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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以泉著称，济南
之泉又以趵突泉为最，名
列七十二名泉之首。然而，
如此重要的一眼泉，它的
命名却是一波三折，“趵
突”不过是如同“狗剩”一
般的俗名而已。

趵突泉最早并没有正
式名字，因趵突泉是古泺
水的源头，所以历史上经
常以“泺”代指趵突泉。北
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写
道：“泺水出历城县故城西
南，泉源上奋，水涌若轮。”
后因泉上建有祭祀娥皇、
女英的娥英庙，也俗称为
娥英水。需要注意的是，这
里的“泺”“娥英水”都不是
趵突泉的正式名字。而相
对的，与趵突泉同时出现
于《左传》一书的“华泉”，
却有正式的名称并沿用至
今。

虽然中古时期的史书
没有记录趵突泉的名字，
但它并不是没“娘”的孩
子，济南人给它起了个直
白的名字———“爆流泉”
(《齐乘》中也写作“瀑流”
“趵流”)。之所以说这个名
字直白，是因为仅从名字
就可知它的水势有多大。
但终究是太直白，听上去
没内涵、不风雅，像乡野

“狗剩”之类的俗名。文人
看不下去了——— 这么好的
泉，一直叫“狗剩”怎么是
好！于是，风雅之士开始憋
着劲给它起名。

先是有人因其泉水恒
温、冬季不是很凉，将其称
为“温泉”，大概这个名字
也没有什么内涵，没有传
播开。

宋代曾巩出任齐州知
州时，起了个有深度的名
字———“槛泉”。“槛”，假借
为滥，泛滥之意。“槛泉”典
出自《诗经》，《诗·大雅·瞻
卬》中写道：“觱沸槛泉，维
其深矣。”汉代王充在《论
衡·是应》中解释道：“槛泉
正出。正出，涌出也。”

如此高端大气上档次
的 名 字 ，济 南 人 却 不 买
账——— 因“槛泉”之称太
雅，百姓直接弃之不用。对
于此事，元好问在《济南行
记》中记载道：“近世有太
守改泉名槛泉，又立槛泉
坊，取诗义而言。然土人呼
爆流如故。”济南老百姓仍
叫它“爆流泉”。

“爆流”这个名字还引

申出许多类似的叫法，“趵
突”就是其中一种。

曾巩在《齐州二堂记》
中记载：“自(渴马)崖以北,
至历城之西 ,盖五十里 ,而
有泉涌出 ,高或至数尺 ,其
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
泉。”在这里，曾巩第一次
将泉名写作了“趵突”。他
起“槛泉”一名虽然没得到
济南人的认可，但他以“趵
突”二字记音却得到了肯
定。

至于“趵突”二字作何
解，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认
识。《正字通》中解释为：
趵，跳跃貌；突，出现貌。

《趵突泉志》认为：“此泉出
现跳跃，下直上出，故名趵
突云。”当代人则认为：“趵
突”字面古雅，且音义兼
顾，既能形容泉水跳跃之
势，又可模拟泉水喷涌之
声。而从历史演变中不难

看出，“趵突”不过是记音
而已，并没有太深含义，被
后人过度解读了。

既然“趵突”二字是记
音的，那么它的本字又该
如何写呢？

“趵突”实际应写作
“爆渎”或“爆窦”，这里的
“渎”与“窦”相通，都读
dú。《说文解字注》中说：
“窦，空也，空孔古今语，凡
孔皆谓之窦。古亦借‘渎’
为之，如周礼注四窦即四
渎、左传襄三十年墓门之
渎徐音豆是也。”关于“窦”
字的读音，《字汇补》中提
到“窦，都木切，音督”。

那为何要将“趵突”写
作“爆渎”呢？这就又与济
水扯上关系了。

济南得名于济水，趵
突泉得名也同样与济水有
关。济水为四渎之一，《尔
雅》中讲道：“江、淮、河、济

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
者也”。在古籍记载中，济
水三伏三现，可以穴地伏
流：“一出为济源，再出为
荥 水 ，三 出 为 山 东 诸 泉
水”。古人认为济南泉水就
是伏流于地下的古济水，
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
就这样记载：“古说济水伏
流地中，今历下凡发地皆
流 水 ，世 传 济 水 经 过 其
下。”清蒲松龄在《趵突泉
赋》中也说道：“泺水之源，
发自王屋；为济为荥，时见
时伏；下至稷门 (代指济
南)，汇为巨渎；穿城绕郭，
汹汹相续。”趵突泉既是济
水伏流，又是泺水源头，

“爆渎”抑或“爆窦”的含义
就不言而喻了。西汉以后，
济水逐渐衰微，郦道元在

《水经注》里写道：“当王莽
时，济水入黄河不复出。”
唐宋之际，济水断流已久，
而在济南仍能找到济水的
踪迹，故“爆流”就逐渐演
变为“爆渎”了。

那为何“趵突”的读音
应是“爆渎”呢？

这一点，从济南人的
口语里就能加以印证———
许多老济南人都习惯将

“趵突泉”读作bào dū
quán，“突”字多读为dū。
这一读音在近代明信片上
也有体现，1910年日胜洋
行所发行的一张明信片
上，将标题“趵突泉”写作

“宝读泉”，这记录的正是
济南土话读音。后来，随着
济水故道的湮没，“爆渎
泉”在济南人的口语中又
逐渐演变为“包子泉”，民
国初年的明信片上也可以
见到这种写法。

从“爆流泉”到“爆渎
泉”，再到“包子泉”，济南
人对趵突泉的印象其实只
有一个——— 爆，似乎不用
这个字就对不起它，这都
是济南人对趵突泉的“昵
称”。

书面写法与口口相传
的读音不尽相同，这是非
常少见的事。说它奇怪也
不奇怪，只有厚重的文化
积淀才会出现这种现象。
趵突泉这个名字，并非某
一个人所起，而是济南老
百姓约定俗成叫出来的，
单从这点上就能看出济南
人对趵突泉的溺爱。一如
“狗剩”之名，透着父母
的爱惜。

李大
美和张晓
丽是多年
的老邻居
了 ，她 们

住在大明湖棚户区时就是前后院邻居，后来
大明湖片区拆迁，她们被安置到了芙蓉花
园，还是一座楼住着，一个楼上一个楼下，晚
上不是张晓丽到楼上串门，就是李大美到楼
下去串门，平时好得就像一家人。不知道底
细的，还以为她们是亲姐妹。

有一次，张晓丽在家里接了个电话就急
急慌慌地出去了，等到她从外面回来的时
候，翻遍了衣兜也没有找到房门钥匙，才突
然想起由于出去得匆忙，竟把钥匙落在家里
了。而丈夫和儿子都在离家很远的地方上
班，叫谁回来送钥匙都要耽误很长的时间。
而让开锁公司来开锁的话，不但要破坏门
锁，还要收动辄上百元的开锁费，她有点舍
不得。

就在她急得团团转的时候，李大美从市
场上买菜回来了。看着张晓丽站在房门前急
得直跺脚，知道是她把钥匙落家里进不了门
了。李大美也是爱莫能助，就邀请她到自己
家去坐着等家人下班。

张晓丽看到李大美掏出钥匙开门的时
候，突然想到何不用她家的房门钥匙试试自
家的锁，说不定就能打开呢！李大美笑着说：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是从老祖宗那里传
下来的规矩，我家的钥匙怎么能开你家的锁
呢？”可说归说，李大美还是把钥匙给了张晓
丽。神奇的是，钥匙顺利地插进了锁孔，又轻
轻转了转钥匙，“咔嚓”一声，门竟然打开了！

“我家的钥匙能打开你家的门，你家的
钥匙是不是也能打开我家的门？”李大美对
张晓丽说。于是张晓丽找到自家的钥匙又跟
着李大美上楼，她们倒要试试看，两家的钥
匙能不能互开对方家的房门。这次试验失败
了，张晓丽的钥匙打不开李大美家的门。李
大美开玩笑说，以后你家少东西可别赖我偷
的呀。张晓丽说，我家那点东西你还能看上
眼，给你都不要。因着两个是多年的好姐妹，
谁也没有想太多，钥匙事件就过去了。

又一次提起钥匙事件，是张晓丽的钥匙
又落在家里了，上楼借李大美的钥匙开门。
这回李大美很爽快，直接就给了她。可是自
从有了李大美家的备用钥匙，张晓丽的记忆
力好像就差了，经常发生把钥匙落在家里的
事。偶尔一次两次借用救急也没啥，可次数
一多，真把李大美的钥匙当成备用的了，李
大美就有意见了。为了让张晓丽长点记性，
她曾威胁张晓丽说，事不过三，如果下次再
把钥匙落家里我也不借了。张晓丽保证说不
会有下次了。可是过不几天，她又嬉皮笑脸
地来借钥匙了。不给她吧，总不能见死不救；
给她吧，就总会有下次。

在张晓丽又一次跑到李大美家借钥匙
的时候，李大美对张晓丽下了最后通牒，如
果还有下次，我就坚决换锁，再也不做你的
备用钥匙了。

可是，下次还是来了。无奈之下，李大美
真的就到家具店买了一扇防盗门，换下了原
来的门。其实，李大美倒不是烦张晓丽借钥
匙，而是为了避嫌。毕竟，自家的钥匙能开别
人家的锁，对别人来说太缺少安全感了。

商家送来防盗门的时候，张晓丽的丈夫
看到了，问李大美：“你家的门坏了，怎么换
起门来了？”李大美想说还不是你老婆逼的，
但终究没说出口，只简单地“嗯”了声算是答
复。当张晓丽听丈夫说李大美换了防盗门
时，反而神秘兮兮地笑了。丈夫不明所以地
问她，她换门你有啥可高兴的？她问丈夫：

“你当过兵，你说说成天守着一颗不定时炸
弹是什么心情？”她丈夫老实回答：“那肯定
是担惊受怕呀！”“那就对了，”张晓丽如释重
负地说，“她家的钥匙能开咱家的锁始终是
个隐患……”

钥匙事件
□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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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美和谐的

护城河东南角

【影像老济南】

□撰文/供图 阿雍

济南护城河的东南角，是清末
摄影师们最喜欢按动快门的取景
点。惯常老照片中，一般以巍峨的东
南角楼(魁星楼)为焦点，捎带俯拍
上护城河中的小桥、小庙抑或白石
泉、玛瑙泉。

这是一张1910年或更早时期拍
摄，并刊在日本华和公司发行的明信片上的老照片。说明中写着济南府黑虎泉，但画面拍摄的是护城河东南角。摄影
师一反常规，站在护城河北岸，自西北向东拍摄，河中的小金山寺（今仅存“金山寺遗址”碑刻）以及与其隔桥而建的的河
东岸三皇庙戏楼（今已消失）双双摄入画面。北岸白石泉当时没有今天这种景观石全起的泉池，只能看到泉边河中的
石碑。南岸与之相对的是玛瑙泉，泉边青石上坐着数位临泉洗衣的妇女。

河岸上，虽有青砖瓦房映入眼帘，但更多的是那个年代特有的草顶房。在河南岸半边街、河东岸大台阶以及河中
板桥上，走着悠闲的游客和孩子。仔细看，还有头戴西式礼帽的老外。

1910年印有“宝读泉”字样的老明信片。

1910年印有“包子泉”字样的老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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