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品读济南>>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品读济南>>

13位ISBN编号：9787807104124

10位ISBN编号：7807104120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山东济南

作者：李耀曦

页数：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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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读济南>>

前言

大约两三年前，在泉城广场东侧的朝山街上，不知什么时候，悄然冒出一个“闲情瓦当书吧”。
过后一打听，方知这家济南文化新茶馆的策划者，竟是李耀曦阁下。
耀曦兄是我的老同窗，恢复高考后考入现名“山东大学南校区”的电力系，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
入学那年，他和班里的十多个同学都已年近50岁，属于中国特色名词“老三届”，人称“十三老”—
—这称呼有点像剑侠小说里的“十三妹”。
不过，考入工科院校，对耀曦来说似乎投错了胎，是个天大的误会。
我知道他那三样嗜好，书、烟、茶。
他擅长文，文笔精妙，天生一个文人胚子。
老兄也确乎如公孙大娘“一舞剑器动四方”。
上大学那会儿，就凭着一篇千把字的小散文，竟获得1981年全省大学生文艺创作二等奖。
本校全运会上，他于千军中轻取上将首级，拿了象棋比赛的学生冠军。
大学毕业后，他在电力部门工作，又撰写了许多既有视野又有文采的报告文学，频发于中国电力报章
杂志，成为山东电力的一支笔。
后来，又与他人合作编著了《老舍与济南》一书。
该书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济南市政府文化精品工程一等奖，并被老舍之子舒乙先生访美
时，特赠于美国洛杉矶图书馆馆藏。
不仅如此，他还写得一手潇洒飘逸的好字，据说是得过已故名家的真传口授。
“卿本佳人”，奈何做了匠人？
所以，后来大家便笑他，说他上大学不过是凑个热闹、混张文凭，作敲门砖而已。
耀曦是性情中人，热忱、善谈。
但说话有点“文”，时常语出有“典”，这让一些人听起来有点费劲。
我有时也笑闹他，说他名字难写，“耀曦”这两个字足有40画，比人家名字多一倍，而且还容易写错
。
这于出名很不利，干脆写成“幺西”算了，易写易记。
他一笑说，大丈夫岂可更名？
不成麻将牌了？
那还不如改成“幺饼”，咱们的国粹，海内外同胞都认得。
眼下时兴追逐金钱，像他这样精明的人，倒腾点什么也会有进账的。
可老兄偏不，一心要做文化事业。
用他的广告词说，叫“给泉城后花园点灯”。
我知道这是董桥散文中一篇文章的题目，亦暗藏半部《论语》。
一首《乡愁》让人们知道了余光中，从喜欢他的诗歌逐渐发展到他那一篇篇散文，也熟悉了他的人生
经历。
2002年秋天，余光中先生应聘山东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来济南，欣然做客“闲情瓦当书吧”，与山东
诗界朋友和读者品茶交流，被各大媒体传诵，书吧名声鹊起。
耀曦还打算把另一位客座教授莫言先生也请来，再组织一次小说大师与读者的见面活动。
此外，他还在书吧里举办过“中国古代秦汉瓦当艺术展”、“山东杨家埠木版年画展”、“济南老照
片展”，以及中秋节“浪漫烛光晚会”、“英语角”等一系列高雅的文化活动。
老兄的泉城后花园之灯，在一片袅袅茶烟、款款笑语和浓浓咖啡香气中“点”亮了，不仅成为省城的
一个文化亮点，据说还登上了海外的报纸。
耀曦这番浪漫诗意之举，是三四年前的事了。
那时他多次邀请我去他那书吧里做客，喝杯茶，吃点儿点心，侃侃书。
最近，老兄又有奇思妙举：“整”出了一本连文字带老照片的妙书，名《品读济南》。
他说，想写这么本书，就是开瓦当书吧时陪天下茶客闲聊，被勾引出来的。
他“忽悠”我说，这书也是家“茶馆”哩，开张前就先请阁下到这“茶馆”里坐坐，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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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秀才人情纸半张”，我便写了上面这几句茶余闲话，张贴于这“茶馆”玄关之前，以应雅命。
声明在先，出版了不要稿费，权当欠下的茶钱。
王兆青2007年8月24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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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济南是一个文化积淀十分厚重的城市，在书中，作者将数十年对济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之痴爱酿
成一坛老酒，将民谷景象、街巷俚语、名士佳话、市民情趣、历史追寻、精神探源构成了对一座名城
的精致解读，让你在现代喧嚣里去追寻历史的悠远和苍茫，去感受田园的宁静和安详，去品味老济南
醇厚的韵致，去探求千年来的文脉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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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耀曦，笔名若西，山东济南人士，某高校教授、学报主编。
 从小上学堂，年少当知青，下过乡，赋过闲，打过工。
后混迹工、学两界。
画过图，编过报，教过书。
江湖夜雨一杯酒，故园旧梦十年灯。
多年前曾撰写泉城往事文字若干，后又与文友合作编著《老舍与济南》，近年来再于报刊开栏漫侃《
济南地脉》与《城市文脉》，皆为这本《品读济南》之前世情缘也。
不知此等门外之作，可入学界人之雅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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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文友序自序开古今说南北千古风流是齐州三个文人的济南湖山泉水的意境七桥风月异江南金戈铁马杨
柳岸街名巷称的趣味早年的城墙和城门济南老城之韵味老街旧巷街名歌小巷幽幽故事多茶馆里的江湖
泉城的老茶馆书鼓茶韵与曲山艺海从武老二到山东快书晨光茶社的相声泉水里的市井家家泉水与吃水
人家倾城之恋：吃水与玩冰大明湖野史与船户子济南的“祥子”——洋车夫饮食中的民风话饼说汤八
宝酱菜名小吃与穷讲究赶大集与逛庙会招幌中的财气金街银巷宝葫芦老字号的生意经威风八面“八大
祥”百年开埠两人物龙争虎斗老商埠梦影学人风名士风流老一中老山大与醉八仙齐鲁大学逸闻录老舍
的十八般武艺鬼狐先生第一解人趣说济南话听济南人说话有趣的济南话说法与活法戏说济南人齐鲁一
身济南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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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千古风流是齐州中国的城市，向有南北之别，北中国的几个省会城市，多是昔日的“帝王之都”，但
济南却从未获此“殊荣”。
是老天不眷顾济南，还是山东人没“抓住历史机遇”？
这肯定是个值得探讨一番的有趣话题。
千古风流是齐州，齐州自古不是帝王都。
济南这个地方，现今居黄河之南、长江以北，古时因位于济水南岸而得名。
历史上它最早被称为“历下”，秦汉时曾称“济南郡”、“济南国”，隋唐以降称之为“齐州”，明
清以来叫“济南府”。
济南有“历”之名，最早见之于《禹鼎》铭文（周厉公时代，公元前840年左右），盖因有“大舜耕于
历山之下”的远古神话传说。
而无论是齐州之“齐”，还是济南之“济”，在古之《说文》中，皆释为：“中”。
也就是说，所谓齐州，即是“大禹治水分九州”，当年位居“九州”正中间的那个州的意思。
因此，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若以济南“城子崖遗址”（山东龙山文化）推算，当在四千年至五千年
间。
但有人则上推到了8500年前，而考古学家一般公认的说法是三千年左右。
可见，称济南这地界儿为“千古风流”，并不为过。
不过，历下也好，齐州也罢，这座位于中原文化中心地带的历史文化名城，虽历任邑、县、郡、路、
州、府，但最荣耀最光彩的，也不过是在明代升格为山东省会，“济南府”成为齐鲁之邦首府、全省
政治文化中心，却从未做过“帝王之都”。
换句话说，济南历史上是天下名邑，是北国重镇，是郡邦首府，是水陆码头，却不是古都。
这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当年林语堂在其《中国人——北方与南方》一文里说：“盖有一颇堪注意之事实，即北方人长于战斗
，而南方人长于贸易，历代创业帝王，几从无出自大江以南者。
相传食米之南人，无福拱登龙座，只有让那啖馍馍的北方人来享受。
”这位林大师又说：除却一二例外，“各大王朝的帝王，概莫不起自比较阻塞的山岭地带，靠近陇海
铁路，此地带包括东部河南、南部河北、西部山东和北部安徽”。
但山东人虽也“啖馍馍”，济南却偏偏不是。
此事儿大矣哉。
因为，它直接关系着济南这座城市在当代“中国最有魅力城市排行榜”上的排名。
当下“教授明星”、如日中天大火了一把的易中天先生，在其《读城记》里，便把“中国最有魅力的
城市”分了八类：古都、名邑、圣地、边关、滨城、重镇、商埠、特区。
而这其中“最具有魅力”的中国城市，显然首推：古都。
你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务院公布了99座中国著名历史文化名城。
其中不少历史古城往往是昔日的“帝王都”，尤其是北中国中原地带几个省的古城，比如西安、洛阳
、开封、郑州、太原等等，不管是不是省会，无一不是古都，但唯独山东省会济南却不是。
即便是在山东本省境内，曾经做过“古都”的也不乏其城，尽管现在看来并不起眼。
比如，曲阜、临淄、邹城、滕州等。
滕州与邹城，春秋时分别是诸侯国“滕国”和“邹国”的都城；而临淄是齐国的国都，齐乃“春秋五
霸”和“战国七雄”之一，当年甚是了得。
而其中最“牛”者，首推曲阜。
曲阜不仅是春秋时鲁国的都城，而且是影响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的儒学发祥地。
它不仅是一座都城，还是一座“圣城”——双份荣耀一肩挑。
因此，1982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名单中，就有曲阜，而没有济南。
济南是在1986年公布的第二批名单中，青岛则在1994年公布的第三批名单中。
99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属山东省境内的，还有：聊城、临淄、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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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依照现在的眼光看，济南的地理位置应该说还是十分优越的：它南依泰山，北临黄河，居天下南
北之要冲，位于中原文化中心地带，与首都北京同处华北平原的两端。
左右顾盼两京（北京和南京），扼两大铁路（京沪与胶济）之枢纽，人文荟萃，七省通衢，距周围几
个省省会城市的距离皆不足千里之遥，其势何雄哉。
然而历史往往偏心，偏偏不眷顾济南，并未使其戴上一顶古都的桂冠。
所以，很不幸，细点99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按古都、名邑、圣地、边关、滨城等“八大金刚”排座
次，济南只能是“二哥”。
那么，历史上的济南为何只能屈尊为天下名邑，却没有潇洒地当一回“帝都”呢？
按传统的说法，是济南的地脉风水没有“帝都之望”。
《吕氏春秋》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
”就是说，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出于地缘政治和军事防御的双重考虑，总要把首都选在
既便于辐照四海号令天下，又有山有水有纵深保护的国之中心，即所谓“天下之中”。
但问题是，何谓“天下之中”？
它究竟在哪里？
实则，一部中国二十五史，上下五千年，不同王朝有不同的“天下之中”。
它并不是个纯粹的地理概念，也并非一成不变。
上面说了，无论是济南之“济”还是齐州之“齐”，在《说文》中都与肚脐的“脐”是一个字，是天
地人之“中”的意思。
故而当年从九州中间东流人海“茫茫九派流中国”的那条大河并非黄河，而是“济水”；而所谓“中
国”者，指的则是泰山南北——这片最早诞生了舜文明的天地。
这是一块被山海包围的扇形大三角：北至燕山，南至伏牛、桐柏、大别山，西到太行、秦岭、大巴山
，东到山东丘陵、东海之滨。
而济水和泰山——这山东的“一山一水”皆居“天下之中”，是为“天齐”。
因而传说中的黄帝生在曲阜魂归泰山，故而泰山又称“岱宗”。
（参见何新《诸神的起源》）但当殷商、两周崛起于今河南一带时，此地已成“化外之地”，这里的
人被称为“东夷人”，河南那地界儿变成了“中原”。
而这还没算完，当“六王毕，四海一”的秦一统天下时，一直到汉唐，陕西关中地区又变成了“天下
之中”。
也就是说，直到北宋时，所谓“帝王、帝都之争”，基本上是你来我往的“东西向之争”。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王气”跳转，掉头南下，以南宋为标志，才成为长期南北对峙的局面，有了中
国城市文化的南北问题。
而且所谓南方、北方，那条南北分界线电是地理兼人文，是随着“王气南下”而不断迁移的。
大体是，远古为济水，三代之后是黄河，宋元以后为（秦岭）淮河，近代才是长江。
（参见杨东平《城市季风》）不过，也不能说济南就完全没有“历史机遇”。
如果当年战国七雄的结局，不是西方关中地区的秦国最终成了气候，而是东方的齐国发动“西征”一
鼓荡平天下，中国拘上古史肯定要改写。
作为当时齐国西南重镇的济南，即使变不成“天下之中”，当个“西京”或“南京”什么的还是有可
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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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这本书，对我来说，既是“不务正业”，也是“重操旧业”。
关于老济南，二十年前，我就曾写过《曲水亭说棋》、《街巷话三曲》、《琵琶桥下水》等多篇文字
。
不过，只可算是本着奥运“重在参与”的精神，瞎掺和而已。
我不是学文史的，更不是搞城市学研究的，是一名工匠——“爱迪生门下”之徒。
当然，学历可比爱迪生、本事则无法比。
爱迪生发明了电灯，点亮了整个世界，我就是学如何给这盏灯添点“灯油”，使之点亮的。
因此，对身在其中的这座城市，我是有感觉而无感知，有体味而无理论。
坏处是，不懂章法；好处是，无所顾忌。
而之所以敢写、也想写，主要缘于以下两点。
一是，我虽非生于济南，却是在老济南大杂院小胡同里长大的。
我的周围都是些普通平民百姓，职员、教员、工人，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老街旧巷里的市井之
徒。
但他们是这座城市的底色和主流。
我就是在这主流之中泡大的。
后来上山下乡、进厂当工人、恢复高考，进进出出“前度刘郎又重来”，沉沉浮浮“痛、并快乐着”
，我始终是这“主流”中的一员。
我对昔日老城的风情风景，对那些逝去的岁月——有感情。
二是，当年知青江湖岁月，因病退困守老城。
那时无业游民一个，除了偷偷淘换点“封资修”小说看看外，便是整日在黑虎泉畔、趵突泉边、曲水
亭桥头等处练棋摊儿。
斯时尚在文革之中，棋摊儿上“藏龙卧虎”：工人、知青、小贩、市井之徒，教员教授名流、各类“
牛鬼蛇神”，三教九流人物俱全。
活像当年高尔基沿伏尔加河读“人间大学”，我也如此浪迹于古城泉畔及护城河边，读了三年人间大
学。
可谓“深入”社会底层、“体察”市井生活者也，而其体味与品味，也真乃切肤而入腠理乎也。
人生若此，幸莫大焉。
我就这么点本钱。
所以，就凭这点本钱，倘若说对济南这座城市，能有多么专深的研究和多么新颖的见地，那叫不自量
力，不知天高地厚。
我所想做和能做的，只不过是向喜欢老济南城市文化和想了解泉城济南这个北国名城的人士，多少做
点介绍普及工作，捎带着发表些许一孔之见而已。
如果读者诸君觉得它还算生动有趣，可以聊作消遣打发休闲时光，就很不错。
倘若间或还能有点启发，那就更是南无阿弥陀佛，不胜荣幸之至了。
闲话少叙。
本书参考了不少先贤文献和前辈们的著述，行文中难以一一注明，附主要参考书目于书后，特此说明
。
谨此向各位老前辈和写序语的文友们致谢；感谢赵晓林先生为本书提供了20幅珍贵的历史老照片；更
感谢济南出版社同仁的信任和支持。
此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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