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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面又叫伏面 ，古称“冷
淘”，济南人俗称“麻汁面”，
是济南传统的夏季面食 。凉
面不是什么稀罕物 ，但颇有
历史，源于上古“伏日祭祀”

活动，说起来历史久远。

到了唐代 ，“冬月量造汤
饼及黍臛 ，夏月冷淘 、粉粥”，
夏天伏日出现了“冷淘”这一
消暑凉面 ，并在宫中和民间
开始普 及 。据《 唐 六 典 》载 ：
“太官令夏供槐叶冷淘 。凡朝
会燕飨 ，九品以上并供其膳
食。”杜甫还曾作《槐叶冷淘》
诗：“青青高槐叶 ，采掇付中
厨 。新 面 来 近市 ，汁 滓 宛 相
俱……万里露寒殿 ，开冰清
玉壶 。君王纳凉晚 ，此味亦时
须 。”这就是槐叶做的冷淘 ，

即将青槐嫩叶捣汁和入面粉
做成面条 ，色彩鲜碧好看 。为
了浸凉 ，人们将其盛入容器
放入井中或在冰窖中冷藏 ，
食用时加入料调味 ，就成了
爽心适口的消暑佳食。

济南夏季酷热难耐，尤其
是进入“上蒸下煮”的小暑 、

大暑节气后，许多人家都做凉
面解饥消暑。济南凉面的传统
做法可分为擀 、滤 、拌等几个
关键环节 。擀就是擀面条 ，和
好面醒好以后，将面置于案板
上 ，然后用约一米长 、直径五
厘米左右的擀面杖，将其一圈
圈地摊开擀平，最终擀成厚度
不足一毫米的圆形，然后对折
数次切成宽度适宜的面条。这
个过程需要力气 ，更需要技

巧 ，因为要做到薄厚 、软硬均
匀 。煮就是待凉水烧开后 ，用
大火将面条快速煮到八九成
熟，立即捞出放入凉开水中拔
凉 ，如此反复三四次即可 ，最
后一遍要滤干水分，将面条拌
开。拌就是在拔凉后的面条内
加入各种菜码，多为常见的胡
萝卜丝 、黄瓜丝 ，有的放西瓜
丝 (去外表绿硬皮后 ) ，或用水
焯过的绿豆芽等，然后倒入适
量的盐水 、香醋 、蒜泥 、麻汁 、

香油等混合成的凉汁即可食
用 。至此 ，一碗色香味俱佳 、

凉丝丝的凉面就算做好了。

当然 ，也有人家有办法
搞到春季保存下来的新鲜香
椿芽或薄荷叶 ，味道更是清
香扑鼻 ，也更让人眼馋 。在此

过程中 ，许多人家就地取材 ，
取用甘甜清冽的泉水进行拔
凉 ，效 果 非 常 好 ，也 很 有 特
色 。潘 荣 陛 在《 帝 京 岁时纪
胜》中对凉面的色 、时 、味进
行了描述：“夏至 ，是日家家
俱食冷淘面 ，即俗说过水面
是也……冷淘面爽口适宜 ，
天下无比。”

由于凉面味佳易做 ，加
之老济南有“家家泉水”的便
利 ，所以每到盛夏 ，不少人家
都做凉面解暑 。还有的人家
吃完凉面后 ，在汤中加入少
许蒜泥 、麻汁 、香醋 ，自制成
解暑消凉的饮料 ，既有泉水
的清凉 ，也有杀菌败火的功
效，很受小孩子的欢迎。

朋友几次打电话让我去看
看他买的新房子 ，无车一族的
我倒了两次公交车 ，才在高新
区找到了他的新房子。

新房子果然漂亮 ，三室两
厅两卫，布局合理。朋友快50岁
了，打拼奋斗了半辈子，又历经
半年辛苦的装修 ，现在大功告
成 ，朋友很有成就感地带着我
逐一参观他的“半生心血”。在

他的“丰硕成果”面前 ，我自愧
不如，不禁感叹“这家与家的差
距怎么这么大呢 ！”尽管朋友装
修使用的都是环保产品 ，但装
修 后 的 气 味 仍 然 在 房 间 内 弥
漫。朋友对我说：“不好意思，我
在家等商场送彩电 ，原先的那
个电视小了，我换了个55寸的，
你自己先到楼后面的山上走走
吧。”

眼前的这片小区是炸掉小
部分山体，在山脚下建起来的，
从修建整齐的台阶拾级而上 ，
经过几处人造景观 ，小建筑和
健身器材错落有致地安放在上
面，我很快就来到山顶。站在山
顶上放眼望去 ，看到东南西三
面 ，座座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
般林立 ，北面有一片松树和杨
树林 ，来前听朋友说原先这片
树林里有野鸡 、野兔还有小松
鼠什么的 ，我东找西看也没看
到 ，但是我听到了许多鸟的叫
声 ，悦耳动听 ，像天籁之音 ，这
让我兴奋不已。

沿着另一条弯曲的山道下
山 ，山路两边有各种各样的花
草 ，它们不因微小或生命的短
暂而放弃 ，依然顽强地生长并
骄傲地盛开 ，散发出淡淡的芳
香。山石的旁边有野生的柏树、

槐树、榆树、酸枣树、花椒树、桑
树，这些山野之树在贫瘠的土
地上扎根 ，在大自然的风霜雨
雪中生长，装扮并回报大地。

再往下走 ，在山的背阴处
有一条小溪 ，小溪的旁边长着
一些葱绿的水草植被 ，清清的
小溪水正在汩汩流淌 。天气燥
热一路走得头上冒汗 ，我走过
去用手撩起水花，泼洒在脸上 、

头上 ，无限的快意马上传遍全
身 ，然后坐在不远处的小亭子
下面休息乘凉，不一会儿，看到
几只鸟儿飞来 ，它们并不只是
喝水 ，其中一只鸟儿把头伸到
水中 ，然后再把满头的水像摇
拨浪鼓一样，洒向周围的鸟儿，
引得其它的几只鸟儿“叽叽喳
喳”闹个不停。我忍不住笑出声
了，小动物和人真是太像了，它
们也会戏水玩呢，此时，我如庄
周梦蝶一般，真像做梦啊。

这时，丝丝凉爽的山风吹
来，我脑中忽然冒出一首儿歌：
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
精灵……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
那绿色的大森林……在大自然
中我们都会快乐得像个孩子。

告别朋友之时，朋友问我
对新房子感觉如何 ，说实话我
对房子后面的小山 、树林赞赏
有加 ，却没有像朋友希望的那
样大力夸赞他的新房子 ，这个
结果让朋友多少有些意外 。弱
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我喜欢
简约平淡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
使我感到安稳踏实。

行走在石板路上

百年前老商埠区一开埠，
就成了济南名副其实的“经济
开发区”。铁路、电影、邮政、药
店、洋货、西餐、西洋建筑等新
鲜事物一股脑地涌进来，涉及
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之前在
内城和圩子墙里徘徊的老济南
人终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外
来风尚。今天仍保存的商埠区
纬三路107号的这栋建筑就与

“衣”有关。

中德《胶澳租借条约》签订
以后，德国进入山东染料市场，
德孚洋行就是德国人在济南府
商埠区投资建造的一所专营染
织颜料的商行，于1927年初开
业，经理叫德恩。最初，国人一
时难以接受洋染料，推销甚难，
面对滞销，洋行老板采取了特
殊方式并采纳了中国人的建议

进行推销，逐渐打开市场。一战
结束后，德孚洋行扩大经营范
围，从最初推销染料发展到后
来推销日用品，其中，“老飞鹰”

牌自行车广受民众欢迎。

洋行建筑的入门处水磨石
地面上镶嵌有“1921年”字样，
基本上可以确定为建造时间。

整栋建筑平面为矩形，前房后
院，坐西朝东，毛石墙基，水泥
拉毛墙面，建筑所有墙面的转
角处、大门的边框都以毛石来
加固墙体，具有典型的日耳曼
建筑特点。虽然主体建筑都为
两层，但最南面的建筑屋顶上
有一阁楼成为局部的三层，实
为一间东、南、北三个方向都开
有窗子的小房，南窗最小，是南
屋顶坡面上的一扇小老虎窗；

东窗最大，凸出于东屋顶坡面；

而北窗实为过道，通往隔壁洋
楼屋顶平台，空间运用颇费心
思。

另一亮点是此楼楼角处，
恰好又是经六路与纬三路两条
街道的转弯处，一个凸出的由
蘑菇石砌筑而成的圆形小屋嵌
进楼角，并沿小屋的外圈开三
个竖条形的小窗，像一座坚固
的石头碉堡，可以环顾南来北
往、东去西来的行人。这种方、

圆组合实不多见，既有个性，又
与地理环境巧妙融合，让人叹
服。

这座有着92年房龄的建筑
已显陈旧破败，但透过历史的
尘埃，还能依稀见到德孚洋行
昔日的繁荣。

五色杂陈德孚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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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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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泉水之外，济南这座
历史名城最宝贵的财富莫过于
那些老街巷了。而我则对石板
路情有独钟，每一次外出游玩，
都要绕上几道弯，去看看那些
石板路。

最熟悉的石板路当属泉城
路和芙蓉街了。作为省城第一
条步行商业街，泉城路素有“金
街”的美称，外地人来济南都要
过来逛逛，济南人更是乐此不
疲，平日休闲游玩都不能错过。

如果在过去，我会把泉城路视
为时尚购物的天堂，而在今日，
我却把视线转移到了她的肌肤
里，爱上了她的历史。

行走在石板路上的声音，
我有说不出的喜爱，鞋子踏在
石板上“哒哒”的声音，仿佛是
历史老人的诲语，又好像是来
了一次穿越。如果遇到下雨天，
那就更热闹了，分不清哪是汩
汩而冒的泉水，哪是雨水，只是

一个劲儿地嬉戏着 ；有情侣撑
起一把伞，两人在伞下喃喃低
语，完全不顾脚下的水，石板仿
佛在倾听着他们的爱情……

最赏心悦目的石板路就
是芙蓉街了 ，巷子窄 ，但非常
丰满 ，百年民居已经所剩无
几，但依稀能寻着清风古韵的
美感 。据父亲讲 ，很多老街巷
还有“水胡同”之称。早年间济
南没有自来水，有些人便用担
子挑着泉水走街串巷叫卖，时
间久了，石板路上常年湿漉漉
的 ，因此被称为“水胡同”，如
同这首诗所描述，“摇摇晃晃
铁木筲 ，水溅胡同人杂嘈 。汩
汩清泉担入户，世上辛苦两肩
挑”。

有位学艺术的外地朋友，
每次来济南都要带着照相机去
城区拍一些老街巷的照片，他
说，“我去过很多城市，见过很
多石板路，最喜欢的还是济南

的石板路。”我感到好奇，问他
是为什么，他回答道，济南的石
板路有说不出的灵气，给人以
浓浓的温情，不像江南一些城
市的石板路，布着厚厚的青苔，
又那般崎岖不平，好像带着些
许暴力。泉水赋予了石板路以
青春不老的姿态，如果把石板
路比作一位“精品男”，那泉水
就是他长相厮守的妻子，妖娆
又贤惠，风情又缠绵。或许，这
就是不同的意境吧，她传递着
这座城市的信条：豪放如稼轩，
婉约如幼安，爱则欲其生，恨则
欲其死。

最有美学意义的石板路
就是曲水亭街了 。听朋友说 ，
来济访问的一外国人曾这样
评价这条街 ，“有泉水 ，有酒
香 ，还有诗作 ，这就是中国文
化的集聚地啊！”如今，这里经
常举办民俗文化展，怀旧的剪
纸 、精美的脸谱 、栩栩如生的

面塑 、还有相声和评书专场
等 ，勾起我无尽的回忆 ，像水
袖烟波一般。与其说来这里是
看景，不如说是寻觅一份心灵
的宁静——— 悠久的历史文化
如同杯杯美酒，缓缓流淌入我
们的心房，来一次如梦如幻的
“曲水流觞”！

行走在泉城的石板路上，
没有了“家家泉城，户户垂杨”

的盛景和怡情，没有了郑板桥
笔下“荷香送爽棋声韵，曲水流
觞雅士情”的玲珑雅致，更没有
了“水胡同”的烟雨迷蒙，只有
石板路带给我们视觉的“流
觞”：或原地呆呆望着，或思绪
横飞，或情丝绵绵，或在现代与
古代之间穿越......让我从心底
陡生层层感动。

石板路已上升到一种城市
情怀了，因为她最接地气，最能
经得住岁月的磨砺，即便有些
破损，同样动人心魄。

【历下亭】

在山的那边
□尤怡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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