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烟台台的的清清明明上上河河图图
李树超

塔顶北麓连着一座远近闻名的
山峰，人称围儿山，海拔430米，其中
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据资料记载：顺治五年，不满清
政府统治，抗清领导人于七曾来到福
山张格庄，他发现这座山峰又高又
陡，是军事防御的要地。

那时，清兵被当地称作长毛子，
和地方土匪相勾结，残害百姓，十分
猖獗。为了庇护一方黎民百姓生命安
危。于七授赐“黑石社”(旧时地方民
团组织)魁首王东兴，在此山峰构筑
防御围墙。依当年清兵征剿起义军之
势，令务必抓住时机，速战速决。

王东兴知晓于七爱民心切，当即
组织带领临近十几个村庄，数百劳力
登上此山，就此取材，不分昼夜，经过
短时间内的大干苦干，搬石三万多立
方，垒起高一丈方圆两华里的坚固围
墙，容纳万民。后人称为“爱民围儿
山”。围儿山内松林密布，围儿山外悬
崖陡壁。现如今已被修起盘山路，游
人随意登山观光。举目远眺，开发区
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星罗棋布的村
庄，门楼水库生态美景尽收眼底。

围儿山从修起围墙虽未发生任
何动乱事件，但历经几百年的风吹雨
打，已刻满历史的沧桑。还好，至今围
墙无恙，记述着一段古人爱民的惊人
壮举。

围儿山
车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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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几天有亲戚自东北来，知道家
乡人最得意水果，烟台又是著名水果
之乡，事先就跑市场选购鲜果。可是
樱桃过季了，杏也少，只有水蜜桃正
当其时，便买了几样。待到亲戚上门，
敢情人家不稀罕桃子，说是早有贩运
到东北的，只想吃奇特的水果。我苦
笑：还不到时候，有好些水果尚未到
成熟期。

送走有几分遗憾的亲戚，再到市
场，我的眼睛又盯上桃子。曾居烟台
的作家冰心钟爱金沟寨茄梨，咱不敢
比，人家多讲究！我草根不忌土气，就
爱逮个杏儿啃个桃儿啥的，尤其是地
产水蜜桃。给亲戚买桃重点放在好看
上了，非桃色姣好者勿选。这回给自
己买桃逮，不大看模样现吃。生的不
要，就捡熟透的。又软又甜真好，入口
即化满嘴桃汁。为吃鲜桃，我宁愿属
猴！反正家住得不远，挤了碰了的桃
儿我也不嫌，熟透就行。卖桃大叔目
光里有几分感激，望着我也望着那些
甜蜜的桃。

买桃能体会出一点不同。真正成
熟的果子，外观可能有失靓丽光鲜，
内在的优秀品质却只有明眼人知晓。

买桃随笔
扈刚

闲情逸致

烟台的清明上河图，离开我
们的视野并不遥远，也就是25-
30年的光景儿。在上世纪七十年
代以前，东至东河岸边、中有西
河 (今西南河 )、西至大海阳河
畔，条条河上小桥座座、沿河垂
柳成荫，沿河沿街店铺林立，市
民坐在家里就可以赏识河景和
品尝垂柳依依的意蕴，几乎户户
都种有无花果。当时最繁华最热
闹的商业街主要集中在今天的
华茂小区一带，并以此为中心向
四面八方扩展。

1861年烟台门户开放，烟台
山下建起了开放管理机构东海
关，国外和南方商人云集如此，
尤以广东人居多，所以你现在还
可以看到那一条“广东街”；广东
街西部就是芝罘湾码头儿，旁边
的阜民街就是渔民集中居住的
地方，那里也就成了海产品集市
了。穿过北马路就是今天的华茂
小区，那里就是当时集商业、文
化、艺术、政治于一体的市中心！

每天清晨，东河、西河两
岸的人们穿过道道小桥，交汇
于此，或闲逛、或采购，忙得不
亦乐乎。那里有远近闻名的面
市街、菜市街、鱼市街，还有地
瓜市街、以瑞蚨祥为代表的绸
缎庄一条街，以生生堂为领头
雁的中草药一条街等等，而钟
表、金融、邮政、古玩、洋货则
主要集中在朝阳街一带，道署
街是官衙所在地，周围则到处
是店铺、到处是人群；经过几
百年的繁衍生息和现代资本主
义萌芽的催生、培育，当时的市
场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了，繁荣程
度也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也
许是买卖过于兴旺吧，可以起的
街名都起得差不多了，这怎么
办？又开了一条街，就叫“兴隆
街”吧！还不够用，以后又出现了
二道兴隆街和三道兴隆街，向南
穿过南大街一直到今天的建昌
南街一带就是当时规模很大的
草市市场，后改为煤炭市场；这
些商业街经营范围之广泛、品种
之丰富，不是用琳琅满目可以形
容的，每天那个交易量、尤其是
节假日、大集日，真是人山人海、
来来往往，但却也井然有序。只
是今天的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
的“城管”在哪里？

向东一点儿的丹桂街一带
就是当时规模很大的文化娱乐
街区，丹桂戏院是京剧票友的最
爱，街头的杂耍艺人被看热闹的
人们围得水泄不通、卖唱的艺人
婉转的歌喉不断迎来人们的声
声喝彩。小吃摊位更是比比皆
是，烟台馄饨、烟台片汤、杠子
头、海鲜馅饼、烟台焖子，那是应
有尽有、举不胜举。往南看去就
是宏伟的福建会馆，那里供奉的
是妈祖娘娘，往西依稀就是美女
云集的红灯区。当时踯躅烟台街
头的人们，是否真的感受到了这
座小城也许早已开始了从北方

小渔村到城镇和城市的嬗变了
吧？放慢脚步，往北一些就是远
近闻名的“大庙”，当时的大庙规
模不小，有多座殿堂和院落组
成，现在留下的大庙戏台只是冰
山一角罢了。

跨过横亘在西南河上的石
桥，就是今天的南洪街了，那里
同样是人头攒动、人来人往，当
时那一带集中着手工业加工作
坊。例如北马路一带的小商业街
(今小新街)和铁器加工为主的
铁炉巷(今纯仁巷)；往南往西一
点儿还有一条剪子胡同儿；东到
海港路、西至阳春巷还有豆腐一
条街(今多福巷，已拆)和纩丝房
街(今锦华街)；南洪街往北过了
北马路就是繁忙的烟台码头，漂
洋过海的客人就在这里踏上烟
台的土地。

尤其值得一书的是今振华
商厦附近的染坊街(以后改名叫
宴芳街，也许那个时候这街上的
美女太多了吧)，面积并不太大
的地域，纵横就有三道染坊街，
大小洗染加工店铺七八十家，真
是店铺云集、户户比肩，其激烈
竞争的程度可想而知了。家家都
在承接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活儿
源，遇到大晴天，一时间晾晒于
街头巷尾的布料织物，那是五彩
缤纷、蔚为壮观，不愧为当时烟
台街上一道最靓丽的风景！这里
就是烟台织布和印染工业的发
祥地。

走出染坊街往西走去，就来
到了大海阳河边，河上有一座拱
形石桥，名字是罗锅桥；想是因
为石质拱圈结构最为牢固安全
吧，所以把桥建成这个样子，倒
也真的闻名遐迩了！再往西走去
几百米，那里的通伸河畔有古老
的“烟台马车店”，来自青岛、海
阳、莱阳方向的商贾会在这里安
顿歇息或小憩，周围遍布着大小
旅店。

徘徊芝罘大街小巷，历史已
经远去，只有斑斑点点的遗迹，
但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是珍贵的
文化传承。真实地再现这幅清明
上河图的意义在于，不是要怎样
怀旧和评价历史，而是应当要向
过去学习什么？可以发现，很早
以前，芝罘的建设和规划是细致
和详尽的，充分体现了民生为优
的思想。有些遗憾的是，现在是
现代化了，小房子老房子陆续拆
掉，建起了高楼，但是不少街巷
的旧貌和走向纹丝没动，这不符
合合理调整、理顺路网、科学有
序的建设思想，仅仅是拆房再建
房，但不跟着时代的脚步走、做
出适当的调整和完善，这可不是
什么高明的规划。

芝罘清明上河图就是一部
活的历史，每一条河、每一条街
都有属于烟台的辉煌的过去、都
有一段儿动人的故事，这故事、
这传奇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褪
色。

三大件是指在某个时期
家庭所拥有最值钱的三大物
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
发展，三大件的名目也在不断
更迭着。如果我们把这些三大
件依次从前到后排列出来，就
会看出社会的巨大变迁与进
步。

从我记事起，上世纪六十
年代的三大件是大立柜、板柜、
木箱，一色的木制品。那时生活
极其贫乏，加上没电，自然也就
谈不上家用电器了，由此，大立
柜、板柜、木箱在家庭中的地位
就显现出来。平时除了存放家
人的衣服外，放在家里也是一
种摆设，看上去美观得体。因当
时贫富差别不大，且多数找木
匠制作，一般家庭都能拥有。

七十年代的三大件是自行
车、缝纫机、手表。那时自行车
比较普遍，是人们外出开会、赶
集、串亲戚的主要交通工具，也
是家庭不可缺少的物品。缝纫
机是大姑娘定婚向男方必要的
东西，以备婚后为大人孩子们
缝补衣服用。手表则是青年人
的专制。大部分条件好的家庭
子女都能戴上手表，尽管实用
性不大，站在人前还是挺有面
子的。

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三
大件是彩电、冰箱、洗衣机，完
全走上了家庭电器化的路子。

那时青年人结婚三大件必备，
小日子过得非常滋润。到市场
上买些东西回来放进冰箱里，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来人
来客也不必东跑西奔，方便得
很。对穿脏的衣服，铺脏的褥单
什么的，往洗衣机里一扔，该干
啥干啥，一会的工夫就会洗净
甩干，省事得多。吃罢饭往电视
机前一坐，天南海北的事都知
道，想换换口味听听戏曲，看看
电视剧，按着摇控搜遍全国，那
真是神仙般的生活。

新世纪的三大件是手机、
电脑、轿车。如今是信息化时
代，人人持有手机，不管走到哪
里，只要不脱离地球，一拨手机
便可找到，给生活带来了无比
的方便。现在电脑也很普及，大
部分家庭都能拥有，在上面查
个资料，搜个信息，做个生意，
包括聊天、游戏等便捷好玩。如
今轿车也走进了普通家庭，条
件好的买辆高档车，条件差的
买辆三五万的车。量力而行，只
重视拥有，不在乎贵贱，平时上
下班开着，气派，刮风下雨也不
怕。礼拜天、节假日拉着家人外
出旅游，别有一番风味。不知再
过十年二十年又能冒出什么三
大件来，可能是飞机、轮船、洋
房、机器人，也许是更科技实用
的东西，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到
那时定会给出答案。

老于先生
先星

说到那段岁月，我要讲到
一个平平常常的人，他是当年
烟台新世界商场文具部一名老
职工。这位老职工，在岗位上20

多年中，熟悉他的顾客称他为
“老于先生”、“老于同志”。

那时政治运动变着花样轮
番进行，政治运动的触角深入
所有角落，必然涉及所有的人。
可谓风云变幻，祸福难预。但不
管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
老于总是兢兢业业、默默无闻、
任劳任怨工作在自己的岗位
上。上班总要提前半小时，下班
总要拖后半小时。提前打扫卫
生做好上班准备，下班收拾柜
台整理好货架，竟是他习惯的
份内事。商场各个柜台每月都
规定了营业额，多是只升不降，
老于负责的柜台业务，每每都
是超额完成计划。其中的秘诀
即是，全心全意地扑在工作上。
据当时他的伙友讲：老于是个
闲不住的热心肠。据一位顾客
回忆说，自己的一支铱金笔尖
的钢笔不慎掉在地上，笔尖破
损，只好到新世界商场文具部
买支新的钢笔了。向老于讲明
是否有相同的铱金笔再买一
支，他竟然在他收藏的破损文
具零件盒里找出一个与原来的
铱金笔型号一模一样的笔尖。

换了上去，铱金笔完好复原了。
这位顾客要付款，老于笑着说，
不用交钱，这是废物利用。

老于就是这样一个有心
人，悉心想着工作，细心为顾客
服务。类似这类无偿为顾客服
务故事，广为当年顾客传颂，老
少顾客多愿意上他这个柜台选
购文具商品。老于为了扩大业
务，按照柜台业务接洽的约定，
自己用自行车带着货物，亲自
送货上门。当时市区多数中小
学的文具及办公用品，多是老
于亲自送去的，货物多了就用
三轮车装送。当年许多中小学
的总务主任，回忆到这位新世
界商场的于先生，无不夸赞：那
真是位顾客满意的热情周到的
售货员，不奸不诈，诚信第一。
真心微笑，勤快到家，难找这样
的好人啊！

于是老于年年评为单位的
先进工作者是理所当然的了。
我看到他身穿单位奖发的短袖
汗衫，胸前印个大红“奖”字，夏
季常常已被汗水溻湿，躬身忙
碌在自己的岗位上。毛主席当
年有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语录：
一个人做件好事并不难，难的
是做一辈子好事。老于是一辈
子都在做好事，小港城有口皆
碑。

那人那事

流光碎影

三大件的变迁
矫守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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