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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这个时候，济南已下了
几场大雪，但今年雪下得少，严格意
义的大雪封路、河湖冰冻并没有出
现。但在一百多年前，黄河的上冻、
冰凌比现在要多，有的冬天整个河
面就和现在的松花江一样被冻得严
严实实，上面足可以行车走人。《老
残游记》对黄河济南段的冰冻就有
详细的记载。

在第十二回《寒风冻塞黄河水

暖气催成白雪辞》中有一段店
小二与老残的对话。店小二道：

“刮了几天的大北风，打大前儿
(大前天 )，河里就淌凌，凌块子有
间把屋子大……到了昨日，上湾
子凌插住了，河边上的凌把几只
渡船都冻死了”。冰块有房屋这么
大，渡船被冻住，天气显然不是一
般的冷。老残在店里住下后特意
步行到河堤察看情况，他看到的
情景是：“只是面前的冰，插得重
重 叠 叠 的 ，高 出 水 面 有 七 八 寸
厚。”再往上走，冰凌更多，“只见
那上流的冰，还一块一块的……
后冰被这溜水逼紧了，就窜到前
冰上头去；前冰被压，就渐渐低下
去了……许多碎冰被挤得站起
来，像插屏似的。看了有点把钟工
夫，这一截子的冰又挤死不动了。”
这段话表明，老残看到的和刚才店
小二说的并无二致。

吃过晚饭，老残又到堤上闲步，
不过出了一件糗事：想到国难当头，
不觉滴下泪来，“一面走着，觉得脸
上有样物件附着似的，用手一摸，原
来两边着了两条滴滑的冰……原
来就是方才流的泪，天寒，立刻就
冻住了”。不仅北风紧吹，就是气温
也非常低了，短时间内竟把温热的
泪水冻成冰滴，这温度还真让人受
不了。

次日早起，老残再次走到堤上，
看到的情景比昨晚更惨：“见那两只
打冰船，在河边上，已经冻实在
了——— 问了堤旁的人，知道昨儿打
了半夜，往前打去，后面冻上；往后
打去，前面冻上。所以今儿歇手不打
了，总等冰结牢壮了，从冰上过罢”。
这还真应了上文中店小二说的话，
前面破碎后面就紧跟着冻上了，并
且随着时间越来越晚，上冻的速度
越来越快，就连两只破冰船也被冻
上了。这段话是说官员因有紧急公
务必须得渡过河，只能破冰行船，也
就是用人工将冰打碎，给船开出一
条路来，但因天气太冷，没想到的是
前面的冰刚破开就接着给冻上了。
天气之冷，冰冻之快，有点出人意
料。

船不能行，只好在冰上穿行，
但履冰过河也会有危险，因为谁也
不知道哪个地方冰厚，哪个地方冰
薄，厚薄不同承载力自然不同。所
以，有经验的人踩冰过河时都要拉
开距离，以免一人踩破冰块后面的
人也跟着掉下去。另外，随身携带
的物品也需在冰上用绳子拉着，以
免加重自身的重量，如果没有十万
火急的事，谁也不肯冒险过河。老
残回到店里，应邀还在墙上写了一
首诗，其中就有“地裂北风号，长冰
蔽河下。后冰逐前冰，相凌复相亚”
几句描写当时天气的句子。

上下游河水冰冻其危害远非
不便通行这般简单，更重要的是冲
斥河坝，极易发生漫凌决堤等现
象。以前，由于黄河凌洪来势迅猛，
凌峰流量增大防守困难，容易决口
成灾。因此，在历史上凌汛决口曾
被认为是人力不可抗拒的，故有

“凌汛决口，河官无罪”、“伏汛好
抢，凌汛难防”之说。但近年来，由
于温室效应，济南的冬天越来越
暖，黄河下游虽时有结冰，但大都
很薄，别说行车走人，就连大冰覆
河的场景也不多见了。转瞬百年，
如果老残先生有灵的话，不知该有
何感想？

曲水亭街：英雄城的“软肋”

有人说，了解一个城市
最好的方式，第一是走路，
第二是骑车，第三是坐公共
汽车。初到济南的时候，带
着 对 这 座 城市的 好 奇 与 敬
仰，我或骑或乘或走，在趵
突泉边感受济南的冬天，在
大 明 湖 畔 聆 听 夏 雨 荷 的 传
说，在芙蓉街里搜罗城市的
掌故，在解放阁上仰望历史
的天空。

我终于知道，济南有和
西北老家一样的大串烤肉、
大杯啤酒，有和家乡一样豪
放爽朗的男、女汉子，就连
济南的雾霾天气，也和家乡
的沙尘暴别无二致。济南，
和千里之外的家乡一样，雄
浑、粗犷、豪迈、豁达，城里
的每一口泉眼都喷涌着“路
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
出手”的血性与正气，每一块

城砖路石都镌刻着“打进济
南府，活捉王耀武”的英雄豪
气。

当我用双脚尽情阅读这
座城市的时候，一次误打误
撞的寻访让我有了惊奇的发
现。济南这样一座豪气的英
雄城，却有这么一条曲径幽
深、温婉淑惠的街道：家家门
口植栽的垂柳随风起舞，好
似翩翩霓裳，再匆忙的过客
也会魂牵梦绕、流连忘返；户
户 门 前 流 过 的 泉 水 汩 汩 轻
唱，好似款款情歌，诉说着对
心上人的相思之苦。小桥、流
水、垂柳、人家，是这条街的
主旋律，它会让你产生时空
的错乱感：这儿究竟是西子
湖畔，还是秦淮河边？它哪儿
也不是，它就是它，济南的曲
水亭街。

上帝从亚当的身体里取

出了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
由此我想，也许再铮铮铁骨
的汉子，也总有那么一根软
肋，充满着儿女情长。济南这
座 英 雄 的 城市恐 怕 也 不 例
外。曲水亭街就是济南的一
根“软肋”，它用另一种方式
诠释着济南；就如同那一城
伟岸山色所掩映的，却是生
如夏花般灿烂的柔情。济南
的面容，因为这条街更加丰
满、鲜活。

这条小街的深邃，还在
于它的超然。当人们厌倦了
人山人海、车水马龙，漫步在
这条街上，会觉得这里仿佛
是世外桃源，“不知有汉，无
论魏晋”。私底下，我对这里
世代居住的人家满是“羡慕
嫉妒恨”，因为他们家家户户
都是隐者，而隐者的最高境
界，不就是“隐于市”吗？

我和济南的其他上班族
一样，兢兢业业，忘我工作。
偶尔的黎明或傍晚，我会登
上千佛山探头向下张望，感
慨城市的日新月异、沧海桑
田。满目的灯红酒绿、高楼
广厦之间，我总是找寻这样
一条街道：随风摇曳的垂柳
映衬着古朴的人家，点点昏
黄 的 路 灯 点 缀 在 青 砖 黑 瓦
之 间 。这 里 没 有 鱼 贯 的 人
群，没有拥挤的车流，连飞
驰 的时间 仿 佛 都 要 在 这 里
停下来歇歇脚；这里有的是
城市高 速 发 展 背 后 对 传 统
的坚守，这里有的是新老济
南人那淡淡的乡愁。如今，
我 正 在 努 力 把 这 份 乡 愁 装
进自己的心底，然后，跟随
济南这座豪情万丈、侠骨柔
肠的城市一同向前飞奔，永
不止步。

□郭宁

过年期间，我们泉城的不
少市民都会到大明湖畔的明
昌钟亭，撞钟祈福迎新年。那
口大钟，声音浑厚低沉，仿佛
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那么这口大钟有着怎样
的来历呢？我曾看到过一张上
世纪初的老照片。这是一位外
国摄影师在1908年拍摄的钟
楼影像。从图上看，钟楼为两
层，十字脊屋顶，明昌古钟悬
在半空。钟楼前的横街是东西
钟楼寺街，竖街为南北钟楼寺
街。

中国的城市中，过去都有
钟楼和鼓楼，或前后纵置，或
东西对峙，晨钟暮鼓，司时计
刻。济南的钟鼓楼与其他地方
有些不同，鼓楼在布政司 (今
省政府 )门前广场之东，钟楼
在学院南部墙根处(今大明湖
南岸明湖居南邻)，一西一东，
却并不在一条线上。鼓楼为二
层飞檐结构，高5米多，长宽皆
为10米左右，由方石砌成，鼓
架上的巨鼓直径约有1 . 5米之
多。它原称谯楼，后叫严更
楼，明代崇祯十二年(1639)毁
坏，清代重修，改名鼓楼。而明
代所建的钟楼筑台三级，上立
栋宇四层，飞甍曲栏，低昂有
次。钟楼上悬有一口大铁钟，
号称“齐鲁第一钟”。

这口古钟已有 8 0 0年历
史，高2 . 4米，直径1 . 8米，重约
8000公斤，上有覆莲花纹和八
卦图饰。北宋末年，金兵侵犯
京师开封，济南一刘姓僧人为
报效国家，率数千民众赴京勤
王。刘和尚的义举为郡民所敬
重，本邑民众遂于金代明昌年
间集资冶铁，铸万斤巨钟，以
志景仰。当时，钟楼建在城内
开元寺(今省政协驻地)，大钟
铸成后，便安放在这座名刹
中。明初，山东按察司由青州
迁济，占城东部的济南府署
为衙，济南府署只得另寻治
所，开元寺也随之迁到佛慧
山半山。当时，附近百姓不堪
钟声侵扰，坚请济南知府陈
修移走大钟。起初，陈修以工
大力艰为由，没有答应。谁
知，邑中父老所请益坚。陈无
奈，只好应允下来。他令人备

好木瓦石墁，召集章丘、邹平
两县的二百余名民夫，用了一
个月时间，在大明湖畔原康
和尚院旧地建起一座新的钟
楼，寺院改称镇安院，后来又
改名钟楼寺。大钟便由济南
府衙门迁到大明湖南岸。钟
楼下面的台座为正方形，高4

米多，边长2 0米，夯土而成，
外以青砖包砌。楼阁四级，飞
檐耸脊，南面阁顶处有“悠然
见南山”横匾。

后来，钟楼寺改作湖南书
院、至道书院，佛号被书声取
代，正如清代诗人范坰诗云：

“康和尚院建钟楼，清夜闻声
警梵修。佛地改为文学地，大
鸣小扣更风流。”再到后来，书
院又易作提学道衙署。到了清
代康熙年间，又升道为院，称
提督学院。学院掌管全省秀才
的选考、岁试及贡生选拔和教
职考核。在此期间，大钟一直
担负报时任务，“剖昏晓，齐庶
政”，而“万家之众，勉勤作业，
朝夕闻鸿音于星月之下。”钟
楼因岁时久远，日渐颓圮，清
代康熙年间，官府予以重修。
巍巍钟楼，成为古城胜景；悠
悠钟声，相伴百姓生活。正如
济南文士徐北文先生在《明昌
钟亭记》中所说：“晨钟暮鼓，
声闻四乡，尤为湖山增色，万
家萦情，诚府城之宝器也。”并
且，“钟楼霁雪”被列为清代学
院八景之一。乾隆年间任山东
学政的阮元在《山左学署八
咏》之《钟楼》中写道：“台迴
烟波阔，檐虚夕照间。蒲牢静
无语，霜气满秋山。”这里所
说的蒲牢指大钟上的提梁兽
钮，蒲牢为龙之子，形似龙，
好鸣叫，可助钟声远扬。那
时，学子来学院赶考，人员出
入，都要绕行院东的学院街。
时钟楼矗学署西南，高台垂
构，万瓦在望，城郭邑居尽收
眼底。冬雪之际，天地皆白，钟
楼岿然，大吕庄严。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科举停止，学院遂废，这里改
为山东客籍高等学堂。客籍系
指本地以外的学员而言，山东
各高等学校的客籍学生悉数
拨入该学堂就读。辛亥革命

后，又改作省财政厅。解放后，
先后成为省粮食厅、机械厅、
省级机关宿舍等。景物变迁，
旧貌难寻，现已划入大明湖公
园新景区，各个时期的建筑物
荡然无存，其中，钟楼毁于日
伪时期，剩下的就这一座破土
台了。钟楼坍塌后，大钟便落
在土台上，我少时上学、放
学，从这里路过，隔着高墙便
能看到这口大钟的身影。

上世纪九十年代，明昌古

钟再次迁徙，越过大明湖，驻
足湖北岸的晏公台。徐北文先
生为之撰《明昌钟亭记》，并书
联曰：“金钟鸣处蛙声静；璧月
升时客梦清。”大钟两度迁徙
行走，从南而北，渐离市廛。现
在，学院旧地号称“明昌晨钟”
景区，遗憾的是，此地空余斑
驳钟台，却不见古钟身影。寺
院一钟，学院一景，八百年当
有一叶存留。我们期待钟楼重
建，古钟归来。

明湖古钟声悠悠

【流光碎影】

□魏敬群

曲水亭杯 有奖征文
协办：历下区作协 邮箱：qlwbqst@sina.com

欲渡黄河

冰塞川
□韦钦国

【名人印记】

春节，我们泉城的不少市民都会到大明湖畔的明昌钟亭，撞钟祈福迎新年。巍巍钟
楼，成为古城胜景；悠悠钟声，相伴百姓生活。正如济南文士徐北文先生在《明昌钟亭
记》中所说：“晨钟暮鼓，声闻四乡，尤为湖山增色，万家萦情，诚府城之宝器也。”

▲ 大 钟 现
存 明 湖 北 岸
的明昌钟亭。

 济 南 府
钟 楼 与 南 北
钟 楼 寺 街 。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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