诗人王强在作品《梦》中写
道：脚吻着露珠，手捧着晨曦，枕
着流水，饮一杯月光，扯一片云，
入睡……历下，你就是梦实现的
地方！

历下筑梦，寤寐思之。
重一分则太肥，轻一分则太

瘦；深一分则太墨，浅一分则太
翠；增一分则太喧，减一分则太
寂……年轮里关于历下的记忆
全部都是甜蜜。幼时与大明湖合
影的那张已略微发黄的黑白照
片，把童年烙印在生命里，几千
个日子过往，湖畔的柳从细圆到
尖角，从鲜嫩到碧绿，祝福和见
证了多少汗水和足迹啊！初出茅
庐的我那么幸运，工作单位在历
下，至此一爱十余载，古人云，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
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
明得失”。你教会我，做人还要以
己为镜，胸怀感恩。

历下，见与不见，爱就在那
里。长者珍爱你，无论是清泉流
石的灵气、泺水棹歌的意境、趵

突腾空的激情、明湖泛舟的惬
意，他们眼里你都是故事，缓缓
流淌的，岂止岁月和心境？青年
迷恋你，曲水亭的青砖赤瓦、芙
蓉街的香诱蒸腾、泉城路的绚烂
通衢、鞭指巷的柔和安宁，他们
眼里你都是魅力，悠悠洗礼的，
岂止感官和言行？儿童崇拜你，
解放阁的巍峨挺屹、科技馆的精
妙新异、名校的云集玉立、博物
馆的厚重惊喜，在他们眼里你都
是奇迹，徐徐历练的，岂止是成
绩和年龄？

历下追梦，责任先行。
你从历史走来，记载的绝不

仅仅是历史！瞧这些让人感动的
字眼吧：驻地单位和封闭小区、
街边庭院和学校操场、开放小区
和背街小巷全面绿地提升、督导
保障；5座山体、62家单位、3000

名志愿者、7万株苗木、1 . 6亿元
的绿量工程……和弦丁零、珠玑
作响，仿佛幼芽尽情舒展时传来
的活力盛放的乐声。三年后，这
里是绿色海洋，波波跃动着首善

之光；三十年后，这里是环保名
片，孜孜打造氧气天堂；三百年
后，这里是生态桃园，牢牢铸就
民生梦想！

“每个人心中都会有日落，
重要的是第二天的阳光是否更
加灿烂！”这句话出自一位普通
的历下环卫工人之口，他的感受
道出了这里所有同行的心声：高
温补贴、免费体检、五险一金、爱
心 早 餐 、专 项 补 助 、棉 衣 御
寒……两年内，近百名环卫工眼
含热泪在铿锵的誓言下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历下，无论来自五
湖四海还是家园济南，你让他们
用自尊坚守了创业的屋檐；无论
学识高低还是修业深浅，你让他
们用自信夯实了奋斗的海岸！

“加倍回报这座城市”，是他们发
乎肺腑的心愿。

悄悄地，鸟儿来了；轻轻地，
它们在歌唱：幸福在哪里？幸福
就在前进的路上……历下，你在
筑路，让人们的远程更加辉煌和
坦荡；你激励世人，只要有梦，就

要走下去，因为路在心中……
历下，你是一本书，我毕恭

毕敬，至真至诚，读你的深邃、读
你的稳重、读你的干练、读你的
深情……我由厚读薄，再读厚、
越来越厚，直到你化身成一个个
符号，于是我醉了——— 从秦皇北
郡到明府古城，从科研专利到文
化飞腾，从全民健身到桥畅车
行，从齐烟九点到名泉涌争，你
用智慧谱出进取无尽的省略号；
从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陈叶翠、
全国人民满意公务员朱俊如、全
国孝亲敬老之星房泽秋等诸多
标兵到敬业奉献、诚实守信、孝
老爱家、见义勇为的正能量行
动，你用精神文明点亮无数灯塔
般的感叹号；从幼儿免费保教到
中小学义务换装，你用“历下”二
字挥毫出漂亮的书名号，希望永
恒！

寥言数语，怎尽情深？兴犹
未尽，拙作嵌名联，聊表致敬：历
久弥醇水墨丹青难绘俏姿色，下
自成蹊胸有成竹连书好文章。

□范宁
曲水亭杯 有奖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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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赤霞黄叶

四里山，因距老城中心四里
而得名，南面与五里山、六里山、
七里山一脉相承。济南旧有的史
书、文献中很少有关于四里山的
记载或描述。乾隆年间的《历城
县志》中的济南地形图，甚至没
有四里山、五里山和六里山的标
注，只有旁边的马鞍山。幸好，明
代在布政司街建瞻泰楼的那位
诗人许邦才，有一首《九月于鳞
招登四里山》：“新诗忽自故人
来，令节黄花初发醅。城外青山
城里见，篱边那忍独徘徊。山头
对酌夕阳斜，下见湖城十万家。
剩有登高酬令节，何人正不负黄
花。”题目中的于鳞便是“后七
子”的领袖李攀龙，他们二人相
约到此“山头对酌”，一是说明至
少在明代，四里山已有大号了，
二是此山那时已是金秋登高望
远、赏菊的好去处。

古时的四里山上遍植黄栌，
每至深秋霜降时，满山红叶似霞
光映照，因此还有个赤霞山的别
称。曾在万竹园内建“二十四泉
草堂”的清代诗人王苹很喜欢这
里，曾在此置有田庄和祖墓。他
的《秋居赤霞山庄感赋》一诗中
写道：“柴门寂寂夕阳横，满地蓼
花野水明。黄叶下时牛背晚，青
山缺处酒人行。”他的另外几首
诗中也曾有过对黄叶的描绘，人
称其为“王黄叶”。他还著有《赤
霞山庄笔记》，乾隆年间由他人
删定后改称《蓼村集》。他辞世后
也被埋在了此山脚下。

“文革”时改称英雄
山

1949年，这里准备筹建革命
公墓，建烈士纪念塔，并专门赴
北京请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了

“革命烈士纪念塔”。但由于建国
初年的财政状况紧张等原因，纪
念塔及陵园一直没能如期建成。
1964年，由郑亦桥编辑出版的旅
游手册《济南》，还称这里为四里
山公园。也正是这一年，四里山
上围起高高的围挡，开始兴建高
34 . 32米的纪念碑。省里还专门
请示中央，请毛主席再写一个

“碑”字，以更换原来写好的“塔”
字，但直到纪念碑就要建成后的
1968年也未能如愿。后来人们就

将这座实为碑状的纪念建筑称
为塔了，烈士陵园也正式建立起
来。至2011年，这里安葬着“一
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以及济
南战役中牺牲的英烈共1611名。

“文革”时这里改叫英雄
山。后来，一些地名恢复了旧称，
但英雄山名副其实，便保留下
来，在老百姓的口中，与四里山
并行使用。1998年，山的西麓建
起赤霞广场，几乎失传的旧名从
尘封中重见天日。广场中央矗立
着高12 . 26米的毛泽东石雕像，
此像1968年7月立于趵突泉北路
原山东省工业展览馆小广场上，
1999年9月迁址于此。1998年，原
来侵华日军建立的神社拜殿全
部拆除，原址上建起济南战役纪
念馆，2003年9月正式开馆。神社
残留的石柱、石碑、石灯笼等建
筑构件，堆放在纪念馆台阶下的
小广场旁。

曾经热闹的早市

英雄山上植被茂盛，山下也
是满目苍翠，郁郁葱葱。一棵棵

参天白杨和状如华盖的法桐好
似交织的一张绿网，将山北麓的
小广场及马鞍山路和纬一路南
段罩得严严实实，“晴天不见日，
小雨不沾衣”。到了夏天，市民们
喜欢在这里消暑纳凉、散步晨
练，年轻人更是找到了谈恋爱的
好地方。

20世纪80年代初，山北麓路
旁的林荫下、道路旁，自发地形
成了早市，烧饼、油条、豆浆、拉
面等各色早点，陶瓷、字画、雕刻
等各类工艺品，花鸟虫鱼、猫狗
兔龟等各色玩物，针头线脑、桌
椅板凳、牙刷牙膏、洗衣粉等日
用小百货，一应俱全。加上那些
打太极拳的、练武术的、修脚
的、推拿按摩的，异常热闹。到
了周日，这里全天变成了集市，
人山人海。那时来济南旅游的

“老外”，最喜欢旅行社为他们
安排的“赶早市”项目，他们乘
坐旅游大巴一到这里，便消失
在茫茫人海中，端着相机左拍右
照，迟迟不肯离去。没几年，英雄
山早市的规模和影响力越来越
大，成为全国最大的马路交易市

场之一。
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

整顿马路市场，英雄山早市被
取缔了。以马鞍山路为界，路南
建了文化市场，路北建起新世
界商城、百旺商城和中华美食
城，原先在这里“练摊儿”的“退
路进厅”，物流客流分散其中，
更吸引了一大批新生的“个体
户”加盟。

英雄山文化市场由几排平
房和几栋两层楼房组成。起初
主营图书批发及花卉零售，后
来随着英雄山西北侧另建花卉
市场，这里的花卉生意逐渐冷
清，而古玩字画、奇石雕刻、陶
瓷玉器、木雕铜器、文房四宝、
古旧家具等乘虚而入，抢占地
盘。摊主来自全国各地，也有济
南当地人。他们每天用纸箱或
麻袋把各家的货运过来，不管
是陶器、玉器、铜器还是旧书旧
刊等都一件件摆到地上，即使
是老相机、钟表这些原本精细
的玩意也“席地而坐”，一脸的
风尘。来此淘宝者却兴致盎然，
乐此不疲。

四里山往事
【流光碎影】

□牛国栋

▲英雄山文化市场
的瓷器摊。

英雄山下的文化
市场一隅。(牛国栋 摄)

【忆海拾珠】

看黄河
□陈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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