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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京溪

风儿暖晕了大海里的鱼，大的
小的，纷纷蹦上岸来。每年到了这
个时节，在胶东半岛的莱州，年轻
人就开始给长辈送鲜鱼了，我们家
乡叫过鱼事。

莱州海岸线长达108公里，海
洋鱼类丰富，按说是不缺鱼吃的，
但在莱州城乡，至今保留着这一习
惯。百里不同俗，过去，莱州人给长
辈送鲜鱼，地域不同，送的鲜鱼种
类也就有别，一般是：靠海的一带
送鲅鱼，城区周围送针良，掖南一
带也送鲅鱼。我的老家，在莱州的
最南边，离海比较远。在交通不很
便利的年代，乡亲们很少能吃到新
鲜的鱼，只有等结婚的儿子，或者
出嫁的闺女，送来了鱼，做长辈的
才能享享口福，孩子也跟着沾点腥
味儿，解解馋。如果是出嫁的闺女
送的鱼，娘家要把鱼做好后，留出
一半，让闺女带回去送给公婆。这
样既省了钱，又融洽了亲家的关
系。

在我们乡下老家，吃鱼还衍生
出了一个不成文的孝顺规矩，就是
老人还没有尝过的鲜物，做晚辈的
在外面是不能先吃的。这个规矩，
是我岳父在世的时候，我听他说
的。岳父是农村的技良人，耕地、耧
地，牛走偏了他不偏；木匠、瓦匠、
缮屋全都会。凭着这些手艺，在那
个年代，他村里村外，吃遍了百家
饭。但有一样，就是别人家招待时，
他父亲还没吃过的东西，他是不会
动筷子的，当然也包括瓜桃梨枣这
些稀罕物。我相信他这不是装出来
的，是他融入骨子里的孝经。

送鱼掺杂着私心的，是那些订
了亲还没过门的准媳妇。准媳妇给
未来的公婆送鲜鱼不是白送，婆家
一般要给一二百元钱，还要搭上一
块做衣服的布料。而这些收入，一
般成了准媳妇的私有，在上世纪90

年代以前，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
获。如果亲事出现了危机，准媳妇
可要掂量着办了。我的女同学叫秋
玲，与我的同乡战友春刚谈上了对
象，都已经订了亲。但春刚发现秋
玲是个贪财的人，就想拉倒这门亲
事，给父母写信时，不让父母再给
秋玲钱和物了。这秋玲也不是个善
茬子，尽管她看出了有些不对劲
儿，但还是买上鱼，热着脸去了春
刚家。吃过午饭，秋玲见春刚的父
母一点儿也没什么表示，有些沉不
住气了，脸一耷拉，没好气地说：

“这鱼可是花钱买的。”春刚的父亲
是见过些世面的，这样的场面他还
是能对付过去的，就回道：“咱也不
是打鱼的，吃鱼可不得花钱买。”

“我买鱼的钱是借别人的。”秋玲几
乎要哭了。春刚父亲说：“借人家的
钱，回去还上就行了嘛。”秋玲回到
家，就主动提出拉倒了这门亲事。

如今，在我们老家，春天的鱼
事，从正月一直过到麦收前。给长
辈送的鱼的种类，也不光是鲅鱼了

（老人们嫌鲅鱼肉太多、太厚，吃起
来像是吃馒头），而是梭鱼、偏口、
菱鲆等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的高档
鱼类。如今老家的人手里钱多了，
孝心也加厚了。

安家正

烟台的太古洋行，其实仅
是个“小萝卜头”，它只是个分
理处。不过，依照太古洋行的惯
例，大班(经理)总是住豪宅。总
行设在上海，上海大班的住宅
现在是国宾馆的一号楼，烟台
大班的别墅如今完好，是第一
海水浴场的办公楼。

烟台太古洋行兴旺时期借
助于那位号称“李鸿章家臣”，

“手握八颗珍珠”(指铁路、航
运、电信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
获利甚巨的行业)的盛宣怀，他
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之父。

盛宣怀于1886年担任了登
莱青兵备道道台兼东海关监

督。他和太古恩恩怨怨，由上海
斗到了烟台，见证了一部中国
航运史，有待于钩沉。

鸦片战争之后，沪上航运
被英美法垄断，盛宣怀力主华
人办航运，1862年有了轮船招
商局，在兼并了美国旗昌公司
之后，就形成了招商局、太古、
怡和三足鼎立的局面。盛宣怀
联太打怡时说：“怡只怕也不是
好东西。”反之，也对太高度警
惕，在价格竞争时说道：“太古
滥放水脚 (海运价格 )竟至一
成，实属不成事体。”最后才几
次签订了“齐价合同”，但是斗
争远没有结束，太古要求派私
人代表，盛宣怀说：“必须我同
意才能算账。”

太古代表要求分账从28%

升为32%，盛宣怀更寸步不让，
相反，太古舱单54名搭客中有
33名半票幼童时，盛宣怀则揭
露其“舞弊取巧”，“违碍定章”。
波及烟台，当时烟台太古主要
从事转口业务，旧地图上标明

烟台至天津、上海有航线，去青
岛反而空白，盛宣怀抢先开辟
了小清河以东的短途航运，后
来，三个黄县人在顺泰街上开
设了中国北方最大的船行———
政记轮船公司，显然也得到了
盛氏的支持，因为盛氏一贯主
张航运应当商办，“官不可问”。

当然，太古在竞争中得到
发展，1890年三家分手时，收益
达到十几万两白银。

顺便应当提及烟台的一
件悬案——— 东炮台的题词是

“ 雄 风 海 表 ”还 是“ 表 海 风
雄”，分歧一方提出书写者马
建忠是汉字横排的倡导者；
另 一 方 则 说 马 建 忠 人 轻 言
微，不配在国家要塞题词。都
忘记了马建忠与盛宣怀的关
系，马建忠在洋务运动中的
地位。事实上，1876年李鸿章
作为钦差大臣来烟谈判“滇
案”，盛、马均是随员，而1886

年盛来烟主持全局时，还兼
上海轮船招商局的“督办”，

他分身无术，当时上海的事
务主要依靠马建忠，八个部
门，马掌其三，即总缆、修艌、
翻译三股，史称“马建忠作用
最大”，后来，他的作为更远
非“道员可比”。在甲午海战
之前，朝廷酝酿撤换北洋水
师提督丁汝昌，候选的将领
即马建忠。可见，说马人轻言
微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马
过烟，地方首长请马题字也
是“顺水人情”。

王新奉

上次在《文荣方言趣事》
中，我曾提到：胶东方言若按
语韵、用词等特点细分，还可
分为几个差别明显的“语系”。
今不惮冒昧姑妄补述之，以企
抛砖引玉。

胶东方言应该说大部分
是老烟台地区方言。当年除崂
山、青岛市区之外，原即墨、莱
西，包括现威海市全境均曾属
于烟台地区。

由于幅员辽阔，元、明、清
三朝外来移民又较多，可能是
形成境内较多方言“语系”的
主要原因。后来虽经长期交
流、融合，形成了境内一些特
征基本一致方言外，东、西、
南、北、中不同领域，仍然长期
保留着自己鲜明的区域方言
特色。

基本一致的如：人、吃、
说、热、谁、十在胶东方言里都
被分别说成阴、七、雪、业、学、
细。因此便有胶东人分不清人
间和阴间的尴尬；分不清“七
个孩”与“吃个孩”的恐怖。

明显不同的如：对用高梁
或玉米面做成的稀饭，蓬黄多
叫“ 米 腾 ( 汤 ) ”，文 荣 多 叫

“饵”，海莱地区多叫“粘咀
(粥)”，而即墨、崂山一带多叫
“嘎渣饭”。但对就头腌萝卜，
则几乎都叫“瓜脊”。以上例子
虽然只能算是以偏概全，但

“系”间的差异已经可见一斑。
另外如文荣说漂亮叫“飒丽”，
即墨、崂山一带把“二”和“儿”
字发成卷舌音“勒”，蓬黄一带
把“大伙”说成“噶虎”， 海莱
一带多分清三、山、酸的发音
区别等，亦是明显具有“系”之
特征。

至此，似乎已经可以依稀
看出胶东方言的大体分系了：
以文荣为核心的现威海全境
的“文荣语系”。以莱阳、海阳、
莱西为核心，外加栖霞、招远
的“海莱语系”；以即墨、崂山
为核心的“即青语系”；以蓬黄
为核心，外加福山、掖县的“蓬
黄语系”(稍有些勉强，因为掖
县有自己特殊韵味的“掖县
腔”）；福山有自己“包儿、饺儿
面条儿、豆腐脑儿、火烧儿”特
色的福山味。

以上管见当否？敬请方家
指正。

藏秀斋

上周日，闲来无事找本地
篆刻名家祝博业探讨篆刻、书
法艺术，无意中带着这方印章
给他看。他看了一眼，惊了！说
刻得不错。篆刻流派属浙派刀
法，典型浙派切入刀法。他说
盖一下就知道效果了，人家印
泥要2000多元一盒，我说算了
浪费印泥。他看我一眼会意笑
了，我不知道笑为何意，盖完
了给我看——— 烟台海关验讫。
他说石料属于民国以前老巴
林石，抛开研究烟台历史先不
说，就是篆刻本身艺术价值就
不菲。我说既然是名章为何不
留边款和篆刻人名？他答官章
不留边款。

烟台最早古玩市场在朝
阳街，随着集邮公司搬迁又
发展到大剧院南胡同里。过
去古玩摊位很冷清，人们生
活水平提高后，交换邮票人
多起来，慢慢聚集形成市场，
这就是烟台古玩市场前身。
随着爆炒后暴跌，人们逐渐
淡出邮票市场，好多人开始
玩起古玩。2000年后，烟台辛
庄街周日古玩市场早市，可
谓热闹非凡。

烟台本无鬼市。鬼市由来
指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即夜
间集市至晓而散。清末鬼市盛
行，一些皇家贵族纨绔子弟，
将家藏古玩珠宝偷出换钱，一
些鸡鸣狗盗之徒也将窃来之
物天黑卖出，古玩行家经常捡
漏。解放后解散，上世纪90年

代又恢复。古玩
界有句口头禅：
早起鸟有食吃。
所以烟台玩古玩
分两时间段买古
玩。一类人是真
正 行 里 人 或 藏
家，不论天气如
何，每周日备个
小手电筒很早就
在 古 玩 市 场 淘
宝。这样交易有
一定好处，卖的
人希望买的人别
看太清楚，半真
半假货好出手；
买的人心里是希
望人少不杂乱好
捡漏，往往这个
时候成交起来最
佳。天亮了买的
人多了，不乏有
些 不 懂 规 矩 搅
局。二类人是刚

刚步入古玩市场或者有钱人。
早7点多开始逛荡古玩市场，
这时真正古玩市场好东西已
经挑完了，买的藏家和商贩要
收的东西也到手了。他们多数
看的是高仿或者假货，所以受
骗上当难免了。

废话不说言归正传，上面
讲是烟台古玩市场历史。下面
探讨这枚清末民初“烟台海关
验讫”印章历史和发现始末。

2008年夏早上4点多，我约
上几位藏友清晨杀往辛庄古
玩街。平时走街串巷收购古玩
商贩，陆陆续续开始占地摆
摊，这个时候都是行里老面孔
或古玩商或老藏家。小古玩商
把一个周走街串巷收获老物
件开始拿出来亮宝，看中意痛
快开价杀价买了走人再看下
家。

我每次这个时间去收获
一些本地老照片、老账本、老
字画……这个时候要记住动
作要快。尽量最短时间把古
玩市场所有有信誉、有老东
西的小古玩商家跑个遍，边
看边杀价，合适立马掏钱。练
就火眼金睛、短平快。走一遍
心里有数了，然后脑子回顾
刚刚看哪些是想要好东西，
最想要就要放弃其他重点突
破。在一堆乱物中看见一块
老石头破损了，一看还有行
刻字。对方说从过去有钱有
身份家收的 (千万别信，他说
他的你权当相声听 )。我一看
有刻字就随口开价100元，对
方看残就痛快卖我。回家后

整理一天收获，最不喜欢就
是这个印章，怎么看都感觉
其貌不扬。第一、一般画家用
的章没有这么大；第二、不是
玉石、象牙、铜钮就不是官
印，仔细看看刻得也怪，横不
平竖不直。连盖都懒得盖丢
那里，心里还想亏花钱不多，
准备手里无印章石磨了刻新
印用。

2013年，网上遇到一位篆
刻不错的崔老师，因为一个
区，方便周末一起喝茶，求他
给自己笔名篆刻一方摄影印
章。挑了一些篆刻石头给他就
包括这方，要他毁了篆刻印
章。他看了看说篆刻不错，留
着。我这才从收的垃圾中捡了
出来丢一个盒子里……

看着这枚印章我有疑惑
了。海关验讫印章作用是验核
进出货物、运输工具、物品等
单证，表明国家对海关实施监
管，对税收收取纳入国库。石
头做官章，这个我想不通，因
为盖的次数多容易破损印章。
我赶忙查阅这段开埠历史，
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根据中英、中法签订不平等的

《天津条约》，烟台被辟为通商
口岸，成为中国最早开埠城市
之一。先后有英、美、法、德、日
等17个国家在烟台山及其周
围临海街道旁边建立了领事
馆、洋行等办事机构。为了中
国瓷器、茶叶、丝绸等强行开
埠。东海关设立后遇到最大的
困难就是对外国商船的征税，
原因主要是彼此言语不通。东
海关不得不聘任外国人来从
事税务工作，开始只是雇用他
们充当翻译，后来就让其充任
税务官。

充任东海关第一任税务
司的是英国人汉南，汉南来
烟台的时间是1862年冬天。汉
南来烟台，标志着烟台海关
权和港口管理权的旁落。在
此后的 8 0余年里，东海关税
务司一职，一直由外国人把
持。外国人把持海关在当时
的中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上到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下
到各通商口岸的海关税务司
都由外国人充任。这样就告
诉我们，海关验讫这印章基
本是个摆设，从用料看就可
想而知，当然好多历史还有
待我们这些热爱胶东的后人
去找答案。一枚印章的发现
惊醒我们，现在面对日本、马
来西亚、越南刁难我们国人
当自醒！

芝罘记忆

盛宣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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