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16-C17

2017年12月26日 星期二
编辑：向平 美编：马晓迪华不注

领略一座城，就像阅读一部书，总是有
几处高潮和点睛之笔。百花洲之于泉城，便
是以古典的笔触呈现一处人文典范，描述着
这座城的文化风情与最初的生活味道。

百花洲，面对大明湖，地处济南文化心
脏地带，是一处以园林模式保存下来的古韵
文化民居，也是老济南文化生活的缩影。放
眼百花洲，院落牵连，小巷伴溪，“槛逗几番
花信，门湾一带溪流，竹里通幽，松寮隐僻。”

“花间隐榭，水际安亭，斯园林而得致也。”
(明·计成《园冶》)济南的文化魂魄在此深深
浅浅地漫流。

这些传统建筑民居，有单层的四合院，
也有二层或三层的楼阁，高低错落，屋宇建
筑质朴典雅，灰瓦雕檐、镂窗乌门。门槛有高
高的青石台阶，天井院落小青砖铺地，淡淡
青苔叠加着岁月打磨的痕迹，有一种生命通
透的寂静与安好。

院子里多栽种着石榴树，初夏时，榴花
似火，让青瓦庭院多了一份妖娆；秋节至则
果实累累，沉甸甸地坠下枝头，充满着季节
成熟的馨香与甜美诱惑。墙角偶尔还生长着
矮松和夜来香，随意而安静。

中国人对建筑安居总是不放过任何一
个细节，包括庭中的树木花草。在庭中种植
石榴树，除了美化庭院，还要留住风景，留住
岁月。

院落之间有很多石板小巷，穿插错落，
互相勾连。每一条巷子都有很美的名字，且
充满浓浓的历史人文的味道，如雨荷巷、问
山巷、书香胡同、流杯池子街、岱宗街等，气
质温婉，格调优雅。

条条小巷同时伴流着蜿蜒的泉水溪流，
处处曲径通幽，连接亭台水榭，曲折缠绕。

昔日的百花洲，溪畔水渚，有文人墨客
们汇聚于此，吟风弄月，挥洒文艺。其中也不
乏坊间里弄百姓生活的俚曲和溪畔捣衣声。
后人对前人的风雅有诸多的敬仰，其实若生
在那个年代，我辈一样风流。在当下匆忙的
时代，人们阅读人文，融入生活，也是一种时
代的升华。

这里的原始居民已经迁出，经过规划整
饬，成为一片人文艺术文化区。文化遗产和
文艺小店隐藏于此，低调勃发。也有不少古
典商铺，门前有仿古招牌幌子，恰当地还原
了古韵私铺的风情。

百花洲的街头、巷内很多人文雕塑，以
更加立体灵动的方式诠释了人文生活场景。

百花洲街头，看到一处老灶台，有人在
忙忙碌碌地烧茶，这是一处老灶台烹茶雕
塑。水已经烧开，一位老太正拎着大水壶往
暖水壶里灌。旁边有一个顽童正在拉风箱。
灶台上还有一笼屉小点心要出炉。路人仿佛
触到了氤氲的蒸汽和食物的清香。

雨荷巷，浣衣母子的人文雕塑颇有意
趣。年轻的母亲在泉边挥舞着棒槌洗衣。顽
皮小儿在水中嬉戏，仿佛能听见浣衣声和孩
童清澈如泉的笑声，亲切生动，带着我的思
绪回到童年的河畔小镇。

另外还有一家人出游的场面及小孩子
们用压水井汲水喝水的雕塑，画面温馨，充
满着生活情趣。

百花洲吸引着大量的游人，沿着婉转的
溪流小巷，穿厅过廊，流连顾盼。这些溪流全
部是相通的，汇入百花洲水潭，流进大明湖。
水里各种美丽的鱼儿随着溪流百转千回，仿
佛不是在水中游弋，而是生出脚来在街巷之
间行走。而行人走在这里，却似乎变成了一
条美丽悠闲的鱼，在溪水之间自由徜徉。

百花洲水潭如镜，青瓦宅院映在水中，
如时光映画，屋舍没变，画中的人在变。就像
百姓瓦舍里的拉洋片，人文和百姓生活被拍
摄下来，作为生活的留存。

水面经常出现一位管理员大叔，撑着一
只小木船清理水藻。这位大叔身材魁梧胖

大，标准的山东大汉，感觉那只小木船有点
承载不住他，可是路人的担心是多余的，小
船从来没有被踩翻过。我想如果出现一个采
莲的姑娘或许更符合百花洲的氛围，画面也
更美一些。而大叔并不觉得自己不漂亮，挺
胸凸肚、气定神闲地站在船头，小小的舱里
满是绿色的水藻。久而久之，觉得大叔也有
了一种个性之美。至少他捞水藻的样子很温
柔，尽量不惊扰水里的锦鲤。有句话说得好，
劳动者是最美的人。至少，他为美丽的百花
洲做出了贡献，也是这份人文生活的参与缔
造者。

在百花洲民俗馆门前水潭周边，有古朴
的木桌椅，很多人喜欢在这里闲坐。一次偶
然邂逅了一群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大部分
是年轻人，面庞稚嫩未褪，大概是高校留学
生，另有两名年长者应该是老师。虽然盯着
外国友人看不太礼貌，但那些年轻、高颜值
的异域面孔实在太吸引人了，还是忍不住多
看几眼。也招来了更多的中国游客。

景区正好有民俗表演，立着一个麦克风
架子。一位矮矮胖胖的大叔，应该是景区的
管理人员，一看来了这么多外国朋友，十分
兴奋，有些人来疯地抓起麦克风秀了几句济
南风味的英语:“welcome to jinanfu”,惹来一阵
善意的笑声。外国友人倒觉得大叔很亲切热
忱。这口音加上这热情，让人觉得济南和伦
敦在地域上是搭界的。

外国友人对百花洲十分着迷，在中国友
人的带领下，四处参观了一番。民俗馆内历
代古物带领人们穿越历史，触摸文化深处的
悸动。虽然只是一些简单物件，仍然让国际
友人的目光充满虔诚。随后在民俗馆门首水
畔，外国友人们或坐或站，兴致勃勃地欣赏
文化演出，之后恋恋不舍地拍照留念。

文化建筑园林的表情，深深浅浅地镌刻
在这座城的历史中，丰富而动人。这份文化
内质有时候需要千遍万遍地去体会。

明府城史话
投稿邮箱：lixiazuoxie@163 .com

上世纪80年代初，春风骀
荡，我国出版界呈现出百花竞
放的景象。有几年，只要我还
没阮囊羞涩，一个月总要去齐
鲁书店一两次。它坐落于三大
马路纬四路，三大间门头，不
过，里面摆着的尽是些大路货
书，并无足观。你须出示证明
信，往其后院去，沿一窄窄的
青石楼梯拾阶而上，来到一间
约30平米的旧屋，乃小楼一
角，这里便是所谓“内部售书
部”。三壁图书，全是“文革”后
重印的古籍及现代名目繁多
的社科类书。琳琅满目，一迈
进店堂，我就感到亲切、愉快。
一册册新书宛若一扇扇虚掩
的小窗，每打开一扇，都会带
我到一个新天地。寻寻觅觅，
爬高蹲低，如鱼儿畅游在清溪
里，忘掉了世间忧烦，像回到
我久失的乐园。

可能家中先人薄有藏书
的缘故吧，我从少年时便喜爱
书籍，不幸这些摩挲多年的图
书，竟在那日月失光，沧海横
流的年代，一天之内几乎片纸
无存。一时知交或遭焚掠而荡
然无存者也不乏其人。此后，
悠悠岁月，有时午夜梦回，冷
月窥人，望着萧然四壁，每念
及早已散失的书卷，不禁彷徨
无措，孤愤莫诉。著名学者王
力先生曾说：“如果梅和鹤是
隐士的妻和子，那么，书该是
文人的挚友。”我思念我喜欢
的书，“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
蓬山一万重”。如此深情，谁能
遣此？

没想到在齐鲁书店的小
楼上，“天遂人愿”良慰平生，
七八年间，我购书近五百册，
有不少古籍。至于购书之乐，
更非笔墨所能形容。某次在屋
角找到一册《丰子恺漫画》，这
是一本四寸见方厚厚的小书，
纸白如玉，扉页上有俞平伯题
词：“一片片落英，都含蓄着人
间的情味。”当我看到《红了樱
桃，绿了芭蕉》《人散后，一钩
新月凉如水》《几人相忆在江
楼》等幅时，十分惊喜，它勾起
我飘逝的旧梦：少时家中有间
闲屋子，破竹床上堆着些发黄
的旧杂志，我常去乱翻一阵，
这些画曾在那里见过，大概还
是初版。今番重睹，如沧桑后
见故人，前尘梦影，恍如眼前，
今昔之感，油然而生。

尤令我感慨不已的是，曾
陆续购到由岳麓书社印行，钟
叔河先生校点的周作人著作，
如《苦竹杂记》《苦茶随笔》《风
雨谈》《秉烛谈》《夜读抄》等十
几种。这些书自上世纪40年代
中期即已绝版，如今赫然在
架。真是时移世易，起码能“君
子不以人废言”了。想想浩劫
伊始，四海翻腾之中，似乎要
把民间旧书统统付之一炬。望
着这崭新的“禁书”，嘴角不禁
浮出一丝微笑。提着几册“禁
书”走出书店，夕阳的余晖洒
在街树上，晚风吹衣，蹒跚归
去，乃人生一乐。

当年，购书有“内外之
别”，读书也人以群分，显然是
防微杜渐，用心良苦，可终为
人诟病，贻人之笑柄。随着形
势开放，1986年春，“内部售书
部”撤柜，至此国内出版物完
全公开出售。

济南泉水多，以泉名天下，八方游客慕
名来赏泉。许多游客赏过了趵突泉、五龙潭，
赏过了黑虎泉、珍珠泉，啧啧称赞泉水好、泉
水美的同时，也会惊奇地问：济南的泉水从
哪里来？

其实，泉水从哪里来是个老话题，对济
南泉水来源的追问和惊叹，自古就有。《浮生
六记》作者沈复来济南，观赏“七十二泉之
冠”趵突泉，看到“泉分三眼，从地底怒涌突
起，势如沸腾”后，亦有“凡泉皆从上而下，此
独从下而上，亦一奇也”的惊叹。确实是这样，
济南泉水不仅多，而且有诸多奇特之处：别
处的泉水要么出自高山谷中，要么出自深山
老林，济南的泉水却出自平畴；别处的泉身
居高处，是高山流水，济南的泉则身在平地，
是平地涌泉。这也难怪那些赏泉的游客，惊
奇地问泉水从哪里来，泉的源头在何方了。

年幼时，我听奶奶讲过泉水从哪里来。
那时，五龙潭公园门前还没有“五龙迎客”石
雕，“一河泉水绕古城”的环城公园还没有
建，珍珠泉更是身居省府大院、“养在深闺人
未识”，游客看泉多是去趵突泉公园，看突突
冒个不停的“三股水”。我跟着奶奶和叔叔，
在趵突泉边看泉时，奶奶说起了这事。奶奶
说，济南泉水来自城南的南山(泛指济南南
部山区)，如果你今天抓一把麦糠洒到渴马
崖的河里，一两天后，能在“包子泉”里看到
洒下的麦糠会随着泉水冒出来。那时奶奶七
十多岁，名副其实的济南“老嫲嫲”(mama，读
三声)，总把趵突泉叫“包子泉”。我听后犯糊
涂，搞不清那三眼咕嘟咕嘟冒的泉水与包子
有何关系，以至于每听到她说起“包子泉”的
名字，就想起泰丰园、草包包子铺里香喷喷

的包子。后来，我才知道，趵突泉在老年月里
曾叫过“包子泉”，一些上了岁数的老济南人
都这么叫。就是在那时，我知道了不但济南
街市上的酸楂(山楂)、栗子、地瓜来自南山，
就连城里的泉水也是来自南山。

多年后，我看到一份有关济南泉水的资
料。资料上说，济南泉水众多的原因，是由其
特殊的地质构造造成的。市区南部的丘陵由
岩石组成，即使是平原，其泥土下面也隐藏
着岩石。但丘陵岩石和平原下面的岩石不一
样，丘陵岩石是大约4亿年前形成的一层厚
厚的、质地比较纯粹的石灰岩(可溶性灰岩)，
而平原下的岩石却是石浆岩(不渗水)。济南
南部丘陵石灰岩以大约30度左右的斜度由
南向北逐渐倾斜，到了市区正好被地下岩浆
岩截断。石灰岩结合不紧密，其中有孔隙、裂
隙和洞穴，能储存和流通地下水。济南南高
北低，水往低处流，南部丘陵地带的地下水
顺着石灰岩层，向市区地带流动，从而构成
了济南泉水的水源。南部山区大量地下水由
南而北流到市区后，遇到了岩浆岩的阻挡，
由于岩浆岩组织紧密，不像石灰岩那样疏
散，地下水流到这里无法通过，而市区地面
上覆盖着一层不透水的黏土，又不能自由流
出地面。拦储起来的地下水不能前行，越积
越多，因为市区有的地方(济南泉群区域)地
下构造存在裂缝、断层，地下水终于找到出
路，凭借强大压力，沿着这些裂缝喷涌而出，
形成了天然的涌泉。没有想到，这一资料倒
从另一方面佐证了当年奶奶所讲泉水出自
南山的说法。

不过济南泉水来源还有别的说法，古人
认为泉水是伏流于地下的古济水。

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有“古说济
水伏流地中，今历下凡发地皆流水，世传济
水经过其下”的记载；宋代学者郑樵亦说济
水“能穴地伏流，隐见无常，乃其本性，非真
涸竭也。济水既伏流地中，则发地皆泉，不特
历下一处为然。是故一见为济源，再见为荥
水，三见为山东诸泉水，而溢为大小清河，其
实皆济水”。清代蒲松龄在《趵突泉赋》中说：

“泺水之源，发自王屋；为济为荥，时见时伏；
下至稷门(代指济南)，汇为巨渎；穿城绕郭，
汹汹相续。”从以上的文献记载看，济南泉水
是那“三伏三现”的古济水由穴地涌出。

济南泉水发端于古济水的说法古老悠
久，古籍中多有记载，至于在唐宋之际，济水
入黄河不复出，济水断流后，济南泉水是否
还是出自伏流于地下的古济水，亦无人去求
证和下结论了。

济南的泉水哪里来？是来自济南的南部
山区，还是来自那条伏流于济南地下的古济
水？争议颇多。我觉得济南泉水多，关键在于
其特殊的地质结构，济南南高北低，南面丘
陵，北面水泽(历史上)，市区地下处在石灰岩
和岩浆岩交接点，有诸多断层、裂缝区域，古
时候济水伏流于济南地下，充盈丰沛，乘势
而出，形成泉涌；而济水消失后，南部山区地
下水顺势而下，择裂缝而涌出，形成喷泉。再
者，古济水与南部山区地下水相互叠加，水
源充盈，喷发成泉，亦不是不可能。

济南泉水得益于独特的地质结构，只要
水源丰沛，泉水就丰盈。这是造物主的恩赐，
我们唯一要做到的是：珍惜水源，涵养水源，
保护独特的地质结构。唯有这样，济南泉水
才会长喷不断，永不枯竭。

【行走济南】 济南泉水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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