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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通讯员 王朋

在山东，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谚语：
“常食一株葱，九十耳不聋。劝君莫轻慢，屋
前锄土种。”城里的人们在花盆或废塑料盒
里，装上土，将带根的葱苗栽下去，会长出碧
绿的葱叶来。农村更是自由，农人在自家菜
园、房前屋后栽上葱苗，羊角一样的葱芽冒出
来，钻出骨朵，等待开花结种。

菜地到餐桌的距离，一根根大葱便能精确
地丈量出来。“如言山东菜，菜菜不离葱”，
“大葱蘸酱，越吃越壮”。大葱配上煎饼，更
是山东人的“标配”食物。传说民国有军阀在
山东征兵，为增加吸引力，一定要讲明在本部
队当兵有大葱吃，甚至要摆上几捆大葱以证明
所言不虚。山东人对大葱寄予着特别的情感，
也积淀着独有的人文底色。

春月茹葱通五脏

在我国古代，葱居于五大名菜——— “葵、
藿、薤、韭、葱”之末，分为大葱、香葱、分
葱、胡葱、楼葱、韭葱等不同种类。“大葱最
初分布在我国西部及俄罗斯西伯利亚温带大陆
性气候地区，是由野生葱在中国经驯化选育而
成的，至今我国西北部地区还长着许多野
葱。”据中国寿光蔬菜博物馆馆长张洪涛介
绍，大葱主要产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和秦岭淮河
以北，山东主要名品有章丘大葱、寿光鸡腿
葱、八叶齐葱等。

古人关于葱的记载始见于《山海经》《尔
雅》。《山海经》对葱的分布有如是记录：
“又北百一十里曰边春之山，多葱、葵、韭、
桃、李”，“北单之山无草木，多葱韭”。对
于葱的味道，也有记载：“昆仑之丘，有草
焉，名曰薲草，其状如葵，其味如葱。”

《尔雅》则对葱的颜色也有了定义：“青
谓之葱，黑谓之黝。”照此逻辑，我国的葱岭
一名就是因“多出葱，故谓葱岭，又以山崖葱
翠，随以名焉”。

《说文》在解“葱”字，给出了两个字的
注释：“菜也。”据张洪涛介绍，在古代“五
菜”中，葱并不仅仅是调料，而是被当作主菜
的，主要食其叶和茎。如《礼记·内则》中有
关于“葱”的菜谱：“脍，春用葱，秋用芥。

脂用葱，膏用薤。”
属于“五菜”之一的葱是最常用的荤菜。

因为葱蒜有浊气，古人认为它刺激味太大，会
坏人心性，所以古时出家人不吃葱蒜，祭祀斋
戒时不吃葱蒜。古人对葱的食用方式跟今人不
大相同，以烹、炒为主，炒食主要以葱白为
料。今天把葱作主菜的人已不多，人们只把它
作为香辛料，葱几乎沦入调味品的行列之中。

“大葱在山东的栽培，文字考证虽然远迄
春秋战国，然而由于它是我国西部原产，随着
黄河流域古老文化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交流，自
当不晚于周代。”据张洪涛介绍。

据《管子》一书记载：“齐桓公五年(公元
前681年)，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菽，布之天
下。”在《庄子》中有“春月饮酒茹葱，以通
五脏”的记述。可见古人在公元前六百多年，
就曾推广种植大葱，并将其用于医药。

到汉朝，大葱的种植更为普遍。《汉书》
“龚遂传”载：“遂为渤海太守，劝民务农
桑，令口种五十本葱。”公元前七十多年，就
有官员把大葱的种植，在鲁北地区作为发展农
业生产的一项推广任务，提出每个农民要种植
五十株的指标。

至五代时，山东地区就有了关于大葱贩卖
业的记载。据《梁书》“吕僧珍传”记载：
“僧珍授使持节平北将军南兖州刺史，僧珍在
任，平心率下不私亲。戚从父兄子宏以贩葱为
业，僧珍既至，乃弃业欲求州官。僧珍曰：吾
荷国重恩，无以报效，汝等自有事分，岂可妄
求叨越，但当速返葱肆耳。”

诸物皆宜称“和事”

葱的栽培技术历经古人摸索，早早成熟。
汉代崔实《四民月令》指出：“二月别小葱，
六月别大葱（注：别者栽也），七月可种大小
葱。夏葱曰小，冬葱曰大。”

据罗愿《尔雅翼》载：“汉，大官园种冬生葱、
韭菜，茹覆以屋芜；昼夜燃蕴火，待温气乃
生。”据此描述可以认为汉代官府有专门种菜
供应膳食措施，冬季仍有土温室或加温阳畦生
产。

在后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有“种葱
篇”，对留种、栽培、管理、越冬更有详细论
述。由《齐民要术》所记栽培方法考证推断，

当系昔日渤海郡，即包括现今淄博、青州以北
及惠民、德州地区大葱耕作栽培措施无疑。

元王祯亦山东人氏，他编著的《农书》
中，对葱的种植方法提出：“先以小畦种，移
栽，却作沟垅，粪而壅，俱成大葱，皆高尺
许，白亦如之，宿根在地，来春并得作种，移
栽之。”这是对山东大葱栽培简要的记叙。明
清两代山东各地县志、乡土志等出版日增，大
都有对大葱种植的简单记载。

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在《到了济南》一文
中赞美章丘大葱的葱白，像折叠的油酥饼，似
美丽的白绢。作为山东大葱代表之一的章丘大
葱，最早产于何时已无法考证，但从当地县志
记载，有明一朝，在章丘女郎山西麓一带，大
葱的栽培已很普遍。

女郎山位于章丘古城的北面，又称城北
山。据《三齐记》记载：汉时曾做平陵放侯的
章亥有三女，溺死后，葬于此，故得名女郎
山。这里有一段章丘大葱的美丽传说：

大葱本是天上王母娘娘后花园药圃中的一
种“药花”，与牡丹、芍药、菊花、玫瑰等互
为姐妹。有一次，王母办蟠桃会，众姐妹闲来

无事，无意间拨开云雾，偷看人间。不料人间
正遭受瘟婆的折磨，尸横遍野，满目荒凉。

葱仙女不忍民间受难，展开双臂羽衣飞
舞，强烈的辛辣味呛得瘟婆喘不过气，睁不开
眼，铩羽而归。空中的浊气，也被洗得干干净
净。染上瘟疫的人们，只要用鼻子嗅一下大葱
溢放出的芳香，便觉精神倍增，恢复了健康。

葱仙女却因私自行动触犯天规，被打入下
界，变一株大葱。大葱的黑色种子撒向女郎山下，
长出了片片葱秧，人们再也不怕瘟婆逞凶了。

“葱仙女”的神奇功效，在李时珍的《本草纲
目》中也得到验证：“葱从囱。外直中空，有囱通之
象也。芤者，草中有孔也，故字从孔，芤脉象之。葱
初生曰葱针，叶曰葱青，衣曰葱袍，茎曰葱白，叶
中涕曰葱苒。诸物皆宜，故云菜伯、和事。”

除夕大葱压窗台

民国另外一位文学家梁实秋，在《忆青
岛》一文中，将山东大葱比作甘蔗：“……再
就是附近潍县的大葱，粗壮如甘蔗，细嫩多
汁。一日，有客从远道来，止于寒舍，惟索烙

饼大葱，他非所欲。乃如命以大葱进，切成段
段，如甘蔗状，堆满大大一盘。客食之尽，谓
乃平生未有之满足。”

梁实秋所谓潍县大葱，其种植历史至少可追
溯到贾思勰时代。“早在明代，寿光就有种植大葱
的习惯。至清代中叶，大葱已成为寿光的重要农
产品之一。”据张洪涛介绍，《寿光县志》曾载：“葱
三时皆有，味辣，可生啖，根入药能发汗。蓄以御
冬者曰干葱……输出甚伙。”

“寿光大葱植株粗壮，平均高85厘米，葱白
粗，主要品种有鸡腿葱、‘八叶齐’和硬叶葱3种。”
张洪涛介绍道，鸡腿葱植株高60～70厘米，基部
肥大向上渐细，形似鸡腿倒置；硬叶葱植株高大，
直立生长，叶片粗硬，株高平均1米，抗风耐寒，霜
后仍能生长。

“八叶齐”这个品种，植株粗壮，成株一般八
叶，叶片整齐紧密，可谓寿光大葱的代表。张洪涛
对“八叶齐”的掌故了如指掌，据他介绍，明宣德
五年，为安抚百姓发展农桑，山东巡抚曹弘巡查
农情。深秋时节，曹大人一行至寿光境内，见沃野
平畴，蔬菜种植甚多，尤其大葱种者连阡，长势喜
人，便驻足观看。

曹弘观后既高兴又惊奇，情不自禁进入葱
地，发现大葱竟然高至齐腰，茎粗叶碧，更是惊叹
不已。曹大人便询问老农：这大葱如何有此长势？
老农回答：这大葱每株八个大叶长势整齐，葱高
三尺有余，故名“八叶齐”，是俺这培植的优良品
种。老农又指着葱堆说：“大人请看，这葱可露天
存放，冰雪之时不怕冻，解冻后鲜度如初不腐烂，
易于存储和长途贩运。”

曹大人听后大喜。知县闻讯赶来，将巡抚大
人一行接到县衙，详细禀告了当地农情。曹大人
又禁不住问起大葱味道如何？知县回答：生食增
进食欲，烹锅炒菜味道更佳，请大人用餐时品尝。
知县便专门设了“大葱宴”，如“葱炒鸡蛋”“葱烧
木耳”“葱炒虾酱”“葱花油饼”等。曹大人品后连
声称道：“南京到北京，比不过寿光葱。哪里大葱
奇？寿光八叶齐！”

大葱在今天寿光人的饮食、生活中占有重要
位置。胶东一带民间遗存有“过年大葱压窗台”的
习俗，一是相信大葱象征着顽强的生命力，严冬
里大葱照样能存活；二是对来年的生活有美好愿
景，想在来年从从容容。

生命降临的日子，也缺不了大葱的身影。在
包括寿光在内的山东大部分地区，有如此风俗：
婴儿满月时，请婴儿的舅舅剃胎发，称“剃满月
头”。其下要旁置一簸箕，簸箕中放几株葱，葱主
聪，取其吉祥之意。

葱，翠绿可爱，人们长用葱绿来比喻绿的浓
厚。在迎新娶亲中，大葱也作为重要礼品来馈赠
亲家。葱是分蘖生长，青葱旺盛，两根连根大葱，
既表示喜结连理，也表示繁衍丛生，还表示祛病
避邪。由于葱在结亲中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长期以来，逐渐演化为结亲的男女互称对方为
“那根葱”，表示关系非同一般的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葱淳朴大气、富有
个性又不失平和，同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千百
年的人们，继续锻造着与大葱的历史情缘。

■ 人文齐鲁 璀璨山东

明宣德五年，山东巡抚曹弘巡查农情至寿光，见沃野平畴，大葱种者连阡，长势喜人，便问大葱味道如何？知县答：生生食增进食欲，烹锅炒菜味道更佳。

知县专门设了“大葱宴”，端上“葱炒鸡蛋”“葱烧木耳”“葱炒虾酱”……曹品后连声称道：“南京到北京，比不过过寿光葱。哪里大葱奇？寿光八叶齐！”

一根大葱的齐鲁锻造史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李梦露
本报通讯员 王玉光

清明时节，驱车行驶在大沽河胶州段东岸的
大堤上，大沽美景尽收眼底。平阔宽广的河道水
光潋滟，碧波粼粼；河畔芳草茵茵，身材纤细的绿
树伸展着枝桠，绽放着独属春天的新绿；路旁的
太阳能路灯齐齐整整，随蜿蜒的河道伸向远方。
默默承受了千百年风霜洗礼的大沽河，滋养了钟
灵毓秀的一方水土，催生了神秘有趣的民间传
说，如今又在治理工程的推进下，重新焕发光彩。

沧海桑田 传奇之音

大沽河古称“姑水”，是青岛的母亲河，也是
青岛地区最大的河流。它发源于烟台招远市东北
部的阜山西麓偏西方向，流经招远、栖霞、莱州、
莱阳、莱西、即墨、平度、胶州、城阳九市（区），在
胶州市营海镇码头村南入胶州湾。

大沽河的历史悠久，最早可以上溯到周朝。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567年，齐侯灭莱，莱共公逃
奔棠地，棠古城址就在大沽河中游东岸古城（今
即墨市遗风店镇前古城村及后古城村）。此后，大
沽河岸修建古城，日益发展繁荣，出现了有名的
周朝即墨城、北魏长广县城。

关于大沽河的由来，当地流传着动人的故
事。传说，古时候，大沽河是一条小溪，一步就可
迈过，唐王李世民路过此处，就给它起了个名叫

“大步河”。离大步河不远处，有一个村子叫高家
庄，庄上有一个叫高荣莆的财主，是方圆十几里
有名的大户。他长相极丑，脸上一边长着一块肉
疙瘩，说起话来一抖一动，好像枯树上的两个干
疤。因他为人狡猾，人们就叫他“槐树疤”。

在槐树疤家里，有一对相爱的年轻人，男的
叫王常河，是家里的长工，年轻英俊，性情刚强。
女的叫坠姑，是家里的丫鬟，长得美丽俊俏。二人
自小青梅竹马，盟誓白头到老。可眼见坠姑越长
越俊，槐树疤对坠姑起了坏心，他百般刁难阻拦，
不让两人成亲，并想出了一个狠毒的办法，要常
河在百日之内砸开大步河里的那块大青石，如果
到期砸不开，就要霸占坠姑。

为了坠姑上刀山下火海也不退却的常河，扛
着一把大铁锤就来到了大青石边。这块大青石有
十几丈之大，大步河里的水就是从它下面流出来
的，有人叫它“卧龙石”，也有人叫它“卧龙泉”。常
河举锤“哐哐”地砸起来，火星飞溅，可大青石纹
丝不动。他不分白天黑夜地砸，锤柄换了几换，手
震得出了血，也全然不顾。转眼两个月过去了，大
青石连一条缝也没有。

常河终于晕倒在大青石旁，蒙眬中只见一位
银须老者站在眼前，对他说：“龙泉卧石莫为难，
开石待寻开山斧，崂山顶峰寻宝物，方能石开见

坠姑。”常河慌忙坐起来，力觉醒悟，直奔崂山而
去。

等到了第99天，在家日思夜念的坠姑做了一
个梦，一位银须老者对她说：“美丽的姑娘不要睡
了，只有你和常河两人才能劈开大青石。”坠姑醒
来，拔腿跑到大青石跟前一看，杳无人影，急忙喊
道：“常河！常河！”没有回音，低头一看地上只有
一把大斧，上面沾满了血迹，泪水像断线的珠子
滚落下来。忽然，坠姑发现前面有一人影向这方
向跑来，这人正是常河。原来，常河听了老者之
言，向崂山奔去，他翻山越岭，终于在太清宫里找
到了那把大斧。

眼见槐树疤得意洋洋地来抢坠姑，两个年轻
人拿起大斧，来到大青石跟前，用足力气狠狠劈
去。只见红光闪闪，随而一声巨响，大青石不见
了，满天的石块在空中飞舞。一瞬间，天空乌云翻
滚，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大雨倾注，在大青石劈
开的地方，蹿出一股强大的水柱，旋转着，聚起一
座小山似的巨浪向槐树疤压来，吓得他扭头便
跑，跑着跑着扑通一声跌在地上，竟变成一条似
牛非牛、似马非马的怪兽。它越长越高，妄想拦住
这巨浪，但巨浪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它卷来，吓得
它拼命地向高家庄跑去，巨浪马上把村分为两
半，隔河相望。它又拐着弯儿跑，这巨浪就拐着弯
儿追，弯弯曲曲一直追到南海，形成了一条宽大
的河流。

“为了纪念这两个相爱的年轻人，当地老百
姓给大步河改了名，叫‘大姑河’。不知何时起，又

把‘姑’字换成‘沽’字，意味着叫她永永远远地流
淌下去。”大沽河东岸轿哥庄村原村支部书记、88
岁的王宗本老人告诉记者。

天灾水患 民不聊生

地处华北暖温带沿海湿润季风区的大沽河
流域，温差不大，降水量丰富，中下游一带地势平
坦，对于发展农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良条件，大
沽河畔的百姓在此繁衍生息。

然而，天灾难免，为防水患，官府不断加固和
修筑大沽河堤坝。大沽河堤防修缮工程最早的文
字记载见于元朝，至元二十年，元世祖令阿八赤
广开新河，南引平度南村东之大沽河水，决口西
导入新河，以壮胶莱河水势，这时大沽河已有了
防洪堤。明万历十三年，平度知州胡尚礼筑大沽
河堤。明神宗万历十九年，山东巡抚李公辅筑堤
延壕10公里，人称李公堤。清朝年间，又两次增筑
李公堤。1858年到1915年间，境内共有7次较大的
筑堤工程，但未能根治洪灾水患。

明清两朝，大沽河流域数次发生粮食欠收，
民众饥饿，甚至出现过人相食、瘟疫行的惨剧。蝗
灾、螟害、风沙、暴雨、暴雪、河堤决口，各种灾害
直到近现代都是大沽河人民的巨大困扰。清朝末
年，民国初年，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政治腐败，军阀
混战，民不聊生，再加上巨大的自然灾害，老百姓
的生活极其艰苦。

74岁的张祥君老人世代住在毗邻大沽河东

大堤的李哥庄村。据他回忆，在自己小的时候，爷
爷张玉芳常给他讲起大沽河闹水灾的事，其中，
受灾最厉害的一次是在民国三年，也就是1914
年。“那年雨水特别大，一进入农历七月份，天天
下雨，阴雨连绵，大沽河上游也下了大雨，河水涨
得很快。”农历七月十五这天，村里的寺庙紧急撞
钟，村民们带着苇笠，披着蓑衣，扛着铁锨都赶到
大沽河看堤护堤。河内浊浪翻滚，河水与堤一般
平，不时地“舔着舌头”，随时都有溃堤的可能，洪
水就像一头野兽眼看着就要冲破牢笼。天还是一
刻不停地下着大雨，人们用地瓜蔓和泥土培起一
根小堰挡水，可河水太大，只听“哗——— ”的一声
巨响，河堤决口了。

那时的房屋都是土墙茅草屋，被大水一浸泡
很快就倒塌了，这次发河水整个村子没有一间站
立的房子。当时村里有的村民在南岭河套有亲
戚，他们连夜划着小船过来救人。大人孩子的哭
喊声、呼救声，房屋倒塌声，禽畜狂叫声响成一
片。人们扶着老人，背着孩子站在倒塌房屋的土
堆木架上，老鼠、蛇、虫子等也都爬到土堆上，随
时都会被咬伤。

张祥君回忆，爷爷每次说到此处，总是眼含
热泪，他说：“你们没经着，不知那滋味，一提起那
年发河水，就让人毛骨悚然，头皮发麻，浑身起鸡
皮疙瘩。”

大水还没有消下去，大沽河上游莱西、招远
一带又下了特大暴雨，洪水暴发，自上游一涌而
下，水头像一幢高大的墙壁，冲向下游，上次溃堤
决口50米宽还没堵上，这次又冲开了200多米宽
的口子。由于李哥庄村靠决口处最近，受害也最
严重，决口处被冲出一个十几亩地大的一个大
湾，水呈蓝黑色，水深无底，传说湾里的大鳖有磨
盘大，后来人们称作“大鳖湾”。同时冲出一个几
百亩地大的大沙窖子，后被称为“西沙岭子”。

水消下去后，满坡地里全是沙丘，庄稼全被
黄沙淤泥掩盖了。为了有个栖息之地，人们用手
挖着淤泥垒起小墙，搭起临时住宿的窝棚。“洪灾
带来严重损失，让村民家毁粮绝，妻离子散，人口
大量外流，并造成瘟疫蔓延。男人去远乡打短工，
女人带着孩子四处流浪讨饭。有一些人远走他
乡，投亲靠友，还有的实在走投无路，只好背井离
乡闯关东去了。”张祥君说。

当年百姓的惨境令张玉芳刻骨铭心，爷爷所
讲述的故事也让张祥君老人永生难忘。他告诉记
者，当时村里有一个8岁的小男孩跟着母亲到外
村要饭，见人家狗食槽子里有点玉米饼子，伸手
去拿，被狗咬在手上，后来得了狂犬病无法治疗，
疯得很厉害，不停地抓人咬人，后来只好把他的
手脚绑上。大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慢慢死
去，母亲心滴血，眼流泪，哭得死去活来。

还有一个母亲带着一对儿女去讨饭，又饿又
累坐在一个坟茔前的贡石台上休息，让姐弟俩把

好不容易讨来的一点玉米面拿回去熬黏粥。孩子
们熬好粥，见母亲还没回来，就去坟茔上叫母亲，
可怎么叫都没有回应，路过的人一看，他们的母
亲已经死了。姐弟俩跪在母亲身前痛哭，路人无
不落泪。后来，10岁的姐姐给人家当了童养媳，8
岁的弟弟出去给地主扛活。

物宝天华 古河新颜

挥去昔日苦难岁月的伤痛记忆。新中国成立
后，山东省人民政府先后于1952年2月与1955年汛
后，统一组织对大沽河堤防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
的岁修工程。并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对堤坝残
缺矮薄之处不断进行整治修理。张祥君老人回
忆，在他的印象里，大沽河再未发生过大水患，沿
河百姓终于得以安居乐业。

大沽河不仅滋养着两岸的沃土，更盛产特色
水产，其中脂鱼（鲻鱼）、甲鱼和鲤鱼味道最有名
气，被誉为“大沽河三鲜”。

“沽脂淮鲤海中鲳”是大沽河沿岸人尽皆知
的俚语，在当地老百姓看来，大沽河的脂鱼绝对
可以媲美淮河鲤鱼、黄海鲳鱼。脂鱼，因其脂油丰
腴而得名。其肉鲜嫩，即使不添加任何调料烹煮，
那也鲜美可口，令人垂涎，食而难忘。每逢集市，
卖脂鱼的渔人总会大声吆喝：“沽脂淮鲤海中鲳，
捎条回家去尝尝，要是不买就错过，当心悔青你
的肠！”

大沽河河床是以黄沙铺成，水质甘洌，蜿蜒
流淌几百里，有胶莱河、小沽河和桃源河等十几
条支流汇入。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着肥美
的甲鱼。大沽河里生长着丰富的蚬子、蛤蜊、小
鱼、小虾，它们都是甲鱼的主食。据说大沽河沿岸
后店口村人黑培烈，经常沿河瞅瞅，搜寻甲鱼踪
迹，是出名的捉甲鱼能手。有人说他一辈子捉到
的甲鱼有几千只，也有人说他捉了几万只。

大沽河出产的鲤鱼，个头大得惊人，大者数
斤甚至十几斤，不仅肉质肥美，鲜嫩可口，而且具
有很好的观赏价值。它尾部和鳍呈红色，鳞呈金
黄色，背部略显暗灰色，两只硕大的眼睛像两颗
夜明珠。渔夫头戴苇笠，身披蓑衣，撑篙行船，在
河里撒网渔鲤，也是大沽河的一道风景。

世纪交替前后的几十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
展，无序采沙、无良企业排污，大沽河水体也遭受
了污染，人们已经很难吃到大沽河里的鱼虾。两
岸垃圾遍地，路面坑洼不平，成了许多人对大沽
河的印象。

2011年，青岛市委、市政府制定下发了《关于
实施大沽河治理的意见》，着手对母亲河大沽河
进行整治。胶州市水利局防办主任董淑臻介绍，
2012年2月15日，胶州市正式启动大沽河治理工
程，总投资24 . 43亿元，历时28个月，完成水利工程
总量2512 . 64万立方米，绿化总面积20075亩，铺设
57 . 3公里堤顶道路和65条“非字形”道路。并将结
合区位和地域特点，自北向南依次打造生态农业
示范带、新型幸福社区聚集区、滨海湿地保育带。
目前服务区、博物馆等配套工程有序推进，初步
实现了“洪畅、堤固、水清、岸绿、景美”的治理目
标。

在当地百姓看来，大沽河治理是“造福”工
程，河水、河岸、河滩植被连为一体，大沽河堤防
也被打造成了集防洪效应、生态效应、景观效应
和自净效应于一体的“生态堤防”。治理后的大沽
河，不仅是那条寄托着记忆与情感的幸福母亲
河，也开启了滨河生态产业廊道的历史新篇章。

■ 海岱一方

青岛的母亲河大沽河，古名“姑水”，相传该河流原名为唐王李世民所取之“大步河”，后为纪念姑娘坠姑与爱人，改改名“大姑河”。

不知何时起，又把“姑”字换成“沽”字，寓意永永远远地流淌下去。

大沽河：沧桑姑水流千古

大沽河胶州段 苏伟 摄

收获的山东大葱比人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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