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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忆水磨绕绣江
小时候，我一听说去外婆

家就来精神，兴奋的心就像脱
缰的马，早已奔向那带有水磨
的乡下村庄。外婆家在绣江河
边，河水每流过一个村庄就会
出现弯折激流，势不可挡。不知
从什么朝代起，沿河建起一座
又一座的水磨，就连沿河一带
村庄的名字，像金盘、三盘、四
盘、宋家磨都与水磨有关。一座
座水磨，就像绣江河上一串闪
亮的明珠。

去外婆家首先要绕过城东
南角外的那片湿地，这片湿地
叫荷花池。湿地中间有一个亭
子叫“中山林”，是为纪念孙中
山先生而建。人们通过栈道漫
步到亭中，四面荷花环绕，犹如
踏入仙境。

绕过这荷花池，河水引路，
前面就是金盘桥，桥下是绣江
河和巴漏河相汇之处。由于绣
江河位置高，巴漏河低，落差三
米，形成瀑布，飞流四溅，声如
雷鸣。

站在金盘桥上望着那垂落
的河水，白哗哗的水雾如同天
河降临一般。这里的水景，使历
代文人墨客大发诗兴，冠之谓

章丘景观“绣江春涨”。金盘村
水磨就在这里。记得有一年的
春节前，为了全家人能吃上一
顿饺子，母亲让姐姐和我带着
不到半口袋麦子去金盘村磨
面。远远地就听到水磨的响声，
走到近前，看到大水盘在转动，
又看到水轮盘周遭一叶又一叶
的水挖子，在水的冲击下不断
地推动着轮盘转动。

进入磨坊，轰鸣的磨声不
绝于耳，一个直径两米开外的
石质托盘，接着磨下来的面粉。
石磨分上下层，当地人称上器
下器，上器磨的边沿设有四个
对称石孔，是用来穿粗绳用的，
上器石磨被绳吊起不转。下器
磨底部固定在将军柱上，随将
军柱一起转动。整个石磨约一
吨重。当水磨磨面结束时，落水
的闸板就被人放下，河水自行
绕道而去。当地人讲，这里磨
大、转速快，金盘大水磨名不虚
传。

外婆住在三盘村，三盘村
的水磨就没有这么大。石磨的
主人家是远近有名的制香大
户，他们家的磨坊是专门用来
磨碎木料的，因此每天要劈好

多木头。这制香工艺在他们家
传承几代，可惜在“文革”浩劫
中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石磨也
被拆除了。村中一位老者收藏
了一张水磨之乡的风景图，从
图上看，近处是磨坊屋子，远
处是一片苇滩，中间是一片宽
阔水域。磨和水盘分别装在这
磨屋和磨屋以下的水域里，磨
房跟前有两位妇女在洗衣服，
还挥动着棒槌，现在的年轻人
已经见不到河上洗衣的情景
了。

三盘河中间有一座石桥，
桥的北端有一石碑，碑文写着

“太平桥记”，上面记载着村名
的由来和水磨的形成。这里是
古龙蟠村的文化遗址，又是村
镇古文化的研究中心所在地，
来这里，人们会了解千年的村
史和历经六百多年的水磨。可
惜如今不少河道淤塞，早年的
水磨也无迹可寻，水磨之乡的
盛况只能通过古碑古画领略
了。

章丘的水磨之乡还是周恩
来总理的恩师高亦吾先生的家
乡，论辈分高先生是笔者本家
的一位爷爷。上世纪三十年代

初期，高亦吾先生回乡探亲时，
曾经多次亲临金盘观察测量，
计划利用这落差的水能，合理
发电，被当地政府采纳。只因财
力有限，未能施工，只是在金盘
桥上边绣江河北岸一侧，开缺
口设管道、挖水渠引渡河水，使
绣江河水流进了章丘古城的河
道，从此护城河水变清。

前两年，政府指派水利部
门花了大力气，就在金盘那落
差的地方，投巨资建起两座大
桥，同时为了不忘记曾经的水
磨，又在绣江河和巴漏河的河
流当中，各砌了一道水坝，在水
坝上端摆放一行小小的磨盘，
河水流到磨盘时，就会从磨盘
的中间涌现，河水哗哗垂流可
观。这水磨盘只为观赏，不能使
用。岸边设有层层台阶，人们可
以踩着台阶下去洗衣涮菜。

绣江河水发源于明水百脉
泉，如今，还在日夜流淌。每当
我旧地重游，就会想起小时候
去金盘村磨面的水磨。水磨绕
绣江的情景，也常走进我的梦
中。正是：水乡景色招人爱，画
中三盘展风采。绣江河上水磨
坊房，追回童年乐开怀。

□高增昌

【流光碎影】

烤鸭在古时称炙鸭，取义
于火。北魏山东高阳太守贾思
勰所著《齐民要术》记载，1400

多年前，黄河下游一带炙鸭的
方法，与今天大体相同，只是那
时不是整只加工，而是将“肥
鸭，净治洗，去骨，作脔”。作脔，
即切成小块。早在明末清初，济
南各大酒楼饭庄已广为经营烤
鸭。清中期，又有了专门经营烤
鸭的店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
是烤鸭专卖店。道光年间，德和
楼烤鸭店在院前开业；光绪年
间，文和楼烤鸭店在芙蓉街南
口崛起。烤鸭主要是外送，送到
客户家中后，吃前用热油浇泼，
既热又脆。分别于清末和民初
开业的百花村与泰丰楼饭庄，
都是鲁菜名店，它们制售的吊

（挂）炉烤鸭也都十分有名。
鸭子也是济南的特产之

一。《1927济南快览》载：“鸭较
肥美，已填好者每只重可及八
九斤不等。南鸡北鸭，确有可
征。”历城之沙河、坝子以及大
明湖都是肥鸭产地。当然，济南
的鸭子比起东平湖、南阳湖的
当年公鸭，还是稍逊一筹。食鸭
当选公鸭，“雄鸭能愈长愈肥，
皮肉至老不变，且食之与参芪
比功”。（清李渔《闲情偶寄》）济
南烹饪学家张廉明在《济南烤
鸭略考》中讲述了其选鸭、填
鸭、焖炉烤炙的过程。选鸭时，
要看鸭子毛色是否光亮，精气
神足不足，然后将那些昂首挺
胸、毛色光亮的好鸭圈在一起，
赶着它们跑。连跑三圈，就分出
前、中、后，跑在最后面的是膘
最肥的，选它们即中。

饭店买回鸭子，便交给烤
鸭师傅填养，每天用高粱米与
粗面糊团成的鸭食喂养，育肥
时间约20来天。填养得膘肥体
胖，便可宰杀了。市面上虽然也
有卖填鸭的，饭店一般不会采

购，还是自己填养的更好一些。
济南烤鸭多用焖炉烤炙。

炉为砖砌，方形，顶部呈圆穹
形，下开一门。先将高粱秸放在
炉里焚烧，至无烟只剩灰火时，
把鸭子挂在炉内，关闭炉门烘
烤，约半个时辰即熟。取出后，
趁热整鸭上桌，客人过目后，再
由厨师片成薄片装盘上席。吃
时，佐以切好的大葱段、甜面酱
与荷叶饼。

济南烤鸭和宫保鸡丁一
样，也是兴于酒楼饭庄，而起于
官衙庖厨。山东巡抚衙门历来
有名厨，出名菜，烤鸭亦然。清
代文士刘鹗在《老残游记》中，
曾写到山东抚台送老残酒席之
事。说是宫保大人因请学台吃
饭，没能留老残在衙门进餐，所
以叫厨房赶紧置办了一桌酒
席，送到其下榻的旅店。抬去的
一个三屉长方抬盒中，第一屉
是碟子小碗；第二屉是燕窝鱼
翅等类大碗；第三屉是一个烤
小猪、一只鸭子，还有两碟点
心。在清代，烤鸭与烤乳猪一起
被称为“双烤”，是“满汉全席”
中要菜之一。

烤鸭进北京，有两种说法。
有人在《中国烹饪》杂志撰文，
说是明代朱元璋建都南京时，
皇宫厨房里就创立了完善的烤
鸭技术；永乐年间，朱棣迁都北
京，烤鸭技术也随之进京，金陵
的南炉鸭就演变为北京烤鸭。
张廉明先生则在《山左之“烤
鸭”》中认为：“‘烤鸭’之北上，
是随孔府衍圣公入京进贡而入
御膳；又随山东厨师到京开餐
馆而引进的。再配合选用北京
玉泉山下的‘北京鸭’，继而成
为当地名肴。”驰名中外的北京
烤鸭原产地是南京还是济南，
这里且不下论断。其实，仅从其
大葱蘸酱的食法，即可看到鲜
明的山东印记。京城的烤鸭名

店全聚德和素称金陵移此的便
宜坊，过去也都是山东人经营，
挂着“山东风味菜馆”的招牌。
北京旧饭庄，多是山东帮、山东
馆、山东灶，鲁菜的天下。

北京烤鸭蒸蒸日上，济南
烤鸭日渐式微，到了后来，仅有
聚丰德在支撑门面。聚丰德的
前身是1932年创办的天一坊饭
庄，后又改名惠萝春、紫阳春饭
庄和长安饭店。1947年，济南名
厨师王兴南和程学祥、程学礼
等盘下饭店，从济南鲁菜名店
聚宾园与泰丰楼中分别取出

“聚”字和“丰”字，又从北京全
聚德中取一“德”字，改名聚丰
德。在烹饪技法上，亦取三家之
长，即聚宾园的“爆”、泰丰楼的

“烧”和全聚德的“烤”。拿手菜
有火爆燎肉、油爆双脆、葱烧海
参、大烧鱼等，最出名的还是烤
鸭。该店烤鸭名厨苏乐文，先后
在文和楼、宴宾楼任烤鸭厨师，
他烤制的挂炉烤鸭，色泽红润，

外皮酥脆，味道香醇，肥而不
腻，再配以味道清甜的章丘大
葱和济南德馨斋口味鲜香的甜
面酱，卷饼而食，那叫一个解
馋、过瘾。

1956年5月，时任文化部副
部长的郑振铎来山东视察文物
工作，14日晚“七时，到聚丰德
晚餐，剑三请客也。有王（献唐）
张（静斋）二老等。菜甚丰，而无
甚特色。烧鸭不坏。”（《郑振铎
日记》）剑三是省文化局长王统
照，张静斋、王献唐时为省文物
管理委员会正副主任。聚丰德
乃鲁菜名店，其菜肴一向脍炙
人口，而在走南闯北、见多识广
的饕餮之客郑振铎眼里，却是

“无甚特色”，好歹还夸了一句
“烧鸭不坏”，聚丰德全赖烤鸭
挽回一点面子。烧鸭是北京过
去的叫法，著名文人梁实秋在

《雅舍谈吃》之《烧鸭》一文说：
“北平烤鸭，名闻中外。在北平
不叫烤鸭，叫烧鸭或烧鸭子”。

飘香百年的济南烤鸭

【忆海拾珠】

□魏敬群

驰名中外的北京烤鸭原产地是南京还是济南，这里且不下论断。其实，仅从其大葱蘸
酱的食法，即可看到鲜明的山东印记。京城的烤鸭名店全聚德和素称金陵移此的便宜坊，
过去也都是山东人经营，挂着“山东风味菜馆”的招牌。北京旧饭庄，多是山东帮、山东馆、
山东灶，鲁菜的天下。

跑堂的开始片鸭肉（资料片）

祭悼辛亥先烈

（外一首）
□杨曙明

秋柳园杯 诗歌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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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松翠柏是一种语言
辛亥英灵在这里安息长眠
千佛山东麓的陵园内
无尽的哀思缠绵

辛亥风云荡启民主共和
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边沿
英灵为理想而逝
伟业让历史留恋

默默地读着碑文
深思漂浮隐显
眼前冷清的场景
让我苦涩难言

哀乐回响在远方
花圈簇拥在天边
阳光迷乱了我的情怀
轻风吹皱了我的心愿

我为无知哭泣
我为疏忽可叹
我为麻木可悲
我为不屑可怜

心怀最深沉的崇敬
仰望天上的云端
民族振兴的中国梦
与先烈的理想在长空团圆

春雨
合着春天的脚步
携着温暖的气息
在万物的呼唤声中

飘飘洒洒
阳光甘愿为你让路
星月愉快地为你送行
在云朵无私的帮助下
催蕾发芽

朦胧、细腻、婉约
恰似春之声圆舞曲
柔情、恬静、飘逸
雨露光华

返青的麦苗跳起欢快的舞蹈
初绽的花朵唱起稚嫩的童歌
万物在和风细雨中复苏
天地如画

济南胡同

（外一首）
□杨黎明

清癯的面孔
瘦长的身姿
像躺着的历史
静静地
蜷曲在高楼广厦间

拒绝繁华与喧嚣
清高是你的性格
斑驳的影壁上
宛如沟壑的皱纹
刻满沧桑

造访你的人
总想打听点什么
你守口如瓶
扑面而来的
还是泉边老井

那棵老槐树
四溢开来的阵阵花香
掠过灰瓦的屋檐
再吹拂到明湖的画舫上

开元寺遗址
悬崖上刻一个寂寞
石头缄默无语
隋朝在哪里

唯有泉的叮咚
香火，于追忆中冉冉升腾
只是一种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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