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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海拾珠】

靠湖吃湖

明湖三宝
□张机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大
明湖并非单纯的游览地，而是湖民
赖以生存的宝地，1955年大明湖开
始筹建公园，此前住在济南北城根
街一带的居民大都是靠在大明湖
里捕鱼、种藕、种蒲菜为生，他们自
称是靠湖吃湖的“湖民”。

当时的北城根街位于北城墙
（现在的大明湖汇波桥）下的一条
狭窄的土坷垃道（济南话黄土道），
这条街很特别，因为靠城墙根的一
面没有住户，街的南面就是大明湖
的水面，住户房屋相距较远也很分
散，整条街只有区区十几户人家，
可是家家都有渔船，而且渔船都停
在湖面上。每家都有两个门：一个
是冲着北城根街的正门，还有一个
冲湖面的“水门”(后门）。

湖民傍湖而居，靠湖吃湖，有
靠捕鱼的，也有靠种藕为生的，即
便在湖中行船也要按规矩，那时候
穿梭在大明湖里的“上河道”和“大
河道”是必行的水中要道，水道两
侧都被密密的芦苇所包围，不熟悉
河道的人就会陷入芦苇丛中迷失
方向。有一年夏天我跟随一位小学
同学去北城根探亲戚，他家老人谆
谆告诫我们这些城里孩子，湖里到
处杂草丛生也有暗流，水流湍急漩
涡滚滚，小孩子绝不可下湖游泳，
更不允许我们私摘荷花、荷叶。

老济南人都知道大明湖的特
产有白莲藕、茭白和蒲菜（俗称大
明湖的三宝）。大明湖的白莲藕个
大肥壮，能长到五六尺长，又脆又
甜，由于纤维质少，嚼后无渣，可以
生吃，称为“水晶藕”。茭白是大明
湖一种特有的水生蔬菜，生长在浅
水田或水渠旁。蒲菜更是济南的特
产，生长在水边或沼池之中，蒲菜
嫩茎翠绿，纤细且长，一丝甜味，脆
生生的，茎可以食用，夏季便是遍
植湖中的蒲菜收获季节。

炎炎夏日，我常常邀上几位同
伴穿过院前大街的小胡同，再沿西
更道向北，穿过绿树成荫的曲水亭
街来到大明湖的大红牌坊下，那里
聚集着卖湖产品的湖民，有用竹篮
也有放在水桶里面的荷花和莲蓬，
我们花上一两分钱便可买到一只
翠绿而硕大的鲜荷叶，圆圆的荷叶
直径竟有五六十厘米之大，高兴得
我们立即顶在自己头上，俨然一个
大大的遮阳帽，顶尖还带着那短短
的绿梗，一群头顶荷叶帽，浩浩荡
荡招摇过市的孩子成了一景。再花
上几分钱买一个鲜翠绿的大莲蓬，
或者一枝含苞待放的荷花，回到家
赶快浸泡在水杯里，慢慢等待它的
绽放……

济南人钟爱浑身是宝的蒲菜，
嫩茎可吃，蒲叶外的老茎片也能用
来编蒲包、蒲垫子，就连蒲棒晒干
后，点燃可以用来酷夏驱蚊虫叮咬。
割蒲菜后，水里还有一段匍匐的粗
茎以及泥中的块根，俗称“老牛筋”、

“面疙瘩”。把它们洗干净后生吃甜
兮兮的。湖民们舍不得丢弃，拿去卖
钱，这也是济南的特产、孩子爱吃的
零食，那时候有个童谣“老牛筋面疙
瘩，谁要不吃馋煞他”。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明湖牌
坊对面的马路边有一家“大明湖饭
店”，那里的“凉拌白莲藕”、“奶汤蒲
菜”、“糖醋鲤鱼”，都是用大明湖新
鲜的水产品吸引慕名而来的食客。
就连大明湖的鲜荷叶也可用于包装
食品，那时的济南老字号“草包包子
铺”，把鲜荷叶垫在笼屉上，蒸出的
包子会散发出清新的荷香味，再用
鲜荷叶给顾客打包，成为济南一绝。

中央电视台热播的《舌尖上的
中国2》在介绍济南名吃“奶汤蒲
菜”时提到要选用济南特产的鲜蒲
菜，也勾起了我对明湖三宝：白莲
藕、茭白和蒲菜的美妙记忆。

那些“深挖洞”的日子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

代初，毛主席做出“深挖洞、广
积粮、不称霸”的战略部署，其
中“深挖洞”就是修建防空洞。
作为一项战备措施，任务很快
就下达到最基层的各单位和分
社（相当于现在的街道办事
处）。

那时我因病没能下乡插
队，关系已转到分社，个人身份
也由学生变为“待业青年”。分
社组织社会闲散人员挖防空
洞，我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

“地下工作者”。参与挖洞的人
每月发十五元生活费，同时，粮
食计划补到每月四十斤。这是
我平生第一次自食其力地有了
收入，心中十分高兴。分社领导
还承诺：表现好的待业青年将
优先考虑安排工作，这更使我
们觉得有了奔头。

记得当时分了几个施工小
组，我们几个男女待业青年作

为“壮工”跟随一位姓吴的瓦匠
师傅干活。吴师傅是房管所的
正式职工，虽然比我们大不了
几岁，但却比我们成熟多了。印
象中他穿一身泛白的蓝帆布工
作服，头戴一顶当时很时髦的
军帽，裤子后兜里塞着一副手
套，一副标准的工人阶级形象，
令“待业”的我羡慕不已。

从此，我们每天相聚在四
五米深的地下一起干活。开始
主要是挖土运土，就像煤矿工
人打通巷道那样。工具只有铁
锨、洋镐、扁担和条筐，一般是
男生在前面挖土掘进，女生在
后面将土收到筐里抬到出土的
竖井下，挂在绳钩上喊一声，地
面上的人就用滑车把土筐拉上
去，每天如此。活虽然很累，但
在吴师傅的带领下，一帮年轻
人有说有笑，干得很欢实。

防空洞挖到一定的程度，
为防止塌方，要及时砌墙发碹，

这是吴师傅大显身手的时候。
他干活非常利落，我们几个人
搬砖、和沙浆供他一人还有些
吃力，吴师傅右手拿甩子（砌砖
工具），先将沙浆摊好，左手捡
起一块块红砖飞快地铺在沙浆
上。而在拿起每一块砖的同时，
他还要把砖横转竖抛地选择一
下，以便让最整齐的一面朝外。
砖墙在吴师傅的手下迅速长高
延伸，等砌到一定长度，便在两
侧的墙上支起拱形胎具开始发
碹，不用说，这更是个技术活。

有时，吴师傅也让我学着
砌墙，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很
快顶起了半个老师，红砖、甩子
在手里也能玩得有模有样了，
并且可以大声地指使别人。

这样的日子一晃两年，其
间由于整天待在地下，如有机
会到地面晒晒太阳便成了一种
奢侈的享受。而在大伙的辛苦
劳动中，我们那一片街道的地

下建成了复杂而完整的防空设
施，下到洞里，有主干有分支，
长长的甬道两侧分布着许多独
立的仓室。我们分社的防空洞
除自成体系外，还与相邻街区
的防空洞相连接，如不熟悉情
况在洞里极易迷路。听说有位
分社干部独自下去视察，结果
迷了路，转了两天才找到洞口
走出来。

防空洞工程接近尾声，分
社领导没有食言，开始一批批
地为待业青年分配工作，“地下
工作者”越来越少了，终于有一
天，我也上到地面，有了工作。

这一段“洞中岁月”是我人
生中踏入社会的第一步，它让
我初尝了劳动的艰辛和收获。
用现在的话说：累并快乐着。后
来虽然不挖防空洞了，但我一
直非常渴望晒太阳，甚至在盛
夏我都愿意在灼热的阳光下行
走，这一习惯保持了很久。

□张世亮

德 国 商 人 约 翰·拉 贝
1 9 0 8年来到中国，长期生活
在南京。1 9 3 1年至1 9 3 8年前
后，拉贝任德国纳粹党南京
分部副部长。他亲眼目睹了
日本军队制造的南京大屠
杀 ，并 将 其 记 录 为 著 名 的

《拉贝日记》。在南京大屠杀
期间，拉贝和一些外国传教
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
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为
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
时栖身避难的场所。作为安
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拉
贝，被南京市民尊为“洋菩
萨”。

拉贝在南京大屠杀之
前曾来过济南。1937年6月，
他与妻子到北戴河旅游避
暑。去后不几日，北平卢沟
桥“七七”事变发生，拉贝欲
赶 回 南 京 ，却 无 法 买 到 机
票 ，只 有 从 天 津 乘 船 到 烟
台、青岛，再乘胶济铁路的
火车到济南，然后转乘津浦
路的火车，才能回去。

拉贝8月28日从秦皇岛出
发，或陆路，或水路，9月初辗
转来到济南，被德国驻济领事
馆安排住进石泰岩旅馆。“这
家旅馆以其美味的香肠而闻
名，那里的人唱道：香肠香肠
好香肠，济南府有好香肠；牛
肉牛肉小牛肉，济南府有好牛
肉。德意志人有二十，一个没
留多可惜；领事先生多忙碌，
好肠好肉没口福。”（见《拉贝
日记》）

石泰岩旅馆是由德国
人石泰岩在1904年创办的，
位于胶济车站南侧的大马
路（ 今 经 一 路 ）。前 后 两 个
院，前院是二层楼房，后院
是平房，总共有五六十间房
屋。旅馆有 5 0张床位。同时
设有餐厅，亦对外营业，称
石泰 岩 饭 店 。石泰 岩 旅 馆

（饭店）主要为驻济的外国
人尤其是德国人服务。1927

年出版的《济南快览》记载：
“德人石泰岩所设之旅馆，
完全为西洋式，兼营餐馆及
牛肉之贩卖，每日房金自八
元至四元。旅济之西洋人多
寓于此，盖得言语习惯之便
利，中人鲜有入者。平时宴
客，须先日通知，当日就食，
须按定时，否则不备也。”

中外名人和政要来济
亦多住于此。印度诗人泰戈
尔、美国教育家杜威、中国
军事家蒋百里以及文化名
人胡适、柳亚子等，都曾在
此落脚。后来，胶济车站楼
内开设的胶济铁路饭店，亦
由石泰岩担任经理。石泰岩
饭店以德式菜为主 ,名菜有
煎牛排、红炖牛肉、咖喱牛
肉、铁扒鸡、牛尾汤、鸡蓉鲍
鱼汤等，冷菜有沙拉子、奶
油栗子粉等，还可以吃到在
济南难得一见的冰激凌。

店中的红炖牛肉鲜嫩味
美，食客吃完一份可续添两三
份，不另收钱。于是，不少食客
进去往往只要红炖牛肉，不点
别的菜。到了后来，店里便不
经常供应此菜。其实，该店最
出名的是香肠。店里名叫马斯
沙兹的大厨有一手制作德国
火腿肠的绝活。德国香肠举世
闻名，纽伦堡香肠、法兰克福
小香肠、巴伐利亚白香肠、图
林根红肠、黑森碎猪肉冻香
肠、柏林番茄咖喱煎香肠……
马斯沙兹最擅长制作黑森林
火腿肠，这种香肠呈玫瑰色，
切成薄片，平整坚挺，吃到嘴
里鲜香醇厚，回味悠长。曾有
一位叫杨庭珍的山东齐河小
伙儿，在店里帮厨时偷师学
艺，掌握了制作香肠的绝技。
后来，杨庭珍在天津、秦皇岛
开设店铺，“杨肠子”之名传响
京津，至今仍是河北著名品
牌。

1929年，石泰岩回德国，
由另一位德商萨德继续经

营。萨德深谙烹调技艺，一
时顾 客 盈 门 。尽 管 餐 费 昂
贵，午餐、晚餐每份2元5角，
早餐每份 1元，仍然经常满
座。他善于经营，设立了自
己的宰牛场，派人到段店集
上专门买小牛，回来宰杀，
可 免 屠 宰 税 。有时无 牛 可
宰，便到附近的卍字巷（今
万紫巷）商场采购，只要里
脊 和 外 脊 。他 所 制 作 的 红
肠、血肠、火腿肠均味美可
口，享誉本市，行销外埠。

拉贝听到的店中中国
人所唱歌谣中有“德人一个
不留，领事先生忙碌不堪”
等句。为数不多的德国人当
时离开济南，很可能与中日
开 战 ，德 国 保 护 其 侨 民 有
关。拉贝在回到南京后，德
国大使馆也曾敦促其撤离。
据《济南外事》一书记载，到
1 9 3 8年在济外侨有4 3 4 7人，
无 一 名 德 国 侨 民 。而 到 了
1 9 4 4年，外侨达4 9 1 0 1人，其
中，德侨有 1 0 7人。看来，包
括石泰岩饭店人员在内的
一些德侨，是在撤离一段时
间后又重新返回。德国领事
海司先生忙得连石泰岩的
牛肉和香肠都无法抽空来
吃，大概也是由于战争的缘
故吧。

1 9 4 5 年 ，德 、意 、日 战
败，二战结束，石泰岩饭店
的德国经理、司账、厨子一
律被遣送回国，石泰岩随之
歇业。

拉贝先生1938年回到德
国，二战后曾被苏、英逮捕，
释放后，生活拮据，南京市
民和国民政府每月给予钱
粮接济。1950年，拉贝在柏林
患中风逝世。

半个世纪后，《拉贝日
记》公之于世，这位戴着眼
镜，神色严峻的秃头先生，
才如传世英雄般从历史的
迷雾中向我们走来。

拉贝与石泰岩饭店的香肠歌
泰戈尔、柳亚子等都曾下榻过这家德国旅馆

【流光碎影】

□魏敬群

【口述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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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28日，拉贝从秦皇岛出发，或陆路，或水路，9月初辗转来到济南，被德国驻
济领事馆安排住进石泰岩旅馆。“这家旅馆以其美味的香肠而闻名，那里的人唱道：香肠
香肠好香肠，济南府有好香肠；牛肉牛肉小牛肉，济南府有好牛肉。德意志人有二十，一个
没留多可惜；领事先生多忙碌，好肠好肉没口福。”石泰岩旅馆是由德国人石泰岩在1904
年创办的，位于胶济车站南侧的大马路。中外名人和政要来济亦多住于此。印度诗人泰戈
尔、美国教育家杜威、中国军事家蒋百里以及文化名人胡适、柳亚子等，都曾在此落脚。

拉贝


	C2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