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时候我们住在市里大纬
二路附近的一个大杂院里。记得
那个大院里总共有五户人家，都
是普通家庭，生活条件都不是很
好。可大家生活在一起，互相照
顾互相关心，处处体现出“远亲
不如近邻”的和谐融洽。

比如说谁家来了客人，带来
点心、土特产什么的，都会给各
家送一点儿，虽然不多，但代表
着一份心意和温情。如果谁家遇
到什么事情，大家也都不约而同
地不请自到，力所能及地给予帮
助，那种情感是发自内心的，不
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家人呢。印象
深刻的是冬天买蜂窝煤，各家的
煤票集中到一起，有人负责去周
边商店借地排车，有人下半夜去
煤炭店挨号排队，分工明确。快
到中午时，几个壮汉拉着两辆地
排车，一趟就把所有的蜂窝煤都

买来了。既节约了时间，也省了
不少力气。尤其是对借不到地排
车或没有壮劳力的人家来说，更
是少了不少麻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各家各
户的孩子们都长大了，原有的房
屋显得更拥挤窄小了。都是普通
工人，指望单位分房，那简直是
水中捞月。于是，五户人家凑在
一起，商量着如何扩大住房面积
的事情。简单地说，就是在各家
门前的空地搭建一间小屋，或者
将厨房改建成卧室。大家经济条
件不好，请不起建筑队，就发挥
各自特长，自己动手。砖厂出售
的砖价格贵而且不好买，大家就
到附近的建筑工地拣破砖，到废
品回收店买来旧檩条。所需的建
筑材料准备就绪，找了个星期天
的清晨就热火朝天地开工了。王
叔在建筑公司上班，砌墙的活他

就包了，几个半大小子给他递砖
和泥当帮手；李大爷年轻时当过
和泥的小工，和灰和泥这个活他
老人家当仁不让。大娘大婶们成
了服务员，端茶倒水递毛巾做
饭，男女老少齐上阵，配合得非
常协调有序，反正没有闲着的。
那一天，我们院里可热闹了，吸
引着不少街坊邻里和路人前来
观看，他们都羡慕得不得了，纷
纷说像你们这么齐心的，真少
见。

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年，至
今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各家所
有的小屋竣工后，我们五家搞了
一次聚餐活动，各家出两个自认
为拿手的好菜，又到门口的代销
店买来几瓶酒，在我们那不大的
院子里摆了两桌，男人们一桌，
妇女孩子一桌，章二叔将过年没
有舍得放的鞭炮拿出来放了，李

大爷还兴致勃勃地拉起了二胡
助兴，连平时滴酒不沾的王叔都
喝了好几杯。那顿饭从中午一直
吃到傍黑天，大家边吃边聊，说
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认为遇到
这么好的邻居是福分造化，应该
好好珍惜。

上世纪末，由于城市规划，
我们这条街道需要拆迁改造，一
起居住了几十年的邻居不得不
各奔东西。大家既为住房条件大
为改善而高兴，又为多年的邻居
被迫分离而伤感。复杂矛盾的情
绪充斥在每一家、每一个人的心
里。记得那段时间，大杂院里出
奇地寂静，大家有事没事地都好
串门子，共同回忆着一些往事，
互相约定着以后常来常往。言真
意切，那情景非常感人，现在回
忆起来还历历在目，令人感慨不
已……

想念排球队的“战友”们

中山公园的正门位于经三
路和纬五路交界口，进门处有一
水池和假山，一旁的几株紫藤从
地面盘旋而上，像婉约女子起舞
的水袖，螺旋盘绕又交织错落着
覆盖在假山之上，春天里紫藤花
开，满满的紫色扑在山石上，仿
佛时光也凝固在那淡淡花香里。

清朝晚期，西方列强要求满
清政府门户开放，当时的山东巡
抚周馥会同北洋大臣直隶总督

袁世凯奏准清廷，在山东济南、
周村和潍县开设商埠。在济南商
埠规划中，确定经三路与经四
路、纬四路和小纬六路之间约8

公顷的范围内建立公园，1904年
该公园建成后称为商埠公园。

民国时期，“商埠公园”是当
时社会进步人士和早期中共党
组织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场地。
主要示威集会事件包括：1920年
10月，王尽美组织发起的“励新

学会”成立大会在公园的四照亭
召开，奠定了山东早期中共的建
设根基；1924年9月，十三个社会
团体在公园举行反帝大同盟万
人大会，揭示帝国主义列强侵占
中国利益的恶行，并要求废除对
中国行使的不平等条约。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
世，同年4月济南各界在商埠公
园召开了悼念孙中山先生的追
悼大会。为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
家，商埠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
至今全国各地仍有近四十家以
纪念先生而命名的公园，它们都
有一个相同的名字，也都有着共
同的情思与追忆。

1938年济南被日本侵略者
占领，日军在中山公园内建电
台、神社和很多军事设施，直至
1948年9月济南解放，公园成为
共产党的文化宣传阵地，1951年
改称为人民公园，在1986年孙中
山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又恢复

“中山公园”名称。
现如今，相对于济南其它公

园和旅游景点来说，身处商埠区
的中山公园显得狭小而僻静，也
极少被外地游客所知晓，平日里
来此的多是附近居民，成了健身
休闲的场所。值得一提的倒是园
内的旧书市场，2004年建立，每
到周末这里总会热闹一阵，低廉
的价格不仅吸引着本市的藏书
爱好者，连外省市的也都会赶来

“淘宝”，成为省内颇有名气的古
旧书市场。其余的时间里，公园
总是静谧的，在这古老僻静的园
子里，凡俗杂念一一褪去，只觉
岁月悠悠，莫不静好。

园浅少游人 草深多黄昏

笔者 1 9 5 6年初中毕业以
后，被保送到全名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济南体
育学校”学习，开始在山东省体
委和省体育场上课。1957年暑
假以后，我们搬到山东师范学
院以东、山东政法干校以北、占
地300余亩的新建学校(现在的
山东体育技术学院校址)。1958

年，山东师范学院体育系与济
南体育学校合并为山东体育学
院。

初中读书时，我是济南16中
学校体操队员。济南16中虽然是
初级中学，因为学校排球队参加
包括济南一中、山东省实验中学
等完全中学参加的济南市中学
生排球比赛获得冠军而名震济
南。所以济南体育学校在组建学
校排球队时，就把我选入学校排
球队，成为13名队员之一，参加
学校排球队训练。

在初中时，我虽然不是排

球队队员，在那种氛围内也经
常打排球，基本功还是有一点
的。在济南体育学校排球队是
中等队员，比赛时经常替换上
场。在与弱队比赛时还是主力

二传。
学校改为山东体育学院以

后，补充了几名新队员，我上场
比赛就少了，教练安排我当裁
判。由于自己刻苦学习，裁判水

平不断提高，在校际友谊赛、济
南市排球赛上经常当裁判。并
且还在北京男、女排球队和山
东男、女排球队的友谊比赛上，
当过几次主裁判。因此，在1958

年9月1日被授予国家二级排球
裁判员称号。

照片是学校排球队训练时
的合影。穿深色衣服的是教练
王克勤老师，前排右一是我们
班的班长王凤鸣，前排右三是
笔者，前排右四莱养玉和后排
左二杨敬珂也是同班同学。

1977年在济南举行全国篮
球甲级联赛时与王凤鸣见过
面，当时他在济南市中区体委
工作，在门票很紧张的情况下，
他给了我们禹城去的5个人每
人三场门票，还有两张决赛门
票。其他人已经54年没有见过
面了。在此祝愿共同参加训练
的“战友”们都幸福快乐，健康
长寿！

【泉城记事】

□贺书棋

文/画 张国华

曾经热闹的大杂院

┩刀道

【历下亭】

□辛玉

我从一个更北方的城市
来济南打工，工作的劳累可
以克服，倒是济南夏天的炎
热，令我难以适应。那天，我
一个人在闷热的房子里无所
事事，便溜达着去了趵突泉。
然而，就是那次的随意游览，
让我打定主意要在趵突泉度
夏了。

提到济南，人们首先想
到的便是济南独具特色的泉
水。特别是趵突泉，作为“天
下第一泉”，见证着济南经历
的岁月沧桑，也见证着济南
的变迁和成长。清朝山东巡
抚陈风梧有赞咏趵突泉的诗
句云：“一镜天光淡欲无，忽
惊平地涌玉壶。”当代诗人柳
亚子也曾赋诗：“水下由来性
沛然，奔流激湍一回旋。”在
众多的古今名流吟咏趵突泉
的诗文中，元代诗人赵孟頫
题在泺源堂的那副楹联最有
气魄：“云雾润蒸华不注，波
涛声震大明湖。”虽然诗人运
用了夸张的手法，却把夏天
的趵突泉描绘得波涛汹涌，
恢弘壮观。

今年济南雨水充
沛，趵突泉实现了连续
1 0 年 喷 涌 ，又 重 现 了
“水涌若轮”奇观。正因
为此，“趵突腾空”胜景
才能吸引海内外游客
的眼球，趵突泉的名气
才变得越来越大。

我是第一次到趵
突泉游览，先前虽然听

说过无数次对趵突泉奇绝景
观的描写，但真正置身其中
时，还是被它深深地打动了。
进入大门口，我本想边走边
欣 赏 一 下 公 园 内 的 园 容 园
貌，再去欣赏久负盛名的三
股水，但不承想才前行几步，
便被三股水喷涌的波涛声吸
引了过去。循声前行，还没等
看到三股水的庐山真面目，
就感到阵阵沁人心脾的凉气
迎面扑来。那种清凉，透着一
股清新和悦目，把你从头凉
到脚，从外凉到内。

我领略过泰山的雄伟、
苏堤春晓的美丽、三潭印月
的神奇，但在欣赏了趵突泉
水涌若轮的泉水、游泳的鱼
儿、岸边随风摇曳的垂柳的
奇绝美景，感受到趵突泉的
清凉如许时，我还是被深深
地折服了。这是一处多么奢
侈的景色啊！

在洛苑清泉石上流，你
可以停下来亲水、戏水，或者
乘船在泉水上游览济南的湖
光山色，感受泉水与城市浑
然一体的默契。在这里，你只
能让泉水把你包围被泉水恣
意洗涤……不仅如此，要是
你玩累了，还可以到泉边的
望鹤亭品一下泉水泡的大碗
茶，让心旌停下来，听泉水叮
咚、鸟鸣啁啾，看小雨霏霏、
万竹摇曳，内心像被过滤了
似的，安静又愉悦。当然，要
是想娱乐心情、品泉水美味，
公园内还有诸如曲水流觞、
泉水凉面、泉水西瓜等助你
消夏的实景演出和饮食。总
之，如此一番下来，你不想凉
快都难。

虽初来济南，但我已经
深深地爱上趵突泉，因为趵
突泉真是个安然度夏之地！

【80后观澜】

在趵突泉度夏

□付秀娟

学校排球队训练时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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