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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康楼街的题壁堂是升阳观的一个
组成部分，题壁堂从建筑格局上看，是清
代以前的戏楼，尽管以后屡改用途，本质
上它具有演出的功能。戏楼的舞台分两
层，高丈余，楼两侧设环廊，这是饰演神仙
戏的必须设施，演员们从后台侧门进入，
踏着楼梯登上环廊，而后从天而降，就有
了神仙下凡的舞台效果。台两端设有“出
将”“入相”小门，是演员登台下场的出入
口。堂内又设地面环廊，供观者走动，演出
时是下人站立恭候的地方。中心形似大厅
的地方是观众坐席，摆放桌椅，观者可以
品茶品戏，品一番戏里戏外的滋味。这个
格局十分独特，可以容纳百余人观戏。颐
和园也有一座清代的大戏楼，它的观众席
是一座殿宇，面对戏楼，慈禧和皇帝、嫔妃
坐在殿前观戏。两者相比，题壁堂是用于
民间的演出场所，颐和园的大戏楼是供皇
家娱乐的所在，在中国的戏剧发展史上皆
弥足珍贵。是不可多得的戏曲文化遗产。

升阳观是道观，道观里为什么要设戏
台？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追溯中国戏
剧的发展源头。王国维先生考证中国戏剧
时说，戏曲演艺“其始于古之巫”。巫是能通
人神两界的使者，在先秦担负着娱神职责，
常常装扮成奇异模样，手舞足蹈，谓之娱
神。巫分男女，男为觋，女为巫。巫娱神时，
人也跟着看，其实所谓的娱神还是娱人，渐
渐地巫的载歌载舞就演变成戏曲故事。演
戏的巫成为名伶，与装神弄鬼划清了界限。
至今山西、陕西一带仍然流传着“演戏给神
看”的文化传统，他们把戏台扎在神庙前
面，前面是观众，背后是神祗。人神共同听
戏。这样，升阳观里设戏楼就不难理解了，
那戏一半给人听，一半给神听。唱的是人世
情，民间的喜怒哀乐，让神也知道。

题壁堂始建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
嘉庆八年(1803年)经历了一次修缮，光绪三
十一年(1905年)再次扩建，用途更改成为义
学学堂。它的舞台特性是没法改变的。题
壁堂里究竟上演了什么戏？是什么人在演
戏？至今已无据可考。有史记载的是乾隆
五十五年(1790年)安徽三庆班进京为乾隆
爷庆祝八十大寿，把京剧带进了京城。除
了进宫献艺，他们从西华门到西直门，每
隔数十步就搭一座戏台，供京城百姓观
赏。徽班优美的皮黄腔迷倒了京城的戏
迷，从此京昆艺术走向了华夏的主流社

会。以后又有数个徽班陆续进京，迅速把
京昆戏剧在北方传播开来。济南是徽班进
京不可绕过的要道，当一个主流剧种迅速
流传，不能不波及这里。公元1679年兴建的
题壁堂一定会发挥承载作用。

当然，题壁堂不是为徽班预备的，它
兴建时徽班还没有走上北方这块雄浑的
土地。它是为济南这块富有地方曲种的乡
土预备的。元至治元年(1321年)张养浩辞官
回到济南，感于元大都戏剧的影响，在家
乡建立了戏曲社，一批散曲作家会聚在他
的旗下，一时间济南地区戏曲蓬勃，演艺
活跃。有资料表明，关汉卿也来过济南，他
的杂剧《杜蕊娘智赏金钱池》就是以趵突
泉里的金线泉为素材创作的。到了明代，
李开先成为济南曲剧的旗手，他的《宝剑
记》搬上舞台，他还收集编撰《词谑》《市井
艳词》等民间俚曲，如果没有丰厚的曲剧
土壤，这些曲子词就成了无源之水。有戏

剧创作就有演出场所，题壁堂应运而生，
更是应历史的需求而生，从这个意义上
说，它不仅对于济南，对于中国戏剧发展
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转眼到了清末，随着世风转化，女演
员登上了表演舞台。在清之前，元杂剧的
兴起曾把一大批女性表演者推向戏剧生
涯，如朱帘秀、李芝秀、赛帘秀、曹娥秀、翠
荷秀、梁园秀、大都秀等，她们的名字后面
都缀着一个“秀”字，是女伶明显的社会地
位特征，在这一时代女性演员具有压倒性
的优势，她们的才艺倾倒了观众。明代的
女演员逐渐式微，清代一度绝迹，清末女
演员的复出丰富了戏剧舞台。在济南就活
跃着一个“四喜班”，其中多名伶，能演出
多种京昆名剧，他们有时会支起彩棚演
出，也会在固定的戏台献演，当然还有堂
会、家宴、喜庆的邀演。济南的戏班子从十
五六岁就注意培养新人，一批女孩子被选
进戏班，辅以京昆剧目的基本功，涌现出
许多青年演艺才俊，在这群名伶中有一位
叫“黑妮”的京剧演员，是戏班里的头牌明
星。活跃在光绪十年至十二年的济南戏剧
舞台上，她的演出倾倒全城。此间刘鹗来
到济南，后以这段经历创作了《老残游
记》，书中有一个人物叫“黑妞”，也是在光
绪十二年登上济南的演艺舞台。一个真实
的戏剧名伶，一个艺术形象，一字之差却
用了相同的艺名，谁能说这个黑妞不是黑
妮的艺术化身呢？此外还有莲喜、阎九、潘
玉儿、珠儿、凤儿、娟儿、锦儿、小喜、巧玉
等名角，济南的戏剧舞台曾经明星辈出。

明府城史话

《舌尖3》里介绍了陕西菜“花打四
门”，是用嫩白菜帮旺火热油制作的菜
品，因制作时勺内火花四起，故名。

其实济南菜的名菜“火爆燎肉”，
比起“花打四门”，无论从用料、技术难
度还是名气上都大得多。

1962年由当时的商业部饮食服务
管理局编写的《中国名菜谱》中就记载
了“火爆燎肉”，根据济南名厨彭珂的
操作经验整理而成。彭珂在济南市泺
口镇继镇园(早已歇业)任厨师，有五十
余年的烹调经验，特别擅长烹制黄河
鲤鱼。这本书中记载的济南名菜“糖醋
黄河鲤鱼”就是根据彭珂师傅的经验
整理而成的。

“火爆燎肉”是用“飞火”的技术制
作的名菜。“飞火”就是厨师在炒菜时
旺火热油，颠翻炒勺，引火入勺，菜肴
在炒勺内上下翻飞，菜随火转，火随菜
行。高手可以得心应手地引来飞火，凌
空而起，一个颠翻，火光戛然而止。这
是厨师的绝技。由于肉在火中处于半
爆半燎的状态，故名“火爆燎肉”。

“火爆燎肉”是用猪臀尖肉切成大
薄片，放入盆内，加葱、姜丝及蒜片、老
抽、甜面酱、香油及料酒拌匀，腌十几
分钟，使之入味。然后将炉火烧旺，勺
内放油，烧至油即将燃烧时，将肉片倒
入。这时引燃锅中热油，火苗沿锅边燃
烧，高达二三尺，在这熊熊烈火中厨师
要将勺内的肉片急速颠翻，并不停地
翻炒。烈火随之也在厨师的颠勺中时
大时小……约两分钟左右，火苗熄灭，
出勺。

“火爆燎肉”略微带有烧烤的燎香
味，色泽紫红，香嫩味厚，如配以大葱
段、甜面酱蘸食，则更具风味。这道菜
既具有烧烤的滋味，又有炒菜所特有
的风味，可以说是将“爆”这种烹调方
法发挥到了极致。此菜制作要旺火热
油，技术要求较高，同时操作者双臂须
用布裹住以免灼伤。

“火爆燎肉”不仅能展示厨师的高
超技艺，而且颇具观赏性。如果你有幸
亲眼目睹技艺高超的厨师“飞火”炒
菜，彼时炒勺在他手中有如魔术师的
道具，看火光四起，高达二三尺，闻菜
肴烧燎的香味，听手勺与炒勺伴随着
有节奏的颠翻而发出明快的叮当声，
确实是一种绝妙的享受。

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的何顺斌
先生主编的《山东菜烹饪教程》有一段
精彩的阐述，笔者转录如下———

爆这种烹调方法，山东人发挥到
极致，每当想起山东的火“爆”，总让人
浑身热血沸腾，心旷神怡……然而山
东人为火而生，望火而情溢，火在山东
烹饪人眼中早已不是“火”了，而是一
道绚丽的风景线，是一道奇特的齐鲁
大餐。油在勺内熊熊燃烧，火光闪闪，
耀眼无比，热流一浪高过一浪，不停地
迎面袭来，碰到如此情景，谁会无动于
衷，一点不惊慌失措呢？可就在这千钧
一发之际，且看那山东烹饪者神色镇
定，从容不迫，一副运筹帷幄的样子。
原料轻轻推入火焰之中，只听见“嚓”
的一声巨响，锅中火苗冲天而起，火焰
高达数尺，在响声中一下子跃过头顶，
一股巨大的能量，猛冲到人脸上，灼热
难耐，人被热浪一冲，精神抖擞了许
多，手勺不停地上下翻飞，左右舞动
着，原料在勺中不停并发出吱吱嚓嚓
的炸裂声，而且火焰自始至终都缠绕
在原料的表面，短短的几秒钟或稍许
略长，平平常常的原料，经过火的洗
礼，霎时变成天地间难寻的美味佳肴，
给人以火后重生之感觉，不能不说是
华夏民族在火中创造的最为独特的饮
食奇观，这哪里是在做菜，分明是一次
历险，把一幅山东人彪悍强壮、勇猛豪
爽的人文画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世人
眼前。有了火，人类告别茹毛饮血的野
蛮时代，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在
这个世界上，火中之道，也只有鲁人才
用得如此之精妙，也只有山东人才能
这样在火中创造奇迹！

济南老城居济水之南，故而得名济
南。

济水之北乃一望无际的平原，与河北
大平原连为一体，高粱玉米，夏日里庄稼
疯长起来，青纱帐绵延无垠，直抵京畿。城
北并非无山，鹊山、华山曾入赵孟頫的名
作《鹊华秋色图》，但体量不大，不过数个
山包，由于孤立而显得奇崛，竟得大名。

要看山，需到城南，待重阳佳日，天清
气朗，登千佛山顶，南面望去，与城北截然
两副天地，山东丘陵自脚下一路向南，连
绵不绝，携泰岱山脉、蒙山、沂山，莽莽苍
苍，奔腾而去。

古人论山川风水，以山之南为阳，山
之北为阴；以水论，则水之北为阳，水之南
为阴。济南居千佛山下，却是山之阴面，属
阴地；又居济水之南，亦是阴地；为双阴。
济南又为泉城，泉，亦为阴水，再得一阴。
济南人家居山水之间，实为三阴之地，得
一“坤”卦。《易经》里说：地势坤，君子以厚
德载物。故济南人素以义气、厚道著称，秦
琼秦叔宝便是代表人物。

济南城四面荷花三面柳，一脉阴柔之
象，但所产蟋蟀却是勇猛无比。

蟋蟀与蝈蝈不同，蝈蝈属阳虫，天越
是暴晒，叫得越是响亮。蟋蟀乃阴虫，喜暗
畏光，天黑了才叫。济南的风水大约对蟋
蟀比较有利。

从史料中看，济南虫当年曾名震京
师。

京城蟋蟀玩家恩溥臣，旗人，有稿本
《斗蟋随笔》遗世，记录了他本人自光绪二
十一年(1895)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40余年
间，在京城斗场上的上将佳虫21条，其中
著录济南虫两条，皆为大凶头。

《斗蟋随笔》所著录的第一条济南虫
出自丁巳年，即公历1917年，为济南“黄大
牙”，得自隆福寺市场之虫贩“四面陈”。

此虫黄圆头大，阔蓝项，紫黄方翅，身

背宽厚，六腿圆健，双钳红色，蠢大异常，
局中呼为清口虫王。初斗时有南城齐字等
购得刘海亭上好勇虫玉牙青一头。伊虫身
背雄厚，遍体黑毛，交锋时一挝便赢。是日
与黄大牙角斗，在场诸人以为必有一番恶
战，及至交锋，竟不能敌，勉强支持，即被
咬折一牙而惊窜矣。菊字曰：真好黄蛐蛐，
赢吾一上好虫。凯字曰：此虫好大脖子，好
大牙力。

又在那王府上广字大像黄麻头，只半
口，广字曰：此虫未见咬，如何即败，好快
口，好精神。从此威名大振，莫敢与敌者。
乃于十月二十五(即大雪后一日也)在宣武
门外方壶斋杨宅祭神，与元昌由天津觅来
上桌将军勇虫青大头角斗，未斗时，蛐蛐
把式二陈，素知其勇，暗告元昌曰：克秋之
虫，异常勇猛，不可与敌，须当避之。元昌
曰：吾虫系天津打遍无敌者，甚有底，不惧
伊虫。上桌斗时，元昌得意洋洋，以为必
胜，及至交口，青大头须卷牙损，望风逃
矣。在场诸人为之哄堂，皆曰：好大红牙，
好大钳力，好快口，真乃清口虫王也。茂
字、凯字、南帅、东平诸人皆欲争借，再上
几次桌。余黄大牙口快牙大，神欢骁猛，诸
虫避易，勇冠三秋。已然功成名就，不忍再
劳其勇，皆婉言谢辞之。诸人皆曰此虫今
秋可称为五路都虫王矣。祭神上桌，恭颂
至勇大将军神武都虫王。贴喜字封盆大
吉。

十二月二十八日荣终，即立春后第五
日也。

战功录
九厘四 八月二十五日上斋字名牙

上将铁青(毛项)，一狠口(牙坏一只)
一分 九月十三日上广字名虫大黄

麻头(一口)
九厘六 十月十一日上瑞字大像墨

牙青(清口，咬成坐墩)
九厘 十月二十五日(大雪后一日也)

大将军。祭神。上德字(即元昌)青大头(清
口)。系由天津上桌将军，在津时已打遍名
虫矣。

能一口将对手的牙齿咬折，此虫确实
势大力沉，直如《隋唐演义》里宇文成都的
鎏金镗，面前无三合之将。

《斗蟋随笔》著录的第二条济南虫出
自壬戌年（1922）冠勇大元帅——— 大红牙，
八厘八。

此虫头大足圆项阔，形方体厚，腿长，
遍身淡青，血红蠢牙，骁勇绝伦，力大无
穷，口快轻捷，牙似纯钢，锋硬无敌。诸虫
畏避，真英虫也。力挫星字有底名虫大白
牙，本春青麻，吓坏升字薄皮黄等虫；又上
广字上等名虫大像素黄麻者，伊虫曾上数
盆，爱若珍宝，下盆时以为必上，孰料方一
交锋，被大红牙一口，将素黄麻连腮带
额咬碎，伊虫痛苦已极，数次耸身，摆
脱不开，良久方由大红牙上将头摘出，
而胆裂魂飞矣。在场同人皆曰：此真乃
虫王也。解字曰：好厉害蛐蛐，好狠蛐
蛐。从此威名大振，莫敢再与敌者，勇冠
京师，威名远播，因年老腿残，于十月
二十三日恭祭虫王。颂曰冠勇大元帅。贴
喜字封盆大吉。

十月二十八日荣终
……
战功录
八厘四 八月初九日上星字名虫青

麻大白牙(口口香)
九厘四 八月二十五日上本春青麻

头(牙力大，好口)
九厘 九月十四日上广字墨青，升字

薄皮黄(均吓走)
八厘八 九月二十四日上广字大像

素黄麻(将素黄麻头额咬破，惊怕在场同
人)

将对方头额咬碎，当真是力大无穷，
数十年不一遇之霸王。

【齐鲁斗蟋旧事㈡】
□白峰

济南蟋蟀名震京师

戏里戏外
题壁堂

□孙一慰

“飞火”名菜
火爆燎肉

【泉城忆旧】

□孙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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