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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唐景椿

在济南“七十二名泉”之中，黑虎泉虽不
如趵突泉那般名扬四海，却是人们最为亲近、
最为熟悉的名泉之一。隆冬时节，朔风凛冽，
到黑虎泉边赏景的游客和打水的市民仍络绎
不绝，兽头泉水呼啸，水面云絮缥缈，构成一
幅老济南的市井风貌图。

若被问及这泉缘何叫“黑虎”？很多人会
脱口而出：“不就是以这泉池的石雕虎头而得
名嘛！”然而，关于泉名和兽头，颇有争议。

“黑虎”最早见于金代《名泉碑》

黑虎泉，位于解放阁南护城河南岸陡崖
下。该泉为一天然洞穴，高2米，深3米，宽1 . 7
米，洞穴由青石垒砌，洞穴隐露在岩壁之下。
略成长方形的泉池由石块砌成，三个石雕兽
头并列于泉池南壁上。泉水流过暗沟，经三个
石兽口喷涌而出。

关于黑虎泉名字的由来，有着截然不同
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泉水之上曾建有黑虎
庙，黑虎泉由此而得名。但有关专家考证，黑
虎庙建于明代嘉靖年间，也叫做玄坛庙，在如
今虎泉阁的位置。在道教传说中，武财神赵公
明被尊为“正一玄元帅”，他的坐骑就是一头
黑虎，因此又被称为“黑虎玄坛”。可黑虎泉的
历史比黑虎庙更为久远，最早见于金代的《名
泉碑》。《名泉碑》镌有金代的72个名泉名称，
碑虽已不存，元代于钦撰著的《齐乘》却予以
收录，并注其所在，流传至今。其记载：“曰金
虎、曰黑虎，李承务巷。”现实当中也确实有李
承务巷的存在，这条古老的水胡同位于司里
街正当中，直通琵琶桥，刚好处于黑虎泉与金
虎泉之间。黑虎泉之名源于黑虎庙一说并不
准确。

另一种说法认为，黑虎泉因“水激柱石，
声如虎啸”而得名。明代刘敕在《咏黑虎泉》诗
中写道 :“石激湍声成虎吼，泉喷清响作龙
吟。”他在所编纂的《历乘》中记载，当时的黑
虎泉水自洞内直接涌泻，下面形成一池名太
极池。在深邃的洞穴内，原有一黑苍苍长满苔
藓、形如猛虎盘曲伏卧的巨石，泉水就是从其
下涌出，所发出粗犷的鸣声酷似虎啸的惊人
吼声回荡洞穴。明代诗人晏璧在《济南七十二
泉诗》中则以“石蟠水府色苍苍，深处浑如黑
虎藏。半夜朔风吹石裂，一声清啸月无光”来
描绘黑虎泉。然而，这一说法也并无实证。

民间传说精彩离奇

关于黑虎泉名字的来历，民间传说也有
多个不同版本。

有人说，古时候的一天，忽然狂风大作，
随即传来虎啸声，人们发现远处一只黑虎和
一只金虎在打斗。聚拢的人越来越多，老虎发
现后转身逃跑。黑虎逃到东边钻到一个泉子
里，金虎跑到西边也掉到一个泉子里，这就是
后来的黑虎泉和金虎泉。三天以后，又来了一
只老虎，它体形硕大，边走边四处寻觅，像是
在寻找走失的幼仔。周围的居民准备围而捕
之，老虎见人来捉，便跳入水中，成了后来的
一虎泉。

有人说，黑虎泉的泉水来自泰山上的黑
龙潭。黑龙潭与东海有暗河相通，乃是东海龙
宫的一个秘密出口，里面住着一条黑龙。黑龙
一旦出来，必将山崩地裂，海水倒灌齐鲁大

地。为了确保黑龙潭万无一失，潭后用泰山西
麓最高峰、形似龙头犄角的龙角山来镇守，并
以傲徕峰护法，以求能够“国泰民安”。清乾隆
年间，为印证这一说法，泰安县令将数十袋稻
糠倒入黑龙潭内，约三天后，济南知府和泰安
县令及数百见证人来到黑虎泉的喷涌处，果
真见到有稻糠浮出水面。

还有人说，黑虎泉原名太平泉，可后来被
一条青龙所霸占，时常兴风作浪，扰得大家苦
不堪言。从小臂力过人的黑哥决心除掉恶龙。
他拜师千山佛祖，每天三更上南山修习，五更
才回来，武功大有长进。与他青梅竹马的虎妹
天天都在村头等他。这天，黑哥又上南山，千
山佛祖突然将身上的龙泉宝剑交给黑哥说：

“快回去，虎妹有难，今日你就该和恶龙决一
死战了！”黑哥急忙赶回村中，见恶龙掳着虎
妹正要飞起。他拔出宝剑就朝恶龙砍去，恶龙
丢下虎妹，闪过宝剑，朝黑哥扑来。一时间天
昏地暗，飞沙走石。黑哥越战越勇，恼羞成怒
的恶龙一爪向黑哥头顶压来。虎妹急中生智，
抓起身边的一块白石头就朝恶龙扔去，正好
砸中了恶龙的眼睛。白石坠地，化作一股清
泉。恶龙一声怪啸，扎进了太平泉池底。黑哥
追到池边，一个猛子扎了进去，只见池里巨浪
翻天，恶龙又蹿出水面，咽喉上插着那把龙泉
宝剑。它痛苦地向南飞去，没飞多远就一头栽
了下来，化作一座山，就是今济南城郊的青龙

山。黑哥却一直没有浮出水面，他的鲜血染红
了泉水。“黑哥，你等着我！”虎妹纵身跳进水
中。只听两声巨响，两股泉水喷涌而出，就像
原来那股一样冒个不停。为了纪念黑哥和虎
妹，人们就把太平泉改名为黑虎泉。而那块砸
中恶龙的白石化成的泉，就是与黑虎泉隔河
相望的白石泉。

是龙，是虎？

无论是历史记载，还是民间传说，泉名
“黑虎”似乎都和兽头扯不上什么关系。那兽
头有什么来历？它们是虎头吗？

刘鹗曾在《老残游记》中将兽头认为虎
头。他在《老残游记》中这样写道：

“老残出了金泉书院，顺着西城南行……
这南门城外好大一条城河，河里泉水湛清，看
得河底明明白白。河里的水草都有一丈多长，
被那河水流得摇摇摆摆，煞是好看。走着看
着，见河岸南面，有几个大长方池子，许多妇
女坐在池边石上捣衣。再过去，有一个大池，
池南几间草房，走到面前，知是一个茶馆。

进了茶馆，靠北窗坐下，就有一个茶房泡
了一壶茶来……老残坐定，问茶房道：‘听说
你们这里有个黑虎泉，可知道在什么地方?’
那茶房笑道：‘先生，你伏到这窗台上朝外看，
不就是黑虎泉吗?’

老残果然往外一看，原来就在自己脚底
下，有一个石头雕的老虎头，约有二尺余长，
倒有尺五六的宽径。从那老虎口中喷出一股
泉来，力量很大，从池子这边直冲到池子那
面，然后转到两边，流入城河去了。”

对于虎头的说法，一直存有争议。有专家
认为，这些兽头造型不太符合老虎的基本特
征，老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在其额部有似

“王”字的斑纹，虎口上下各有两枚坚硬而锋
利的犬齿，但这些在石雕兽头上都没有呈现。
并且虎通常被认为是威猛的象征，与水也并
无多大联系。此石雕兽头，应为神话传说中的
龙之六子霸下，霸下性喜水，常栖水边，并且
龙通常都被描写成兴云致雨的神话传说动
物，石雕兽头的造型颇似龙，那兽头两侧的

“龙角”，虽因面积所限雕得不够完整，但可清
楚地看到，还有十分突出的龙眼、扁长的嘴、
平平的牙、呈三角状的“龙鬣”。而兽头的腮
部，原应为“龙鳞”，却设计雕刻成一花叶图
形，若按传统龙的造型样式看，这石雕龙头，
应当是作了变形夸张处理。

也有专家认为，石雕兽头是“虎头”。中间
的兽头圆脸上窄下宽、杏眼、嘴张，威中含秀，
像只母虎。两侧的兽头耳大头方、吊睛圆眼、
云卷毛，多了一分雄壮威武，好似两只公虎左
右相伴。而且，民国时期的老照片里隐约可见
兽头上的“王”字，如今看不到，是因为兽首历
经岁月的洗礼，“王”字已经被完全磨去了痕
迹。

兽头由一增为三

从《老残游记》的记载中可以得知，那时
黑虎泉池的兽头原本为一个，兽头又如何从
一个变为了三个呢？

据《济南市志》记载，1931年，市政部门对
黑虎泉进行治理开挖，泉池扩建，“四周砌石
壁和短墙，北墙留出水口，南墙增加喷水石雕
龙头两个”。首发于1903年的《老残游记》，所
记录的应当是1931年黑虎泉修整前的模样，
只见到一个兽头合情合理。

当年黑虎泉兽头由一增为三的过程，记
述在《整理黑虎泉记》一文中，全文近400字，
刻制成宽一米、高六十多厘米的石碑，镶嵌在
泉洞左侧的石壁中。1955年，黑虎泉再次整修
后，石碑流落民间。有人曾在北园香磨李村一
住户门前发现此碑，并将碑文内容作了记录，
但此后石碑又不知去向。

据碑文记载：“城东南护城河一带，名泉
不一，而水源最旺、位置最高者，厥惟黑虎泉。
泉孔数十，若碎珠缕出，积而为潭，清澈见底。
潭临崖壁，构石为阁，古寺立其上，距护城河
约十余步。其间旧有蓄水池一方，用以泄注潭
水倾入护城河者也。潭之泄水处有石镌虎口
一，嵌入池壁中，经久而壁亦圮坏，罅隙迭出，
潭与池之深度亦因年久淤塞，泉数与容量俱
减。予以整理小清河之故，请示于韩主席向
方，决计疏浚源泉，以增水量……池之东南浚
出一泉，突跃怒起，有如趵突泉之形势者。计
潭与池之流量，每秒钟共为四分之一立方公
尺，较前约增三分之一。环池围以短壁，形若
井栏。临潭处增设石镌虎口二，以畅其流。由
池入护城河建一量水门，并设水则以测流量，
盖为有合于科学之精确水量计，非仅以供游
人之低徊名胜、流连风景而设也。”立碑人为

“山东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张鸿烈”。文中的记
载，又为兽头是虎头的说法增添了依据。

黑虎泉的“身世”之谜尚未有定论，但这
并没有削减游客对于黑虎泉三兽头的喜爱。
除慕名而来外，途经这里的人也总会驻足片
刻，观赏汹涌澎湃的泉涌，聆听声如虎啸的泉
音，感受泉水赋予济南的气度与活力。

黑虎泉的“是是非非”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本报通讯员 杨璇

在威海市博物馆内，存有8页已有些发黄

的手札。手札系竖书，被装裱成四幅，品相完好。
仔细观之，是晚清重臣、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的
张之洞写给“中国甲骨文之父”、晚清著名学者
王懿荣的信函，记录了两人的深厚友谊。

这份手札为国家一级文物，长23 . 5厘米，
宽12厘米。信札的开始，寄信人嘱咐收信人要
赶紧办理两件事：在京为其代请幕友，代托河
阳公杨海翁致信广东；接着诉说入川后由于蜀
道艰难等原因造成诸多不便的烦闷心情，拜托
代向在京友人答情致意；最后向收信人求教自
己搜求的古物，鉴别真伪。落款日期为“十二
月初五日二鼓”，即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
二月初五。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时人称之“张
香帅”。张之洞是一个典型的“学霸”——— 16
岁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第一名(解元)；27岁
参加会试，考中进士一甲第三名(探花)。他出
身于仕宦之家，早年是清流派主将，后成为洋
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大力倡导“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
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张之洞集“清流”与“洋务”于一身，既
务虚注重道德文章，又务实不废建功立业，被
称为“身系朝局疆寄之重者四十年”的政治
家。孙中山先生称其为“不言革命的大革命
家”，毛泽东主席对其评价说“提起中国民族
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王懿荣是福山县（今烟台市福山区）古现

村人，是著名的金石学家、鉴赏家和书法家，
因其在1889年首先发现甲骨文而闻名于中外学
术界。他自青年时代就潜心于金石之学，对金
石研究朝夕不辍，孜孜以求。其足迹遍及鲁、
冀、陕、豫、川等地，搜求文物古籍，“凡书
籍字画、三代以来之铜器印章、泉货残石片瓦
无不珍藏而秘玩之”。

张之洞和王懿荣相识于清流集会，深交于
抨击朝政及贪官污吏，情厚于姻亲关系。张之
洞前两任夫人接踵病逝，他娶的第三任夫人，
就是王懿荣的妹妹。即使王懿荣妹妹故去，两
人相知相交仍亲密无间，甚至日益紧密。

两人的交往要从同治年间说起。同治年
间，王懿荣出任户部候补主事，开始了其京曹
小吏生涯。虽官职低微，但在京城的鉴藏界已
有一定的影响。他与潘祖荫、李慈铭、吴大
澂、赵之谦等过从往来甚密，与张之洞的交往
也始于这一时期。

同治九年（1870年），张之洞湖北学政任
满回京。《张文襄公年谱》记载：“在京与潘
文勤祖荫、王文敏懿荣、吴愙斋大澂、陈弢庵
宝琛诸君订交。”夹注“文勤寓米市胡同，所
居密迩，出所藏吉金拓片属公与王吴两公审
定，集中所录论金石文字大率皆此数年所
作”。此后三十年间两人结下了深厚友情。

张之洞和王懿荣都是清流派的代表人物。
“清流”是清末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政治派
别，时人称清流派。他们身在朝堂，以清高博

雅自重，对内抨击贪官污吏，要求整饬朝纲；
对外反对妥协媚外，主张抵御侵略。用康有为
的话来讲，即“指陈时政，直言得失，上以广
人主聪听，下以系天下安危”。当时军机大臣
李鸿藻被视为党魁，呼李为青牛头（清流同
音），而同乡的张之洞与张佩纶被视为青牛
角，用以抵触人，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
皮、牛毛甚多。

作为传统士人的代表，张之洞身上保留了
明清以来士大夫尚古玩物的雅好，酷好金石之
学。而王懿荣在中进士之前便是名闻京城的金
石学家。两人志趣相投。光绪年间，张之洞在
书信往来中就曾多次委托王懿荣帮其到厂肆购
买古物。

在清末动荡的时局下，王懿荣临危受命。
八国联军破城之时，仍在率众抵抗。后见大势
已去，遂投井殉难，表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的高尚气节。王懿荣死后七年，逐渐老矣的张
之洞从湖广总督任上奉旨进京，升任大学士兼
军机大臣，一时攀上仕途最高峰，北上途中，
张之洞路过河南安阳殷墟，想起王懿荣，一时
感伤，难以言表。

著名作家唐浩明在长篇小说《张之洞》中
写下了张之洞的心声：“可惜，我的内兄在庚
子年为国牺牲了，龙骨上的文字没有持续研究
下去。若让我自己选择的话，我宁肯不进京做
大学士军机大臣，倒是甘心住在这里，大量汇
集出土龙骨，把这个研究做下去。”

“学霸”之间的友谊

据中国新闻网，在农历“牛”年到来之际，中国美
术馆献上了一场以“牛”形象为线索的艺术盛宴：中
国画、油画、版画、雕塑、书法、摄影、工艺美术、民间
美术等不同种类的600多件名作亮相全部展厅。展览
将持续至3月14日。

这一名为“美在耕耘”的大展分九大类，从“瑞牛
呈祥”“石榴同心”“大地诗韵”“大国工匠”“医者仁
德”等方面来体现“耕耘”主题。参展的艺术家几乎都
是大咖，包括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丰子
恺、吴冠中、叶浅予、大卫·霍克尼、任伯年、关山月、
刘海粟、潘天寿、刘开渠、吴为山等。

开篇的“瑞牛呈祥”在中国美术馆最重要的圆厅
展示。观众在这里可以看到：吴作人的写意水墨牛虽
然没有很明显的线条，但很有力量；牛角上插了2朵
红花，丰子恺的童趣画风，画出了牛的可爱；李可染
的画笔下，在笛子声中睡着的牛，神态放松；吴为山
手下的雕塑牛，虽无整身，但尽显老骥伏枥的筋
骨……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孺子牛”“拓荒
牛”“老黄牛”都是家喻户晓的美好形象，也是底蕴深
厚的文化意象，蕴含着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砥砺奋进
的精神密码。“美，在耕耘者。这次展览的主题，就围
绕着‘美是由人民创造’而展开的。”

当当发布《2020阅读趋势报告》

分级阅读成大势所趋
据中国新闻网，日前，当当“深耕场景 数智运

营”2021年度出版人盛会在线上举行。在本次大会
上，当当发布了《2020阅读趋势报告》及《2020年度十
大阅读事件》，讲述国民阅读故事，致敬行业和每一
位读者。

当当介绍，2020年图书行业整体上呈现三大趋
势：疫情对图书市场有一定冲击，但同时也创造了转
机，疫情让更多人回归了阅读，加之三四线城市爆发
出的购买潜力，未来图书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另外就品类观察来看，童书、教辅仍是纸书的刚
需品类，占比高、增速快；阅读市场呈现专业化发展
态势，分级阅读成为大势所趋。

当当大数据显示，三线城市“鸡娃”热情高于一
线城市，童书、中小学教辅、亲子/家教类图书顾客在
三线城市中占比最高。在不同年龄段书籍消费量占
比中，0-2岁的童书消费增速最快，其次为3-6岁童
书，11-14岁、7-10岁童书位列第三、第四。

而在碎片化阅读时代，纸书用户深度阅读趋势
较为明显。2020年顾客高增长品类呈现“专业化、生
活化”特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深度阅读用户则占
比更高，这些情况都为接下来纸质书的发展创造了
机会。

中国网剧下一站，精品化

据文汇报，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爱奇艺、优
酷、腾讯视频、芒果TV四大平台共上线360余部网
剧，较去年同期增幅达33 . 3%。题材上，网络剧出现更
多现实题材的探索。而在口碑品质上，2020年国产剧
豆瓣评分前十位中，有六部为网络剧。

高速发展的同时不能回避的问题也不少，在视
频平台的亏损压力和“去库存”之下，去年下半年热
门网剧质量明显参差不齐。业界普遍认为，进入提质
增速期的中国网络剧，如何在转折之年保持优势，补
齐短板，需要视频网站平衡好流量收益与价值引领
的天平，从而让市场健康良性发展。

“内容产业已经进入匠心消费的高溢价时代”，
爱奇艺首席内容官王晓晖给出的判断，或许印证着
资本和平台越来越意识到那个朴素的真理，当在线
内容消费市场逐步扩大，只有精耕细作、品质上乘的
内容才能打动用户。

中国动漫金龙奖

全球征稿启动
据新华社，作为中国国际漫画节主体赛事，第18

届中国动漫金龙奖日前启动全球征稿，将在传承优
秀中华文化方面持续深耕，助力动漫产业发展。

记者从中国动漫金龙奖组委会获悉，近年来，结
合传统文化的原创动漫作品发展势头强劲，大步迈
向世界舞台，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历届金龙
奖也涌现了多部取材于传统文化的优秀动漫作品，
如《哪吒之魔童降世》《白蛇：源起》《如果历史是一群
喵》《山海戮》《洛神赋》等。

为积极推动中国动漫文化走向世界，从本届金
龙奖开始，组委会将永久设立“蔡志忠漫画奖”，用于
褒奖在传统文化传承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作品或
作者。

“河洛古国”

发现中国最早“宫殿”
据新华社，巨型夯土高台上筑建宫宇、双宫并

列、前朝后寝、一门三道……中国最早“宫殿”在“河
洛古国”——— 郑州双槐树遗址日前展现庄严。

郑州市文物考古院院长顾万发介绍，新发现的
宫室建筑位于一处面积达43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高
台上，高台上建筑基址密布，全部采用版筑法夯筑而
成，目前一、二号院落布局揭露得较为清晰。

一号院位于高台西半部，平面呈长方形，面积
1300余平方米，院落南墙外发现面积近880平方米的
大型广场，呈现出“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二号院
落位于高台东半部，面积1500余平方米，该院落发现
门道三处，其中一号门在南墙偏东位置，门道为“一
门三道”。

“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前朝后寝’式
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这种布局直接
影响了此后陶寺、二里头、偃师商城等夏商都城规
划。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中国美术馆

献上最“牛”大展

张之洞手札

泉水喷涌而出（资料图）

黑虎泉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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