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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城事】

祖父与杨一辰
□张厚伟

旧时，出了老城墙东门，沿着护
城河向北，不远处就是东圩子门。东
圩子门外有一个主要以贩卖蔬菜为
主的街市，曾经是济南当时最大的蔬
菜集市。因为紧挨着大明湖，周围遍
布菜地和池塘，时间久了，人们管它
叫作菜市庄，我家世代就居住在这街
市上。

曾祖父在这条街上开了一家木
匠铺。而祖父自幼被送进私塾开蒙求
学，后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求学期间，祖父有个很要好的同学叫
杨一辰，金乡人，课余时间积极参加
王尽美等共产党人组织的革命活动。
因为两人是莫逆之交，在济南举目无
亲的杨一辰经常来我家做客。毕业
后，杨一辰在省立第一师范附小任
教，后经邓恩铭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在济南以教师职业做掩护，
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祖父则来到山东
省立乡村师范学校做了教师，以后又
成了教育局的学监。

1929年1月，由于叛徒王复元等
人的出卖，山东省委遭到了极大破
坏，省委主要同志邓恩铭、何自声、杨
一辰等先后被捕入狱。杨一辰被捕
后，被关在济南省府前街的日伪警察
厅拘留所一间牢房内，同监舍的另外
九个人都是犯了大案的江洋大盗、帮
会头目等重要案犯。一天晚上，那九
人经过周密策划后实施了越狱。他们
合力扒开了监舍的房顶逃了出去，其
中一个人对杨一辰说：“兄弟，你待在
这里只能是等死，跟我们一块逃命
吧。”杨一辰听从了他的话，跟着一起
越狱。

逃出拘留所后，杨一辰和那伙人
跑散了，在一阵紧似一阵的警笛声
中，他急中生智逃进了大明湖附近的
济南私立正谊中学里，找到了原来的
老校长鞠思敏先生。极富正义感的鞠
先生看到昔日的得意弟子蒙难来投，
毅然收留并把他藏匿起来，从而躲过
了军警的追捕。第二天，鞠先生在警
察局里的熟人关系帮助下，把杨一辰
悄悄送出了城门。不料，刚出城不久，
杨一辰就被便衣密探给盯上了。情急
之下，他疾步如飞左躲右闪，偷偷溜
进了我家的木匠铺。一进门正好碰到
我祖父在店里算账，连忙气喘吁吁地
对我祖父说道：“子栋，警察在抓我，
快救救我。”眼看着同窗挚友陷入了
危急时刻，一向胆小怕事的祖父却当
机立断，马上把这个共党要犯藏进了
后院库房的棺材里，接着又把曾祖父
叫了出来，把情况告诉了他。不一会
儿，几个警察和密探便开始上门搜
查，曾祖父看见其中有个很熟悉的刘
姓片警，就赶紧上前打招呼。刘片警
对曾祖父说昨晚城里有人越狱，一个
犯人跑到这附近藏了起来，所以要挨
家挨户搜查。曾祖父一边赔着笑脸应
酬着，一边随手在柜台里拿出几盒好
烟送上去，一脸诚恳地应承着一旦发
现犯人，立即报官。刘片警原本和曾
祖父交情不错，于是顺水推舟，转身
和另外几个人嘀咕几句，就带着他们
出门走了。

警察走后，曾祖父当即嘱咐儿子
一定要把他的同学藏好。在我家躲藏
了两天，看着风声越来越紧，爷俩商
量后决定把杨一辰送出济南。经过一
番收拾装扮，祖父带着杨一辰抄近道
走野外，尽可能避开一个个检查哨，
顺利把他护送到了济南城北的泺口，
通过亲戚把他送过了黄河。临别时，
祖父又把身上仅有的两块现大洋给
了杨一辰做盘缠。逃离济南后，杨一
辰不敢回金乡老家，直接下了关东，
跑到东北老林子里做了伐木工人，后
来辗转找到了党组织。而另外九个犯
人逃出拘留所后，在火车上又被警察
抓住，后来都给枪毙了。

“睡至二三更时，凡功名都成幻
境。想到一百年后，无少长俱是古
人。”回望当年，祖父能以身犯险，搭
救落难的“共党要犯”，除了凭着一个
读书人的良知和真挚的同窗情谊，大
概也有点望门投止思张俭的古韵遗
风吧？

鹊山脚下寻扁鹊
济南城北，过黄河浮桥不

远可见一山，相传春秋时期神
医扁鹊曾在此山脚下炼制丹
药，且死后埋葬于此，于是将其
命名为鹊山。

驱车跨过黄河浮桥东望，
鹊山顿入眼帘。山虽不高，外形
却奇特，宛若无数天石堆叠成
的一片平台，竟没有主峰。山岩
形态各异，有的高高耸立，有的
甘为基石，层层叠叠，郁郁葱
葱。两座小亭立于险峻的峭壁
上，阴雨天遥遥望去别有一番
朦胧之美，宛若一幅水墨大画，
让人不由想起元代大画家赵孟
頫所画的那幅《鹊华秋色图》。
将画中的鹊山与实景对照，暗
暗赞叹大师绘画技艺高超，把
鹊山远景的形体美和意境美诠
释得淋漓尽致。

沿黄河“二道坝”行至鹊山
下，可见一碑，上书“鹊华烟雨”
四个苍劲有力的朱红大字，说
的正是济南老八景之一的“鹊
华烟雨”。听父亲讲，旧时济南
每当秋季阴雨之日，站在汇波
楼、鹊华桥抑或千佛山上向北
远眺，可见蒙蒙细雨之中两座
山峰在氤氲水汽中若隐若现，

宛若地平线上升起的两片青
烟。青烟之下田野纵横，村落连
绵，如诗如梦，美不胜收。遗憾的
是，如今随着人类文明日益发
展，万丈高楼拔地而起，阻隔了
视线，再加上空气质量下降，此
番诗意的美景已然消逝，彻底由
真实的美景变为了“据说”。

与父亲一起自山南拾阶而
上，道路两侧灌木丛生，枝上还
生有不知名野果，在绿意中透
着勃勃生气。走不多远可见一
座古朴的四角凉亭。过四角亭，
山路愈发陡峭。传统意义上的
石阶消失，转而变化为在巨大
岩石上开凿而成的踩踏点，而
且越往上攀爬踩踏点就越隐
秘，找不到下段阶梯的事情时
有发生。每每如此，需耐下心
来，或穿过一条羊肠小道，或绕
过一团灌木，便会柳暗花明。

登上鹊山，眼前豁然开朗。
蔚蓝的天空华盖如幕，天空下，
东西两侧地平线的尽头上，药
山、华山朦朦胧胧若隐若现，宛
若两注青烟。波涛汹涌的黄河
绕鹊山而过，玉带一般将鹊山、
药山、华山分割开来。俯视山
脚，见一座座村舍排列整齐。据

说，神医扁鹊墓就在这座村子
里。

扁鹊墓并不难找，它坐落
于山下鹊山西村的北头。一尊
扁鹊石雕像高约四米（如图），
是后来增置的。石座上浓眉大
眼的扁鹊胡须齐整，右手执短
杖，左手负于身后。他身穿华
服，腰间还挂了一个葫芦。石
像的雕琢方法偏重“写意”，透
着些许卡通气息。虽看着颇为
新奇有趣，却总让人觉得缺乏
应有的庄重。

“卡通”塑像背对的院落，
便是传说中扁鹊墓穴所在的地
方。院落入口有两处。可从与之
相邻的基督教堂大门穿行过
去，抑或绕道西门进入。透过别
致的大门，一眼便能看到一米
多高的封土堆，底座砌有水泥
加以保护。坟头上野草丛生。周
围却光秃秃，只有几棵残败的
秃树，与坟茔一起惨兮兮地立
在那里。拜谒的心情一泻千里。
恍惚之间记起曾听人说过：世
事流传过程中从出现到消失，
按时间顺序共分四个步骤：既
成事实，据说，传说，最后彻底
被世人遗忘。

□文/片 栾磊

■“城乡接合部”变

身“城商接合部”
时在百年以前，魏家庄是

个典型的农村。清代道光年
间，大批魏姓难民自长清县水
灾地区，迁徙至此垦荒定居。
由于它邻近济南外城的西城
墙，很像新式名词所讲的“城
乡接合部”。时至19世纪末、20

世纪初，魏家庄的地理位置渐
渐变得重要起来。西部的大片
农业区被开辟为商埠。随着商
埠的建设发展，魏家庄“城乡
接合部”的乡字变为商字，成
了“城（旧城）商（商埠）接合
部”。

1908年，由于济南旧城的
城墙阻隔了城内外交通，便在
外城的西城墙开辟了普利门。
随着济南商埠的发展和铁路通
车，离火车站不远的魏家庄，地
理位置显得更重要了。它原来
的村落和农田很快消失，代之
而起的是从东到西长约3公里
的大街，路旁的新建住宅、店铺
越来越多。上世纪二十年代初，
魏家庄大街青石板路竣工，宽
有7米，和当时修成碎石路的经
二路、经三路东西相接。

这时，魏家庄已是相当繁
荣的商业街，路南有美丰香料
商行、协丰永酱菜铺、半积堂
中药店、鸿兴源杂货铺、张家
鞋铺、杜家熏鱼铺、玉记扒鸡
店等；路北有新市场、广茂祥
点心铺、李家理发店、王家扎
彩匠铺、徐家自行车行、宝光
墨汁社、桃园大烟馆、“高丽”
人开的白面店……魏家庄的
小街小巷里面也有一些买卖，
像裁缝铺、茶馆、馒头铺、锅饼
铺、马车行、军服庄、锉厂、粮
店、炭店等等。

■亦中亦西的建

筑群
由于交通、购物方便，房

地产商得风气之先，在民康里
路东路西建成完全对称、规格
统一的四合院。当时的魏家庄

堪称人文荟萃。前来购房和租
住的居民，有商人、教师、工程
师、会计师、医生、官吏、宗教
人士等。而后，魏家庄的社会
团体有伯明小学（后称道化小
学）、济南市律师公会等。此
外，还有一处菩提寺。

魏家庄大街“闹中有静”
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路南同
生里的松竹花园，传为旧时某

“山东督军”的私人园林，民国
二十九年（公元1930年）转卖给
几家商人改建住宅；另一处在
路北的安康里内，传为一位

“陕西督军”的公馆后花园，时
称桃园。此园和前院的公馆，
直到40年代还保存完好，院、园
各处景色优美，藤萝架开满了
紫色花朵，高大的梧桐树笼罩
着整个院落，还有丁香、海棠、
石榴、桃树等花木，桃园里有
一座怪石嶙峋的假山。随着当
地的民居和商店增加，住宅、
店铺延伸到魏家庄大街路北
的静安里、普安里、安平街，路
南的魏家胡同、民康里、树德
里、长盛里、永盛街等处。

■商业历史始自

白家马车行
众多小街小巷中，名传至

今最响亮的算是民康里了。
民康里能够作为“商业街”

兴起和载入史册，除了所处的
商埠、魏家庄大环境有利条件
之外，还在它本身的道路和建
筑群硬件与众不同。民康里笔
直的南北街道，路面平坦，可以
通行马车、汽车等大型车辆。我
从小住在民康里，清清楚楚记
得，我家北邻是白大爷经营的
一家马车行，民康里的“商业”
史迹，正始自白家马车行。

这家马车行，实际是利用
南邻民康里门牌2号四合院后
花园的马圈改造而成，由白大
爷一家经营，生意兴隆。当时，
民康里还有南首路西的申家会
计师事务所，不久，民康里路东
的隋家，开办了一家规模不小
的军服庄，每到节庆，隋家的锣
鼓家什齐鸣，好不热闹。

另外，世界红卍字会山东

分会（时称全鲁联合办事处）设
在民康里路东，它大兴土木，建
成独具特色的四合楼建筑群，
并附设诊所、小学。可惜，整个
四合楼建筑群只完成了两期建
筑计划。听父辈讲：按照原来的
图纸，第三期建筑计划业已筹
足资金，准备向南扩建，再造一
进院子，建筑式样更加精美；当
时南面相邻的人家说什么也不
同意让给地基，致使这项扩建
计划夭折。所以，现在作为“省
级优秀文物保护单位”保存下
来的“山东红卍字会诊所旧
址”，实在是个未完成的杰作。

如今，这未完成的杰作成
了著名的“民康里商业步行街”
地标之一。这处地标还有一层
纪念意义：北楼顶部原来有座
古色古香的六面亭“玄虚亭”，
俗称高亭。1948年解放济南时，
我军西线部队攻城，北楼是这
一带的最高建筑物，我军侦察
兵就是利用楼顶的高亭掩护才
完成了任务。这座大楼东墙留
到现在的累累弹痕，便是那次
战斗胜利的纪念。

从“城乡接合部”到“城商接合部”

魏家庄民康里的百年变迁

【流光碎影】

□张世镕

【泉城人文觅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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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属于济南市市中区的魏家庄民康里，它在20世纪经历的巨大变化，可以说是这座
古城建设发展的缩影。 饶有趣味的是，众多小街小巷同时繁荣起来，名传至今最响亮的
怎么数着民康里了呢？说来这一切倒也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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