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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学的时候，我买过一本叫《秦
琼卖马》的小画书。这本小画书图文并
茂，我连续看了两遍之后，被一位高年
级同学借走了。那位同学迟迟不还，我
着急前去讨要，说：“把《秦琼jing卖马》
还给我吧，我还想再看一遍呢！”同学
笑着纠正了我的读音：“那个字是琼瑶
的琼，不念jing。”

前不久看戏曲频道，有位名演员
唱京剧《秦琼卖马》，唱词曰：“店主东
带过了黄骠马，不由得秦叔宝两泪如
麻……”猛然间，脑海里闪现出那本小
画书的封面来。故事仍在传唱，可惜，
那本小画书却早已消失在苍茫的历史
空间。无论是秦琼卖马，还是杨志卖
刀，这都是英雄到了困境，不得已而为
之。英雄事迹，已然打上了悲壮的标
签，京剧唱腔运气酣畅，以情带声，更
是让人唏嘘不已。

大明湖公园的辛弃疾祠堂，趵突
泉公园的李清照纪念堂，这两处名胜，
站稳风水宝地，历史沉淀丰厚。本人有
幸都去过，也曾作文以记之。昨天，独
自去五龙潭看泉，误打误撞看到了秦
琼祠，喜悦之情，无以言表。对于秦公
这个人，我可是仰慕已久，此时不去拜
谒，更待何时？

秦琼祠在公园西北角，典型的北
方四合院。大门外建有影壁，和园内的
正殿、东廊、西廊围合成一个完美的空
间。进了大门，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硕大
的三足鼎在院落中轴线上。鼎高2米，
沿鼎外围铸有“忠、孝、义、勇、信”五个
大字，故名“五字鼎”。向北走去，就到
了供奉秦公塑像的正殿。秦公像高3 .6
米，戎装扮相，手持令节，威武庄重。我
刚踏进祠堂的时候，适逢一对老夫妻
跪在蒲团上，向着秦公拜了三拜。如此
虔诚，看来秦公的人格魅力，已经在老
百姓中形成了深远影响。

正殿许多壁画，壁画内容自然是
体现秦公戎马倥偬的代表性事件。塑
像左右架子上，各种古代兵器赫然陈
列，尚武之风扑面而来。祠堂内的展柜
有诸多关于秦公的典籍。忽然，我眼前
一亮，展柜里的小画书不正是《秦琼卖
马》吗？连封面都是那么熟悉呀！真想
取出小画书，再看上一遍。无奈，只能
参观，不可触摸，只好望画兴叹。

看着展柜里那些形态各异的门神
画，我的思想迅速穿越到《西游记》第
十回。话说，唐太宗脉气不壮，噩梦繁
多，鬼神出没，大肆骚扰，无法安眠。太
宗命尉迟敬德和秦公叔宝守夜伴驾，
两位将军各取披挂，执金瓜斧钺，侍立
门旁，结果一夜无事。唐太宗毕竟是明
君，不忍心让部下天天站岗。于是，召
来丹青妙手，照着两位将军，画了真
容，贴在门上，居然也十分管用。从此，
二将军千年称户尉，万古作门神。

虽然做了门神，秦公也并非不食
人间烟火。他一生历经大小战役200多
次，身上刀伤无数。帮助李世民打下江
山不久，秦公就到了暮年。最终，因伤
病复发而过世。如此功臣，岂能不追
赏？唐太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秦琼位
列其中，谥号为“胡国公”。

秦琼是济南人的骄傲，也是五龙
潭的骄傲。关于五龙潭，流传着这样的
传说：“唐玄宗末期，朝政荒废，奸邪横
行，秦琼儿子对朝廷的腐败心存不满，
继而大放厥词。不料，被小人举报。玄
宗盛怒之下，派人来济南缉拿秦琼儿
子一家。朝廷鹰犬快到秦府的时候，突
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五条巨龙腾空
而起，倏尔不见。随即秦府塌陷，塌陷
处形成凹坑，清泉涌出，秦府顿失。那
一池潭水，就是现在的五龙潭。”

1982年，济南市园林局工作人员对
五龙潭进行清理时，曾发掘出唐石碑，
上书“唐左武卫大将军胡国公秦叔宝
宅”。传说或许有添油加醋的成分，这
块石碑至今保存在院内，是五龙潭曾
经是秦琼府邸最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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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龙潭内秦琼祠

【城记】

>> 美味的锅贴名扬天下

令谁都没想到的是，便宜
坊竟然选择了锅贴，作为饭馆
的拳头食品。

锅贴，是著名传统小吃，
属于煎烙馅类的小食品。这种
食物既可以当主食，又可以当
菜吃，价格便宜，很受老百姓
的欢迎。不过，也因为锅贴
是大众化的食品，所以想做
好并不容易。在当时的济
南，以锅贴为主打食品的饭
馆有数十家之多，远的，有
当时院前街(今泉城路)的金城
村饭馆；近的，张月祥曾经打
工的子云亭，也是做锅贴的。
而且它用料还比较讲究，海
参、虾仁、鸡蛋、蒲菜的配料，让
这家饭馆在济南拥有大量拥
趸。

在这种情况下，便宜坊打
造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锅贴。
简单地说，便宜坊的锅贴就是

皮薄、馅多，注重馅的质量。便
宜坊主营的是三种馅料:三鲜
馅、猪肉馅、素馅。三种馅料都
必须配有适合时令的应时蔬
菜，比如春天配韭菜，夏天配
蒲菜等。

制作时，每斤面要擀出40
个标准的馅皮，包入馅料，左
手托面皮，右手的拇指与食指
捏起中间的面皮边缘，轻轻捏
严，两端留口，微露馅料。包捏
两三斤之后，便可以向平底鏊
锅内摆放。

摆锅也有讲究，首先要在
平鏊内淋一层花生油，再把锅
贴紧紧摆放整齐，以便熟后锅
贴之间相互粘连，再淋上清
水，然后盖上锅盖，闷煎约八
分钟，揭开盖子再淋上一层花
生油，再闷上一会儿，即可起
锅。起锅的时候，要用长而平
的锅铲顺底铲起，翻转锅贴，

使其底面朝上装入盘内。
便宜坊锅贴的口味之所

以与众不同，跟店里的一口八
厘米厚的大铁锅有关，这口锅
到今天有近百年的历史了，是
店里的“传家宝”。这口平鏊锅
升热慢，散热也慢，使刚出锅
的锅贴底部金黄，吃到嘴里酥
软可口。前几年，店里曾专门
找人依据这口锅“复制”了一
口，但新锅打出的锅贴无论在
颜色上和味道上都不及旧锅
打出的好，只好让新锅提前

“退休”。
便宜坊除了经营锅贴之

外，还经营诸如豆沙包、灌汤
包等面食。因为张月祥是天津
人，所以这家店的菜多多少少
有些天津风味，如主打菜是津
菜的“四大扒”——— 扒海参、扒
鸡腿、扒猪肉、扒面筋和元宝
肉。

>> 八十年巨变话沧桑

便宜坊在济南之所以能
够家喻户晓，除了它所经营的
名吃受到广大顾客欢迎之外，
热情周到的服务，也是它名满
泉城的原因之一。

据一些曾经在便宜坊就餐
的老济南回忆，上世纪三四十
年代时，顾客只要一进便宜坊
的门，小伙计就主动地迎上前
去打招呼，找好座位请客人坐
下，然后端茶、倒水，送上热毛
巾，并拿来筷子、汤碟，送上菜
单，规规矩矩地站在一边，等着
顾客点餐。当客人吃过饭之后，
再马上送来茶水、毛巾、漱口

水、牙签，并对客人说：“吃好
了？先生？”然后向收银员报账，
说明饭钱多少、菜钱多少，如果
客人给了小费，还要把小费的
数目说出来，并说声：“谢谢！”

据老人们回忆，那时京剧
艺术大师梅兰芳、尚小云、奚
啸伯等名角，在济南北洋大戏
院唱完戏后经常光顾便宜坊，
品尝这里的招牌锅贴。说起来
锅贴虽不是稀罕之物，但解放
前也很少登上普通人家的餐
桌，只有家逢喜事，请客宴宾，
才到便宜坊吃次锅贴，借此寻
找和体验出一种少有的满足

和幸福。
济南被日本兵占领之后，

经济受到很大破坏，许多老字
号都成了日本兵、汉奸特务的
提款机，他们强取豪夺，便宜
坊的生意逐渐萧条下来。到
1945年，日军投降时，饭店亏赔
累累，资金短缺，濒临破产。

随后，便宜坊创始人张月
祥另找了两名股东，三人每人
集资20袋面粉，便宜坊又以这
60袋面粉为资本重新开张，仍
然以锅贴为主，生意又逐渐红
火了起来。如今，仍有许多老
济南前来这里买点锅贴尝尝。

>> 慕北京便宜坊之名而开店

在说济南便宜坊的来历
之前，我们先说说北京便宜坊
名称的来历。众所周知，这家
北京老字号，是做烤鸭的。相
传，明朝嘉靖年间，时任兵部
员外郎的杨继盛在朝堂之上
严词弹劾奸相严嵩，反被严嵩
诬陷。下得朝来，内心苦闷，走
到一家小店前，忽闻香气四
溢，推门而入，店堂不大，却干
静幽雅，宾客满堂，遂捡席而
坐，点了烤鸭与些许酒菜，大
快朵颐，把个烦闷与不快抛至
九霄云外。随后，他得知此店
名为便宜坊，又见待客周到，
叹谓：“此店真乃方便宜人，物
超所值！”便留下了三个大字

“便宜坊”，便宜坊，由此名扬
天下。

济南的便宜坊，就是慕北
京便宜坊之名而开店的。济南
的便宜坊建于1933年，创始人
张月祥，天津人。张月祥自幼

在天津便宜坊饭馆当伙计。
1926年，天津发大水，张月祥无
以为生，流落到济南。他先是
在纬四路上的子云亭饭馆当
伙计，在这期间，凭借自己的
机灵劲儿和勤恳的工作态度，
他攒下了一定的积蓄。

1933年，位于济南经三纬
四路的治梅斋饭馆倒闭，敏
锐的张月祥嗅到了商机，他
联合六个友人，集资银元1200
元，买下了治梅斋饭馆地
皮，在此重新开了一家饭
店，因张月祥非常仰慕北京
的便宜坊，便给自己的新店也
取名为便宜坊。

其实仔细品品便宜坊的
名字，才觉得，这个名字取得
是真不错，店名也很有意思，
既可以理解为“便(biàn)宜”，
取方便客人之意；也可以理解
为“便(pián)宜”，取买卖实惠
之味。那这家店到底怎么叫

呢？老济南们说，应该叫便宜
坊(biàn)而不是现在人们按照
字 面 的 读 法 叫 的 便 宜 坊
(pián)，这也成了济南独有的
特色。

便宜坊一开始定位为小
型饭馆，开张时全部的使用面
积不过60平方米，有职员3人，
练习生2人，厨师4人，杂役3
人，总共的雇员只有12人，正
因为人员少，所以各股东也得
参加劳动。不过，人少还不是
便宜坊遇到的最大难题。熟悉
济南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民国
时期的济南，饭馆林立，如果
没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很难在
市场立足。便宜坊所在的经三
纬四路附近，便是一个饭店林
立的闹市区，便宜坊附近的又
一新、子云亭、大华等饭馆，无
论是规模还是资金，都远胜便
宜坊。激烈的竞争，才是便宜
坊最为头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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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饭店的
字号，便宜坊这个
字号在全国可谓
享有大名，其中最
为著名的便是北
京便宜坊，号称北
京烤鸭的鼻祖。其
实，在我们济南也
有一家便宜坊，位
于老商埠区经三
纬四路附近，这家
便宜坊的主营小
吃是锅贴。自从建
店营业以来，近百
年来，这里一直便
是济南人吃锅贴
的首选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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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人吃锅贴的首选——— 便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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