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府城百花洲一期项目已
经向泉城人民揭开了神秘面
纱，青砖小瓦，门楼如画让许多
老济南勾起了儿时记忆。作为
近几年政府开发的重点工程，
明府城渐渐成为济南一个广为
人知的热词，但明府城究竟在
哪里，它的沿革如何，恐怕没几
个人能够说清楚。

汉筑城，晋定邦，宋设府

济南，因位于济水之南而
得名。

济水，在现代的地图上已
经找不到了。据史书记载，这是
一条发源于河南的河流，穿越
山东而入渤海，与黄河流向大
致平行。济水的地位在古代十
分显赫，与长江、黄河、淮河并
称为四渎，与五岳相对。周边许
多城市也因济水得名(济源、济
南、济阳、济宁)。可惜，自清末
黄河泛滥，夺济水故道入海后，
这条历史名河就被逐渐湮没，
只保留了大清河、小清河。

关于济南的建城史，史学
界流传着“汉筑城，晋定邦，宋
设府，清开埠”的说法。

汉筑城，指的是在西汉时，
济南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名词，
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最
初，统治者在历山之下，设置了
济南郡。文帝十六年 (公元前
164年)又以济南郡置济南国，
景帝三年(公元前155年)济南王
刘辟光谋反被诛，国除为郡。

晋定邦，指的是在西晋时，
济南郡治移至历城县，也就是
现在济南市区。此举确定了济
南的基本轮廓。原本的济南郡
治是在东平陵，也就是现在章
丘市的平陵城。东汉末年，曹操
出任济南相，就在这里办公。西
晋时，五胡乱中原，爆发了“永
嘉之乱”，原郡所因匈奴大举南
侵而逐步荒废，在不得已的情
况下，济南郡迁到历城县办公，
至今已有1700多年。

宋设府，指的是，在宋徽宗
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原齐州
升为济南府,治所设历城，此为
府治之始。齐州这个名字，大家
都很熟悉，这是济南在隋唐时
候的名字，唐朝诗人李贺《梦
天》诗曰“遥望齐州九点烟，一

泓海水杯中泻”，“齐烟九点”即
由此诗句演化而来。诗中“齐
州”本指中国，清代人因济南古
称齐州，便借用该诗句描绘济
南的山景。北宋时，全国的一级
行政区划为路，路下设府、州，
府、州下设县，府与州平级，但
地位要略高于州，全国仅有府
10余个，而州有200多。宋代的
济南府被称为“文学之国”(济
南二安)、“富饶之地”，为中国
赋税最多的地区之一。

在济南建城史上，除了汉、
晋、宋三个重要的节点外，还有
一个朝代不能忽视，那就是金
朝。

金仍置济南府，属山东东
路，此时，在城北开凿了小清
河，直通至海，使济南成为重要
的盐运集散地，对后世本地经
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金
元之际，济南仍是文化繁荣之
乡。文学家元好问曾写下“羡煞
济南山水好”、“有心常做济南
人”等颂扬之词。

值得注意的是，济南那时
候并不是山东地区的政治中
心。山东地区的概念，形成于金
代。金人设置山东东路及山东
西路，东路治益都，西路治东
平。后来济南因其地理位置优
越、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取代
了益都和东平，成为明朝新成
立的山东布政使司、都指挥使
司及按察使司驻地，济南遂成
山东首府，延续至今。

明府城的辉煌气象

自济南成为省城之后，气
象不同往日。主要体现在辖区
和府城规格上。

辖区方面，明代济南府的
范围要比现在大很多，济南府
下设4州26县，如今的泰安、莱
芜、德州、滨州的大部分都归济
南管辖。

府城规格方面，作为山东
省会，齐鲁六府之首，济南府城

的规格远超历史上的汉历城县
城、晋济南郡城、唐齐州城和宋
代济南府城，与同省经济发达
的东昌府相比，也不遑多让。

在明朝之前，济南的城墙
是土城墙。明太祖洪武四年(公
元1371年)，政府对济南城进行
了一次大规模整修，将原来的
土城墙变成了砖城墙。并将其
加固加厚，这就是明府城修建
的开端。

当时修建的济南城，周长
12里48丈，高3丈2尺，换成现在
的计量方式，济南城墙周围
7160米、高近11米、阔约17米，
池阔16余米、深10米。城上有垛
口3350个，还设有角楼、敌台、
炮楼数座。在冷兵器时代，这种
高大厚实的城防堪称“固若金
汤”。

府城中共有四门，其中东
门叫做齐川门，在今天的东关
大街一带；西门叫泺源门，在今
泉城路西口；北门为汇波门，就
是今天大明湖公园内的汇波
楼；南门叫舜田门，在今天泉城
广场附近。其中，南门居中，北
门偏东，东门偏北、西门偏南，
俗称四门不对，这在风水学上
有聚财纳气的作用，老济南有
句谚语叫做“四门不对出王
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四门
中，北门作为水门，是不通行
的，其余三门分别修有瓮城，有
驻军看守。

这四大城门环绕的区域，
就是我们所说的明府城。

可以说，经过明朝的这次
大规模整修，济南城的格局大
致确定，直到清末才又多出了
商埠区。

新建的济南城，包容大明
湖、巨大的德王府和省、府、县
三级政府，以及军卫、仓廒与庙
宇、商店、民居等，在当时省会
中是规模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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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厚所街拆迁前，我家门
牌是43号，与我家大院共用一
墙的西邻郑家大院为45号。早
年间这个三进院也是我们家
祖辈的房产。我们大家族人丁
兴旺，上世纪40年代初期，我
家祖孙三代近40口人共同住
在这个深庭大院里，父辈兄弟
四个，传到我们这代堂兄弟姊
妹多达31人，1941年春天我出
生在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这
个大宅院里。

建国初期，我的多位堂
兄、堂姐都长大成人且进入谈
婚论嫁的年龄，于是长辈把宽
厚所街45号的第三个院落部
分房屋隔离出来，用砖砌了一
道矮墙，成了我们家大院的一
个附属小院，这里有2间西屋
和3间北屋。上世纪五十年代，
国家对私有房产进行改造，宽
厚所街45号的前两个院落就
被“交公”。这里的房屋由郑姓
人家居住；进大门过道的前
院三间南屋住的是郑家排行
大哥一家，第二个院的西屋
住着郑家二哥一家人，北屋
三间带出厦的正房住着郑家
叔辈一家。听老辈人讲，我
们两家不仅是房东与房客的
缘分，更像远亲不如近邻的和
睦世交。

我对郑家的老一辈了解
不多，甚至有的都未曾谋过
面，听说有的在外地任职，过
年过节才能回来团聚，家里留
下女眷和子女住在这里。我对
郑家后辈子女有所接触和了

解；建国初期，国家号召有志
青年参军立志保家卫国。郑大
娘的大儿子郑世湘(音)正值青
春风华正茂求学期，他积极响
应党和国家号召，成为一名空
军战士，郑家大门口也挂上了

“光荣军属”的匾牌，让街坊邻
居羡慕不已，每逢年节都有敲
锣打鼓的慰问团登门送光荣
牌和慰问品。上世纪60年代，
时年20多岁的我在济南二中
任教时，住前院的郑世济就读
于济南二中，时值“文革“时
期，学校教育既不正规教课，
也不敢严格要求学生读书，教
师被扣上贯彻封资修教育路
线的“臭老九”帽子，连那些刻
苦读书的学生都被看作死读
书读死书的书呆子。我与邻家
男孩世济既是街坊邻居又为

师生，平素他称呼我为大哥，
我们常常相约一起步行去位
于正觉寺街(现泺源大街泉标
对面路南一段路)的济南二中。
尽管岁月动荡，我还是常常劝
导他趁年轻一定要打好文化
知识基础，引导他认清书到用
时方恨少的人生哲理。虽然我
没有直接担任他们班级的课
程，听别的老师介绍，郑世济
对待学习认真努力，足见能
接受我的点拨，每逢走进校
园或者在校内相遇，他会自
觉地改口称我张老师，对其
他老师也很尊敬。如果放学
回家的路上巧遇，我们又恢复
成邻里兄弟。中学毕业后，他
进入了银行系统工作，如今也
已到了退休年龄。我的三弟与
他堂弟郑世泽同为皇亭小学
同学，世泽待人诚恳憨厚人缘
好，参加工作后进入街道办事
处工作，现已退休。

最让街坊邻居称道赞赏
的是郑家大院培养出一位获
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的郑克
芝(音)大姐。她当时是院西大
街(现泉城路珍珠泉大院一带)
银行营业部主任，由于她勤勤
恳恳工作，带领本单位同志热
心周到为人民服务，赢得了群
众的拥戴，上世纪50年代被评
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受到表彰，
赴京参加授奖大会，荣幸地受
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郑大姐获此殊荣在四邻
八舍引起相当大的轰动：羡慕
的街坊邻居纷纷去她家观瞻

那悬挂在墙上的国家领导人
接见三八红旗手的巨幅照片，
平素不管郑大姐出家门上班，
还是和家人一起外出，总会有
大人孩子投以羡慕和钦佩的
目光，她也会客气地和街坊邻
居的大叔大婶攀谈几句。获
奖归来，她多次在系统内作
报告宣讲进京开会的盛况，
鼓舞更多的同志开展学先进
的活动，周围中小学生都怀
着敬佩的心情仰望郑大姐，
那时候，作为一个中学生我
把她当作学习的好榜样，立志
将来像她一样做一个努力工
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
进人物。

2007年初春，得知宽厚所
街要动迁，我和三弟张楷重回
故里寻旧，我家老宅大门已被
拆除，那棵陪伴我家祖祖辈辈
的唐槐(街坊邻居称呼我们为
大槐树底下张家 )也不见踪
影，只见第二，第三个院落
尚存，房屋早已破旧，原归
属四叔家子女居住的老屋也
出租给外地客。我又走进西
邻45号郑家大院寻访老邻居，
见到了已进入老年的世济的
姐姐，还未及我自报家门，她
就脱口叫出我的名字，热情谈
起我在《齐鲁晚报》发表的忆
旧短文……

从上世纪70年代我携妻
儿搬离宽厚所街，几十年过去
了，重返老街时我已老矣，可
是老街依旧，老邻居的情谊更
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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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泉水户户垂杨重现百花洲。

20世纪30年代，日本明信片上的济

南市全景。

清末，德文明信片上大明湖北极庙

（图中说明误作李公祠）。

宽厚所街拆迁前43号张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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