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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条与城同生的路。1500米的
长度，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齐聚在
此；新颖的商厦林立，繁花似锦人气财
源两旺。护城河如璀璨的项链、大明湖
是梳妆的镜台、四大泉群倾情歌唱、千
佛山撑起绿色屏障。她的芳名——— 泉城
路。

我有幸生于斯长于斯。儿时，我知
道家门口的她叫院东大街，过了珍珠泉
是院西大街，到了省府就成了府东、府
西大街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改名为泉城
路。那时的泉城路，最高建筑是四层的
百货大楼，其他的店铺多是两三层。虽
比不上今日的高大豪华，但却是货真价
实的名牌一条街，百年老店多得数不
清：宏济堂、瑞蚨祥、燕喜堂……

除了这些名牌大店，泉城路上还有
很多小店，日用百货、理发、照相店铺等
应有尽有。小时候的我经常光顾泉城路
东段，去杂货铺打油买盐，去百货店买
肥皂碱面，去山林饭店买香喷喷的油条
豆浆解馋。每当路过点心铺，那诱人的
糕点糖果总惹得我频频回头张望。也时
不时呼朋唤友去爬百货大楼，上上下下
来来回回数次，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累。
逢年过节，我会和小伙伴到照相馆照
相，群艺、瑞昌、明湖、蓬莱一个也没有
落下。

上学后新华书店成了我的最爱。我
把不轻易得到的零钱小心翼翼收藏好，
到新华书店把向往已久的小书兴高采
烈地捧回家。我陆续买回来十多本，这
是我的宝贝我的财富，有了这些书做基
础，可以与同学交流互换，就能看到更
多的书了。其中有一本哲中的散文《天
山的阳光》是我跑了两趟才买回来的。
当时想买可是钱不够，我把书看了又看
舍不得放下，这时候一位戴眼镜上了年
纪的老店员告诉我：“喜欢就买吧，只有
这一本了，你回家拿钱我给你留着。”于
是我奔跑往返把心仪的书带回家。这些
来之不易的小书陪伴我数十年，2005年
因拆迁搬家不翼而飞，这着实让我惋
惜。

泉城路不仅是省会的政治经济中
心，位于泉城路东段的皇亭体育馆还有
集会、演出的功能。皇亭体育馆曾叫皇
亭体育场、泉城路体育场。皇亭是古时

候官员接皇帝圣旨的地方，以后演变成
群众集会娱乐之地。它坐北朝南，有东
西两个大门，大门之间墙壁上有凸起的
几个大字：中苏友好画廊。整面墙壁上
部是宣传橱窗，橱窗的数量到底多少个
已记不清了，总得有三四十个吧。里面
的图片经常更换，日常的清洁卫生由皇
亭小学的学生完成。进入大门是一个大
操场，有四百米的跑道，操场北面有一
个高高的戏台。戏台里有一个围棋社，
经常有人在此下棋观棋。

当年的皇亭体育场那叫一个红
火，重要的集会、盛大的游行，都在
这里举行。高高的戏台就是主席台。
最为隆重的是接待过贺龙元帅。当年
贺龙元帅就是在皇亭体育场主席台上
观看民兵大比武。而皇亭小学的两名学

生射击拿了第一名，贺龙元帅非常高
兴，点名让他们上了主席台，亲切接见
他们两个，还称赞他们是小神枪手。皇
亭小学专门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予以
表扬，尹校长手拿一份报纸展示给师
生们看。报纸上头版是大幅照片，笑
眯眯的贺龙元帅居中，两位小学生神
枪手一左一右，开心地咧嘴大笑。这
件事很快便轰动全城，成为皇亭体育
场、皇亭小学的辉煌。我记得男生姓郝，
女生姓梁。

伴随着城市发展，皇亭体育场拆掉
戏台建起了灯光球场，承接过全国篮球
赛、全国武术比赛等各类体育赛事。体
育场的东北角建造了全市第一个室内
游泳馆，在当时是先进一流的，至今游
泳馆还在使用。上世纪八十年代体育场
彻底改造，新建外观气派内里装潢考究
的现代化体育馆，只是风光不再。

泉城路还是一条交通干道，她是老
城区唯一一条连接东西的路，她让老城
区和新兴的商埠紧密相连。一条路具有
多重功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历经
岁月洗礼而日益兴旺，这应该是少有的
奇迹吧？

如今，泉城路又添新景致，一个个
漂亮别致带有浓郁泉城特色的泉水直
饮台亮相街头。当你逛累了，掬一捧甘
甜的泉水，相信甜到的不仅是你的嘴
巴，那清冽泉水定会沁入心底荡起醉人
的涟漪。世间泉水直饮何处有？唯有泉
城路！

明府城史话
投稿邮箱：lixiazuoxie@163 .com

无锡的朋友来济南，我请他吃传统鲁
菜，九转大肠、糖醋鲤鱼、葱油海参、爆炒
腰花、奶汤蒲菜……一连几天，朋友吃得
兴高采烈。高兴之余，朋友仍感意犹未尽。
是我招待得不好吗？朋友说不是，是想品
味一下济南的传统小吃。

这倒让我为难，鲁菜为八大菜系之
首，大名鼎鼎，世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可济南小吃，毕竟是小吃，外地人知道的
不多。济南是历史文化名城，传统小吃数
不胜数，油旋、米粉、锅贴、锅饼、草包包子、
把子肉，马蹄烧饼、黄焖鸡……既能让朋
友吃出济南的传统特色，又能让朋友感知
济南的历史文化，我还能在朋友面前抖个

“包袱”，这确实要费一番思量。先请朋友
品味哪样小吃最好呢？思来想去，最后决
定：第二天早晨喝甜沫。

南甜北咸，南方人爱甜食。果然，朋友
看到小吃店招牌上的“甜沫”两字，喜不自
禁，待端碗一尝，却皱起了眉头。他看我吃
得津津有味，又尝了一口，感觉还是不对，
随即放下羹匙，问我：这是甜沫？我说没
错，这就是甜沫。朋友说没搞错吧？我说没
搞错。朋友说是不是给我搞错了，这碗里
怎么不给我放糖却放盐？

看着朋友满脸的狐疑，我哈哈大笑，
知道我这“包袱”做成了，到了抖开的时候
了。我说：“唉，这就是济南小吃的两大
怪——— 茶汤无茶，甜沫不甜。”

“甜沫不甜？为什么不甜？”
我说：济南甜沫的味道的确是不甜而

咸，准确地说应当是“五香”。要解开这“甜
沫”不甜而咸之疑，就要从明朝末年说起。明
朝末年，战乱天灾，大量难民涌入济南城，一
田姓粥摊摊主舍粥赈灾。因求粥难民太多，
他只能在粥中多加切碎的菜叶，煮好的粥中
就泛起很厚的白沫，难民便称这粥为“田
沫”。虽然粥中米少菜多还泛着白沫，但很多
难民还是靠喝这粥活了下来。冬天，为了驱
寒，还在粥中加入姜丝、辣椒和盐。当时一书
生赶考路上落难，也来求粥。或许是被饿了
几天的缘故，书生竟觉得这“田沫”香甜无
比。后来书生考取了功名，特来济南，手书

“甜沫”匾牌敬献田姓粥主，以报救命之恩。
从此，“甜沫”一名便在济南流传至今。

我接着说：“现在甜沫的内容已不只是
米和菜叶那么简单，主料是用小米水磨的米
浆，配料有花生、红小豆、炸豆腐丁、粉丝、菠
菜或小白菜，调味料有八角桂皮大小茴香胡
椒粉，佐料有葱姜末和‘倒炝锅油’。”

“熬制甜沫很有讲究。”我接着给朋友
讲解熬制方法：“花生油烧热，加入葱花、
姜末煸香后倒出备用，这称为‘倒煸锅’。
另大锅内添加好泉水，加入八角、桂皮、大
小茴香烧开，待这些佐料香味溶于水中后
捞出，再投入熟花生、熟红小豆、炸豆腐
丁、粉丝烧开，随将事前磨好的龙山米浆
往锅内边倒边搅，使小米浆与水融合均
匀，再开锅后撒入撕碎的菠菜叶，调入胡
椒粉、细盐、炝锅油，再烧开锅后，一锅黄
澄澄、香喷喷的五香甜沫这就熬制好了。”

“还有，小米要用龙山小米或者是济
南南山小米，水也要用济南的泉水，不能
用井水、自来水。历史上有很多外地人熬
制甜沫，不用龙山米浆、不用济南泉水，可
无论他们怎样熬，熬出来的味道都不是

‘甜沫’，而只是‘一锅咸粥’。”
一碗甜沫，竟这么复杂，朋友一时听

得入神，竟忘了吃喝。他看到摊位上都坐
得满满当当，很多人都是开车来的，车中
不乏宝马奔驰，不禁感慨：“一碗甜沫两块
钱，大老远跑来，够那油钱吗？这甜沫的味
道真有魅力。啧啧！”

关于甜沫，我把我知道的所有知识索
性给朋友一说到底：“甜沫在济南还有一个
家喻户晓的故事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在
济南停留，他在带领群臣遍览济南风景名
胜、遍尝济南美食小吃后，兴致盎然，用刚
学到的济南方言和刚吃过的济南小吃出一
个对子，来难一难这狂傲不羁的‘纪大烟
袋’，于是他吟出一句上联：咬口黑豆窝窝，
就盘八宝咸菜，可谓杠赛。纪晓岚不愧是大
才子，乾隆刚出上联，他略一思索，随即吟
出下联：吃块白面馍馍，喝碗五香甜沫，不
算疵毛。这对子精准、贴切、工整，纪晓岚下
联一出，立时博得众官员一片喝彩。”

听完我说的这些，朋友说了两个字：
“服了！”

“喝吧，再不喝甜沫都凉了。”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
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诗句
像一根捻子，牵扯出一段尘封往事，使我
回想起诗人在济南遇难的经历，以及他与
济南这座城市的情感交集。

2017年11月19日，是徐志摩在济遇难86
周年的忌日。

徐志摩与济南这座城市有着深厚情
缘，他曾两次到过济南。第一次是1923年的
夏天，他从英国归来不久，在报刊上发表
了大量诗歌，很快成为文坛上深受欢迎的
浪漫诗人。他来济游玩，吃鲤鱼，逛明湖，
心情大好。据王统照回忆，“他往游济南时
正当炎夏。他的兴致真好，晚上九点多了，
他一定要我领他去吃黄河鲤鱼。”糖醋鲤
鱼是济南的招牌名菜，受到很多名人钟
爱，张中行先生曾没吃够，又专门跑去吃
了两次。

“饭后十点半了，他又要去逛大明
湖……那时虚空中只有银月的清辉，湖上
已没有很多的游人，间或从湖畔的楼上吹
出一两声的笛韵，还有船板拖着厚密的芦
叶嗦嗦地响。志摩卧在船上仰看着疏星朗
月，口里随意说几句话。谁能知道这位诗
人在那样的景物中想些什么？不过他那种
兴致飞动的神气，我至今记起来如在目
前。”游览之惬意，令他激情难抑，《小说月
报》中说过：“游济南，游泰山，游孔陵，太
乐了，一时竟拉不拢心来做整篇文章。”那
一年，他25岁。

第二次来济，他是陪同远道而来的
“东方诗圣”泰戈尔。那是1924年4月22日晚
上，省市领导和各界名流、教育和文化部
门负责人、佛教僧侣、学校师生等200余
人，相聚一起迎接泰戈尔，那场面空前壮
观，热闹极了。

第二天下午，“山东省市各界欢迎印度
大诗人泰戈尔先生大会”在济南第一师范
学校大礼堂内举行，场内观众爆满，挤得水
泄不通。王祝晨校长致了简短欢迎词后，徐

志摩脱帽鞠躬，向大家问好，并说道：
“我最亲爱的朋友们，山东是个好地

方、济南是个好地方，今天一次到了两个
好地方，能不高兴、不激动？

“我能有机会在泰戈尔先生来华访问
的短期内天天陪着大师，随时聆听他的教
诲，这是我一生中莫大的殊荣，得以随侍
世上一位伟大无比的人物而难禁内心的
欢欣跳跃！

“我最尊重热爱的泰戈尔先生，站在
您面前的是一群刚摆脱了旧传统的青年，
他们像花枝上鲜嫩的蓓蕾，只候南风的怀
抱以及晨露的亲吻，便会开放，而您是风
露之源。”

徐志摩极具感染力的发言，像爆竹似
的点燃了大家的热情，台下几乎沸腾。

泰戈尔的演讲生动而精彩，加之徐志
摩的翻译，在场者无不沉醉其中。演讲尾
声，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有观众提议让徐志摩朗诵自己的作

品，徐志摩幽默地回答：“你愿意在你的老
师面前展示你的才华呢，还是要老师打你
的屁股？”话音落下，掌声此起彼伏。

离别的时候，观众们围拥着，迟迟不
肯离去，徐志摩向众人致谢，并虔敬鞠躬：

“泰戈尔先生的每一个字都有颜色，都是
流淌的音乐，我为一个伟大诗人作翻译是
在亵渎他的作品，我祈求泰戈尔先生的宽
恕也请求大家原谅！”

徐志摩两次到访，留下温热的足迹和
惊艳的剪影。令人痛彻心扉的是，他将整
个生命也留在了这片热土上，化为一朵云
彩-----永恒的诗魂，不死的青春。

1931年11月19日11点35分，徐志摩在济
南“开山”附近坠机身亡，年仅35岁。

《追悼志摩》一文中，胡适曾描述道：
“在那淋漓的大雨里，在那迷蒙的大雾里，
一个猛烈的大震动，三百匹马力的飞机碰
在一座终古不动的山上，我们的朋友额上
受了一个致命的撞伤，大概立刻失去了知

觉，半空中起了一团大火，像天上陨了一
颗大星似的直掉下地去。”

开山位于济南长清区，也称北大山。
据资料，此山曾有四个名字，开山村、炒米
店附近村民称为“西大山”，王府村村民称
为“北大山”，而明朝洪武年间从山西迁来
的陈氏住户，称为“开山”，最后迁来的住
户，在开山售石为生，命名为“开山”。

志摩遇难的消息一经传开，众人恸
心。米粮库胡同四号，怀有身孕的林徽因，
不禁两眼一黑，耳畔响彻他的承诺，“就是
在天涯海角，我也会插上翅膀飞到你的身
边，聆听女建筑学家的英文演讲”，尤带余
温；上海福熙路，陆小曼换上丧服，哀默不
语，或许是悲伤过度，她不相信这是真的，
拒绝认领尸体；青岛杨振声寓所，他忆起
昨日的告别：“飞机过济南，我在天空望你
们，等着，看我向你们招手吧！”生死相隔，
哽咽难抑；在上海海格路花园，陷入悲痛
的张幼仪冷静地对13岁的儿子说：“你爸爸
上天去了，快随你舅舅去接灵吧！”北京大
学的闻一多，听闻噩耗，惊愕万分，“没有了
徐志摩，闻一多孤独了。”

处理后事时，有一个细节令人动容：
当时中国银行的陈先生来济，也就是棺木
南运的前一天，有位陪同的年轻人见状，
说：“死了，完了！你瞧他多安静，你难受，
他并不难受。”比起很多人的追忆或哀悼，
这句话掷地有声，直戳心房。
诗人走了，留下了“爱、自由、美”的信

仰；很多时候，我觉得他未曾离开过-----
他的诗句传诵不竭，他的粉丝前赴后继，
他的仰望者遍布各地。孤夜长灯下，我用
笔认真抄誊《渺小》一诗，“我仰望群山的
苍老，他们不说一句话”，好像诗人正在不
远处……正如凌叔华所说：“上帝要把徐
志摩带到天国去，徐志摩不愿离开大地上
的朋友，所以回到了地上。”他以另一种方
式活着。寻一朵云彩，在北大山边；寻一缕
诗魂，于我们心里。

【泉城忆旧】
北大山边，寻一朵云彩

我的家在
泉城路

□李金良

甜沫不甜

【泉城美食】

□吴明

□钟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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