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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6 青未了

文/赵晓林

近代山东海河运输概况

据《山东省志》等资料记载，
山东境内 50 公里以上的河流即
有 1000 余条，但多系夏涨冬枯的
山洪河道，能够常年通航的仅有
黄河、运河、小清河等几条主要河
道，沂河、徒骇河、马颊河等只能
季节通航。

清末，随着津浦铁路的建成，
德州港成为卫运河与津浦、德石
铁路连接的枢纽港。内河航运以
东西横向运输为主，北上可达天
津，南下可通江淮。

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阻滞了
内河航运的发展。后政局渐稳，山
东航运出现短暂繁荣。山东省建
设厅疏浚小清河，1931 年又整治
济南水源，建起山东第一座双门
船闸——— 五柳闸，小清河上出现
了机轮客运航班。次年，当时的山
东省建设厅制造并使用了第一艘
挖泥船，用于黄台港清淤。这期
间，中兴煤矿公司的船队达 3 万
余载重吨，外运煤炭最高年份达
50 余万吨。黄河木帆船数量亦有
增长，年运量近 40 万吨。

新中国成立后，黄河、小清
河、卫运河和京杭运河山东南段
成为境内主要通航河流。

海洋运输方面，山东海上交
通运输历史悠久，对中国政治、经
济的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作出了
一定贡献。山东沿海港口开辟较
早，但多系自然土石泊位。烟台港
开辟最早，迄今已有 130 年历史，
龙口港和威海港也已近百年。胶
济铁路通车后，青岛港迅速发展，

不到 10 年便超过烟台港，规模跃
居山东各港口之首。

新中国成立后，山东沿海航
运业，除青岛、烟台、龙口港归交
通部管理外，其他国营港航业务
由山东省交通厅统管。1973 年后
积极贯彻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三
年改变港口面貌”的指示，山东沿
海港口建设进程加快。至 1 9 8 5
年，全省拥有大小港口 22 个( 部
属港口 3 个) ，船舶停靠泊位 134
个，其中万吨级以上 18 个。

60 年前山东航运的

“特殊内容”

笔者藏有一册《山东省海河
运输资料选编（一）》，编印者是
“山东省交通厅航运管理局”，印
制时间是“1955 年 6 月”，为内部
印刷物。此书共有 14 章，比较重
要的有《山东省交通厅航运管理
局海河运输机构表》、《海陆货物
中转工作暂行办法》、《沿海货物
运输运费计算暂行办法》、《沿海
轮船运输货物分等表》、《沿海进
出口货物分等补充表》、《山东省
沿海小型轮船货物运价表》、《山
东省沿海行李包裹运杂费记收办
法》、《黄、渤海港口区间航线里程
表》、《山东省黄河木帆船货物等
级运价里程表》、《山东省小清河
木帆船货物等级运价里程表》、
《山东省运河木帆船货物等级运
价里程表》等。

看这些内容，可大略知道此
《资料选编》中所收录的基本上是
当时山东海河运输的法规和运输
里程及各类货物运价等。

第一部分内容《山东省交通
厅航运管理局海河运输机构表》，

分为“沿海”和“内河”两大部分，
“沿海”部分记录的机构有青岛航
运分局、烟台航运办事处、石岛航
运办事处、石臼所航运站、岚山头
航运站、薛家岛航运站、乳山口航
运站、张家埠航运站、俚岛航运
站、龙口航运站和海庙口航运站。
“内河”中又分为黄河、小清河、运
河 3 个部分，共有 19 个航运站和
办事处。其中小清河有 4 个机构：
小清河航运办事处、湾头航运站、

羊角沟航运站和下洼航运站。
这些机构不知现在还存有多

少。我们可从一些资料中寻找点
有趣的内容来看，《沿海货物运输
运费计算暂行办法》的第十一
条———“后列特殊货物之计费办
法如下”中记载的内容确实很特
殊：

一、灵柩运费每具以三吨计，
按七等货收费；

二、运送供医学或科学研究
的尸体按十二等货量尺收费；

三、运送尸骨、尸灰按十等货

量尺收费；
四、牛、马、骆驼、骡等无容器

者以每头做一吨计费；
五、驴、犊、驹等无容器者，每

头按 0 . 7 公吨计费；
六、羊、羊羔、猪、猪崽及其他

小牲畜无容器者，以每吨四头做
一头计费；

七、家畜及野禽之整船装运
者，以该船的载货吨位按十七等
计费；

八、木材（圆木、圆条）运费按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规定“木
材容积检尺办法”所得之体积以
每 0 . 74 立方公尺折合一体积吨
位计算之。

这些货物在今天可能已经很
少有人这样托运了，尤其是前三条
中涉及的尸体等更是不允许长途
托运，这和今天的规定有很大不同。

再来看看内河运输，以小清河
为例，《山东省小清河木帆船货物
分等表》中，共列举了十二大类 152
项近千种货物，并划分了托运等
级。其中像烟茎、烟梗、草秸、兽毛、
剔选的猪鬃、未剔的猪鬃、蛋黄、蛋
白、蛋粉、茶末茶梗、麸、糠、豆饼、
土硝、柏油、火柴梗、迷信用纸、柏
油毡等，现在都已经很难见到了，
也显示出当时人们的生活用品和
现在有着很大的不同。

这册《山东省海河运输资料
选编（一）》中的内容虽然看起来
比较专业，但细读和研究起来并
不枯燥，甚至很有趣味，因为我们
可从其中所列的货物中寻找出很
多时代的印记，从其中一些细节
中可以了解很多当时的经济和社
会生活状况，对我们研究新中国
成立初期的社会发展有着很好的
辅助作用。

文/张机

上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的
济南，东起解放桥，西至经二路纬
十二路，沿途大约有 6 家电影院。
青龙桥附近有解放电影院，院前大
街中段路南的旧军门巷有新华电
影院，人民商场东侧有建筑古色古
香的中国电影院，经二纬一路的新
市场北门有中苏友好电影院（后改
为反修电影院，再改为胜利电影
院），经二路纬三路路北有职工电
影院，西市场里有和平电影院，从
城里一直向西到西市场，不用拐弯
就能见到这些影院。另外，劝业场
有金城电影院，大观园里有东方红
电影院（即今大观电影院），火车站
附近有军人电影院，经七纬十二路
附近有明星电影院，天桥附近还有
一个光明电影院。除此之外，山东
剧院、铁路文化宫、八一礼堂等也
对外放映电影。我记忆中那时以中
国电影院、大观电影院和山东剧院
的设备最优越。一进门，门厅迎面

墙上，一字排开，悬挂着十位电影
明星大照片，都是群众最喜爱的电
影艺术家，有赵丹、白杨、上官云
珠、王丹凤等。舞台上悬挂着镶红
边的大银幕，幕前是高靠背的软座
位，坐上去很舒服、很气派。

当时，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电影院纷纷上映“献礼片”。
我那时在读高中二年级，十足的
电影迷，我看了根据名著改编的
《青春之歌》、《林家铺子》，也记住
了至今难忘的《五朵金花》和赵丹
扮演的《林则徐》等。

1962 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
济南二中教学。那时，学校每个月
都组织学生到旧军门巷的新华电
影院看一次电影。当然是看有教育
意义的了，像《革命家庭》、《英雄儿
女》之类，集体包场，学生 5 分钱一
张票，教师跟班组织学生排队入
场，也享受学生票价。周末或者假
期，我也会约友人一起去看电影，
成人甲等票 2 角，乙等票 1 角 5
分。那时，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非

常单调，主要是听收音机，听戏、看
电影那是享受。家里来了亲戚朋
友，吃过饭请看一场电影是很好的
招待了。青年人搞对象，若是到了
双双进电影院看电影的地步，那就
是定下了。我记忆中，为了能早点
看上新片，常常伫立在影院外的玻
璃橱窗前观赏电影海报。有时还会
到邮局花一毛钱买本“电影故事”
杂志提前浏览预报的新片，再就是
进电影院花一分钱买张故事梗概
介绍先睹为快。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给我留
下深刻印象的影片很多。有一部
喜剧片至今记忆犹新，即在大观
电影院放映我国第一部宽银幕立
体彩色电影《魔术师的奇遇》，观
众纷至沓来，售票口排起了长龙，
我自然也是其中一员。观众进门
发给一副“特制眼镜”，放映时戴
着眼镜看，犹如身临其境，当火车
奔驰而过，就好似在身边穿过一
般，当魔术师甩杆垂钓时，上钩的
活鱼在我眼前摇头摆尾，吓得我

左躲右闪，有趣极了。
“文革”中，电影院放的都是

革命影片，像《列宁在十月》、《卖
花姑娘》、《海岸风雷》、《瓦尔特保
卫萨拉热窝》等。学校也组织观看
电影，看革命样板戏，有时也看
“毒草”影片，当然不是为了娱乐，
而是搞革命大批判，想不看也不
行。记得看影片《早春二月》，片子
拍得很好看，景美，人也美。不过，
看过电影后，单位要组织教师开
会，人人发言谈观感，要求批判他
们是小资产知识分子，逃避革命，
还要批判他们花前月下谈情说爱
的不健康生活方式。

时代不同了，现在济南各种
档次的影剧院很多，年轻人都爱
看大片，我却爱看电视上的电影
频道，而且每每遇到重播老电影
我必看。前不久我又看了重播的
《舞台姐妹》和《早春二月》，
它们让我回忆起许许多多或甜蜜
或酸楚的往事，也算是对济南老
电影院的追溯吧。

文/李贞寅

上世纪 50 年代初，我到长清县城办
事，临行前，父亲对我说：“中午你到大寓
首那家饭馆买碗烫血肉吃。长清的烫血肉
可算得上面向咱平民百姓的名菜佳肴
了。”来到县城办完事，中午时分，我走进
寓首路北那家饭馆，饭馆内摆满矮桌子和
小凳子，真是座无虚席。烫血肉两角钱一
碗。我到售菜处，看到一个大铁盆盛满热
气腾腾的烫血肉，一旁放着一大摞洗得干
干净净的黑瓷碗。厨师拿起一个碗，用黑
铁勺子给我盛了一碗烫血肉。我找了个空
位子，坐下品尝着，觉得味道非常鲜美。坐
在我一旁吃饭的是位小商贩，我们边吃边
谈起来。他说：“烫血肉很适合我们做小买
卖的吃，花两角钱买一碗烫血肉，一角钱
的热锅饼，就是一顿饭，开水随便喝。”
烫血肉是用猪血、大葱、猪肉片烹调而

成。多年居住在县城、曾在服务行业工作过
的老明哥告诉我：烫血肉的烹调非常讲究，
厨师要把猪血切成骨牌状，葱段切得约 1
寸长，肉要带皮的、肥瘦兼顾的，肉片要切
得厚薄一致。在烹调过程中，先在大铁锅内
放入炼好的猪油，等油熬热后，放进葱姜翻
炒，待炒出香味后，再把切好的肉片倒进锅
里加水煮。在煮肉片的过程中，要放进适量
大茴香、花椒。文火煮肉，待肉煮熟后，把切
好的葱段、猪血一块儿倒进锅里，加上盐和
酱油，约五六分钟后，一锅香喷喷的烫血肉
便煮好了。

长清的烫血肉颇有盛名，方圆几十里
乃至数百里的人们都知道长清的名
吃——— 烫血肉。烫血肉，物美价廉，适合平
民百姓食用。每天中午、晚上，那些过往行
人，挑挑的、担担的、推车的，还有在城里
住店的客商，都要赶到城里“大寓首”的饭
店里买烫血肉和热锅饼吃。每天一到吃饭
时间，挑子、担子、木轮小推车、二把手推
车，摆满饭店两旁，饭店内熙熙攘攘。

后来，我每次去长清城，吃饭时总要
买烫血肉吃。我回到家中，也学着饭店厨
师用的配料做烫血肉吃，做好后，一品尝
总没大寓首饭店厨师做的味道美。

眼下，我已居住在长清城内，这里大
饭店、大酒店比比皆是，可没有一家再卖
烫血肉的了，我真想再品尝当年那物美价
廉、味道鲜美的烫血肉。

根据目前国际调查，饮食对肿瘤的发
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肿瘤患者在患病期
间的饮食是否合理，与日后患者的转移复
发也有着关键的联系。不良的饮食习惯造
成转移复发的案例比比皆是，而良好正确
的饮食习惯又恰恰是肿瘤治疗中最简单、
无任何副作用、成本最低、收效最理想的
方式之一。如何能寻求到正确的饮食知识
呢？诚邀您参加由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中华医学会心身医
学分会、中国疑难病防治研究中心提供支
持的著名营养学博士孙丽红副教授的讲
座———“生了肿瘤，怎么吃？”

11 月 29 日，本报和山东省图书馆联
合举办的“大众讲坛”邀请到了上海中医
药大学营养学教研室主任孙丽红副教授，
将为听众带来一场题为《生了肿瘤，怎么
吃？——— 肿瘤与饮食权威指南》的讲座，为
大家介绍饮食与癌症的关系。

孙丽红，上海中医药大学营养学博
士、教研室主任，全国高级营养保健师，博
士时期从事肿瘤饮食研究课题，并参与国
际饮食标准的翻译工作，曾参编《营养中
药学》、《现代中国营养学》等国家级教材，
国家科技部十一五重点支撑项目亚健康
课题组负责人之一。获得《全国营养保健
师》（高级）资格证书。师从国际权威肿瘤
专家何裕民教授。

讲座时间：2009 年 11 月 29 日（周
日）上午 9：00

讲座地点：山东省图书馆报告厅
咨询电话：0531-80992268

当年的烫血肉

“大众讲坛”预告

生了肿瘤怎么吃？
——— 肿瘤与饮食权威指南

饮馔琐忆>>>

济南的老电影院
口述城事>>>

老山东书影>>>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山东航运点滴

山东沿海，海岸线
长，且境内河流众多，所
以海河航运一直比较发
达。笔者藏有一册《山东
省海河运输资料选编
（ 一 ）》，印 制 时 间 是
“1955 年 6 月”，从中可
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山东航运点滴。

上世纪的小清河航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