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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追寻寻逝逝去去的的潍潍县县背背影影
一直相信，一个城市乃

至一条街道，都有它的独特

气息。漫步城区的白浪河旁，

所过之处，皆是炫目的光与

影对过往无限的追忆。再来

到这儿时走过的城门洞，徜

徉在这片平凡静谧、镌刻着

上溯文明历史文化的古城墙

旁，依稀看到小伙伴玩耍的

身影。历经风雨，而今内心愈

加从容淡定，最难以割舍的

还是对老建筑的眷恋……

老城墙
提起老潍坊的城墙，现

在的人们，很自然的就会想

起白浪河畔、亚星桥两侧的

城墙。而这几段城墙，在 1987

年修建市区白浪河公园时，

已经对它进行了全部重修，

旧貌已不复存在。

在我儿时的记忆当中，

城里的西边部分和北边部分

还没拆除，基本上还保留着

解放潍县战役时留下的模

样，墙面到处是被枪弹留下

的弹坑，垛口及墙砖已全无

踪影，上面长满了荒草和野

生的酸枣树，只剩下光秃秃

的黄土路面和被人们取土留

下的一个个深坑洞穴。记得

在撞钟院前街靠近城墙的地

方路南侧，有一家摊煎饼的

小店，加工一斤玉米面只有
2 分钱。据我所知那是在城

里唯一的一家了，一般我隔

一段时间就去一次，有两位

老奶奶在不住的忙着，因来

加工的人多，我只好将带来

的面子过秤付钱后，便爬上
高高的城墙去玩耍去了。从
城墙上向西望去，一望无际

的麦田尽收眼底，城墙脚下，

月河水清澈见底，我与城墙

上玩耍的孩子们嬉戏打闹

着，好不开心。

大概在 1972 年的时候，

西月河被填平修建了现在的

月河路；西城墙被拆除，在城

墙根上建起了潍坊的第一批
红砖(炉渣砖)四层楼房，即现

在的月河楼，我家所在的坝

崖北街上的街坊邻居，大概

有十多家住户因东风桥重建

碍事，便迁居到了这片楼上。

在当时成为潍坊人最羡慕的

楼房。

而城北边的城墙，则比

较幸运了。我的中学时代，就

在城墙北侧不远的潍坊五中

度过，那时的北城墙上面，还

竖有一个废弃的、锈迹斑斑

的铁塔，我们叫城墙铁架子，

好多爬梯上的把手已经缺
失。这可是潍坊的最高建筑

物，放学后，我们同学好友经

常爬到铁塔的顶端眺望，全
城美景尽收眼底，在能见度

好的时候最远处可看到南边

的飞机场。在向阳路北首城

墙南侧的一个院落，建国前
是潍县的县治，建国后则是
潍坊的公安局所在地。于

1984 年的时候向阳路向北延

伸，开通后城墙成为了两段，

现已作为潍坊城区内的历史
遗迹予以保留。现在到向阳

路潍城公安分局附近，还能

看到。

小石桥
小石桥，也就是通济桥，

俗称小石桥。是在东关古城

墙上通济门外连接潍城、奎
文两区的一座小桥。

在儿时的记忆中，小石

桥曾经消失过一次，那是在
1974 年夏天，连续的降雨天

气已持续了十天左右。在一
个风雨交加的深夜，美梦中

的我突然被家人叫醒，被告

知现在河里发了大水，让我

跟姐姐妹妹等赶紧到姥姥家

躲避一下，等走到大门口一
看，通济门上的城门洞已上
好防水闸板，河水已没过小

石桥的桥面，小石桥已完全
消失了踪影；南边东风桥那

高大的桥墩也不见了踪影，

浑浊的河水携带着杂草树枝

等，滚滚向北流去。北坝崖街

小石桥以南路段也全被淹

没，街面已无法通行，没办法
只能将后窗户的铁窗棂拆

掉，从和平路走掉。直到第二

天的上午七八点钟才回到家

里，这时的水位已回落到小

石桥桥面以下，街面也已恢

复，但已是一片狼藉，泥巴、

烂草、杂物到处都是，多处沿

街的河堤已经坍塌，河边的

几处房屋也已被洪水吞噬。

经过这次的洪水考验得

知，城区白浪河上的六座桥
梁，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损伤，

国防桥(现健康街桥)西首桥
面损毁严重，部分已坍塌；东

风桥(现亚星桥)1973 年 7 月
1 日重建通车刚刚一年，部

分桥拱上的构造柱就出现了

裂痕，之后就加上了钢箍；北

面的大石桥(现福寿街桥)石
块被冲的七零八落，惨不忍
睹，其余暂不一一赘述。就说

这小石桥，在洪水过后，已能

看得出桥面明显向东倾斜，

混凝土内的鹅卵石已显露在

外面，甚至有几根桥墩已能

看到里边的钢筋。即使这样，

人流、车辆等依旧从桥上通

过，继续毫无怨言地为人们

提供着方便。

大集
说到小石桥，就不得不

提一下桥西头的老潍坊大
集，在潍坊的坝崖北街与北

大街路口附近(现今的白浪

河福寿桥西首南侧)，小石桥
西首一个叫老驴市的地方，

老潍坊人也称为裤裆，是一
个三叉路口。每当农历的逢
五排十，从四乡八邻赶来的

熙熙攘攘的人群，蜂拥而至，

与过往车辆混在一起，挤的

大街水泄不通。当时就有“买

不着、上潍县，卖不了、上潍

县”之说。当时的顺口溜，就

证明了人们来自路途的遥
远：“起了个早五更，赶了个
晚大集，买了个萝卜当了个
梨，咬一口、是辣的，回去换

了个带把的……”。经营炉灶

钩铲的、钉驴掌的、开朝天锅

的、卖烟叶、蔬菜水果、粮食
食品的等等各式的摊位，与

夹杂其中一些操着各种口音
叫卖声的部分流动商贩，如
算命的、修伞的、卖猪胰子的

以及还有口似悬河、打场子
卖艺的杂耍艺人等，叫喊声
与各种气味掺杂在一起，使
整个集市到处是人潮涌动、

嘈杂不堪、热闹非凡。

那时候，在大集上我最
喜欢看的就是练武功、耍杂

耍的卖艺人了。记得当时在

潍坊有个叫赵二愣的师傅，

此人无正当职业，常年以卖

艺为生，为人风趣幽默，言谈

妙语连珠，武功甚是了得。据

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就能将

缠绕在他身上的五圈铁丝挣

断，我经常见他在集市上所

练的功夫那就是绳镖了。将

一个钢制镖头用三米多长的

绳子拴住，在身上缠绕飞舞

几圈后，准确无误地打在了

一个离其二、三米开外、放

在一个酒瓶子上面的苹果

上，顺手一带，便将苹果拿

在手中，酒瓶子却纹丝不

动。惊呆的围观者爆发出一
阵阵叫好声，惊嘘声赞赞不

绝。紧接着，便拿出了一些
包着自制的薄荷糖块的纸

包，分发给大家。此糖我也
吃过，乃是用地瓜油加薄荷

制成。有钱的人可随意拿上

几角或几分钱表示谢意，无

钱的人也会叫一声好来捧个

人场。收摊散去时，大家意
犹未尽，好多人还跟出去老

远，以示敬仰之心。

潍坊的大集，仿佛是昨
天的事，回想起来，历历在

目，记忆犹新。现在人们购

物，早已被现代化的超级市

场和便利店所替代；地摊式

的朝天锅，现今也已成为了

饭店的一道特色小吃，部分

星级酒店还作为招牌经营；

而街头的武术表演，也早已
不见了踪影，只有在孩子们

电脑中的游戏里寻觅它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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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潍坊，在喧嚣繁华的背后，已很难寻找自然的宁静。透过这

些老照片，看到现今已被钢筋水泥替代了的这些老房古居，对历史那些

渐行渐远的背影，眼前的这座城市，既如此陌生，又如此熟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