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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宰门街东起县西巷北首，与旧
县衙、县学相邻，西至曲水亭街与文
庙、芙蓉街相连，即所谓“芙蓉街，西
奎文，曲水亭街后宰门”。南边经珍池
街与院后街相通，北面与南北钟楼寺
街、岱宗街相接，经过百花洲直达大
明湖南岸。

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比起芙蓉
街来，少了些许商业的气氛和车马之
喧，街道也显得敞亮。过去许多人逛
完大明湖，总愿到这里走走，逛逛这
里的书店，各色客栈是进城办事人员
休憩歇脚的好地方，远近有名的菜馆
和各色小吃更是令人垂涎。

后宰门街东首与县西巷交叉口
西南角上原有座“九华楼”饭庄。面积
不大，但建筑考究，东面、西面和北面
各有一两层楼回绕成“凹”字院落，上
下共十间，木门窗、花窗棂。临街北楼
拱券门两侧各有一圆形花窗，仿佛两
只大大的眼睛。楼南面的天井中有泉
井，久旱不干。

店主杜氏是清代济南富商，特喜
欢“九”字，所开九家商号都冠以“九”
字。该店的菜品以猪下货菜见长。光
绪初年的一天，杜掌柜请客时以“烧
大肠”上席，颇受宾客赞誉。当宾客中
有人得知其复杂的烹饪过程后，即席
命名为“九转大肠”。一是取悦主人

“九”字癖；二是形容其烹饪过程如炼
道家九转金丹。杜掌柜大喜，将这一
菜名确定下来。

这一菜品开了以猪下货为原料
制作主菜上大席之先河。济南各老字
号酒楼均纷纷效仿，使这一菜品名扬
四方，至今仍是济南菜中的主打菜。

但不知为什么，九华楼渐渐衰败
下去，几经转手卖给一位经营大鼓和
麻袋的生意人戴立尧为住宅。入口券
门上方有三个石刻大字“九华楼”，

“文革”时被抹上厚厚的三合灰盖得
严严实实，老字号渐渐被人遗忘了。

戴立尧的外孙盛长贵自1947年
出生后不久就住到这处楼院里，对这
里的一切充满深情。2000年，盛长贵
将门口石刻匾额上的灰皮铲去，“九
华楼”三个端庄大字显露出来，常常
引来路人好奇的目光。

县西巷拓宽时这座建筑被拆除
异地重建于同样是保护性修复的武
岳庙内。

重建后的“九华楼”整体模样与
原建筑相差不多，只是建筑朝向由原
来的坐南朝北改为坐西朝东。房子自
然也新了许多。那块刻着“九华楼”三
个字的石匾还保留在文物部门的库
房里。

与九华楼相比，街中段路南的
“同元楼”饭庄名气更大。虽以楼命
名，却是一座门楼内分为两个平行的
两进四合院。西侧为店铺、厨房，东侧
为住宅，各个院子相通，珍珠泉和珍
池(当地人称鸭子湾)流出的清澈泉水
汇成明渠，流经院内天井，店家将木
箱放进池水中放养鲤鱼供客人选点。

东家是历城县董家镇吕家庄的
吕正轩。他读过私塾，有些文化。辛亥
革命那年他与四弟吕本礼联手创办
饭庄，取名“同元”。该店既经营小吃，
又承办酒席。“拿魂儿”的是各色面

食，如蒲菜猪肉灌汤包、金丝卷、银丝
卷、素菜包等。灌汤包将大明湖里采
集来的蒲菜和半肥半瘦的猪肉剁成
馅，以上好的酱油等调料“喂”好，加
进早已加工好的高汤肉皮冻，包好上
笼蒸熟，味道鲜美，散发着蒲菜特有
的清香。当时在济南颇为流行的糖醋
鲤鱼、荷花粉蒸肉、罐儿蹄等，该店也
做得挺棒。

20世纪50年代，随着部分私营企
业寿终正寝，同元楼也歇了业。现在
的西院成了居民杂院，房舍面目全非
了。东院为吕本礼的儿子吕海生的住
所，保持着建筑的原貌。抗战胜利后，
二十多岁的他作为同元楼的账房掌
管着饭庄的财权，成了店里的顶梁
柱。后来，他又成为吕家盘进的玉美
斋食物店的中坚，在西门外估衣市街
路南做起了点心生意。

这条街上还有家过去很著名的
酱菜店远兴斋酱园，它是颇具商业头
脑的章丘东北乡李家的产业，是其在
济南开办的八大“兴”字商号之一，创
办于清末。远兴斋本身也是联号，全
市有三四家分号，属这家铺面最大。
据说生意最火时，能装五百多斤酱菜
的大缸就有三百多个，占据了街东首
向南至珍池的多处院落。这里不仅酱
菜做得好，而且用玫瑰花酿制的“玫
瑰池”烧酒也远近闻名。

后宰门街西首与曲水亭街相连，
北行没几步即到百花洲。比起古时，
今天的百花洲小了许多。洲中原有小
岛，风景绝好。宋朝时，被后人尊为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来济南任
齐州知州，他主持在此修百花台和百
花堤，并留下《百花台》诗抄。明代“后
七子”之一的李攀龙在岛上建高三层
的白雪楼，与爱妾蔡姬隐居于此。蔡
姬做一手好菜，最拿手的是葱味猪肉
灌汤包，包子包好后在撮口处插上葱
段上笼蒸，快蒸熟时将葱段迅速抽
出，并将撮口封好直至蒸熟。如此一
来，蒸熟的猪肉灌汤包品来只有葱香
不见葱影。直到解放初期，曲水亭街
上还有卖葱味包子的食摊。

有人还将济南小吃油旋当街做
当街卖，只是那葱味包子，不知何时
再飘香街头。

明府城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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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设

【钩沉】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的是汴京繁华
的市井景象，看了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画的是富春江一带的
壮丽风光，看了让人心生向往；而赵孟頫的《鹊
华秋色图》，画的是济南鹊山和华不注山一带
的秋天景象，虽然景色秀美，但看了后却给人
一种思国怀乡之感。这种感觉没错，这幅《鹊华
秋色图》就是赵孟頫为慰好友周密的思乡之情
而画。

赵孟頫是宋太祖十一世孙，生于浙江吴
兴，他出生时已是宋末元初。作为前朝皇族后
裔，宋朝灭亡后，他一度隐居江南在家潜心修
学，后被行台侍御史程钜搜寻宋代遗臣时发
现，举荐于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爱其才情气
度，授予官职委以重任，从此官运亨通，开启了
仕途生涯。

但赵孟頫深知，自己作为汉人，况且又是
前朝皇族，久在以蒙古人为尊的元朝最高统治
者跟前身居要职，会遭到一些人的嫉恨和不
满，因此在忽必烈有意让他参与中书省政事
时，赵孟頫婉拒了，并请求外调地方任职。就这
样，赵孟頫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来到了济
南，出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赵孟頫和济南
有了交集。

在济南为官期间，赵孟頫清正廉明，秉公
执法，为当地做了很多好事，深得百姓拥护。赵
孟頫在济南为官三年，留下了很多吟诵济南名
胜的诗文，现在趵突泉畔泺源堂的门上著名的
楹联：云雾润蒸华不注，波涛声震大明湖，就是
出自赵孟頫的《趵突泉》。

除了诗词之外，赵孟頫还为济南留下了一
幅千古名画《鹊华秋色图》，济南因这幅画而声
名远播，鹊华秋色的美景更是深入人心。赵孟
頫为宣传济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说起《鹊华秋色图》，就不得不提周密。
在《鹊华秋色图》的题跋里，赵孟頫特别注

明了作此图的缘起：“公谨父，齐人也。余通守
齐州，罢官归来，为公谨说齐之山川，独华不注
最知名，见于《左氏》，而其状又峻峭特立，有足
奇者，乃为作此图。其东(实为西)则鹊山也。命
之曰《鹊华秋色图》。元贞元年十有二月，吴兴
赵孟頫制。”

周密，生于南宋末期，为当时著名词人，词
坛领袖。祖籍山东济南，曾祖父周秘曾任御史
中丞，因遭靖康之难，随宋高宗南渡，从此寓居
浙江吴兴，远离了济南故土。祖父、父亲都在江
南入仕为官，而周密小时随父亲宦游闽浙，及
壮便在杭州周边任职，可谓生于彼、长于彼、卒
于彼的杭州人，一生从来没有去过山东济南。
可即使这样，在周密的心里，济南依然是他的
故乡，杭州只是他的寄寓之地，“身虽居吴，心
未尝一饭菜不在齐”。他在笔记小说《齐东野
语》的自序里也写道：“余世为齐人，居历山下，
或居华不注之阳……”周密因此自称历山人，
并自号华不注山人，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济南
人。

一个是生活在吴兴的济南人，一个是在济
南为官的吴兴人，当他们相见时会擦出怎样的
火花呢？赵孟頫在济南路总管府事任上三年，
于公元1295年辞官回乡，喜欢诗词书画的他，结
交酬答的自然都是同道中人。于是，周密和赵
孟頫两个人就这样相遇相识了，周密虽年长赵
孟頫二十多岁，却以兄弟相称，可见二人交情
之深。

当周密知道赵孟頫刚从自己的故乡济南
来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急切地询问起有关
济南的事情。赵孟頫就向他讲起了济南的风土
人情，山川形胜，并特别述说了华不注峻峭特
立的状貌，听得周密一脸沉醉，不禁心向往之，
脑海里浮现出像莲花一样的华不注山卓然挺
立于烟波浩渺的水面中的景象……赵孟頫为
了让周密对济南有个更直观可感的印象，以慰
他的思乡之情，决定根据自己的所见为周密画
一幅济南山水图。于是，代表着赵孟頫最高绘
画成就的《鹊华秋色图》横空出世！

《鹊华秋色图》生动形象地描摹出了济南
北部鹊山和华不注山一带的秋天景色，远处矗
立着两座山峰分居画的左右两边，右边双峰耸
峙尖顶的是华不注山，左方阔圆平顶的是鹊
山。两山周围是水草丰美的辽阔水域，水中渔
舟唱晚，岸边绿树染霜，芦荻瑟瑟，间或有茅舍
隐现，牛羊悠闲，好一个静美的田园风色！

周密得到这幅《鹊华秋色图》如获至宝，从
此对故国济南有了感情上的寄托。《鹊华秋色
图》也得以留传后世，成为中华艺术宝库里的
一块瑰宝！

山东机器局创办于清光绪元年(1875)，是洋务运动富国图强背景下设立的官办兵工厂，也是山东最早使用蒸
汽作动力，以成套的机器设备进行生产制造的大型工厂，开创了山东近代工业先河。该厂曾先后更名为山东兵工
厂、济南新城兵工厂、新城化工厂、山东化工厂，现为山东北方现代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照片中为清末山东机器局大门旧影，山东机器局于泺口以东赵家庄征地300亩建厂，厂区周围建高大的围
墙，墙外有壕沟，如同小型城堡，时称“新城”，厂区周围遂称“新城庄”。

照片中机器局大门内所悬匾额为“造化权舆”，“造化权舆”本意为天地初始。用这个词语形容兵器制造始
于洋务领袖李鸿章。1863年和1864年，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在致恭亲王奕和两江总督曾国藩的信中说，“洋人视
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西人制器
之器，实为精巧。……海疆自强，权舆于是”。“造化”原意为自然界的创造演化，在这里引申为制造之意，“权
舆”是起始的意思，“造化权舆”意为山东制造业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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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名菜“九转大肠”的诞生地在

这座名叫“九华楼”的饭庄。2003年初县西

巷拓宽时拆除，异地重建。

《鹊华秋色图》里的

济南故事

那时，

酒菜香飘

百花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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