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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济南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化积淀丰厚，是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这里是中华民族重要史前文化——龙山文化的最初发现地。
相传，大舜曾耕于历山，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任北宋齐州(济南)太守期间对此作过详实考证，济
南亦有舜祠、舜井、娥英祠等舜迹遗存。
春秋战国时期，济南是齐鲁文化的交汇之处，尚功利、求革新的齐文化和重仁义、尚伦理的鲁文化在
这里有机融合、兼收并蓄，长久地滋润了济南的地域文化、城市性格。
秦汉以来，又有伏生传《尚书》、娄敬谋国策、终军请缨出使南越、曹操相济南等重大历史人物、事
件在这里风云际会，其中伏生口授《尚书》，对于填补秦始皇焚书坑儒形成的汉初文化真空起到了重
要作用。
隋唐北宋时期，济南群星璀璨、人才辈出，名相房玄龄，名将秦琼，高僧义净，诗人崔融、员半千、
范讽等皆为一世俊杰，李白、杜甫、高适、苏轼、苏辙、曾巩等名流文士或游历或仕宦于此，诗圣杜
甫留有“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千古佳句。
南宋以后，济南文坛更是频升巨星，李清照、辛弃疾、张养浩、边贡、李攀龙、李开先，皆为一时领
袖诗坛的大家，再加上新城(今桓台)王士稹、淄川蒲松龄(清初新城、淄川均为济南府属县)，可以说
，宋、元、明、清四代，济南文坛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令人瞩目的重要地位。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给济南留下了众多文物古迹。
长清孝堂山的东汉石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面建筑，石祠内的汉代石刻画像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与
艺术价值。
建于隋大业年间的四门塔，是中国最古老的单层亭阁式石塔。
位于长清的灵岩寺，唐代曾为中国四大名寺之一，寺内40尊泥塑罗汉，被梁启超誉为“海内第一名塑
”。
此外，让济南人引以为豪的，还有甲天下的众多涌泉。
元代地理学家于钦在《齐乘》中赞日：“济南山水甲齐鲁，泉甲天下。
盖他郡为泉一二数，此独以百计。
”众泉喷涌，形成了“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独特景观，成就了济南“泉城”美誉。
更兼泉水汇流大明湖，湖在城中，城在景中；南部屏列如黛群山，泉溪淙淙，峰壑森秀。
山、泉、湖、河、城有机融合、交相辉映，济南风光秀美如此，也就无怪古人赞叹“济南潇洒似江南
”，而“有心常做济南人”了。
1948年9月24日，济南战役胜利结束，济南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济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古老的泉城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毫不动摇地抓好经济建设这
个中心的同时，始终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摆在重要位置，着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积极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大力推进文化创新，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得到巩固，全社
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益完善，文化产业实力显著增强。
当前，济南的建设发展正站在新的起点上，进入了城市建设跨越提升、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社会事业
全面突破的关键时期。
进一步加强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对于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增强济南文化软实力、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是幸运的，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同样如此。
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济南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和资源优势。
坚持依托历史、立足现实，尊重过去、面向未来，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对待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挖掘
、整理和科学扬弃，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是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一
项重要内容。
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和济南出版社等部门通力合作，编辑出版了这套“济南历史文化读本”丛书，对
于进一步挖掘济南历史文化资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全市人民热爱济南、建设济南的自豪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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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心，对于更好地宣传济南、展示济南，提高济南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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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48年9月24日，济南战役胜利结束，济南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二页。
济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古老的泉城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毫不动摇地抓好经济建设这
个中心的同时，始终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摆在重要位置，着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积极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大力推进文化创新，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得到巩固，全社
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益完善，文化产业实力显著增强。
当前，济南的建设发展正站在新的起点上，进入了城市建设跨越提升、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社会事业
全面突破的关键时期。
进一步加强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对于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增强济南文化软实力、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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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人之初，应该从婴儿呱呱坠地算起。
母亲的腹中孕育婴儿时，称为怀孕，济南人俗称为“有喜”。
(一)有喜有了喜的孕妇身体开始出现生理变化，起居饮食会有_些特殊需要，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害喜
”。
害喜的妇女有的愿吃酸物，有的愿吃辣物，一般情况下是“酸儿辣女”。
为了使胎儿健康漂亮，人们往往会在屋里贴上画有大胖娃娃的年画，让孕妇多看这些画儿，希望生出
的孩子像画中人一样可爱。
孕妇这时还要“忌口”，不能吃兔子肉，怕生豁子嘴；不能吃葡萄，怕生葡萄胎；有的还不让吃姜，
说吃了姜，小孩会生六个指头。
这些说法虽无科学道理，但却表达了家人对未来宝宝健康的关注。
如果媳妇过门儿很久还没“有喜”，家人就会烧香磕头祈福，或去庙里“拴娃娃”了。
旧时济南人祈福求子“拴娃娃”，要去趵突泉畔的吕祖庙。
吕祖庙在趵突泉的“三股水”以北，现在叫泺源堂。
这儿原是古代娥英祠的旧址，奉祀的是传说中大舜的两个妻子：娥皇和女英。
大概人们觉得生儿育女的事儿归女神管吧，所以便到这儿来祈福求子了。
求子更加心切的人要去泰山斗母宫“拴娃娃”。
记得上世纪50年代末，母亲带我去泰山游玩。
街坊封娘娘当时已三十多岁了，还没孩子，便托付母亲替她拴一个娃娃回来。
在斗母宫后院的一个大殿里，送子娘娘的供桌上摆了许多泥娃娃，有男有女。
母亲给尼姑交了钱，尼姑烧了香，嘴里念念有词，然后让我去挑了一个男娃娃，据说小孩子挑的娃娃
最“灵”，容易投胎。
那泥娃娃的头上有个“朝天椎”式小辫儿，尼姑又特地在小辫儿上拴了红头绳。
回家后母亲便把“拴”来的娃娃给了封娘娘，但封娘娘一直没“有喜”，后来收养了一个弃儿做儿子
。
(二)添喜婴儿降生俗称“添喜”。
旧时的济南妇女生孩子，既没有医院可住，又无专科医生助产，只能请产婆来家接生。
产婆又称接生婆，民国时期济南已有专职接生婆了，最有名望的是赵师娘和林月琼。
我家兄弟姊妹5个，我的两个哥哥和大姐都是由赵师娘接生的。
赵师娘家住正觉寺街，个子不高，瘦削的身材，梳着小纂，干净利落。
20世纪30年代时她已有四五十岁年纪。
那时孕妇生孩子一般在自己家的卧室里，只要安静、暖和、不透风就行。
在产妇即将生产之前，家中要备一个大盆给孕妇擦身，烧好开水备用，还要找一把锋利的剪刀用开水
煮过或用白酒消毒。
婴儿降生后，产婆便用剪刀剪断脐带，再用白酒消过毒的棉线扎好，把胎衣埋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不
能让人践踏。
据说赵师娘接生存活率极高，小孩几乎没有夭折的。
她收费也不多，产妇家有钱给钱，没钱给红鸡蛋也行。
到了20世纪40年代，广东人林月琼来济南行医，在南门附近开了一个诊所，专门负责接生。
她是西医，身穿白大褂，出诊有专门的黄包车接送，还有助手提着装有医疗器材的提包随后。
虽然她的接生存活率也很高，而且讲究卫生，但由于派头比赵师娘大，收费较高，所以一般人家是请
不起的。
济南解放后，这两位接生专家因技术精湛、经验丰富，都进了国营医院工作。
不过，旧时济南能请得起接生婆的人家还是少数，大多数孕妇在家生孩子，都是临时请邻里和家中有
经验的老年妇女来接生。
我的小姐姐生在1942年的春天，恰在夜里12点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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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寇侵略济南，实行夜间全城戒严，连赵师娘也没法去请，只好请一位老街坊接生。
我的同院邻居翟大娘就常帮人接生，虽然济南解放后人们都去医院妇科生产了，但来不及送医院时，
这些民间接生婆还是能救急的。
(三)报喜婴儿降生之后，家人要在临街的大门或产房门上挂-块红布，谓之“挑红”。
“挑红”有两层意思：一是向外人宣布家中“添喜”，起到报喜作用；二是红色喜庆避邪，也通告外
人不得随便进产妇的屋子。
亲邻好友见到挑红，就会拿着鸡蛋、红糖或给小孩做衣的布料前来贺喜。
添喜的主家要拿出早已染好的红鸡蛋做回礼，一般生男孩送单数，生女孩送双数，3个5个7个9个，6
个8个10个不等。
这时，给产妇的娘家报喜是最隆重的，虽然也是送红鸡蛋，但数量大增，最多可以送到99个，再另放1
个生鸡蛋，取“生”的意思。
娘家人得到喜讯，便要给女儿送粥米：送米、面、挂面、糯米、鸡蛋、红糖等食品，为孕妇熬粥滋补
身体。
还要给新生儿送小被子、小褥子和婴儿服。
这些婴儿服有单的、夹的、棉的，一般都是“和尚服”，即前面斜开襟，没有纽扣，用布带子系住。
“和尚服”穿起来方便，婴儿娇嫩的皮肤不会被纽扣硌伤，所以婴儿穿“和尚衣”的习俗一直沿用到
今天。
(四)起名婴儿来到人世间，长辈要为他(她)起名。
济南人在给婴儿起大名即学名的同时，还爱给孩子起小名(亦称乳名)。
学名一般是姓氏加辈分加吉祥语。
以孔家的后代为例，孔子的77世孙按辈分是“德”字，同辈分的人起名时，姓名中第二个字就均用“
德”字，如“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78世孙的辈分是“维”字，再往下是“垂”字⋯⋯以此
类推，让人一看便一目了然，知道是哪一辈分的人。
起小名就随便多了。
有的按十二属相起名，如小虎、小龙、牛子；有的按兄弟排行，顺口叫个小三、小四、大妮、二妮；
有的希望小孩健康，起个铁蛋、石头、拴柱、留柱；有的怕小孩夭折，故意起个下贱、呆滞、不讨人
喜的名字，如傻小、傻妮、狗剩、二蛋、臭臭，这种讨人厌的名字阎王爷听了不喜欢，自然也就不要
他了。
总之，这些小名起得千奇百怪，叫起来又朗朗上口，有时从小叫到大，改不过口来，到晚年还有被叫
做“傻小”爷爷的。
(五)坐月子和过满月婴儿出生后，孕妇要坐月子。
坐月子时，产妇头三天不能下床，一个月之内不出房门，旧时连窗户都不开，怕产妇受风寒。
这期间产妇要穿得暖和，按旧习惯还要包上头，不能洗头洗脚，更不能干重活。
在饮食上，产妇要多吃煮鸡蛋，喝些滋补身体的鸡汤、易消化的小米或糯米做的红糖稠饭。
为了“下奶”，还要吃些猪蹄、鲫鱼汤之类的催乳食品。
就这样，产妇一直要在屋里待到婴儿出生一个月，即满月后，才能恢复正常生活。
给孩子过满月，应该是婴儿出生后第一次与外界接触。
这时主家要宴请宾客，亲朋好友送来贺礼，祝贺母子平安。
满月这天，第一次给婴儿理发，俗称“铰头”。
婴儿的头发不能全部剪掉，一般会在额顶上(囟门及周围)留下拳头大小的一绺头发，说是保护“头信
子”，叫“百岁毛”。
大概是因为怕婴儿的头盖骨太嫩，有意保护，而不去触动。
婴儿头信子上面长着一些类似痂皮似的“屎巴巴”，济南人把这种发型叫做“把屎毛”。
(六)住满月婴儿过了满月，产妇就可以抱着孩子回娘家了，一般会在娘家住一个月，俗称“住满月”
、“住对月”或给孩子“搬尿窝”。
产妇回娘家住一个月是很有道理的：一是在婴儿出生的头一个月中，把婆家人累得够戗，应该给他们
一段休整时间；二是闺女与婆婆是客情，总不好意思去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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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己的亲娘最了解女儿的饮食习惯，变着法儿的伺候，日子会过得更随意一些。
记得我小姐姐回家住满月时，外甥女没出满月就消化不好，经常漾奶，而且嘴里牙床上长了一些小白
点，济南人叫长“马牙子”。
我小姐姐看到孩子刚吃进奶水，又吐了出来，急得直哭，母亲便请来了邻居翟大娘。
裹着小脚的翟大娘是盛唐巷街上的土大夫，她虽然没有学医，却会用土法治病。
她会接生，还会接骨、拿环、拔罐、下针⋯⋯一般人有个头痛脑热，找到她掐掐头、捋捋嗓子，再在
后脊柱狠狠抓几把，准好。
她给我小外甥女治“马牙子”，就是用纱布缠在食指上，沾着香油伸进孩子嘴里，不停地在牙床上抹
来抹去。
经翟大娘治了两次之后，外甥女嘴里的“马牙子”不见了。
而且她每次来，都会握住外甥女娇嫩的小手腕揉搓几下，这样孩子也不漾奶了。
估计她揉手腕是给孩子做推拿，那“马牙子”是口腔溃疡，香油有消炎收敛的作用，所以这两种病到
了她那儿，立刻手到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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