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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吃月饼的

那个中秋
□卞文志

上世纪60年代末，我十来岁，临
近中秋节的时候，我去邻家找小伙伴
石头玩。在他家屋里，石头与我玩起
了捉迷藏。我躲在墙角一口泥缸后
面，身边放着一个装杂物的大木箱，
就在我趴在木箱上听石头的动静时，
忽然闻到木箱里透出一股奇香。顾不
得等石头找到我，我便急忙跑出来告
诉他，你们家木箱里藏着好吃的东
西。石头闻听，跑过来和我一起掀开
箱盖翻找起来，不一会儿，我们从箱
底下找出两盒用报纸包着的月饼。那
个年代，农村人能吃上月饼，几乎是
不可能的，尤其是贫困家庭。没想到
石头家竟有月饼，这让小小的我，对
石头家刮目相看。

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那两包
月饼，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和石头。
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把报纸拆开，
然后又打开了包裹月饼的纸，最里面
是盛着月饼的纸盒，8个圆圆的月饼
油亮油亮的，那种亮光，很是诱人，让
人馋涎欲滴。终于，我忍不住了，抓起
一个咬了一口，石头想拦着不让我
吃，毕竟这是他家的宝贝。但已经晚
了，几年未吃到过月饼的我，已狼吞
虎咽般咬掉了半个。阻拦不成，石头
也抓起了一个月饼，开始吃了起来。
就这样，我们怀着激动而忐忑的心
情，不知不觉把四个月饼全消灭了。

那天中午偷吃了石头家的月饼，
我没敢回家，悄悄溜到村东的河里洗
澡去了。临近傍晚时，我才轻轻推开
家里的门，进屋后，母亲正坐在屋里
流泪。见我回来了，母亲一把拽住我
又怜又气地训斥我说，你为什么偷吃
石头家的月饼呢，石头让他母亲打了
一顿。那两斤月饼是石头姐姐婆家送
来的节礼，石头姐姐嫌男方腿有残
疾，不同意这桩婚事，准备今天下午
给退回去的，没想到让你们偷吃了。
石头他娘气得发疯似的来找我，让我
赔他们家一斤月饼，说是石头姐正为
了那月饼要跳河呢！孩子，你为了解
馋闯了大祸呀！他们家如果不把人家
送的节礼退回去，就说明同意了婚
事，石头姐就得嫁过去。可他们家和
咱家一样穷，拿什么给人退啊？

母亲气恼地正埋怨着，父亲从外
边回来了，听母亲说了事情的经过，
父亲气咻咻地摸起棍子就要打我。见
此情景，母亲一把将我揽在怀里抽泣
着说，你别打孩子了，这都是苦日子
给逼的。我已经想好了，柜子里那只
娘家陪送我的银戒指，我一会送给村
里的刘银匠，让他给咱十几块钱，一
半买盒月饼还石头家，另一半咱们过
中秋节，让孩子过节也能吃上月饼。
对于母亲的提议，父亲虽然还有些不
舍得，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听母亲要
卖掉她们家祖传的银戒指，闯下祸的
我难过地扑在母亲怀里哭了起来。

终于盼来了中秋节。那天下午，
母亲忙里忙外炒了一桌菜，虽然只有
六个，都是鸡蛋炒韭菜、萝卜炖粉条
之类农家菜，但前几年过中秋和春节
从未见过，而鸡蛋和粉条都是母亲用
卖银戒指的钱换来的。看着满桌的

“美味佳肴”，不谙世事的我馋得流下
了口水，却不知对付出太多的母亲说
一句感激的话，心里惟一想的就是盼
着下地干活的父亲和姐姐赶快回来，
一家人团团圆圆过节。那天晚上，全
家人饭后围坐在小院里赏月，母亲把
一盒月饼每人两个分成四份放在桌
子上。年少贪吃的我，把母亲和父亲
的月饼各吃了一个还感觉意犹未尽，
坐在小板凳上一边吸吮着手指头上
的月饼残渣，一边眼巴巴地望着姐姐
面前的那份月饼。

后来我求学在外直到在外地工
作，每到中秋节，独处异乡的我，面对
天上凄清的圆月，便会想起小时候在
父母身边的温馨时光，想起那个母亲
为我卖掉她的陪嫁，让我欢欢喜喜吃
上月饼的中秋节。

西护城河边的“铁箅子”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济南

“电灯公司”（济南供电局的前
身、以后改为山东省工展馆，前
几年趵突泉北路拓宽时被扒
掉）就坐落在西护城河的东侧

（现在的趵突泉北路）。那时“喷
涌若轮”的趵突泉以及东流水
附近诸多名泉水源源不断地注
入西护城河中，丰盛的泉水不
仅为西护城河增色添彩，也为
电灯公司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发
电用水。30摄氏度的废水从一
个挡着铁箅子的出水口注入护
城河中，这便是此处得名“铁箅
子”的缘由。

那时“铁箅子”前的护城
河水流很急，最深处足有三
米，加之此处冷热水交汇，自
然便成了人们游泳的好去处。
每到冬季，氤氲的水汽如薄雾
般笼罩在西护城河的水面上，
飘飘渺渺犹如仙景。每到夏
日，到“铁箅子”游泳的人便蜂
拥而至。河岸上，等待下水的
人摩肩接踵；河水里，游泳者
人头攒动，其情其景蔚为大
观。不少青少年三五成群地吆
喝着：“走哇，上铁箅子洗澡
去”！那些年龄较小的顽童也
不示弱，干脆一丝不挂，爬到

铁箅子的最上端吆吆喝喝地
像下饺子似的往水中扎猛子，
在深水中大练老牛“憋气”；有
的还争相比试扎猛子的高低
和“憋气”时间的长短；还有些
调皮鬼肆无忌惮地在水中相
互 摁 头 ，妄 图使对 方“ 喝 鼻
汤”，失败者总是以向对方求
饶而告终。不管他们多么放
肆，却从未发生过溺水事件，
足见其游泳水平之高。河中游
泳的人多，站在岸上看热闹、看
风景的旁观者更是数不胜数，
因而“铁箅子”附近便成了西护
城河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笔者儿时经常和同学结伴
去“铁箅子”游泳，为此，经常挨
父亲的老拳，更是老师办公桌
前罚站的常客。一天中午，我
和几个同学又到“铁箅子”去
戏水，在河中打打闹闹乐过了
头，早已忘记了下午上课之
事。打闹间突然听到老师在岸
边呼喊着我们的名字，方知大
祸临头。

如今，看不到“铁箅子”所
在的昔日护城河那种“碧波荡
漾东流去，人头攒动戏水乐”的
胜景了，这的确是泉城人的一
大憾事。

□胡安仁

【流光碎影】

数次扩建冠泉城
1904年济南开埠通商前，

济南除了官办的“山东机器
局”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像样
的现代工业。开埠伊始，近代
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肇始，1905

年官僚地主庄钰、刘福航等发
起创办了济南电灯公司。而从
1912年开始，济南的近代化民
族工业则迅速走向繁荣，以行
栈资本为代表的商人资本成
为工业投资的主体，对20世纪
济南工商业产生重要影响的
苗氏家族从这时候开始真正
登上舞台。

此前，苗杏村、苗星垣兄
弟通过经营粮栈，积累起一定
资本，生性机敏的他们发现了
新的机器大生产带来的巨大
商机，决意投资机器工业，这
就是后来的成丰面粉厂。

1921年，苗星垣与堂兄苗
杏村筹资7万元，在津浦铁路站
北购买地皮，修建厂房，筹建

“济南成丰面粉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成丰面粉厂）。作为
股份制企业，除苗氏兄弟外，
成丰面粉厂股东还有王冠东、
韩秀泉和车百闻等名流。筹办
之初，按公司章程组成了董事
会，苗杏村担任董事长兼总经
理，苗星垣担任董事兼经理，
王冠东任监察人，车百闻任协
董，韩秀泉任协理。

厂房建成以后，当时筹集
的7万元资金所剩无几。苗杏村
遂到上海求助于早有商业往
来，有中国“面粉大王”、“棉纱
大王”之称的荣宗敬，由其担
保在上海“怡和洋行”赊购了
复式钢辊磨7部、154匹马力引
擎1部和锅炉1部，分三期付款。
1922年8月，占地面积为4669平
方米的成丰面粉厂正式投产，
日产面粉2000包（注册商标为

“双鹿牌”）。后日产面粉8000

袋，当年结算即获得纯利7 . 5万
元，生产规模已为济南粮食行
业之首，真正开创了济南生产

“机制面粉”的先河。
多年的从商经验使得苗

氏兄弟深知小规模企业在竞
争中难以持久，第二年就把所
得利润全部用于投资，资本款
达30万元，增添钢辊磨12部，日
产能力达到5200包。1924年又
再度增资至100万元，一些社会
名流如劳逊五、成逸庵等人均
成了面粉厂的董事。1925年将
商标改为“梅蝠双鹿牌”（此商
标专用期限为20年，1945年后
改为“双蝠双鹿牌”）。1929年，
再次投资扩建制粉楼，增加制
面粉设备，日产面粉量达到176

吨，并由附设的成丰铁工部自
制钢磨6部，增添850匹马力蒸
汽引擎1部。到1930年，成丰面
粉厂已是当时济南众多面粉
厂中设备最齐全、最先进、产

量最高的一家，从此步入鼎盛
时期。此时的成丰面粉厂，占
地面积110余亩，并附设子弟小
学、食堂、澡堂、娱乐室、阅报
室等。职工宿舍共有楼房、平
房200余间，分为4个区域，其中
有来宾以及南方技工的专门
住宿区。雄居华北，繁荣一时。

沧桑传奇戛然止
自 成 丰 面 粉 厂 创 办 到

“七·七事变”前的十几年，成
丰面粉厂成为当时济南产量
最高的面粉厂，也是苗家在工
业领域获得大发展的一个黄
金时期。1937年12月27日，日军
铁蹄踏进济南。1938年1月3日，
成丰面粉厂被日军“军管”，直
到1941年才解除军管；1942年
又被迫与日商合办，中方以机
器厂房作价54万元，日方则投
资81万元，占资本总额的60%，
并改名为东亚面粉厂，由苗星
垣任中方副经理。后按照伪华
北政务委员会指令，改为双方
投资各半，资本总额仍为135万
元。现在仍残存在成丰厂房大
楼上的菊花标志就是当时日
本鬼子占领时的有力印记。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东亚
面粉厂由国民政府山东田赋
粮食管理处接管，1947年8月才
将面粉厂还给苗星垣，他以接
收大员的名义接收了东亚面
粉厂，并恢复原成丰面粉厂名
称。1948年9月济南解放期间，
成丰面粉厂制粉楼被国民党
军蓄意烧毁，全套设备化为灰
烬。济南解放前夕，苗星垣等
人将资金及机器外调，直到解
放以后才将钢磨及设备调回。
1949年12月15日，成丰面粉厂
重新开机生产，他仍任经理

（1958年在济南病故）。新中国
成立后，成丰面粉厂于1954年5

月率先参加公私合营，而后成
了国有企业。上世纪80年代以
后 ，改 名 为“ 济 南 粮食加 工
厂”，生产的方便面曾经远销

东北和西北，再度辉煌，盛极
一时。

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
浪潮中，成丰面粉厂和无数的
老企业一样，被历史的车轮渐
渐甩在了后面。自上个世纪90

年代初期，轰鸣了70余年的机
器就无奈地停了下来，这一停
就再也没有响起。

老建筑盼续华章
成丰面粉厂位于今天成

丰路25号（成丰面粉厂建成以
后，由苗家出资铺设了一条东
西走向的街道，命名为“成丰
街”，沿用至今）。其旧址成了
济南成丰粮油食品总厂，是济
南民天集团下属的一个企业。
经过数次扩建，成丰面粉厂占
地面积达15000多平方米。厂区
由厂部办公楼、制粉楼、库房、
电工室、锅炉房、泵房等组成，
其中制粉楼、库房、电工室、烟
囱等都建于1922年前后，经历
了90年的风雨沧桑，见证了泉
城一个世纪的变化。

现存的成丰面粉厂建筑

主要包括办公楼、制粉楼和库
房。制粉楼原结构主体5层，局
部7层，高达30多米，为砖砌木
梁厂房，木楼梯，缓坡屋面，砖
砌女儿墙。整个厂区布局科
学，设置合理。如仓库与车间
由东向西依次排开，分别是原
料库、制粉车间、成品库。位于
厂区南端的办公楼主体平面
呈“凹”字形，二层楼房，砖石结
构，混水墙面，红瓦屋顶。据该
厂办公室的老员工回忆说，这
间办公室的设计由于使用了特
殊材料，在室内说话室外的人
听不到，但室外有人说话室内
则听得很清楚。说到科学严谨，
则不能不提那个宽度达1 . 5米的
大型保险柜，一是需要四个人
分别拿钥匙从四个角上同时开
启才能打开，二是保险柜的一
半砌在墙中，这说明早在设计
时，就已考虑到保险柜的因素，
属于一体化设计和施工。

厂房建筑深受西方影响，
具有巴洛克风格的办公楼、仓
库等建筑，虽早已残破却难掩
其当年繁华。南仓库和西仓库
都是单层木屋架形式，以石墙
为基，以砖墙为体。其南、北
山墙是建筑装饰的重点部位，
曲线形的山尖反映出建筑装
饰的巴洛克风格。电工车间山
墙同样表现出了巴洛克风格
的倾向。而办公楼等建筑大都
采用木质装修，制粉楼用的木
材就是美国落叶松，颇有特
点。

虽已停产多年且墙残壁
断，但成丰厂作为济南现代意
义上的工业企业，开创了生产

“机制面粉”的先河，为省城工
业发展和商业文明留下了异
常精彩的一笔。市民呼吁保护
老厂房，根源在于老建筑是城
市文化血脉延续的重要载体
与承接；人们怀念、珍视成丰
面粉厂，是因为这里曾是济南
现代工业的摇篮，承载着一段
独有的历史，深藏着人们自豪
的记忆。

百年犹闻麦草香【忆海拾珠】

□韦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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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10月28日《齐
鲁晚报》的报道，知
道济南最大的棚户
区改造项目官扎营
片区回迁改造项目
已近尾声。

随着片区内紧
邻成丰面粉厂的两
栋建筑的拆迁，不少
市民担心成丰面粉
厂会因此受到破坏。
经过近一个世纪风
雨的成丰面粉厂何
去何从，再次引起人
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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