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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在济南天桥区成丰桥
附近的一个巷子里，巷子的北边有
一条河，叫工商河，也叫引河。工商
河、引河都是它的官名，我们那儿
的人都习惯叫它北河。

北河来自济南北郊的小清河，
它一路向南，过几座石拱的小桥，
来到了成丰桥下，然后又一路向
东，拐一个弯再向北，又流向了北
郊的小清河。这样的一条河，在现
在人的眼里，已无足轻重了。可细
细地考究一下它的历史，您就会惊
异地发现，它竟是我们济南民族工
业崛起的一个助推器，它曾承载着
我们济南人的梦想，流淌着我们济
南人开拓进取，兼容并蓄，面向世
界的胸襟与抱负。

1904年6月，德国人修建的胶
济铁路就要通车了。早在年前，济
南的有识之士便敏锐地意识到，铁
路一旦开通，帝国主义势力必然由
沿海地区开始向我国内陆地区渗
透与发展，甚至会像上海、天津、青
岛等沿海城市一样，也在济南以利
商为名，设立租界，从而形成国中
之国，加速对我中华资源的掠夺。

于是，为维护自主之权，争得利权，
济南人(同时也有潍坊、周村两地)
主动在这年的5月“自开商埠”，将
济南老城西门之外的那一大片广
阔的区域开辟为商业开发区。商业
开发区的建立不仅改变了济南旧
有的商业形态，同时也改变了济南
人千百年来保守封闭的生活方式
与思维方式。一个开放、包容、进取
的新济南诞生了。

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了。这
条铁路开始是由清政府向英德两
国贷款历经四年修建的。它始自天
津，途经济南，直达南京。一夜之
间，济南又成了中国南北交通要
冲，四方货物周转集散地。济南人

沸腾了，心胸更加开阔了。得地理
之优势，求城市之发展，济南不应
独为商业贸易周转之地，更应成
为生产制造之地，是那个时期，
每一个有胆识、有远见的济南人的
共同愿景。于是，建一个以生产制
造为主的工业区成了当时城市发
展的主题。北拓，建立北埠区(北部
工商业区)，就是济南人在开放发
展的道路上又向前迈出的一个新
步伐。

北埠区就在现在的天桥区一
带，据《历城县乡土调查录》记载：
其“东尽津浦铁路,北抵泺口镇,西
以黄河码头黄家屯庄,南界官扎
营”。总占地面积约一万七千七百
余亩，是先开埠的西埠区面积的
四倍之多。当时这里地势低洼，
土地贫瘠，雨季成涝，遍地茅
草，是荒芜盐碱之地。锐意进取
的济南人在这里平土地，填沼泽，
修公路，建桥梁，通水通电，修堤开
河，又实行土地承租、税收、贷款等
各项优惠政策，广开门路，招商引
资，先后修建公路(纵横)约三十条，
建起纺织、印染、化工、粮食加工、
机械制造等各类企业几十家，实打
实地把它建成了一个繁华的近代
工商业新区。

北河，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它开挖于1925年春，竣工于1926年
春，宽约数十米，长近七公里，历时
一年，动用民工万余。它引小清河
之水，浩浩荡荡行北埠一圈，再入
小清河，是当时雨季排涝，船运货
物的主要手段。两岸工厂商铺密
集，水面舟楫画舫穿梭。它东可达
渤海，畅游四方。它把我们济南人
兼容并蓄、勇于开拓进取、心纳四
海的抱负与胸襟传遍了四面八方。

我对这条河最初的记忆来自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当时，我约

四五岁的光景，时常跟着母亲来河
边洗衣服。记忆里，这条河的两岸
排列着一排排粗大的杨树和柳树，
河面宽阔，水势浩大，清黄的河水，
闪着耀眼的波光从成丰桥下明晃
晃地流过来，又从我的脚下明晃晃
地流过去。我站在河的南岸，站在
一棵粗大的杨树下，嘴里含着一个
黄色的小喇叭，冲着河水，冲着河
面上往来的船只，使劲地吹着……
后来，我的生命里写满了这条河的
记忆——— 快乐的、幸福的、忧伤的、
痛苦的。

七八十年代，由于小清河的水
源大量减少，这条河的水面也开始
大幅度下降，加之铁路、陆路运输
的快速发展，它的运输功能已经完
全丧失，于是，它淡出了人们的视
线，甚至被遗忘。有一个时期，黑臭
的淤泥塞满了河道，河水几乎断
流。周边二十多家工厂的工业污水
及周围无数居民的生活垃圾昼夜
不停地往河道里排放。那时，每天
都能看到一条条暗黄、酸臭、泛着
泡沫的污水，漫过淤泥，流向河的
中央，老远就能闻到一股刺鼻的怪
味、臭味……

这是它最痛苦、最无奈、最凄
惨的一段时光。我有时在它的身边
走过，看它笨拙丑陋的样子，看
河中流着的那条断断续续的细流
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脸上流
下的泪水，我能感到它的痛苦。

我常常替它打抱不平，为它曾经
的荣光没有丝毫赢得人们的尊敬
与爱戴。可它，却无语，依旧默默
地、倔强地躺在那里，承受着世界
给予它的一切，独守着那份孤独、
不平与苦难。

好在，那样的苦难都已经结束
了。2000年前后，特别是前几年，天
桥区政府多次对它及沿岸进行了
综合治理。截断了污水，清除了淤
积，疏通了河道，建起了污水处理
站，用青石重砌了河岸，加装了石
雕围栏，栽种了大量的花卉植物，
今天的北河又焕发出了昔日的光
彩，人们又可以在柳林里散步，在
岸边垂钓，在清波里荡舟了。

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在阵阵除
旧迎新的鞭炮声中，来到了它的身
旁。我来给它拜年，给陪着我的童
年、少年、青年、中年一路走来的这
条老河拜年。我对着长天皓月祈
祷：在这新春到来之际，祝愿这条
老河永远美丽，不再有孤独、痛苦
与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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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母亲活到现在，早已称得
上百岁老人了。我一生最抱憾的事
就是：大学毕业后刚刚成家立业的
我，还没有来得及尽一份孝心，老人
就因哮喘病辞世。在我近76年的人
生道路上，我把对母爱的报答都融
入到慈母手把手教会我做的传家菜
里。

济南人爱吃酥菜，家家户户也
都会做这种色、香、味俱全且寓意深
长的家常菜。酥菜取义“素”，寓意家
庭和睦，日子过得素净。做酥菜的材
料主要是大白菜、海带、藕、花生米、
冻豆腐等平民百姓喜爱的家常菜
蔬。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即将大学
毕业分配的那年春节，母亲心事重
重，有时话到嘴边欲说又罢。一天夜
晚母亲把我叫到她身旁说，今年夏
天你就大学毕业了，到时候能否分
回济南来工作咱可没把握，只有听
天由命了。将来无论你在哪里安家，
都得记住要安分守己过日子、本本
分分做人。今年过年我教你做酥菜
吧……

我痴迷地看着母亲按一道一道
工序精心地打酥锅。把洗干净的白
菜叶，整整齐齐的海带卷，还有豆
腐、花生米摆好放入锅内，我思绪万
千。从前家里人口多，靠当教员的父
亲一人薪金养家糊口，日子过得紧
巴巴，即便如此，每到过年母亲总要
做酥菜。

母亲边做酥菜边给我讲了寓
意，白菜豆腐保平安，长长的海带象
征着居家过日子要精打细算，细水
长流，莲藕寓意藕断丝连的亲情，花
生更是长生之果。母亲把热气腾腾，
刚刚出锅的酥菜先送给祖辈品尝，
又送给妯娌亲朋好友，她脸上总是
笑嘻嘻的，长辈的夸奖，晚辈的感恩
之情油然而生。母亲在一旁的笑容
流露出不辞辛劳的满足。

毕业前夕的最后一学期格外紧
张，我学的外语专业，既要考笔试，
还得考口试，一点也不敢懈怠，直到
6月份毕业论文答辩通过后，我们又
翘首以盼分配方案。炎炎夏日，学校
公布分配去向时，我们班的40多名
同学里有3个分济南的名额。我有幸
成为第一名。回到济南教育局要参
加二次分配单位，得知我分到市区
济南二中任教时，母亲高兴得热泪
盈眶。

至今我难忘母亲当年一句话，
酥菜就是图个“素净”。母亲的孝道
和对儿女的疼爱用与时俱进的话来
说就是家庭和谐。如今我已进入老
年，当年跟家母学的酥菜手艺至今
还在延续：我的儿子人到中年，已经
娴熟地接过“接力棒”，我期待着它
代代传下去。从中我悟出一个做人
的道理：传承尊老爱幼的中华美德，
才能家和万事兴。

母亲教会我

传家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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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樱桃是著名五音戏表演艺术
家邓洪山先生的艺名。孩提时代，我
在老家章丘就跟随母亲去看鲜樱桃
的戏。后来，从济南毕业分配来淄博
工作，机缘巧合与其邂逅，从此交往
长达30余年，成为忘年之交。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经常在
章丘一带演出。那时人们称五音戏
为“肘鼓子戏”。记得有一年春天，他
们在明水西北的赤者山脚下搭台演
出。春雨霏霏，十里八乡的男女老少
仍冒雨前去看戏。我村有个名叫徐
茂德的，就编了顺口溜：“宁愿淋湿
了袄，也要看看鲜樱桃，宁愿淋湿了
裤，也要看看崔寡妇”(有一出他演的
戏叫《崔寡妇上坟》)。鲜樱桃所演出
的《王二姐思夫》、《王小赶脚》、《赵美
容观灯》和《亲家婆顶嘴》等，剧情贴

近观众，他的表演细腻、鲜活，最能
打动妇女的心，被誉为“拴老婆橛
子”。

我与鲜樱桃初识，颇具戏剧性。
那时我在博山一家担负着市直机关
医疗任务的门诊部工作，他时任淄
博市五音剧团团长。记得1962年夏季
的一天，他到门诊部看病。

这位眉清目秀的长者，却有一
些“大家闺秀”的气质。我起身：“请
问，您是？”他冲我抿嘴一笑，顿了一
顿说，“鱼边站着一只羊，女戴二贝
靠木梁……”没等他说完，我便脱口
而出：“啊，鲜樱桃！”

虽然猜中了，却对自己的冒失
有些不好意思。“邓团长，您请坐。”
随后，我们便聊了起来。当他得知我
原籍是章丘后，便称我为“老乡”。

他原籍应该是历城，他说曾经
归章历县。他自我介绍说，是光绪三
十一年生人，属“小龙”的。

从此，交往渐渐多了起来。市里
召开的一些大型会议，他经常出席，
还时常率团到会做慰问演出，我做
大会医疗保健服务工作，一有空他
就到保健科找我聊天。再后来，他曾
因病住院治疗过一段日子，正好我
分管他住的病房。许多五音戏和他
的故事，也就耳熟能详了。

他31岁那年，一行五人到上海灌
制唱片，他含蓄、柔婉的唱腔，博得

了唱片公司赞许，灌制完唱片之后，
上海百代公司称他为“五音泰斗”，
并授锦旗一面。从此，“五音泰斗”称
号流传至今。他说，当年京剧大师梅
兰芳先生还资助过他。一次，梅先生
看过他的表演后说，“社会上叫我们

‘四大名旦’，你如果在北京，那就是
‘五大名旦’了。”1960年11月8日，梅先
生率中国京剧院来博山演出，邓洪
山前往拜会。当说起如何扮演好角
色时，他说，“都说演员要演谁像谁，
我体会到要做到演谁是谁。”梅先生
甚为欣赏他的见解。鲜樱桃几十年，
育人无数。1962年1月10日，他喜收高
徒，新徒弟是我省著名吕剧演员林
建华和钱玉玲。

“文革”以后，文艺复兴。鲜樱桃
再次焕发艺术青春。八十多岁高龄
的他仍登台演出。一次，他在淄川演
出，邀请我们全家去看戏。在剧场后
院的化妆室里，我们互致问候，亲切
交谈。当我女儿上前问候“邓爷爷
好”时，他一把把孩子拉到身边，说

“我和你爸爸是忘年之交”，并打趣道
“比你妈妈漂亮”。

有天晚上，他陪我们坐在台下一
同看戏，突然起身奔向后台，回来后，
他对我说“有个细节不太合适，我提
醒他们一下”。正如豫剧大师常香玉
所说“戏比天大”。在鲜樱桃心中，又
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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