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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凤桥，是一座桥，也是一条古街。
一座素雅普通的小石桥，连着一条古朴
的青石街巷，它没有多么美多么惊艳，却
有着一种穿越千年依旧清纯的画面感，
在此可以遇见最初的美好！

起凤桥一端连接老济南最繁华也是
保存最完美的古韵老街芙蓉街，而另一端
连接济南最具韵味的悠长古巷西更道街。
中间衔接马市街和王府池子街。它直接铺
开了老济南的文化底色，最原始的生活气
质和文化底蕴如泉水一样荡漾开去。

在众多的人文老街巷中，多多少少都
被时尚都市浸染，而起凤桥保持着一种最
初的味道，它就像济南人文表情当中的一
抹微笑，清澈，恬淡，安静地融入光阴。

起凤桥有着质朴的青石桥栏，石板路
面有些斑驳坎坷，带着岁月磨砺的痕迹。

桥下清泉潺潺，中国典型的小桥流
水。南桥头一座月亮门，灰色雕花檐下写
着“起凤”二字，字迹婉约。拱门连接着两
排青瓦屋舍的水畔人家。桥北门是一段
敞开的溪流，一直流淌，然后进入了人家
的房前屋后。

关于起凤桥的得名有两个传说：学
子求学入仕与德王府格格出嫁。

学子们经由此桥到府学文庙，带着
功成名就报效家国的渴望，一旦仕途成
名，便成龙成凤，拥有锦绣人生，因此称
为“起凤”。这是一种偏于官方的说法。我
仿佛看到古代的书生们，手里握着书卷，
沿着泉水小桥边走边吟，踏上起凤桥，沿
着青石板路走向府学文庙，走向自己向
往的锦绣前程。

而民间的传说则是源于前清德王府，
德王居住于此，王府的格格出嫁，在此小
桥上轿起轿，因此被冠以美名“起凤”。婚
礼庄严而喧闹，王府格格的迎亲花轿停在
起凤桥头，格格盛装出来，立在桥头向母
家顾盼。我的思绪把观众都隐去，只剩下
美丽的新娘，站在起凤桥头，风掀起一角
红盖头，飘起一缕秀发，和衣袂一起在和
风中飘，然后定格成一副黑白画面，成为
古老小巷子一个美丽而幸福的情节。

等格格上了花轿，锣鼓喧天吹吹打
打，花轿启动，踏过石桥，风风光光地被
送进夫家。周围看热闹的民众，一路跟随
着送出很远。中国人爱看热闹，更喜欢看
盛大的结婚场面，大概源于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看着格格出嫁，百姓的心里也充
满幸福感。因而，坊间百姓大概更乐意接
受这个传说。

不管是哪一种历史诠释都很美，都是
生活的顾盼。而且，它们并不冲突，这里是
每年学子们去文庙的必经之路，德王府
的公主出嫁也在这里上轿，无论是求学
入仕，还是美好生活，都是在这里上演。

起凤桥下的泉溪是天然泉水汇集，
从王府池子也叫濯缨泉的泉池里流过
来，一直在不停息地流淌。泉水清澈得空
灵虚无，直到看到细细的波纹，才知道有
清泉满渠，如风中摇曳的绸缎。溪水的岸
边，有一种远离俗世的超然与静美。

泉溪经过起凤桥街9号院内绵延而
去，成为院子的一面墙，也从另外一户人
家的后窗墙根下流走。这里让我喜欢得
有些心痛，如果能生活在泉水溪流为院
墙或者绕窗的院子，多么单薄的日子都
会变得极美。

起凤桥9号院内有这条街两大名泉
之一起凤泉。院内门户紧闭，溪水墙边摆
放着零零散散的花盆，随意的居家格调。
一直无缘见到泉水的真容，只是想象中
的至纯至美。

另一大名泉是腾蛟泉，它很敞亮地
呈现在街角，在起凤桥街2号院门首一
侧，一个方形的石砌小池，泉水没有喷
涌，清澈宁静得如一方形琉璃。偶有附近
的居民汲水洗涮，但水依然是那么多，仿
佛取之不尽。

都市年轻人被这里纤尘不染的古典
浪漫气息所吸引，旧旧的格调，纯纯的画
风，避开俗世干扰，可以遇见纯粹的爱情。

房祖名和郭采洁主演的电影《意外
的恋爱时光》曾在这里取景，有着长达十
几分钟的长镜头，这里是女主和男友初
见的地方，忙碌而分离的爱情，让她觉得
惶惑，为了这份纯真美好的记忆，女主带
着摄影师回到这里，她想找回初见时的
感觉！质朴的石板桥，月亮拱门，还有打
开自家后门出来的浣衣女，这都是他们
遇见美好爱情的背景元素。这些平淡的
元素让人想不起细节，但涌动着茫茫人
海遇见你的悸动，保存着最初的甘纯。

背景镜头下，在桥头闲坐的老叟老
妪，看着浪漫的红男绿女，有艳羡有平
淡，或许他们也曾在此遇见美好的爱情，
而且一直守候着这份纯真，虽然容颜已
改，但那份情愫依旧纯美，如起凤桥下的
清泉，伴着岁月静静流淌。

这里的百姓生活也一样充满画面感。
偶有居民提着蔬菜从小桥上走过。也有大
妈带着小孙子玩耍，顽童在溪边的青石板
上娇憨地打滚，大妈只顾与邻居闲谈，偶尔
看一眼，并不担心孩子会掉到水里，泉溪清
浅，对孩子构不成危险。当一个人也没有的
时候，小桥流水便美成了一幅素描。

桥下的泉水仿佛从来没有改变过，
而今日之泉水已不是昨日的，早已暗换。
就像桥头的老人，他们安静地守候填补
了历史剥落的痕迹，那份岁月的沧桑被
泉水涤荡，依旧澄澈纯净，绵延不断。

若是微雨的日子，雨丝织入桥下清泉，
牵牵绊绊，淡淡风中有一丝的清凉一丝的
温暖，相逢的美好就在起凤桥上下起起落
落，那道风景只在有情人的视线之间。
因此，很多年轻人，怀揣着纯爱的梦

想，穿越熙熙攘攘的都市，到这里来，或
许为了那份美好的初遇。

起凤桥下，流淌着泉水溪流编织的
生活编年史，洗濯时光，留下最美的情
节。你若喜欢，可以放慢都市脚步，撩起
光阴，细细阅读。

明府城史话
投稿邮箱：lixiazuoxie@163 .com

《聊斋志异》虽是写鬼写妖的志怪小
说，但很多故事也依托现实，来源于生
活。除了蒲松龄设茶摊，听南来北往的客
人讲述的奇闻逸事外，还有一部分是糅
入了作者的亲身经历。因为蒲松龄家住
淄川，常往来于潍坊、青州、济南、长清之
间，对这些地方比较熟悉，特别是曾十余
次来济南参加科举考试，对济南更不陌
生，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篇幅是写的发生
在自己身边的故事。《聊斋志异》中有一
篇大家耳熟能详的《狐嫁女》，故事就发
生在济南的万竹园里，而故事的主人公
殷天官便是济南人殷士儋。

殷士儋是明穆宗隆庆帝的讲师，内
阁大学士，曾官至礼部尚书。后来厌倦官
场，辞官返乡，在家乡趵突泉边买下一处
闲置的庭院，筑“川上精舍”，建通乐园。园
内风景绝佳，亭台歌榭，屋舍俨然，奇花
异草，佳木葱郁，精致中彰显着精巧。因
主人喜爱竹子，常以竹子的高洁自比，故
园内遍植竹子，后来便被称为万竹园，即
现在趵突园公园万竹园所在的位置，那
时的万竹园成了如今趵突泉公园的雏
形。
殷士儋的通乐园逐渐成了济南文人

学士的乐园，与之交往甚密的同乡边贡、
徐邦才、李攀龙等人常聚集在此，和主人
一起酬诗唱和，成为济南的一时盛景，也
成就了济南的一个“历四诗人”的文学景
观。

后来，随着殷士儋的去世，通乐园无
人打理，便逐渐沉寂了下来，直至荒废。
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济南诗人王苹重新
买下这座院落，在园内筑了二十四泉草
堂，这处庭院才重焕光彩，恢复了生机。
而在万竹园荒废期间，蒲松龄来济南参
加科举考试的时候，一定是到这里游览
过，目睹了万竹园的凋敝荒芜。所以在他
写的《狐嫁女》中，万竹园给他的印象是
一片荒凉，虽“广数十亩，楼宇连亘”，但

“常见怪异，以故废无居人；久之，蓬蒿渐
满，白昼亦无敢入者。”万竹园荒凉到什
么程度呢？在蒲松龄眼里，就是蓬蒿满
园，荒草萋萋，逐渐成了鬼狐的寄居之
地，白天都无人敢入内，甚至成了好事者
打赌练胆捉鬼的地方。而就是这样的环
境，正给了蒲松龄想象的空间，为他头脑
里塑造的鬼狐形象找到了一个安身之
所。
于是蒲松龄便写了《狐嫁女》这样一

个故事。故事的发生地虽没有明说是在
万竹园，只是写了“邑有故家之第”，但从
殷天官的主人公身上，还是能让人联想
到这故家之第就是万竹园无疑。有一次
殷天官与朋友一起喝酒，有人就拿经常
闹鬼的万竹园开玩笑打赌，说谁要是敢
在此园内住一晚，明天请他喝酒。殷天官
借着酒力便自告奋勇前往。而蒲松龄之
所以写他，一则是因为殷士儋名气大，围
绕着他的遗闻轶事特别多；还有一个原
因就是园子在历史上曾经属于过他，只
是在《狐嫁女》里，那时他年少家贫，还没
成为殷阁老，园子自然还不属于他。

蒲松龄对殷士儋是尊敬的，写他自
小就有不同寻常之处，天资聪颖有胆略，
别人不敢去废置已久的万竹园，他敢去，
殷天官看到的万竹园是什么样子呢？“见
长莎蔽径，蒿艾如麻。”因园内久无人清
理，野草长得很高，遮蔽了园中小路，密
密麻麻的，一片荒凉境地。殷天官不以为
意，上月台席地枕石，看起牵牛织女星
来。在欲睡未睡之时，听到了园中有异
动，发现了园内闹鬼的原因，原来寄居在
这里的狐精作祟。殷天官并不害怕，狐精
却为惊扰了未来的尚书大人受惊不小，
诚惶诚恐地邀请他参加了狐嫁女的喜
宴。殷天官欣然接受，并在喜宴中偷偷藏
起一只金酒杯以作打赌凭据……

倏忽三百年过去，当时的万竹园在
蒲松龄眼里是那么荒凉，不啻荒郊野外，
和现在人声鼎沸的热闹相比，简直不可
同日而语。然而，它们却是同一个万竹
园。蒲松龄如果现在来到济南万竹园，他
绝不会想到这个繁华所在能发生《狐嫁
女》的故事吧！

济南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杰地灵，
名士辈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就
是济南名士中的杰出一位。

其实，真正的扁鹊是神不是人，他是
上古神话中一位鸟身人面的医生，会针灸
之术，能起死回生，后人把他誉为了神医
的化身。而我们所说的这位济南老乡则姓
秦名缓，字越人，又号卢医，是生活在公元
前407年到公元前310年的一位悬壶济世的
江湖郎中，只因他医德高尚医术高明，当
时在世时人们也很少称呼他的大名，而是
借用神话形象尊称他为扁鹊。

关于扁鹊的籍贯，历来有些争议。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者，
渤海郡鄚人也。”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
义》中补充写道，扁鹊“家于卢国。”然而

“渤海”何指？“卢国”何在？成了争议的焦
点。有人说“渤海”指河北，有人说“卢国”
在山西，不过近年来却有更多学者研究
认为，“卢”是泰山西部的一个东夷古
国，故址就是今天的济南市长清区归德
镇卢城洼(“卢故城”已于2007年被济南市
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当年这里曾
有一片水域，当地人称之为“渤海”(此
名一直沿用到秦汉时期)。另外，唐代济南
人段成式在他所著的《酉阳杂俎》中写道，

“卢城之东有扁鹊冢，云：魏时针药之士以
卮腊祷之，所称卢医也。”同样的信息在清
道光二十年的《济南府志》中也有记载：

“秦越人墓在县境，旧志卢地有越人冢，即
扁鹊也。”上述史料相互印证，断定扁鹊
的老家在现今的济南长清归德，应该是

没有问题的。
据《史记》记载，扁鹊年轻时曾做过驿

站管理员，结识了常年住在该驿站的名医
长桑君，得其真传，开始了行医生涯。扁鹊
天资聪颖，善于钻研，在汲取前人及民间
所长的基础上创造了望、闻、问、切诊断方
法，并丰富发展了针灸、砭刺、按摩、热熨、
汤液等传统疗法，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治之
基础，开启了中医辨证施治之先河，成为
了中国中医学的开山鼻祖。

据今人考寻遗迹，扁鹊早年在济南的
活动范围主要分布在药山、鹊山一带。当
年扁鹊曾踏遍家乡群山尝百草，尤其是位
于古济水之南的药山去得最多，当时这是
一座无名野山，他在那里采到了很多未曾
见过的草药，并发现了壮阳奇药阳起石，
极大地丰富了他的药房品种，用于临床，
救人无数。为铭记他的功德，后人把此山
命名为药山。

鹊山位于古济水之北，因扁鹊在此炼
药死后又葬在这里而得名。登上鹊山，至
今还能见到一堵矮墙，墙上挂有蒿帘，内
有炉灶，相传这就是扁鹊炼药的地方。当
年人们常见缕缕青烟从绿荫丛中袅袅上
升，远远望去，景色奇美，明崇祯六年的

《历乘》也就是最早刻本的《历城县志》，将
此景列为“历下十六景”之一，名曰“翠屏
丹灶”。

经过在家乡的多年历练，扁鹊的医术
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程度，随后他
开始到列国巡诊。这段历史在司马迁的

《史记》中多有记载，比如说他在晋国救活

了“五日不知人”的权臣赵简子，在虢国让
“尸蹶”(假死)即将入殓盖棺的太子“死”而
复生等。尤其史书中写他在齐国与蔡桓公
相见的那一段，把他未病先觉的神奇预诊
以及蔡桓公畏疾忌医抱恨而死的神态描
述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扁鹊在秦国巡诊
时，秦国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
竟由嫉妒转化为仇恨，丧心病狂地派人刺
杀了扁鹊。

扁鹊遇害后，任何史书典籍都找不到
他死于何地葬于何处的记载，这可能与他
遭人暗杀死于非命有关，因为除了刺客，
没人知道他的尸骨被抛于何处。然而目前
全国却有多处扁鹊坟墓，名气比较大的有
河南汤阴、河北邢台、陕西临潼、山西永
济、山东济南等，而且济南还有两处，一处
在鹊山脚下，一处在长清归德。老实讲，这
些扁鹊墓真假难辨，或许连一处真的都没
有。然而如今真伪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这
么多扁鹊墓说明了他的足迹之远和他的
人脉之广，他用高超的医术为患者解除病
痛，赢得了普天下人的爱戴与尊重，人们
无以报答，只是选取了这么一种方式来怀
念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济南是英雄的故
乡，更应如此。

在扁鹊老家长清归德的扁鹊墓前我
见到一座雕像，一个慈眉善目的长者，腰
间挂着葫芦，手里拄着拐杖，神态轻盈地
行走在山野。面对雕塑我肃然起敬，就是
这个貌不惊人的济南老乡，让中华民族的
医学事业熠熠生辉，为济南的古老历史增
添了浓重一笔。

【泉城忆旧】
扁鹊，从济南走出的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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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天官和他的

万竹园

【名著里的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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