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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聊 城

无从查找的平凡人，鲜活的市井故事

古古城城区区二二府府街街曾曾经经的的市市井井生生活活
悲壮的英雄故事、集功名与荣耀于一身的世家传奇，为古城东南隅的二府街增添了很多神秘色彩。然而，古往今来，更更多

的居民是平凡而默默无名的，生活更多是琐碎而奔波于生计的，史料上无从查找的平凡人，他们琐碎的生活、市井的人人生，在
这条老街的记忆中，也能感受一二。

二府街与状元街相连接。明清时期，东昌府同知衙门坐落在此街东部路北。同知别称“二府”，街名相应称为“二府街街”，是
一条东昌古城中的历史名街。近日，记者跟随古城区老居民和文史专家们走入老街的记忆深处。

本报记者 凌文秀

东昌府区政协文史研究员高文
广根据自己的了解和古城区老居民
的记忆，绘制出一张古城区老街巷
分布图。他对古城区老街巷的走向、
长短乃至历史故事极为了解。

在《东昌老街巷》的记录中，二
府街东起东城墙路，西至牌坊口，
街长约 2 5 0米，东西两端宽约 6米，
中段较宽，最宽处约 1 0 米左右。明
清时期，东昌府同知衙门坐落在此
街东部路北。同知作为知府佐官，
分掌督粮、缉捕、水利等。同知别称

“二府”，故同知衙门又称“二府衙
门”，简称“二府”或“二衙”，街名相
应称为“二府街”。因同知还称“司
马”，故此街又称“司马街”。在康熙
二 年 和 宣 统 二 年 的 两 部《 聊 城 县
志 》上 都 能 查 到“ 司 马 街 ”这 个 名
称，可见由来已久。

在同知衙门的对面，坐南朝北，
还有一个被称为“三府”或“三衙”的
院子。据曾在附近居住的老人介绍，

二府平时兼管收硝；三府由负责水
利的官员居住，从职能上看，应该是
二府的一个属院。

“明后期至清前期，街心有两座
牌坊矗立。”古城区老居民提到，两
座牌坊一座是“青琐纳言坊”，为都
给事中田濡立；另一座是“遗泽扬休
坊”，为诰赠少卿田寿设立。田濡是
明朝嘉靖四十四年 ( 1 5 6 5 )的进士，
先后任职行人、给事中、刑科都给事
中、南京太仆寺卿等职务，这个人忠
正耿直，不畏权势。他对当局“马政”
的弊端，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
受到嘉许。老年退职归里。田寿是田
濡的父亲，诰赠太仆寺少卿。田家在
明清之际也是聊城的名门之一。

清乾隆二十五年 ( 1 7 6 0 )，东昌
知府吴承勋把府学东的阳平书院迁
到二府街。书院即地方上设立的供
人讲学、读书的处所，类似于现代的
学校。自此，附近的书生都来就读，
每日书声琅琅。

街上曾有个“二府衙门”

1928年北伐军进驻聊城后，“鲁
西剿匪司令部”设在本街路北李宅。
1928年6月8日，中国共产党鲁西县委
代理书记赵以政被国民党的“聊城县
警备队”逮捕，关押在“鲁西剿匪司令
部”中。敌人以利诱和严刑，企图让他
交出组织关系和党员名单，逼他在

“自首书”上签字，但他宁死不屈。被
关押的11天中，他屡遭酷刑，以至皮
开肉绽，遍体鳞伤。在被执行死刑前，
他刺破手指在监狱砖墙上留下血诗：

“死刑复何惧？我迳仰天呼：爱国本无
罪，革命岂有辜！”6月19日清晨，敌人
将他从二府街押向南门外，最后英勇
地倒在敌人的枪口下。他的英雄事迹
以及他的血诗曾经在革命队伍中广
泛流传，也曾在包括二府街在内的聊
城市民中传颂多年。

1914年，原“东昌府立初级师范学
堂附属小学”从辛巳牌坊口迁到本街
东首路北原二府府衙旧址，更名为“山
东省立聊城第三师范附属小学”。1933
年又改名“山东省立聊城师范附属小
学”。当时是鲁西唯一的省立完全小

学，其师资力量、教学质量、教学设备
均高于一般县立小学。师生们曾追随
三师、二中积极投入到反封建、反侵
略、抵制日货等革命运动中。聊城著名
烈士金方昌、邓延熙(白果)少年时代
都在该校读书，受到了良好的爱国主
义教育。1938年，范筑先将军改该校为

“抗日小学”，直至聊城沦陷。1943年9
月，此处又建“聊城县立中学”，1946年
夏因战事停办。

而聊城望族叶氏也跟这条街有着
很深的渊源。叶家清代出过多位进士、
举人，还有不少名塾师、名医、名书画
家，自明末清初由苏州迁来后，先后居
于朱府街、二府街、小太平街等东南隅
这一带。民国年间，二府街的叶盛传字
戟门，早年教私塾，为城中名塾师，民
国后担任光岳楼女子小学等学校校
长。叶小蘅与叶盛传同院居住，是地方
著名篆刻家和画家。其篆刻结字本于
秦汉印术，奏刀圆干、纯刃，分朱布白
疏密有致；其绘画以松、梅、兰、竹最为
擅长；并著有风俗散文集《村居闻见
录》。

“鲁西剿匪司令部”设在本街

在二府街东头路北的新华舞台，可
以说是古城区居民曾经的一处公共文
化戏台，引得众多剧团演出、市民听戏，
一度热闹非凡。

部分古城区老居民还记得，1949
年，新华舞台建成开业时，容纳观众
1200余人。1955年，加盖木结构二层圈
楼，长凳换成连椅，容纳观众1800余人。
1966年邢台地震时部分楼角塌落。次年
翻建，更新了舞台，连椅换成折叠椅，可
容纳观众1060人，更名为“新华剧院”。

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经常
在新华舞台演出的剧团有“新华京剧
团”、“聊城专区京剧团”、“聊城县评剧
团”、“聊城县河北梆子剧团”以及地区
所属各县的其他剧团，演出剧目以古装
传统戏为主，也演出一些革命历史题材
的新戏。聊城地区评剧团排演的“八一
风暴”和“野火春风斗古城”，在1963年
赴京演出前，曾在新华舞台演出，场场
爆满。

1964年10月后，各剧团根据上级指
示，摈弃旧戏，全演现代戏。如聊城县京
剧团先后在此演出现代京剧《红灯记》、

《沙家滨》、《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
团》、《红嫂》、《王杰》、《平原作战》、《盘
石湾》、《苗岭风雷》等。1977年，传统剧
目恢复，各剧团呈现百花齐放的新局
面。1978年到1985年，新华剧院先后承
接过百余个戏剧、舞蹈、曲艺团体的演
出，并增加了电影放映业务。

新华舞台门前，原是一片荒芜的
旧园子，1950年开辟建成占地8000平
方米的“新华体育场”。场内设有200
米跑道、3副篮球架、2个排球场及部
分体操器械。1 9 5 7年又建成灯光球
场，占地约6000平方米。1967年该体
育场停用，改称新华广场。该处自5 0
年代到80年代，不仅是一处重要的体
育运动场所，也是文艺演出活动的场
所，更是各种政治运动中召开大会的
场所。

新华舞台曾是热闹的公共戏台

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二府
街是聊城的集贸市场之一，每天上演着
琐碎鲜活的市井故事。

每逢集日，新华广场东部摆满粮食
摊，中间是自行车市，西部则有些暗中
买卖布票、粮票的人群游动。二府街的
道路上，东半部两边摆满各式各样的旧
货，名为“破烂市”。赶闲集的人最喜欢
到这里徘徊，偶尔会发现自己特别喜欢
的或认为有某种价值的物件，花很少的
钱把它购到手也是一种乐趣。当年，清
末俚曲《逛东昌》手抄本就是山东省文
史馆馆员吴云涛先生在这里花一角钱
买下的。《逛东昌》是民间文艺“秧歌调”
的唱词，洋洋万言，对聊城历史文化的
各个方面均有涉及，是研究清代聊城经
济、名胜、饮食、民俗等方面情况的重要
参考资料。

街西头牌坊口附近是禽蛋市场，有
卖鸡鸭的，也有卖鸡蛋、鸭蛋的。每年腊
月一到，街的中段就有鞭炮上市，卖鞭

炮的吆喝声伴随着鞭炮声震耳欲聋。
“牛皮不是吹的，泰山不是垒的，火车不
是推的……”等是卖主的常用语，极言
自己的鞭炮货真价实。有一年，一位口
才流利的卖主喊出了一串顺口溜：“太
阳一出红似火，年年卖炮都是我，本想
今年不卖了，大队书记来找我……”这
顺口溜不胫而走，在当时的少年儿童中
流传。

二 府 街东部路南有个“影壁胡
同”，因胡同口原有一座影壁墙而得
名。街的中、西部路南，清末民国时期
是御医叶嗣高家的园林，解放初先后
有聊城县农具机械厂、聊城县通用机
械厂建于此。农具厂后迁花园北路更
名为“山东聊城活塞环厂”。1981年通
用机械厂关闭，1984年改建为“山东
聊城锻压机械厂”，是山东省机械厅唯
一空气锤定点生产厂家。另有表链厂、
县司法局等单位先后设于本街路北叶
氏故宅。

集贸市场记录居民市井生活

新华舞台老照片。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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