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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东箭箭道道街街：：躲躲进进繁繁华华影影子子的的大大杂杂院院

本报记者 许建立
实习生 徐华 田燕

老人老屋老树
绘出老街的时光画卷

东箭道街得名，是因为这里在明清时
期是驻军官兵骑马射箭之地。1949年前，东
箭道街附近是济南城中最底层穷苦百姓的
聚集区，特别是拉洋车、当苦力的，这些人
没有住处，就在东箭道街附近搭窝棚，建土
房，本来也没什么规划，谁占着就是谁的，
于是房挨着房，窝棚连着窝棚，导致巷子里
道路拐啊拐的，一直拐到运署街，被周边居
民戏称为“十八拐”。如今当年的“十八拐”只
剩下了“四拐”，成了一条死胡同，其他“拐”
随着城市的发展逐渐消失了。

要说在东箭道街居住时间最长的
人，非东箭道街2号院的张桂贞老人莫
属。走进东箭道街2号，庭院中间有一棵
粗壮的石榴树。天好时，张桂贞就每天在
树下喝茶聊天，老人、老屋、老树，共同绘
出一幅古朴的时光画卷。

张桂贞老人今年90岁高龄，已经在
这里生活了65年。“去年，房管局给老房
子换了新瓦，社区居委会也经常来看老
人。”张桂贞的三女儿楚廷霞说。

2号院有南北两间卧室，张桂贞老人
住在北边的那个屋，孩子们给她装了空
调，冬天则用燃煤炉子给老人供暖。院子
的东侧和南侧是高高的皇亭体育馆，阳
光只在下午才光顾小院。

老人屋子的后墙是以前皇亭体育馆
的一面石头墙。“皇亭过去是迎接皇帝圣
旨的地方，我家的这面石头墙差不多有
百余年了。”楚廷霞说。

曾经的商会会馆
只剩下了前厅

东箭道街现在住着五十多户居民，
一百多人，住户家中没有独立厕所，只在
街巷口有一个公厕。张桂贞的儿女考虑
到老人年龄大了行走不便，就在一间两
平方的小屋里装了马桶。

72岁的张志山住在东箭道街3号院，
在这条巷子里已经住了34年。“这里就是
棚户区，最好的房子可能就是我住的那
个，曾经是利津县商会会馆。我专门找人
查过，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现在只
剩下前厅，后堂早就没了。”

东箭道街3号不止张志山老人一家，
另外还有6户人家，共同住在一个大院
里。这里大院不是宽敞的四合院，更像是
一个无序的大杂院，有的院子能住下十

在泉城路北侧，有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子，夹在皇亭体育馆和华能大厦之间，这里就是
东箭道街。同“金街”的繁华相比，东箭道街显得破落。沿着巷子走进去，一片平房让时间
仿佛凝固在上世纪60年代。传统的两扇式木制大门、低矮的平房、不规则的院落布局，狭
窄的过道，潮湿的屋内环境，这里的居民怀着复杂的心态等待着老街巷的蝶变。

90岁高寿的张桂贞老人安详地坐在院子里。 本报记者 许建立 摄

来户。“以前达官贵人们的门前都是高
门台、拴马桩，盖的房子也是高堂大屋，
住在东箭道街附近的都是穷人，根本没
钱购置大院子。我们3号院曾经住过14
户人家，现在算少的了，况且很多人都
已经不在这儿住了。”

张志山回忆说：“我刚搬来的时候，每
一家都得拿着‘水扁担’去胡同口挑水，不
是泉水，是50多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2
分钱可以挑一铁桶水，一桶水50斤。”到上
世纪八十年代末，东箭道街通了自来水，
大家这才不用去挑水喝。“东箭道街5号附
近，改革开放前还是一个小茶馆，花几分
钱就可以提壶茶水回来，因为以前这里住
的大多是工人，所以这个小茶馆当时就显
得格外热闹。”张志山说。

“我们在平房里
都已经住习惯了”

以前的东箭道街最害怕的就是下
雨。2015年以前，由于东箭道街的院子
地势比外面的路面低，加之整条街巷的
地下排水系统也比较差，一旦遇到大雨

天家家户户都非常紧张，“进门积水，出
门泥巴”成了这里的常态。“进入巷子的
拐角处以前积水非常严重，我印象最深
的有一回水都到了我腰这里，大家都不
敢出门。”张志山说。

2015年上半年，在县东巷社区协调
下，济南市政为东箭道街重新铺设了排
水系统，刚进巷子的路口也铺了沥青进
行加高。门口修上了水泥路，每户安装了
新的下水道，所以每次下雨时，雨水很快
就流走，不会再淹院子和屋子了。很多房
屋上的瓦片也是最近换的，只要一漏雨
房管所就会过来修理。县东巷社区居委
会主任官秀英说：“以前遇上下雨天，我
们就特别担心，挨家挨户询问情况，经过
改造后，居民们的生活也方便多了。”

“孩子们长大后，都去住楼房了，虽
说楼房里有很多便利之处，可我们在平
房里都已经住习惯了，搬离这里总是舍
不得。现在时不时有人来这条街看看，
说一些拆迁改造之类的话，真不知道这
里以后会是什么样子，毕竟这里也算是
咱济南的老街巷了，真希望东箭道街能
保留下来。”张志山感慨地说。

葛记者手记

破破旧旧里里的的岁岁月月静静好好
也也是是老老百百姓姓的的安安身身之之所所

走进东箭道街，这里的生活场景和
泉城路似乎是两个世界，“破旧”是这里
的关键词。虽然年轻的住户会抱怨这里
的种种不好，但这里的老居民却在言语
之间不时表达出对这里生活的留恋。

这里的住户在房屋后面种着百余盆
花草，各类盆景、蔬菜、果树聚集在一起。
经营这么局促的小花园，院主人也是自
得其乐，甚至可以用“岁月静好”来形容；
这里没有厚厚的防盗门，大家共用一个
大院，每一户的生活几乎都是透明的；这

里虽是济南的老街巷，但东箭道街似乎
并没有什么名气，和其他老街巷比起来，
来这里参观的游客少之又少，“泉水人
家”的牌匾也与这里无缘。虽与泉城路近
在咫尺，可这条老街巷与繁华擦肩，这里
只是老济南底层百姓安身的地方，以前
是，现在也是。

东箭道街的居民期盼着改造，让生活
的家园变得更美好舒适，但他们更希望这
里能留住老济南最底层的生活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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