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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王军

据《历城县志》记载，济南贡
院建于明朝洪武初年，当时，贡院
号舍有五千多间。贡院有两层围
墙，外墙高达 5 米，内墙高 3 .3 米，
墙头遍插荆棘，故贡院也号称“棘
闱”。围墙四角各有望楼一座。

贡院大门在小布政司街即今
省府东街，为三开间，正中悬“贡
院”匾额，大门东西各有辕门一
座，门内建有“明经取士”、“为国
求贤”两座牌坊。二门俗称“龙
门”，门后有并列的四个门。

进二门有明远楼，登楼可对
整个贡院一览无余。从明远楼向
北到至公堂为一宽阔的甬道，甬
道东西为一排排应试的号舍，每
排号舍用千字文列号(如天字第
一号至第几号，地字第一号至第

几号)。号舍面南背北，砖墙瓦顶，
每间号舍高2米，宽1米，深1 . 33米，
仅能容纳一人在里面答卷。号舍
南面敞开，不安门窗，简陋至极。
内设两块木板，高者为写作的桌
子，低者为坐凳。每排号舍都有木
栅，应试者入内后即封号栅，至交
卷之日方打开。

贡院北有至公堂，其是贡院
最大建筑，堂北并列署衙三所，中
间为大临监办公之处，东为提调
道办公处，西为监试道办公处。这
些官员统称“外帘官”

三署北有一院，院正中为聚
奎堂(又名“衡鉴堂”)，为正副主考
官阅卷之处。堂东西各有一院落，
东为正主考居住处，西为副主考
居住处。再向北为帘官阅卷居住
场所，共三排。在此院办公者为

“内帘官”。 内外帘官不得相互

往来，由专人递送试题、考卷等。
每次考试前，历城县派人对

贡院打扫粉刷。考试完毕即封锁，
并派专人看守。

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因
来省城考科举者日益增多，原号
舍容纳不下，贡院将大明湖南侧
填埋，不断扩建新号舍。光绪年
间，号舍达14500多个。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
科举，兴办新学，贡院废弃。原址
已为他用，南面建有提学司署。民
国时期，提学司署先后改为济南
道尹公署和山东实业厅。1928年后
为山东省教育厅。解放后，改为山
东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今划入省
府大院。

提学司署北建山东官立模范
高等小学，1928 年后改名“山东省
立第一实验小学”。解放后，校址

划入省府大院。
小学北为 1922 年由著名画

家周爱周、俞剑华等人创办的私
立山东美术学校。1929 年后，该校
先后改为私立爱美中学、山东省
实验剧院，今划入省府大院。

再北为山东省立民众教育
馆，今划入省府大院。

至公堂以北建东西街道，东
接鹊华桥街，西连抱厦街至新西
门(乾建门，今大明湖西南门附
近)，也即今天的大明湖路西段。

街道以北原新号舍，东为光
绪三十四年(1908)，由山东学政罗
正钧倡议建造的山东省图书
馆——— 遐园。解放后，原图书馆一
分为二，东院划入大明湖景区，即
今天的遐园。今天，省图书馆在二
环东路建立新馆，老馆划入大明
湖景区，仅保留下1935年建成的红
砖楼“奎虚书藏”及老年书刊阅览
室；中间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建
立的济南官立中学堂，该校为清
政府下诏后济南开办最早的官立
中学，也为山东第一所有正式学
制的官办中学。民国元年(1912)，该
校改名“济南中学校”，次年改名

“山东省立第二中学”。民国三年
(1914)，该校与省立第一中学校、省
立第三中学校合并，正式命名为

“济南省立第一中学校”。即今天
济南一中前身。该校址后划入省
图书馆。

学校西邻，宣统元年(1909)建
咨议局，民国后改为山东省议会，
俗称“鸟笼子”。1975年改建为省府
机关宿舍，俗称“八座楼”,今划入
大明湖景区。

■民间记忆

从莫言赞美“我姑姑”的白牙说起

■口述城事

济南贡院的变迁

□邓撰相

莫言在长篇小说《蛙》中，赞
美姑姑道，“姑姑容貌也是出类
拔萃的，不说头，不说脸，不说鼻
子不说眼，就说牙。我们那地方，
是高氟区，老老少少都龇着一口
黑牙。姑姑从小在胶东解放区生
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喝过山里青
泉水，并且跟着八路军学会刷
牙。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她的牙
齿没受到毒害，我姑姑拥有一口
令我们，尤其是令姑娘们羡慕的
牙。”

莫言在这里说的他们那地
方的高氟区，是指高密因水中含
氟高，从而引起氟病多而严重的
地方。

氟病俗称糠骨病，又称黑骨
病。它是长期摄入过量氟而发生
的一种慢性全身性疾病，它不仅
损害牙齿，轻者出现氟斑牙(黑
牙齿)，而且损害骨骼，引起骨关
节的疼痛，较重者呈现关节僵硬
及运动功能障碍，严重者呈现躯
干变形和瘫痪(氟骨症)，以致造
成终生残废。氟中毒还能引起心
血管、中枢神经、内分泌、视器
官、皮肤等各组织器官的全身性
疾病。

这种病是过去高密的地方
病之一。以高密的胶济铁路以
北，从莫言的家乡向西北，到康
庄、大牟家、仁和、咸家、姜庄等
这些乡镇最多。

据《高密县志》载，1978 年
全县有 1 0 个公社 4 6 9 个大队
301447 人饮用高氟水。其中重病
区 121 个大队 57000 人。特重病
区，57 个大队 32025 人。含氟最
高值为 1 8 . 0 毫克。1 9 7 8 年和
1979 年，对高氟区 301447 人进

行普查，查出患氟斑牙者 256876

人，患氟骨病者 26178 人。
这些氟区的人们，几乎全是

一口黄牙(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变
黑)，这不仅使他们的身体受到
氟的侵害，也令他们精神备受压
抑，甚至感到失去自尊。

我的家乡大周阳，在胶济铁
路以南，虽村西北有涝洼地，但
村庄却坐在丘陵上，不属氟区。
每每看到氟区来走亲戚的人，人
们总是以鄙夷的目光望着他们
说三道四。然而，想不到的是，不
知什么原因，我家大姑却阴差阳
错地也嫁到了高氟区的仁和乡
旗台村。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
对大姑印象特别深刻。不
知是感情的原因，还是大
姑长得确实俊美，反正在
我的眼中，当时全村那么
多大姑娘小媳妇，数大姑
漂亮。特别那根又黑又亮
的大辫子，曾让我一直羡慕不已。

大约是在我八岁那年，记得
是一个秋天，西胡同的刘大妈，
领着一个身着灰色蓝褂子的男
人走进了俺家。那人长像挺好。
就是一笑起来，两排牙黄黄的。
我问姑姑那是谁，大姑脸儿一
红，什么话也没说。妈小声告诉
我说，这是我未来的姑夫。

不久，大姑把那大辫子盘上
一个髻儿，在呜呜哇哇的喇叭声
中，坐着花轿走了。

当时，俺家比较贫寒，对大
人结婚还懵懵懂懂的我，以为大
姑去了那家人家，一定会过上比
家里好的生活，然而过了不几
天，大姑就跑回来了。一进门，搬
起锅后的汤罐(过去高密农家都
把做饭时喝剩下的汤盛在泥罐

子里放在锅台后面，利用锅台做
饭的余热保温)就喝，咕咚咕咚
一气喝了大半罐，然后，扑通一
下子跪到奶奶的脚下大哭起来。

我望着大姑，脸黄黄的，整
个人儿瘦了一圈儿，嘴唇上爆起
一层皮儿。“我怎么也不去了！呜
呜呜……”大姑哭得泪流满面，
一面哭，一面说道，“那水又苦又
咸，一口也喝不进去……”

原来大姑嫁过去的那个旗
台村，地处涝洼，水咸且苦。姑夫
那口黄牙也因苦水所致。旧社会
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再
苦的日子也得受。没办法，奶奶
陪着大姑哭了半天，让爷爷卖了

半斗谷子，买了二斤白
糖，又用毛驴将姑姑送
了回去。

就从这，因为害怕
这又苦又咸的水，我总
是不愿到大姑家去。以
后大姑在那里生儿育

女，表兄表妹常跟大姑来走姥姥
家。我看到他们长相都很好，只
是一口黄牙难看得要命。有次我
们玩恼了，我骂表妹吃了屎。为
此表妹哭得好伤心，直到妈妈打
了我两巴掌，并安慰她说：“俺们
小外甥长的是金牙，你想长还长
不出来呢，是不是？”我在一旁听
着，难受得心里直流泪。

有一年，又是秋天，有人捎
信来说姑夫病了，奶奶一听很着
急，让爷爷备上车推她去看姑
夫。因为小车偏沉，让我坐在另
一边沉车。我一听去大姑家，想
起那水，那黄牙，怎么也不想去。

“那——— 捎着白糖哪！”奶奶从兜
里摸出一大包白糖让我看，还哄
我说大姑家有好多好多好东西，
于是我才很不情愿地上了车子。

1991 年，我回家看家。母亲
说：“你大姑去世时你不在家，如
今回来了，去给大姑上上坟吧。”

“如今去那里，不用捎白糖了。”
旁边的弟弟一句调侃的话语，引
起我几次走姑家的苦涩而辛酸
的回忆。一路上弟弟告诉我，姑
姑家喝的那水叫氟水，过去高密
铁路以北大部分乡镇都饮用这
种水，如今早都喝上自来水了。

为了了解真实而具体的情
况，途经高密城时，我走访了高
密市志办公室的杜主任。杜主任
一听我问起氟病，满怀感慨地
说：“这可是咱们家乡的一大变
化。过去高密十几万人受氟水的
折磨，不仅牙黄，而且致病。为解
除人民痛苦，从 1987 年开始，高
密县委县政府就带领全县人民
防氟改水，如今全市氟区群众都
喝上了纯净的甜甜的自来水。”
因此，如今的高密人，早已经告
别了那一口“难以启齿”的黄斑
牙。

“没把家里改水的情况告诉
她？”我问道。

“告诉了！”表兄说，“她说今
年秋天要回来呢！”

这时，一个老年妇女领着两
三个孩子欢笑着向这跑来，弟弟
介绍说，这是表嫂和她的儿女、
外甥们。只见孩子们又健壮、又
活泼。我特别注视着他们的牙，
我发现，他们一个个都洁白如
瓷，晶亮闪光。啊，黄牙、黑牙，这
痛苦与屈辱的象征，在他们这一
代终于消失了，多么令人欣慰与
自豪啊！在给姑姑祭奠时，我特
意在她的坟前浇了满满一大碗
甜甜的自来水，假若在天有灵，
我相信姑姑一定会露出欣慰的
笑容。

■饮馔琐忆

尹阁下凡肉
□马景瑞

在临清城乡赫赫有名的尹阁
下凡肉，是我初中同学李凤桐的
曾祖父李耀周创制的一种别具风
味的小吃，传承至今，已历四代，
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前几年曾
被评为山东省名小吃，2012 年 5

月又获得“中华名小吃”的殊荣。
制作下凡肉，用料很讲究，要

用散养一年的活猪宰杀后的猪
肉、猪头、猪蹄、猪耳、猪舌以及猪
的心、肝、肺、下水等。猪头、猪蹄
要精细加工，除净毛渣，剔去骨
头。尿泡、大小肠、猪肚要反复冲
洗，确保洁净。灌制尿泡、大小肠，
用肉要肥瘦适中，红白相间。这一
过程耗时费力，很吃工夫。准备妥
当后，将其放入带有老汤的大铁
锅内，加水，加佐料，用木柴火慢
慢炖煮，再把煮好的肉捞出晾干，
放在点燃的杉木锯末上面熏烤。
制作好的下凡肉呈棕红色，油光
发亮，香味扑鼻，肥而不腻，越吃
越爱吃。这种肉还有一个特点，耐
存放。冬天放两个礼拜不会变味，
夏天放三五天而不坏。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五十年
前第一次品尝尹阁下凡肉的情
景。1961 年夏天，家乡遭受严重
的涝灾，秋庄稼几乎颗粒未收。面
对饥饿的严峻形势，在落叶飘零
时节，我告别家人，到离家二十余
里的刘垓子公社尹阁村，投奔老
同学李凤桐去捡拾地瓜。这一年，
凤桐在临清师范毕业回到家乡教
小学。尹阁一带地势高，又是沙质
土壤，秋庄稼长得不错。我吃住在
凤桐家中，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在人家刨过的地瓜地里，用铁
锨细细地翻找遗留在地里的地
瓜。一天下午，我正在地里翻地
瓜，猛然间一股浓浓的肉香味直
扑鼻孔，我不禁又深深地吸了几
下，直觉得五脏六腑无一处不香
味四溢。回家见到凤桐，我问谁家
煮肉这么香，凤桐说：“是我父亲
煮下凡肉。忘了告诉你，我家三代
经营下凡肉，远近闻名。下凡肉出
锅时，说‘香飘十里’有点夸张，二
三里范围内准能闻到。”

我问：“为什么叫下凡肉？”
凤桐说：“我也搞不清楚，祖

辈就是这么传下来的。”
吃晚饭时，凤桐端来一碗肉

汤，内有少许下凡肉块。他说：“你
尝尝，滋味怎么样？”我用筷子夹起
一块肉放进嘴里慢慢咀嚼品咂，觉
得就像吃龙肝凤髓一般，那味道说
不出的鲜美。杜甫《赠花卿》中有两
句诗：“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
几回闻。”我套用这两句诗，回答凤
桐说：“此肉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
几回品。”饭后，我忽然想到，这两
句诗不正好说明下凡肉名称的由
来吗？我说给凤桐听，他说：“我说
不准，也许是吧。”

第一次品尝了尹阁下凡肉之
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那特殊
的香味还不时在嘴里回旋。上世
纪八十年代中期，老同学凤桐退
职后继承父业，在临清城区开办
了下凡肉铺，严格按照祖传的制
作工艺，精心制作下凡肉，不敢稍
有懈怠，很是辛苦。有时我到凤桐
的肉铺去玩，老远就闻到了香味。
所以，凤桐不用在报纸、电视上做
广告，那远近弥漫的香味就是最
好的广告；也不用上街叫卖，刚刚
制好一锅，就被小贩抢购一空。

我曾问过凤桐，加了什么佐
料使下凡肉这么好吃，他说：“佐
料很多，也有一些中药材，是祖传
秘方，从不外传。”既然凤桐把话
说到这个份上，我也不便细问了。
在临清，尹阁下凡肉只此一家(前
几年凤桐年过古稀干不动了，由
他的小弟李凤刚经营 )，别无分
店，不用担心假冒伪劣，因为别人
想仿制也仿制不了。

今天，位于济南的山东
省府东侧，有条南北街道名
叫贡院墙根街。此街南衔省
府东街，北接大明湖路。之
所以名“贡院墙根”，是因为
在明清时期，今省府东部分
至该街墙内，是科举考试乡
试的贡院。如今，历经百多
年的历史变迁，曾经规模宏
大的贡院已经看不到丝毫
痕迹了。

济南府贡院

贡院明远楼及内景


	B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