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济南乎>>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济南乎>>

13位ISBN编号：9787806037539

10位ISBN编号：7806037535

出版时间：2003-10

出版时间：山东画报出版社

作者：牛国栋

页数：17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济南乎>>

内容概要

　　第一印象是院前的马路宽得像广场，珍珠泉大门也显得高阔气派。
门口自然有把门的，父亲是以公务的名义将我带进去的。
院子很大，也很通透，高高的法桐遮天蔽日。
那时的珍珠泉池四周是墨绿色铁栅栏，多少有些西方园林的味道。
泉畔的柳树很粗大，有的弯着腰探进水里。
树上知了声声，水面和岸边尽是些落下的柳叶，漂在水里像小船一样。
那时的泉水很盛、很清，水中的珍珠一串串、一堆堆，一点也不稀罕，不像现在这样。
父亲“自问自各”地对我说，知道这里过去是什么地方吗？
古时候这里是王爷府和衙门，解放前这里是国民党的省政府。
我似懂非懂，却也吓了一跳。
从那时起我似乎看到了它与趵突泉、五龙潭和黑虎泉等这些名泉的不同，似乎看到了它所具有的“特
殊身分”。
　　选择珍珠泉作为全市中心并非巧合和偶然，它位于旧城的中。
在老城东西、南北的交叉点上，四通八达。
济南南面和西面的三里庄、四里山、五里沟、六里山、七里山、八里洼、十六里河⋯⋯哪是以此作为
起点的。
这里的自然风韵也极具济南地方特色。
　　珍珠泉是济南四大名泉之一，与周围众泉形成珍珠泉泉群。
涌水量虽不大，但涌姿十分独特。
泉水如落入玉盘的珍珠一般，晶莹圆润，成串从水底上冒，有的甚至可以跃出水面。
乾隆皇帝极爱品茶，也很内行，每次南巡路过济南时都要选用珍珠泉水沏茶。
因该泉水质好，便赐封珍珠泉为“天下第三泉”。
　　国人爱水，更爱泉。
凡有清泉处必有好景致，自然也躲避不了官府和民宅的包围。
珍珠泉是济南众泉中最早被圈入园林住宅的名泉。
再早的不说，元代，山东行尚书兼兵马都元帅、知济南府事，后来被元世祖封为济南公的张荣，便在
此建起私人府宅。
济南公的封号下传了几代，张荣的子孙都一直生活在这里。
明代天顺元年（1457），英宗封次子朱见讲为德王，原封在德州，明宪宗成化三年（1467），德王因
酷爱济南山泉之胜，将府邪改在这里。
珍珠泉便由金元时期的知济南府第和明初的山东都指挥使司改为德王府。
当年德王府很大，北至后宰门，东至县西巷，西至芙蓉街，约占老城的三分之一。
府内“殿宇鳞次，堂阁栉比”。
府前有高大石坊，额题“世守齐邦”。
内有白云楼、正己堂、渊澄阁等大型建筑。
明崇祯十二年（1639）正月，清兵攻入济南。
第七代德工朱由枢被清军俘获处死，德王府也付之一炬。
清康熙五年（1666），山东巡抚周有德组织饥民“以工代赈”，在此修建巡抚衙门，也称抚院，系巡
抚理政、审案和居住的地方。
现在依然保存完好的巡抚院署大堂，名承运殿，便是当年拆青州明衡王府大殿中的木材所建，以使巡
抚衙门建筑的形制保持原来的明式风格。
当地老百姓从这时候起将珍珠泉称“院里”，将抚院南门外的开阔地叫“院前”，将珍珠泉后的街道
称“院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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