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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阳

澄波湖

仁风的

“三半截”酒席

田邦利

以济阳县的仁风为中心，南
至黄河，北至土骇河，西到曲堤，
东到惠民县的大年陈，儿娶媳妇
女出嫁、祝寿、会友等，设宴摆席
很讲究，讲究“席必名”。也就是
说，设宴摆席，摆的什么席要有个
名堂。酒席的名称不同，其档次与
规格不同；一说酒席的名称，就知
道酒席的档次与规格。由高到低，
有“三半截”、“两半截”、“四顶六”
和“四盘八碗”。“三半截”酒席曾
极负盛名。

“三半截”，顾名思义，酒席分
一、二、三共三截(两截中间客人离
席小憩)。

过去，摆“三半截”，只能是财
主家，农家小户摆不起。改革开放
后，人们都富裕了，可也没人再摆

“三半截”了。对鸡、鱼、肉已不是
那么稀罕，吃不了，浪费。再者时
间耗不起，现在，时间就是金钱，
谁还能坐下来沉住气地吃喝一
天？“三半截”没了，“四盘八碗”也
没了。

仁风的“三半截”酒席始于何
时，笔者没有考证。“三半截”酒席
没了，但“三半截”酒席还挂在人
们的嘴边。日常交往中，有事求
人，请人喝酒，被请的人若对请他
的人不屑一顾，背地里会“哼”一
声，说：“你就是摆‘三半截’酒席，
我也不去！”被请的人若不忍心让
请他的人破费，会当面对请他的
人说：“谁和谁呀，你就是摆‘三半
截’酒席，我也不去。”意在谢绝对
方。

一个地方的习俗，是一个地
方的标志，就像人身上的胎记，难
以褪去。

在近现代历史上，济南人中曾经出现过3位上将，
卢永祥便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位是历城人孙传芳、商
河县人上官云相。卢永祥于1917年到1919年修建的卢
宅，更是济阳闻名的历史建筑。

卢卢氏氏故故居居：：百百年年老老宅宅中中西西合合璧璧

虽为乱世枭雄，生于孔孟之乡的
卢永祥，却具有浓厚的乡土情结。
1917年，时年50岁的卢永祥，回忆自己
往昔戎马生涯，对家乡所做甚少，于
是萌生了在自己家乡济阳回河镇举
人王村修建一座宗室祠堂的想法。
1917年到1919年，历时三年，卢永祥差
人在家乡的宅院终于将其修建完成。

当时的卢宅是一座占地约7亩
左右的宅院，建造之时，正值卢永祥
权力极盛之时。宅院整体恢弘大气
却不失典雅；厚重朴实的青砖灰瓦，
低调却露着掩不住的高贵；屋脊上
雕刻着奇花异兽，给宅院添了几分
威严；宅院走廊更是别具风格，蓝底
白花的顶柱，寓意凝重的浮雕，无不
显示出卢永祥对于家乡这所宅院的
牵念。

卢宅是一座典型的济南四合院
布局，正北面是四楹抱厦的正房，东
西厢房严格按照方位布局依次建成。
其中，中式门楼两边连着两座欧式风
格的拱形旁门。东边旁门上额雕刻一
朵莲花，西边旁门则雕上了“金鸡报
晓”的图案，东为“大吉”西为“大利”。

走进屋内，祠堂侍奉的卢氏牌
位虽早已被撤走，但祠堂当年的威
严气氛能让人不免正襟而立。屋顶
高阔，一览无余，空荡荡的屋子让人
感觉说话都有回音；涂黑的房梁与
屋顶，黑压压的让人想到身为大家
族的一员，自身的渺小与无助。

乱世枭雄卢永祥

历时三年修祠堂

百岁老宅几经坎坷，只剩残垣断壁

“起初，卢氏大宅用作卢氏
祠堂。平常一般人都不能进来，
只有到了开大会、祭祀的时候
才能进来。”熟悉村里历史的卢
继生讲道。

1867年出生的卢永祥家境
贫寒，只读过三年私塾，1890年
便出外投军。行伍出身的他对
于教育却格外重视。因此，卢永
祥专门在宅院西侧建了一所惠
民学校，学校开有北门和侧门，
学生日常主要从北门出入。据

《济阳县志》记载，该学校在当

时规模颇大，有北面正房3间，
西面侧房7间，东面侧房3间，南
面还有5间，共18间，其中3间为
办公室，为附近四五个村庄的
孩子提供了便利的教育条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卢宅
被回河镇政府回收，用作粮食
所。当时周边几个村子的百姓
都来往于此兑换粮食，又因宅
院地处举人王村的中心，一时
间宅院门口好不热闹。

“那时候这里特别繁华，平
时大集就在这门口，过年过节

的时候好几个村的村民都来这
里玩，尤其是正月十五看花灯
的人非常多。”提起当年的盛
况，村子里的老人总有说不完
的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回河镇
粮食所搬走以后，卢宅紧接着
被用作学校，院中正冲大门的
雕塑便是这一时期修建的。雕
像周围高耸的松树与庞大的冬
青见证了这所学校的历史。如
今，学校早已搬迁，但墙壁还清
晰可见“天天向上”的字样。如

今百岁老宅剩下的只是断壁残
垣。如同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
生机全无，只剩了颓败与沉重。
青瓦飞檐枯草弥漫，灰砖墙壁
上更是瘢痕累累。

“小时候，去卢大人大院里
玩是每个孩子感到骄傲的事
儿。”老家在济阳县回河镇举人
王村的卢女士回忆起卢永祥故
居的景象，仍历历在目，那时候
故居的后院是一个巨大的后花
园，里边种满了夜来香，“站在
里边觉得特幸福”。

卢永祥故居东门上雕刻的莲花图案。 见习记者 王杰 摄

见习记者 贾君婧 王杰

济阳风俗

为了给济阳喜爱摄影和文
学创作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展
示自己的平台，《今日济阳》特
开辟《澄波湖》副刊专版，主要
包括“我拍我秀”、“济阳地理”、

“济阳文化”、“古城旧事”、“名
人轶事”、“澄波湖畔”等栏目。

其中，“我拍我秀”为广大
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
的平台，投稿图片可以是济阳
的风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
趣或感人的场景；“济阳地理”
主要介绍济阳本地的一些老街
老巷、古镇村落、山川河流，以

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名
人轶事”则主要介绍济阳名人
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故事。喜
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
己创作的散文、诗歌等发给我
们，我们将择优刊登。

稿件要求原创，投稿者若

抄袭、模仿他人作品等侵犯他
人知识产权的；或者稿件内容
侵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人格
权，由投稿者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自负文责。

投 稿 邮 箱 ：q l w b j r j y @
163 .com QQ群：229717843。

征集令

▲澄波晚霞 邱军 摄

▲冬之韵 邱军 摄 ▲澄波桥影 邱军 摄

济阳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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