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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去年岁尾，济南出版社的一名编辑告诉我，希望我把过去所写的济南民俗风情、旧闻逸事选出一部分
，交他们结集付梓。
而后将旧稿拂去积尘，翻检一遍，从中选出若干篇，分编为民俗、风情、市井、饮食、逸事五个门类
。
这些小文大半曾在报刊发表，因写作时间跨度长，笔调及篇幅不尽一致，年来衰病侵寻，重写不易，
只好一仍其旧。
济南是我的故乡，忧乐歌哭于斯几十年。
回首前尘，少时乐闻父老耆宿话旧，及长又喜杂览，故对这里的风土人情、市井掌故、里巷琐闻、人
物逸事略有所知。
上世纪70年代末，浩劫之后，偶有闲暇，便于旧居老屋纸窗之下，将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断断续续写
出，聊以自遣。
风雨晨夕，一灯荧然，不觉二十余年。
知堂老人《夜读抄·清嘉录》有云：“我们对于岁时土俗为什么很感到兴趣，这原因很简单，就为的
是我们这平凡生活里的小小变化。
人民的历史本来是日用人事的连续，而天文地理与物候的推移影响到人事上，便生出种种花样来，大
抵主意在于实用。
”我写的这些民俗风情是民国时期的，多为亲见亲闻亲历。
那是个波谲云诡的时代，但故里巷陌中的老百姓却依然古道可风，亲朋故旧之间。
街坊邻里往来充满融融暖意，生活中的种种习俗让人感到温馨。
光阴荏苒，随着世道嬗变，许多民俗风情已经湮失。
沧海桑田，浮生若梦，今番重记，不独抚今追昔，亦可藉以察知当年济南民间的人情、世态、风习、
买卖、工艺、娱乐、游逛、饮食等，从而折射出社会的一个侧面。
风俗旧闻一类的书，历来是方志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的这些小文，若能于乡邦文献中添得一砖一瓦，则实为幸甚！
旧文整理中，吴浩平先生助力甚多，永志高谊。
张稚庐2008年11月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老济南的那些事儿>>

内容概要

　　《老济南系列：老济南的那些事儿》包括民俗、风情、市井、饮食、轶事5部分内容。
民俗部分描写了岁时节令、市井琐闻、风物民情，饮食部分介绍了许多老济南当年喜闻乐见的小吃及
食风，风情和市井部分描写了当年老济南的四合院、戏院、采莲船以及老济南的戏曲等。
轶事部分写了济南文人名士和传奇人物的趣闻轶事。
济南是一座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名城，有着近5000年的建城史，不但众多的名泉闻名天下，而且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在这里生活、旅居过，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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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金风玉露一相逢——七夕夏天的晚上，天空无一丝浮云，月亮也不知藏到哪儿去了，只有闪闪
烁烁的繁星衬在深蓝色的夜色里。
这时，你若仰视星空，神游物外，会看到天上有一条白茫茫横贯南北的带子，这就是天河。
河两边各有一颗亮晶晶的银星，东面的叫牛郎星，西边的叫织女星，两星遥遥相对，寂寞地射着荧荧
青光。
牛郎织女的故事民间有不同传说，那么，济南是怎样流传的呢？
古时候，有个苦命少年，父母双亡，依哥哥嫂嫂过活。
哥哥在外做买卖，嫂嫂不良，一心想独吞家财，天天让他上山放牛，夜晚就睡在牛棚里。
老牛成了他相依为命的伙伴，村里人就叫他“牛郎”。
有一天放牛归来，牛郎牵着老牛走在黄昏的山道上，忽然，老牛昂起头竟口吐人言，说：“牛郎，今
天回家，不要吃你嫂嫂做的晚饭，她下了毒，想害死你，你要小心了！
”牛郎一听，惊道：“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会讲话？
”老牛亲切地说：“你不用怕，我本是天上的金牛星，因把五谷种子撒到人间而触犯了天条，被玉皇
大帝踢下天庭，罚做耕牛。
我俩朝暮相伴，你待我好，我不能不救你。
”晚饭时牛郎将嫂嫂端给他的一碗饭偷偷泼掉。
没想到家中的黄狗跑过来吃下去，一会儿蹬了腿。
嫂嫂见没毒死牛郎，气极败坏，大哭大闹，逼着丈夫与牛郎分家。
牛郎既没分到房也没分到地，只牵着老牛和一辆破车就离开了家。
牛郎孤苦伶仃，在山脚下盖起一间茅屋，不远处是葱绿苍翠的树林，林外是清澈如镜的玉池。
从此牛郎天天去垦荒耕种，与老牛日出而作，日暮而归，苦苦度日。
有一次牛郎在树下小憩，老牛又说话了：“牛郎，今天夜里。
天上有几位仙女要来玉池戏水，其中有个叫织女的最美丽，她是王母娘娘的外孙女，天上的五彩云霞
就是她织出来的。
她穿着瑰丽的红纱裙，你趁仙女们戏水时，把她的红纱裙拿去，她就会做你的妻子。
”牛郎听了老牛的嘱咐，晚上悄悄藏在林子里。
月亮升起了，月光下的池水像蓝琉璃一般抖动着，万籁俱寂。
夜半，只见从星光灿灿的夜幕里袅袅飞下几个仙女，她们欢快地解衣人池。
这时，牛郎从树林中跑出来拿走了织女的红纱裙。
众仙女一见大惊，纷纷上岸，急忙穿上罗裙，一个一个飞走了，只剩下织女一人。
牛郎向她求婚，她含羞地答应了。
他们结婚后，男耕女织，相亲相爱。
织女织出的绸缎色彩斑斓、熠熠闪闪，乡民们交口赞誉。
三年后他们生了一男一女。
一天，牛郎正在田里耕作，晴空突然响起一阵雷声，老牛流着眼泪说：“牛郎，看来我就要死了，我
死后你把我的皮留下，遇到急难事把它披上，它会帮助你。
”老牛说完倒下了，牛郎痛哭起来⋯⋯王母娘娘终于知道了织女与牛郎成亲的事，不禁大怒，便派天
将去人间将织女接回来。
天将们穿云破雾来到牛郎家，把织女拉进云车腾空而去。
牛郎见状捶胸顿足，与两个孩子哭成一团。
牛郎忽然想起老牛临死时说的话，就披上牛皮，用箩筐挑起儿女，出门一跃，竟飞起来。
飞上流金溢彩的天空，穿过灿烂的星群，越飞越快，眼看要追上织女。
王母拔下头上的金簪，在他们之间一画，一条波涛汹涌的天河出现了。
两人隔河痛哭流涕：王母娘娘见他们哭得可怜，允许他们每年七月七这天由喜鹊搭桥相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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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已有诗云：“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在人间，七月七纯属妇女的佳节，称为“七夕”、“乞巧”，俗称“女儿节”。
过去，这天晚上，济南的少女少妇们将桌子摆到院子里，供上瓜果李桃，在夜色中临风整线穿针以“
乞巧”。
相传若在葡萄架下静坐细听，会隐隐约约、若断若续地听到牛郎与织女的窃窃私语。
有意思的是，这一天在江南街上有卖“巧果”的。
所谓“巧果”，是将面加糖、芝麻、桂花等做成织布梭子状，每个长约二寸，入油锅炸酥，沿街叫卖
，济南则无此食俗。
不过，济南人有去看京戏《天河配》的风习。
那时大观园里的第一剧场（后改为大众剧场）每到“七夕”就演节令应景戏——《天河配》。
由孟丽君饰织女，孟丽蓉饰牛郎，大街的热闹处贴出红纸金字的戏报子，上写“真牛上台，电光鹊桥
”，大玩噱头，吊人胃口，似乎对济南人来说，七夕不去看一回《天河配》是个遗憾。
城里人纷纷去戏院，也引得乡下人进城看戏，“逛过济南府，看过《天河配》”成了日后向村民夸耀
的一段经历。
很多年来，济南人对这个节日淡化了，没想到近年来七夕又成了红红火火的“情人节”，街头多了卖
玫瑰花的，小伙子们持着花，急匆匆地去见情人。
看来青年对爱情、幸福、自由的渴望亘古未变，它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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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济南的那些事儿》：老济南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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