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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城事

济南皇亭那些往事
□张机

济南市泉城路的东部路北
有一座修葺一新的皇亭体育
馆，它曾作为“第十一届全运
会”的比赛场馆。从前，那里是
个向市民免费开放的大体育
场。老济南人都熟悉地把它简
称为皇亭。皇亭与皇亭小学又
有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因为
当年学校与皇亭体育场连在一
起，是进出学校的必经之地，学
校恰似是皇亭体育场的后院。

当时皇亭四周都有高高的
围墙，设有坐北朝南的两个门。
东大门离历山顶街很近，西大
门斜对面就是蕃安巷。起初两
个门都是对开的大铁门，晚上
可以锁门。门外的墙上是一排
大玻璃橱窗，里面张贴宣传画
和反映当时经济建设的照片，
常常引得路人驻足观看。院内
东侧有几间平房是管理部门办
公地，中间是个黄土地面的大
足球场。北面有一排平房，房前
有一个方形的高石头台，当年
大型群众集会，文娱演出活动
都在这里举行。

当年皇亭体育场内黄土
地的足球场上。常见少年球
迷踢球，南侧的篮球场上矗
立着简陋的木质篮球架，篮
球爱好者在此大显身手。当
时一支由济南市中小学体育
教师组成的“ 1 9 5 0男篮”(因
为成立于 1 9 5 0年得名 )活跃
在赛场上，屡获佳绩，成为济
南体坛的一支篮球劲旅。每
有赛事，那里人山人海，我们
这些当年的中、小学生席地
而坐为自己的老师加油助
威，后面的人群自带凳子站
在上面观战。毫不夸张地说，
皇亭见证了济南体育事业的
发展。

经过皇亭的大场地，向北
就是皇亭小学。拱形的校门上
面有校牌，进校门西侧是传达
室，当时校园是四合院的平房，
南面一排是学生教室，北面是
教师的办公室，校园东墙边有
讲台和升国旗的旗杆，(解放初

期，每周一清早全校师生举行
升旗仪式)校园的西北角有一
座假山，种植着郁郁葱葱的树
木和花草，山上有奇石，还有一
个带角带棱的六角亭，风景优
美。这是我们课余玩耍和读书
的好地方。当时学校规模从一
年级到六年级都有。我从1948
-1954年在这里就读。那时候
学国语，算术，自然课，还有体
育和音乐课，课外活动有绘画，
手工劳作，学作木制飞机模型，
泥塑。还有各种球类代表队训
练。学生自愿报名，但实际上每
人都得参加，类似现在的“特
长”教育。我参加的手工劳作小
组，课外活动也可以借阅连环
画看。我记得看过《武训传》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连环
画。课外活动丰富多彩，歌咏
队学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
的天，解放区的人好喜欢”等
革命歌曲。

学校每年的春、秋季运动
会都要在皇亭举行。所以我们
对皇亭体育场再熟悉不过了。
我们班有几个家住东箭道街
(黄亭西侧的一条小胡同)的同
学酷爱足球，放学后，先不回
家，邀上同学一起踢足球。大家
踢累了，就光着膀子，赤着脚练
球。长大后听说，我们班同学真
有被选进山东足球队青年队
的。老同学中大约有五六名考

上师范院校的，毕业后作中、小
学教员。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济
南二中任教时还与上述同学见
过面。

我在皇亭小学度过了少年
时代，当时的皇亭就是我们上
体育课和锻炼身体的场所，后
来在场地南边空地还安装上了
单杠，双杠等之类的健身器材。
尽管体育设施简陋，来此锻炼
身体的人群络绎不绝。清晨常
常看到绕场长跑的。上世纪60
年代初，此处建立了室外灯光
球场后，晚上我们一群住在附
近的年轻球迷常去观看球赛。
当年皇亭对开展全民健身运动
真是功不可没。皇亭历经沧桑，
几经更名，在1985年建成体育
馆，更名为“皇亭体育馆”。跨越
时空，想起当年在皇亭小学的
求学经历，以及皇亭体育场的
变迁总有无限感慨。它见证了
济南群众性体育事业的发展历
程，给几代济南人都留下美好
的记忆。

最近听一位朋友说，现在
的济南皇亭体育小学前身就是
当年的皇亭小学。学校曾为国
家输送了多名游泳，乒乓球国
手人才。可见皇亭小学和皇亭
体育馆都是为国家培养体育后
备人才的训练基地。难怪老济
南人与皇亭有不解之缘，留恋
那块人杰地灵的宝地。

记忆中的市语
□徐连泉 王玉杰

市语，又称市声、叫卖声，
是小商小贩为使顾客了解自己
经营的商品而喊出的叫卖声。
好的市语极具宣传性和诱惑
性，有的甚至还说唱结合，有一
定的艺术性和欣赏性。但随着
时代的发展，有些买卖已不需
要叫卖声，有些叫卖声也已经
渐渐失传。

最简单的市语只有一句
话，如：卖西瓜的吆喝“卖西瓜
啰！”卖鸡蛋的吆喝“卖鸡蛋
啰！”这样的叫卖声简单明了，
至今城乡仍随处可见。

记忆中，最动听的市语当
数卖五香面的。他们在集市或
庙会的热闹处，用木板支上摊
子，放一盘手摇石磨，周边摆上
各种香料，现磨现卖。一般两

人，一人称重包包收
钱，另一人边摇磨

边唱：“包饺

子，调馅子，离不开五香药面
子；有白芷，有丁香，杏仁豆蔻
广木香。天然名贵五香料，荤菜
素菜离不了；腌制酱菜出味道，
炖鸡炖肉气味好。有花椒，有大
料，桂皮草果小茴香；烹的烹，
炒的炒，五香药面好味道。闻着
香，吃着妙，调味佳品不能少；
花钱不多买味道，男女老少都
说好！”这样的唱词无论是在城
市还是乡村，现在都很难听到
了。

介绍商品有奇效的是卖老
鼠药的。他们在集市街旁的地
上摆上十几条死老鼠和鼠药样
品，有的再在地上用白粉笔写
明家乡地址，然后往那里一站，
就开始边卖边唱：“老鼠药，药
老鼠，留着老鼠没好处；今天买
了老鼠药，回家睡个安稳觉。这
些老鼠真可恨，专门咬你的粮
食囤；咬箱子，咬柜子，进去咬
你的花被子。老鼠药，真是强，
老鼠吃了见阎王；闻着香，吃着
甜，吃进肚里做了难；闻着甜，
吃着香，吃进肚里遭了殃；花钱
不多，一治一窝。买的买，捎的
捎，三毛钱一大包；一块钱用不
了，拿着七毛往外找哈，哎嗨
哟！”这样的商贩，现在集市上
仍偶有所见。

把商品介绍详细的是卖针
的。过去，南方商贩经常到北方
来卖针，多是一个人背着包下
乡串村，在人多的地方驻足交
易。卖针人一手拿着约一尺长

的木板，一手拿针，手腕一甩，
一二十个针齐刷刷地钉在木板
上，然后再麻利地把针拔出包
起来，边演示边唱：“头号针，真
不赖，过日子，离不开；缝口袋，
连麻袋，十年八年用不坏。二号
针，用处多，做棉袄，引被窝；当
家人指着当家货，不当家的讲
吃喝。三号针，裲裆衣，纳帮子，
袜底子；上领子，钉扣鼻，哪个
离不开三号针。特号针，更不
孬，家家户户离不了；钉篅盘，
穿辣椒，拴个大牛跑不了。买的
买 ，捎 的 捎 ，三 毛 钱 一 大
包……”这样的商贩现在早没
有了。

最忽悠人的是卖野药的。
旧社会，农村缺医少药，卖野药
的就背着包串村走巷，在群众
扎堆的地方摆地摊吆喝叫卖，
招揽群众围观。有人问：“卖什
么的？”答曰：“人民健康素。”
问：“治什么病？”答：“腿疼、腰
疼、胳膊疼，烧心、恶心、打嗝
儿、流酸水都能治。他们的药贴
在脊梁上流到腚上，那算流穷，
咱的膏药像鹰爪子一般。哎！
哎！老兄(或弟)你算来着了，花
钱不多，买着几贴，包治百
病……”你想，世上哪有能够包
治百病的药啊？尽管现在的医
疗条件已今非昔比，但类似卖
野药的仍可看见，他们甚至还
雇几个托儿在那里帮腔造势，
销售对象主要是一些患有慢性
病的老年人。可要当心！

>>>饮馔记忆

榆面
□纪慎言

许多人都吃过由各
种各样的粮食或轧或磨
而成的面，但不一定吃过
我说的这种在上世纪60
年代还被许多人家看做
好东西的榆面。

榆面，顾名思义就是
由榆树皮轧成的面儿。我
没有亲眼看见过榆面的
制作过程，但是小时候听
大人说过：制作榆面的人
先把老榆树最外面龟裂
的那些黑色的老皮，用一
种专门的刮子刮掉，然后
用铲子把里面那层白里
透红的嫩皮从树干上剥
下来，等把这些树皮晒得
焦干以后，再用石头碾子
把它轧碎轧细，经过筛罗
之后就成了可吃的榆面
儿。我想，人们平常说的
年景不好的时候吃草根
啃树皮，大概指的就是这
种无毒无味的榆树皮。

我见过卖榆面的，他
们大都是上了年纪的老
人，挑两个柳编的像大花
瓶一样的篓子(俗称“巴
斗”)，里面就装着微泛着
砖红色的榆面，一边走一
边吆喝：“好榆面喽！称好
榆面喽！”听到有卖榆面
的在胡同里吆喝，在家管
做饭的母亲和婶子大娘
们就一个个走出来和卖
榆面的人问价打价，最后
每个人最多能够买个斤

八半斤的榆面，然后端回
去准备给一家人做顿像
样的饭食。

榆面最大的特性是
有黏性，这在那个粮食短
缺、好粮食(白面粉)更缺
的艰苦年代里可是大有
用场的。在那个“鸡屁股
当银行，地瓜面子当细
粮”的年代，没有小麦面
粉，甚至连地瓜面也很
少；在这种情况下，一家
人想改善生活，吃用高粱
面或玉米面做皮、用胡萝
卜白菜做馅包的包子或
者饺子，那就得把榆面掺
在高粱面或玉米面里，让
高粱面或玉米面有了黏
性有了劲头儿之后，才能
把那些叫做馅的菜包住，
以避免四分五裂。在我的
记忆中母亲把那些榆面
们看得也是非常珍贵，平
时舍不得吃，有时候还放
得招了蛀虫。我想，这榆
面可能该算是中国老百
姓感受最早也是最绿色
的“食品添加剂”了吧！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
去了，小麦面粉成了包
括农民在内的中国人民
的主要食粮。榆面已渐
渐退出历史舞台。因此，
这种曾经帮助穷苦人们
度过饥荒的特殊食品也
就成了人们特殊的记
忆。

峄城菜煎饼
图文/袁帅

传说乾隆皇帝下江
南，走到鲁南峄县的时候，
知县敬献上了冒着热气的
菜煎饼。乾隆一品尝高兴
坏了，让知县再给他准备
二百斤，好够吃一个月的。
准备二百斤菜煎饼不难，
但一个月下来能不长毛发
霉吗？乾隆的随行人员都
有些担心。峄县知县却不
慌不忙，第二天就给送来
了，不过换成了硬纸壳子
一样的干煎饼。乾隆一看
眉头紧皱，正要发火的时
候，一股从来没有闻过的
香气扑面而来。他尝了一
片干煎饼以后，立刻转怒
为喜，不禁连声叫好。峄县
知县说：“这是花椒叶干菜
煎饼，峄县干菜煎饼里的
一种。”

原来，很久以前峄县
就有鲜、干两种菜煎饼。采
摘一点嫩花椒叶，或者把
柿子、草莓、山楂、西红柿、
苦瓜、花生、芝麻等分别加
工成浆、汁、末，选择油、
盐、蜂蜜、葱、姜、蒜、辣椒
丝进行搭配，倒进粮食糊
子里搅拌好，在铁鏊子上
烙成煎饼。等煎饼凉透以
后，再放到热鏊子上搨去
水分，叠成长方形或者正
方形，就是各种不同口味
的干菜煎饼了。干菜煎饼
不仅好吃，还耐存放，只要
注意防潮，保质期能够达
到两三个月。如果用苹果、
大枣、石榴树木烧铁鏊子，
烙出来的煎饼不仅吃的时
候香甜，吃完以后嘴里还

会留有大半天的清香。
更好吃的是鲜菜煎

饼。来到今日的峄城，就会
闻到和水饺有些相似的香
味，街边会看到一个又一
个卖鲜菜煎饼的店铺和摊
子。鲜菜煎饼和水饺一样，
都把面食和菜肴合成了一
体。和水饺不一样的是，鲜
菜煎饼的用料非常广泛，
花的工夫也多，所以味道
大大地好于水饺。

烙煎饼用的粮食可以
是小麦，也可以是高粱、地
瓜干，可以单独使用，也可
以混合玉米、大豆等。鲜菜
煎饼用的菜也是多种多样
的，韭菜、白菜、芹菜、鲜辣
椒等容易熟的切碎直接
用，不易熟的则要先加工
到六七成熟。煎饼和菜都
准备好了以后，先把一张
煎饼铺在抹了油的热鏊子
上，把菜摊在煎饼上。这时
候可以根据口味加调料，
或者磕开一两个鸡蛋倒进
菜里面，滴一点香油。等到
热气上来，在菜的上面盖
上一张煎饼，稍等片刻叠
成半拃宽就可以食用了。

峄城的鲜菜煎饼店铺
和摊子都是准备好粮食糊
子、蔬菜和调料，根据食客
对酸甜苦辣和咸淡的不同
要求当场加工而成的，吃
起来既可口又放心，所以
生意都很红火。如果谁想
像乾隆皇帝那样，吃完了
鲜的再带干的，店家和摊
主是腾不出手来的，只能
提前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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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皇亭体育馆

峄城
居民在自己
家做菜煎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