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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漫步在泉城路沃
尔玛时，你是否知道，这里
曾经是济南一条最著名的
古巷——— 高都司巷。这里
曾经是都指挥使司，军人
林立，森严肃穆；这里曾
是山东大学发源地，文化
昌盛、学养深厚；这里曾
经是钱庄聚集地，民康物
阜，繁荣兴旺。但是，这一
切，都随着2002年的一声巨
响，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
河中，只有残存的青砖黑
瓦，还在诉说着高都司巷
曾经的辉煌。

命名缘于都司署

高都司巷位于历下区
泉城路街道办事处辖区内，
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北
起将军庙街西口，南止泉城
路，东邻鞭指巷，西邻太平
寺街。门牌1-41号，2-56号。
长250米，宽3 . 5米，1982年改
石板路面为沥青路面。街名
始自明代，1966年改名启明
街，1980年复原名。

高都司巷的命名，来源
于一位姓高的都司首领曾
经在此街居住。据传说，他
的宅第就在路西9号院的位
置。

都司，全称是都指挥使
司，是明朝在各地方设置的
军事机构。明朝初年，朱元
璋将全国的兵马分为十七
卫亲军指挥使司。每一卫大
约统兵五六千人。洪武三
年，太祖将山东青州等四卫
升为都司，其军事统领机构
为都指挥使司署。

后来，随着济南军事地
位的上升，都指挥使司署在
明宪宗成化二年由青州迁
到济南，在这条巷子的东
侧，建立起了官府。

据史料记载，都指挥使
司署建造得相当宏伟，门前
高悬着巨匾，上书“宣威”两
字，左右是高耸入云的牌
坊。

那时，都指挥使司与承
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
并称“三司”，是一省之中最
重要的机构。作为封疆大
吏，都司官职均由重臣担
任。

不过到清代雍正年间，
都司被裁掉。但是人们仍然
将都司署门口的这条街道，
称作“都司门口”，在以后的
历史变迁中，渐渐演化成为
了高都司巷。

旧时文化昌盛地

雍正年间，都司官职被
裁撤，在都司署的旧址上，建
立了赫赫有名的泺源书院，也
就是山东大学的前身。

清朝初年，清王朝惟恐
书院的讲学活动成为南北
统一的障碍，“不许别创书
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
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待
到康熙皇帝平定三藩、收复
台湾，武功达到极致之后，
便着手致力文治，不但解除
了对书院的禁令，而且还赐
颁御书，鼓励增设书院。清
雍正十一年(1733年)，山东
巡抚岳睿将济南的“白雪书
院”定为省会书院，因原址
狭小不能容纳更多士子读
书，遂迁址于城内明代都指
挥使司旧址，并更名为“泺源
书院”。泺源书院建院之初，
为表重视，雍正皇帝还特赐
白银千两，以示皇恩浩荡。

泺源书院建成后，历任
山东巡抚对此都十分重视，
他们动员各府人员为书院

捐俸达15000多两，此款的
利息成为书院的主要经费
来源。泺源书院曾于清乾
隆、嘉庆、道光、光绪各朝多
次重修，当年，泺源书院的
建筑布局异常规整，红砖地
白垩墙的斋舍整齐划一，石
铺路自讲堂外直达甬道。

作为山东最大的书院，
泺源书院的任教者皆是当
时学有专长的著名学者，如
毕沅、桑调元、沈起元、何绍
基、匡源、王之翰、刘耀春、朱
学笃、缪荃孙等，他们或是担
任书院的山长，或是主讲，书
院文风兴盛，一时誉满齐鲁。

到了清末，国势衰退，
教育不振。慈禧太后有意

“变法”，下令将各地书院改
为学堂。时任山东巡抚的袁
世凯闻风而动，迅速上书将
泺源书院改建为山东大学
堂，清廷将其章程通行各省
仿照举办，成为全国各省兴
办大学堂具体、惟一的样
板。1901年旧历十月，全国
最早的省办大学堂——— 山
东大学堂(现山东大学)正
式开学宣告成立。不久，山

东大学堂更名为山东高等
学堂，并迁址于杆石桥西
(现山东省实验中学)，泺源
书院旧址则改为山东省立
第一师范学校，这也开创了
国内省级师范教育的先河。

软红十丈，车水马龙

高都司巷紧靠西门繁
华地段，在巷南面口上，挤
满了小吃摊，包子、炒菜、酱
货、炖品等应有尽有。人来
人往，十分热闹。繁华的商
业，吸引了众多高官巨贾在
这里购房置业，催生了高都
司巷金融业的繁荣。

据史料记载，高都司巷
北首1号院曾经是关帝庙的
遗址。关帝，被尊称为“武财
神”，据说关公生前善于理财，
长于会计业务，曾设笔记法，
发明日清簿，这种计算方法设
有原、收、出、存四项，非常详
明清楚，后世商人公认关公
有会计专才，所以奉为商业
神，尤其被钱庄票号所推
崇。高都司巷钱庄众多，关
帝庙香火十分旺盛。

在高都司巷众多钱庄
中，以清嘉庆二十二年，济
南钱业领军人物刘丙寅建
立的福德会馆和济南钱业
公所，最为著名。该馆位于
高都司巷路西19号院，房子
有三十余间，占地约两千多
平。会馆的主要负责人称为

“值年”，负责会馆的一切事
务。按照会馆规定，银号的
开办并不需要登记注册，由
知情人介绍便可到会馆进
行交易。当时，济南有名的
三和恒、庆泰昌、协聚泰、大
德通、大德恒等银号每天上
午来此进行兑换、存款、放
贷等交易，称之为“上关”。
会馆根据交易额收取手续
费。因而，这里也成为济南
最早的金融行业组织和最
早的金融交易市场。

1906年，德礼和洋行韩
世礼由青岛来济，在高都司
巷设立礼和洋行济南分行，
这是历史上外商在济南设
立的第一所洋行。礼和洋行
是汉堡轮船公司、德国克虏
伯炼钢厂、蔡司光学器材厂
以及美国古特立汽车轮胎
等的代理商，以进口德国重
型机械、精密仪器、铁路和
采矿设备以及军火闻名。
1931年至1937年，国民政府
曾通过礼和洋行经手，从德
国订购巨额军火。

我们知道，济南素有“火炉”之称，一
到盛夏，便让人感受到热浪的威力。旧时
济南没有空调，找不到如今各大商场、超
市这样可以纳凉的地方。但济南人有自己
的纳凉方法，那就是喝酸梅汤、吃冰镇西
瓜，到南门或者南山去乘凉。

喝酸梅汤是济南人的首选。据传酸梅
汤是由清代御膳房改进成为宫廷御用饮
品，后来传入民间的。旧时的济南大街小
巷，干鲜果铺摊上插一根月牙戟(表示夜
间熬的)，挂一个写着“冰镇酸梅汤”的牌
子。摊主手持一对小青铜碗敲击，发出铮
铮之声，大有望梅止渴之感。一碗下肚，暑
气全消。其制作方法是将乌梅泡发以后，
放上冰糖、蜜、桂花一起熬煎，冰镇之后就
成了酸梅汤。冰用的是冬天大明湖的湖民
采的冰块，储存到夏天之后，供给专门卖
冰块(济南人叫“冻冻”)的饮冰室。据民俗
专家张稚庐先生在《冬日采冰》一文中介
绍：“湖冰以‘方’计，所谓‘一方’约三尺
长，二尺宽，一尺厚。冰块一方一方地砌在
窖里，每方之间铺些麦秸，以免结块。”他
曾经去秋柳园的冰窖看过，其情其景，我
想应当与现代冷藏室相类似。

说起酸梅汤，别看不起眼，它可是明
朝皇帝朱元璋发明的呢！元末，朱元璋曾
是个卖乌梅的小商贩，那时瘟疫横行，朱
元璋也被感染了，一病不起。当他去库房
取乌梅时，忽然闻到了乌梅的阵阵酸气，
马上就感觉精神振作了许多。于是，他便
以乌梅为主料，搭配山楂、甘草加水煮成
汤，每天服用，过了几天，他的瘟疫竟然奇
迹般地痊愈了。从此，朱元璋就改卖可以
祛除瘟疫的酸梅汤了。朱元璋称帝后，仍
对酸梅汤情有独钟，常喝酸梅汤来清除体
内油脂，益气安神，酸梅汤于是也成了明
朝宫廷里的日常养生保健饮品。据说酸梅
汤行业把朱元璋奉为祖师爷，在不少酸梅
汤专卖店里都可以发现朱元璋的画像。

除了喝酸梅汤之外，吃冰镇西瓜也是
济南人的夏日必修课。那时候济南人几乎
家家都有自己的泉子，我家的院子里就有
一口水井，据《史记<舜本纪>》记载，舜井
是双井，此井似与舜井相通，水井四周砌
有井台，八角形的，一伸手就可以够到水面。
夏天的时候，把西瓜放到水井里，什么时候
吃，什么时候从井里捞出来就可以了。井水
冰过的西瓜吃起来那真是凉彻心扉，酷暑顿
消。可惜后来我家院子租给粮食店之后，
为了安全起见，把这口井填死了。

喝不上酸梅汤，吃不上西瓜，怎么办？
那就只有去南门乘凉去了。过去济南的八景
之一有“历下秋风”之称的南门一景，那时南
门有厚厚的城墙，只需把城门打开，便有习
习凉风迎面吹来，因此无论何时，站在南
门两侧便有清风拂面，也能顿生凉意。

除了以上的消夏方式之外，也可以到
南山去避暑。南山的仲宫、柳埠、西营等等
都是夏天避暑的胜地，但那时候防疫措施
跟不上，如果让蚊叮虫咬之后，麻烦可就
大了。我表哥弭菊田先生的父亲弭宝实，
就是因为去南山染上了疟疾，年纪轻轻就
辞世了。我大姑中年丧夫，可怜守了大半
辈子寡。

今天人们到了盛夏，喝啤酒，吃羊肉
串已经成为时尚，孩子们的冰激凌、冰糕
等各种冷饮数不胜数，几乎每个办公室里
都有空调，人们不再为夏天的酷热犯愁
了，这真是过去想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夏天虽热，但少了不少麻烦，近来网
上有一则笑话：酷暑天没有人玩“碰瓷”
了，因为现在没有人敢躺到地上，怕被烫
熟了——— 敢情碰瓷也给夏天的酷热让路
了。

老济南的消夏

【忆海拾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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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山玉皇宫

与山下过客

【影像老济南】

□撰文/供图 阿雍

自济南千佛山北望，视野中的华山、
鹊山等九座小山头被称为“齐烟九点”。

“九点”中，位于济泺路东侧的标山，海拔
倒数第二，仅有 55 . 2 米。虽然巴掌大小，
但山顶上自明末起就建有玉皇宫，主建筑昊天金阙殿为八角无梁殿。清乾隆年间，殿左右又配建了钟、鼓亭，今天，两两座
石亭成为山顶最后的庙宇遗存。

1902年，德国牧师薛田资所著《孔夫子的故国——— 山东》一书在德国出版，书中一张照片所拍摄的即标山玉皇宫和
山下过客。当时，玉皇宫建筑群十分完整，山下行人都戴着瓜皮帽。独轮车当时是富人们的代步工具，有个“老爷”打打扮
的人正坐在车上让人推着走。

薛田资1893年来中国传教，是1897年11月“巨野教案”中险些被杀的那位德国牧师，1898年11月，他又成为“日照教
案”的受害者，被打得遍体鳞伤，且裸体游街示众。此后，他先去青岛治疗，又于1900年回欧洲休养，1904年才又回到中
国。因此，这张老照片如果是薛田资拍摄，他来济南的时间当在巨野教案发生前。由此可推断，此照片是迄今所发现的的
济南最早照片之一。

泺源书院，1901年山东大

学堂在此创立。

高都司巷拆除时旧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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