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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长期作为县、府、省三级
衙署聚集地，是全省文化教育中
心，拥有大型的文庙、贡院、书院、
学堂，而它们所在的县学街、泮宫
街、皇华馆街、贡院墙根街、榜棚
街、庠门里等一系列老街巷，代表
了这个城市传承千年的文化荣耀。

昔日县学变佛寺

提起县学街，可能大部分济南
人都不知道它在哪儿，对于我们来
说，这是一条经常被遗忘的街道。

县学街，位于大明湖南岸，东华
街附近，是一条不太宽的街道。从名
字可以得知，这条街得名于县学。

县学，是旧时供生员读书的学
校。科举制度童试录取后准入县学
读书，以备参加高一级之考试，谓
之“进学”“入学”或“入泮”，士子称

“庠生”“生员”，俗称“秀才”。这条
街上的县学归历城县管辖。

古时候，县学和县文庙是一体
的。但是孔夫子可不是县学街的“最
早住户”。据史料记载，县学是在明宪
宗成化十四年(1478年)从尹家巷搬来
的，在此之前，这条街道是喇嘛的地
盘。喇嘛们在这条街上诵经礼佛，兴
造庙宇，香火鼎盛。当时的人唤这条
街叫做五喇嘛巷。后来县学搬过来之
后，才改名为县学街。

自搬来以后，县学几度增修或
重修。后来清末废科举、兴学堂，这
里改成了历城县小学堂，民国年间
改为历城县第一高等小学，后来改
叫济南市县学街小学。上世纪六十
年代以后，这里逐渐被拆毁，改为
历下区教委的宿舍。

而县学文庙的东半部分，1937
年济南佛教界人士响应“佛教复兴
运动”的号召，在此成立了崇实佛学
会。1970年，文昌阁被拆除，寺院倾圮。
上世纪90年代初寺院重建，并于2010
年12月27日正式命名为“崇明寺”。

县学再变成寺庙，让人不能不感
叹历史的轮回。新建的崇明寺为两层
建筑，坐北朝南，门口立着的石狮子威
武神气，中间的朱红色拱门敞开着，两
侧平台上分别放着鼓和钟。走进寺院，
殿堂内供奉着伽蓝菩萨、韦驮菩萨、弥
勒佛等，穿过殿堂是一个篮球场大的
庭院。沿庭院往北走，就能到达三圣
殿，三圣殿的北侧为念经堂。

现在写着“崇明寺”三个大字的
地方，1600年建成时被称为“文昌
阁”，而三圣殿则为1800年所建，当
时称为崇圣祠。在当时，文昌阁是宝
塔式的楼阁建筑，雄伟壮观，曾是当
时济南老城区内最高的建筑。旧时
每逢重阳，多有文士前来祭祀。

每天早上和下午，不少人会在
三圣殿上早晚课诵经，诵经声和木
鱼声，衬托着寺院的宁静。

寺庙最有名的文物，当数苏轼的
题字碑，这是苏轼在王舍人庄张氏故
居题写诗作。据了解，北宋时期的张揆、
张掞就读于王舍人庄，张氏兄弟饱读
诗书，学有所成，品行高尚，成为乡邻学
习的楷模。北宋学者苏轼、范纯仁、王临
曾到王舍人庄张氏故宅凭吊读书堂，
亲笔题写匾额、诗作，并镌石立碑。金元
战乱之际，乡人把苏轼题写的“读书堂”
碑埋藏于地下。万历初年，苏轼题字碑
出土后，被保存在县学文庙内供人瞻
仰。20世纪50年代苏轼碑刻尚存。后县
学文庙大成殿被拆，古碑遗失。

泮宫街上的风景

在县学街以南，有一条街道，叫
做泮宫街。

泮宫，就是学校的意思，这个称
呼最早来源于周代。当时天子所就
读的学校叫做“辟雍”，诸侯所读的
学校叫做“泮宫”。辟雍中央为高台
建筑，四面环水(圆环)，取水散化流
行，普受恩泽之意。而诸侯泮宫等级
逊于辟雍，仅有三面环水(半圆环)。

“泮”即为“半”的意思，意味诸侯的
恩泽仅为天子的一半。

明朝时，泮宫街上建有一座木
质三楹牌坊，红柱画梁，飞檐斗拱，
雄伟壮丽。上面高悬“泮宫”两字，光
辉夺目，被称作“泮宫坊”。“泮宫坊”
的北边是县学，在县学东西门以南，
有条蜿蜒的小河，河两岸植有苍松
柏海，郁郁葱葱，环境清幽，这个地
方被叫做“泮林”。

如今，泮宫街上的风景已经烟
消云散。泮宫街附近让人追忆历史
的，也只剩下东侧的督城隍庙了。城
隍庙为三进院落 ,内有照壁、山门、
二门、节孝祠、戏台、大殿、后殿和东
西廊庑。大殿坐北朝南,单檐歇山顶
花脊,黄绿玻璃瓦覆顶。大殿前抱厦
为卷棚顶 ,造型别致 ,气势宏伟很是
壮观。大殿后是一座卷棚歇山的敞
口戏台组成的戏楼 ,为当时济南旧
城八大戏楼里最精美的一座 ,每年
城隍爷生日之际这里都有热闹的演
出。督城隍庙历经几百年历史变迁,
饱经沧桑,虽在1981年被济南市人民
政府公布为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 ,但北大殿遗址已被拆除 ,只有前
殿和倒塌的戏台尚存，但也是面目
全非。

在 明 府 城 内 ，还 有 一 条 以
“泮”字开头的街道，极易和泮宫
街相混。它叫做泮壁街，这条街南
邻轱辘把子街，北至大明湖路，上
世纪5 0年代整修曲水亭街时，将
此街路东的住宅拆除。这条街和
府学渊源颇深，济南府学也称泮
宫 (学校都可以称为泮宫，不仅仅
局限于县学文庙 )，此街因在泮宫
东墙外，故称泮壁街。

如果说用一个词语概括济南的冬
天，那就是：静美。静中有美，美中有雅，
是一座城的静雅。

冬日里，最静雅之处当数护城河
了。周末，天气晴好，几位外地朋友来
济，游览了几个景区，还乘坐游船，一览
泉城风光，直说景色很美。“现在很多城
市都像多胞胎，惊人的相似性，给人以
印刷品一样的刻板感。繁华都市里，能
够坐船欣赏自然风光，实在是一种享受
啊！”朋友说道，觉得济南很有江南气
息。尤其是，护城河畔，随处可见一些打
泉水的市民，或是结伴而行，或是河边
散步，或是锻炼身体，或是岸边发呆，将
生活节奏放慢，悠闲，自足，安详。这一
条河，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是
精神的皈依。

我常常想，86年前，那位在齐鲁大学
任教的北京人，他每天上下班路过护城
河，有着怎样的感情？追寻他的足迹，我
找到了答案：“那水呢，不但不结冰，倒反
在绿萍上冒着点热气，水藻真绿，把终年
贮蓄的绿色全拿出来了。天儿越晴，水藻
越绿，就凭这些绿的精神，水也不忍得冻
上，况且那些长枝的垂柳还要在水里留
个影儿呢！看吧，由澄清的河水慢慢往上
看吧，空中，半空中，自上而下全是那么
清亮，那么蓝汪汪的，整个的是块空灵的
蓝水晶。”是的，他不是别人，正是老舍先
生。隆冬，水未结冰，河未上冻，冒着热
气，犹如仙境，第一次来济南的人都会惊
讶不已。其实，这是泉水的缘故——— 一年
四季，泉水始终保持着恒温，气温变低，
水温却不变。若是下一场大雪，护城河上
会氤氲着雾气，远远望去，就像一幅水墨
丹青长卷，意境深远，美不胜收。

从地图上看，护城河像是一条闪闪
发光的项链，把济南点缀得如此丰姿而
雅致。吴冠中先生说过：“今日全世界大
都市高楼林立，几乎没有给扭动回旋的
余地了。巴黎的塞纳河，伦敦的泰晤士
河，在弯曲着穿行闹市，似乎给直线纵
横都市以雕琢了美丽大曲线，凡是有这
种大河的首都，可以说是一种骄傲。”济
南的护城河，给城市带去曲线之美，也
是全世界唯一一条以泉水汇聚而成的
河流，这是何等的骄傲啊！

河流与人一样，也有生老病死，也
有荣辱兴衰。护城河，始建于汉代，形成
于元代。洪武年间，它“绕城一周，池阔
五丈，水深三尺，护城河与城墙之间，留
护隍约数丈宽。”最初的时候，护城河起
着战略防御的功能，伴随历史的更迭，
它失去军事作用，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
好去处。上学时，每到周末，我都会和小
伙伴去逛书店，从书店出来，一路走着
来到了南门桥，沿着护城河畔玩耍。一
串缠蜜、半包栗子、一支雪糕，我们吃得
心满意足，而两岸的秀丽风光，便成为
了最美的布景。烦恼、迷茫、困惑，还有
花季的小秘密，统统交付给河水，获得
心灵的平静。

上世纪80年代，护城河污染严重，布
满垃圾，变成了小臭河，路过，从很远处
就能闻到臭味，有些老济南站在岸上，
眼神里盈满失望。河流染上疾病，人也
没了精气神，一切都变得黯淡无光。昔
日岸边的捣衣声，扎猛子的欢笑声，纳
凉人的喧嚣声，孩童们的打闹声，再也
听不到了。大约是2005年，市政府经过专
项调研，对护城河进行截污治理，陆陆
续续，传来一些好消息。2010年12月底，
护城河全线通航了，一条河流迎来新
生，这是一座城的盛大节日啊！

多年后，也可以说是在一次又一次
乘坐游船中，我渐渐明白了这条河对我
的重要性。因为人类的贪婪与亵渎，河
流变脏，它在咆哮、挣扎，也会流泪、控
诉，它的痛与伤，它的屈辱与抱怨，我们
往往视若无睹，将大自然所赏赐给的珍
宝乱丢一气。等我们觉悟了，发现了，再
去治理，再去保护，就像手捧失而复得
的珍宝，那是多么的惊喜啊。护城河的
新生，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我的新生。可
是，“原配”的河流再也无法恢复了，这
是谁的不幸呢？我说不清楚，但是，我知
道，所有的河流都难逃这一劫，很多时
候，河流与河流的命运是极为相似的。

冬日的护城河
□钟倩

【行走济南】

泉城叫卖声【忆海拾贝】

叫卖声就是卖东西时的吆喝。以
前，泉城手工业者居多，各个行当都有
自己传统的叫卖声。一般叫卖声都非
常好听，简直可以称之为“鸟喧华枝”。

那时家里做饭都拉风箱烧大锅
底，济南人把风箱称之为“风仙”，一
个口朝上的泥巴炉，底下有一个通
风孔与“风仙”相连。“风仙”里一块
立着的方形木板儿，木板儿的四周
粘满了鸡毛，连着两根圆木棍，风箱
上有与之平行的圆孔。外面一个把
手。它就是一个方形的木制活塞连
杆机构。用的时间长了鸡毛磨损，密
封效果降低了就需要重新装鸡毛。
于是，便有了从事修理风仙的专业，
他们背着一口袋鸡毛和工具，捂着
一只耳朵，吆喝道：“拾掇——— 风仙！
拾掇——— 风仙！”那声音有些沙哑，
听起来颇有几分悲怆。

这是修理风箱的。修理雨伞的这
样吆喝：“修理——— 旱伞、雨伞！”这些人
大多是南方人，声音颇为动听，如吴侬
软语，十分悦耳。

语气铿锵有力的便是“换洋火”的。
“洋火”就是火柴。其实它就是最早的收

购废品的，根据你所卖东西的价值给
你相应的火柴。早时泉城干这一行的
不少，所以“换洋火”的吆喝声此起彼
伏，不绝于耳。

解放后，我们有了自己的火柴厂，
“洋火”不那么贵了。“换洋火”的言归正
传干起了收购废品的行当，他的吆喝
也变成了这样：

“收购——— 废品，破扑尘(即破棉
布)、烂套子(即棉絮套子)、玻璃碴子、琉
璃瓶子、报纸、书本子——— ”

还有一种悦耳动听的吆喝就是磨
剪子的：“磨剪子来——— 抢菜刀！”后来
这吆喝声被纳入革命样板戏《红灯记》
之中了。算是返璞归真吧？现在虽然少
得多了，但还是可以看得到听得见的。

以上是比较简单的吆喝。过去还
有一种卖“药糖”如梨膏糖之类的，其吆
喝声不逊于一出折子戏，从好吃不贵
到止咳化痰，乃至延年益寿，返老还童，
无所不能，声声入耳，句句动听。再就是
卖估衣的，他从一件，比如一件皮袍子，
从里唱到外，从毛唱到皮，从夏唱到冬，
从九折唱到半价。有一个相声《卖布头》
就表现这吆喝。听这吆喝如同听评书、

相声一般，分明是一种享受。
以上这些都是吆喝出声的，还有

一些行当不吆喝而是敲东西。如卖豆
腐的敲梆子，梆子是香椿木做的，一尺
来长，拳头般粗细，中间有个把手，敲起
来清脆悦耳。再一种手里举着一根木
棒，上面穿着铜钱片子，随走随上下晃
动，发出一阵阵“朗朗”的响声。那是算
卦的。卖耗子药的也摇铜钱。其他的敲
洋铁壶的，敲货郎鼓的以及担着担子
悠悠扬扬地锯咕噜子的……

天下百业，各有各的术道。各有各
的叫卖方式。不同的吆喝声犹如都市
中传唱了几千年的咏叹调。今天回忆
起来颇有几分伤感。社会发展到今天，
他们大多已经销声匿迹了，但又有新
的叫卖方式出现。

最有意思的是，前几天我看见一
个卖臭豆腐的，自己安装了一个录音
装置，连着一只电喇叭，骑在自行车上
把电门一开，一声连一声的“豆腐
乳——— 臭豆腐，豆腐乳——— 臭豆腐！”周
而复始地吆喝下去。现代科技已经武
装到了古老的吆喝之中，的确是一种
了不起的进步。

□武存中

崇明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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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城隍庙戏台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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