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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 陈建绳

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坐落
在济南老城区的贡院墙根街北
首路西(正对鹊华桥街)，与西侧
的“鸟笼子”(省咨议局)仅一墙
之隔。

省民众教育馆是民国时期
由省教育厅主管的社会文化教
育机构，全馆四十余人。据1934

年《济南大观》载，山东省立民
众 教 育 馆 建 于 民 国 十 八 年
(1929年)，最初设在南关毛家坟
( 后 名 全胜街 ) ；民 国十九 年
(1930年)移至贡院墙根街。馆内
设博物、卫生、植物、矿物、艺
术等展品及国货、省产品、儿
童玩具、各种图书，“任人游
览、不收费用”。该馆在贡院墙
根街中间路西附设民众电影
院，为促进民众教育化，每日
加演有益民众的话剧。1934年，
电影院改建为山东省立剧院。

省民众教育馆内还设有民众学
校成人班、书词训练班、民众
问字处、民众代笔处。在府东
大街路北附设阅报所；在市郊
祝甸乡、土屋乡设有乡村实验
区办事处。此外，还办有《民众
教育周刊 (注音 )》、《山东农民
报》、《民众周刊》等十余种出版
物；每月举办一两次展览、比
赛、游艺活动，还常派员赴乡村
实验区、县民众教育馆巡回辅
导。济南文史专家徐北文教授上
世纪三十年代在泰安读小学排
练抗日题材的话剧时，曾受省民
众教育馆老师的辅导；1945年抗
战胜利后，徐先生又在省民众教
育馆艺术部从事辅导文艺青年
的工作。

济南是一座历史文化名
城，省民众教育馆在上世纪三
四十年代也留下了文人雅士的
足迹。如1948年后在台湾多所大
学任教、1981年后由美回国任全

国政协委员、北大客座教授的
著名作家、学者梁容若，1931年
起在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主编

《民众周刊》三年。由于省民众
教育馆与大明湖近在咫尺，他
对大明湖的花木楼阁、金石古
物、匾额题诗、文物典故等如数
家珍。梁先生自述：“山东人在
厚重里有潇洒，在淳朴里有灵
秀，在平凡里有器用……我在
湖边做客，住过整整三年，我玩
味过它的春夏秋冬，我领略过
它的晴雨昼夜，理解得越深，越
觉 得 它 的 可 爱 可 亲 。我 爱 齐
鲁，我爱明湖……”其脍炙人
口的名作《我看大明湖》一直
是台湾、香港中学国语课的必
修篇目，也是台湾每年中学会
考时国语科目涉及的出题点。

省民众教育馆是我童年经
常涉足的地方。省民众教育馆
往东几步就是大明湖鹊华桥码
头，每到夏秋荷香拂座的游湖

旺季，门口就聚集着三五成群
的“船户子”(撑船的业户)，争相
招揽游客，谈好价格就领到船
上。馆内宛如一座不大的绿树
成荫的公园，院南侧有一东西见
长的礼堂，主席台在西首，1949年
我读小学时曾在此参加过少先
队建队庆祝会，会后看了文艺演
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常路
过省民众教育馆，先往北再往东
再往北就是省图书馆 (今遐园
址)。每到星期日，我与玩伴一早
就聚到省图书馆大门前。等大门
一开，百米赛跑似的奔向“明漪
舫”(儿童阅览室)，童心雀跃的情
景至今记忆犹新。

省民众教育馆南侧是清末
废科举后建的抱厦街(今大明湖
路中段)，街南侧是原贡院一部
分即省府大院。1964年扩建大明
湖路、1975年拆“鸟笼子”建省府
宿舍时，省民众教育馆随之消
失。

老济南的省民众教育馆

隔 华亭

山东人喜食大葱远近闻名。“如
言山东菜，菜菜不离葱”，用葱爆锅
已成山东人做菜的下意识动作。鲁
菜的头牌代表作就是葱烧海参，这
道菜大葱是以主角的身份出现的，
吃的就是这独特诱人的葱香！

大葱蘸酱何等豪迈，酱可以
是面酱、虾酱、鱼酱、蟹酱、海兔酱
等，都好吃。山东大汉煎饼卷大
葱，吃得满头大汗，痛快至极。我
试过南方小香葱，用它蘸酱身子
骨太小，完全不是那个味。葱花炒
蛋是农村人待客的必备菜，也是
应急菜，百吃不厌。好喝一口的爷
们儿，居家小酌最佳的下酒菜仍
然是油炸花生米和葱花炒蛋。在
外地人看来煎饼卷大葱已成了山
东的代表美食。鲁西南一带的人
们几乎天天离不开煎饼卷大葱。
据说旧社会煎饼能不能卷上葱也
是衡量一个家庭是否富足的重要
指标。烟台的招远市有中秋佳节
吃大葱包子的习俗，先吃包子再
吃月饼。大葱包子以葱为主，辅以
肉块，滑美鲜香，没齿难忘。我本
人很喜欢的一个小凉菜是葱拌辣

椒。葱白、辣椒(要辣)各半，切粗丁
加小金钩海米、香菜末拌之，再淋
点味极鲜即可。宿醉后，非此菜胃
口不开。

山东大葱是真正的大而美。
如章丘葱株高一般在一米半以
上，最高可至二米，葱白长至六七
十厘米、最长的能超过一米，单株
可达1 . 5公斤，已然是世界葱王！
山东大葱挺拔、玉树临风模样美，
吃起来葱香浓郁、甘醇，滋味也最
美。

传说过去军阀在山东征兵，
为增加吸引力，一定要讲明在本
部队当兵有大葱吃，甚至要摆上
几捆大葱以证明所言不虚。外省
人讲我们的笑话：两个山东人打
起来实在拉不开时，送上几棵大
葱，两人就松开手忙于吃大葱，忘
记干仗那档事了。一篇回忆的文
章中说，1949年斯大林七十大寿
时，毛主席亲自选送了两火车皮
寿礼，一为江西蜜橘，一为山东大
葱。2006年阎明复同志讲，当时中
苏双方关系总体上是好的，但多
年来也有一些误会和不愉快。送
大葱就是源于上述笑话是“消气
用的”。但是我认为苏联人也未必

能够体会和理解到其中寓意。毛
主席的“大葱外交”以我为主、信
手拈来，何等潇洒大气！

计划经济时，在城市，白菜、
大葱需凭票供应。那时地方政府
每年都要召开若干次专题会议研
究白菜、大葱的供应问题。从生
产、运输、销售到确定数量、价格
等，每个环节都需认真安排、部
署，唯恐出现问题影响人民群众
的生活和社会安定团结。每家都
要买上几百斤大白菜，大葱也要
买上几大捆。大葱买回家后要认
真处理、晾晒，分若干小把放于通
风背阴处储存待用。正常的话大
葱能一直吃到来年春天。

生食大葱反映了山东人豪爽
痛快的性格，反过来也可讲是这
种性格养成了这种有别于南方人
的饮食习惯。我有一个同学七八岁
时从威海随父母到福建生活，给同
学“表演”生吃大葱是他的保留节
目，生猛威武镇住一片。这个同学
第一次到女朋友家时，未来的丈母
娘知道他是山东人，还特意为他准
备了一棵大葱，并强调：已用开水
烫过，放心地吃吧。

我有一个烟台乡亲，上个世

纪九十年代初在欧洲做外交官，欧
洲那时超市大葱偶有卖，品质差、
价格也很贵。后来他说通了房东太
太，将租来的小楼周围的草坪改造
成了菜地，从山东弄来了大葱种
子，当年就喜获丰收。他在家里搞
了一个大葱“派对”，邀请“大葱控”
们参加。大葱炒肉、大葱炒蛋、大葱
蘸酱、大葱猪肉水饺，管够。走时每
人还赠送两棵大葱，用红丝带精心
捆扎，皆大欢喜。只是每年必须从
山东捎来种子来种，否则大葱品质
严重下降。看来山东大葱还是有很
深的家乡情结呢。近年我到欧洲
时，发现现在超市大葱卖得多了
一些，但品相确实不佳，粗糙、葱
白也不紧实，吃起来口感很差。我
研究了一下欧洲饮食，确实鲜见
大葱，既不是食材，也非调味品。

山东人喜爱大葱，生活中离
不开大葱。山东大葱从人格化层
面分析，像其他辛辣类蔬菜一样，
个性鲜明。但山东大葱的辣，辣得
有节制、有韵味，不像辣椒，辣得直
白、辣得肆无忌惮。一方水土养一方
生灵。山东大葱淳朴大气、富有个性
又不失平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
山东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民间记忆

山东人与山东大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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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里
缝香囊
□ 王绍忠

农历五月初五为民俗“端
午节”，是我国三大传统节日
之一，据传端午节是为纪念爱
国诗人屈原而来。为使屈原的
身躯长时间保留，民间还有插
香艾、缝香囊的习俗。

因为五月各种毒虫滋生，
为祛除蝎子、蜈蚣、毒蛇、蛤
蟆、壁虎(俗称“五毒”)，各家各
户均在门框上插上艾条，用于
避邪恶、驱鬼蜮、防瘟毒。在章
丘、邹平一带有民谣唱道：“端
午当天不插艾，来世会变猪八
戒。”还要用煮艾叶的香水净
面、擦身，传说一年会不染瘟
疫，老幼吉祥平安。

另外，在绣江河两岸，过
端午还有缝“香囊袋”的民俗，
又称“香荷包”、“香布袋”。端
午之前，各家主妇便挨门逐户
地收敛巴掌大小的彩绸(布料)

一方，然后，由心灵手巧、针线
活精湛的村姑、妯娌动手设
计、剪裁、缝制。香囊袋的形状
多如繁星、数不胜数，天上飞
禽、地下走兽、人间宠物均可
缝制。为使形象逼真，囊内要
贴上硬衬，塞上棉絮，最后撒
入从中药铺买回的“香药”。

香囊缝好后，要用五彩
线——— 红、黄、蓝、白、黑象征
五行，有防瘟驱邪功能，用彩
线做挂绳，由女当家人分给每
个孩童一对，可以挂在脖颈
上，也可以拴在手腕上。拿去
嗅香、比秀、玩耍取乐；还要为
家庭长者的旱烟杆、水烟壶、
龙头拐杖各系上一枚。缝香囊
的本意为投江而亡的诗人屈
原护躯防腐、拒邪恶近身、避
毒虫叮咬。后来演变成女子针
线工艺比赛的一种家庭活动。

我清晰地记得，幼时，母
亲总是在每个蚊帐的顶端、四
侧缝上振翅欲飞、栩栩如生的
梁燕，还有启口吐舌、惟妙惟
肖的溪蛙，黄中透红、鲜艳欲
滴的寿桃，七角舒张、火红欲
燃的七星花……整个蚊帐俨
然变成了色彩多样、花纹各异
的香囊大世界。我每晚都凝目
瞅着、数着，然后便进入浓香
扑面的梦乡。

1932年省
民 众 教 育
馆 内 举 办
的 儿 童 书

画竞赛。

■

山东大葱从人格化层面分析，像其他辛辣类蔬菜一样，个性鲜明。但山东大葱的辣，辣得有

节制、有韵味，不像辣椒，辣得直白、辣得肆无忌惮。

■老照片

清中国海域疆域图
┬ 张爱敏

在蓬莱阁景区近期举办的一次鉴宝活动中，
一幅老地图引起了专家们的一致关注。鉴宝现场，
一位持宝人所持“清光绪乙丑皇朝直省地舆图”经
过专家的认真鉴别，认定这是一幅“清中国海域疆
域图”，为在场专家第一次见到。

在整体图上，大家都很欣喜地看到现在引起
国际纷争的岛屿问题，在版图上都有清晰标示，分
别标明是“吕宋属岛”（图中画圈处）与“琉球群
岛”。由此再一次证明，我国对这些海域及岛屿所
应享有的国家海域领土主权与管理权。专家一致
认定，这件历史时期并不久远的文物，为此次蓬莱
鉴宝之行的惊艳一瞥。这件文物的价值，不在于它
的市场价格，而是在于它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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