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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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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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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由于济南南面多山，地势南高北低，夏季有时雨量过多，山洪暴发，就会一直灌向
城内，严重威胁人们生命财产的安全。
因此，从清朝末年，根据山水冲坏围子墙的教训，先后兴建了几条排洪沟（山水沟）。
 一般城市都有排洪沟，但都是把从郊外流下来的山洪，直接从郊外排走；而济南绝大部分排洪沟却是
导水穿过围子墙，进人城关，然后分别使之进入附近河流。
这也是济南的一个特点。
其中从南往北，主要有以下几条较大的排洪沟： 一是永靖门（东围子门）与永固门（东舍坊围子门）
之间的“巽安门”，俗称“铁箅子”，又叫“闸口”，在济南东关南仓街附近。
它是在围子墙上开的发券门，门洞比城门略小，中间安装了许多根小碗口粗细的铁柱子，“以铁栅代
门”。
门外有用石头修筑的拦水坝；门里是石头铺成的“水簸箕”。
山洪下来之后，流经“铁箅子”一直往北，进入现在的东关山水沟，经奎垣街、莪雅坊桥下，由海宴
门（菜市围子门）出去，流入小清河。
 二是永固门（东舍坊围子门）内，由东向西，经红墙庙街、风鸣街口、斜桥一带，一直到岳庙桥的排
洪沟。
现在沟的遗迹虽不太明显，但是红墙庙街一带，街道特别宽阔，两边住房都建在高处；中间经过几道
沟、桥，最后和岳庙前面的沟连在一起，从这里可以通过暗沟流入南门护城河。
 三是岱安门（南围子门）里偏东，一路从广胜街到凤凰嘴、十方院、万仞坑（现改名为十方院街）到
岳庙桥；另一路，从佛山院街、德胜街口、离明街口到岳庙桥两道排水沟。
它的特点是，有的地方是明沟，露出地面，沟上有桥；有的地方是暗沟，在房子下面；最后一齐流人
南门外护城河。
现在这两道沟也都有遗迹可寻，从南往北，十方院、旧万仞坑和佛山院街、蒋家胡同口、离明街口等
处，路旁高低、大小不等的石桥依然可见。
特别是原来东岳庙（庙址在现在南门外副食品店一带）前高大的石桥，在南门外大街没有展宽以前，
是十分清楚的。
四是从岱安门里朝山街南头往北，南端有一段明沟，向北则全是暗沟，一直到正觉寺街东头向西，经
过原来的新桥街，由后帝馆街口，泄入南门外偏西的护城河。
这条排水沟，在正觉寺东头和现在的南门市场一带整修以前，它的来龙去脉，也还是比较清楚的。
五是现在山东省中医院西墙外面的排洪沟。
过去这里围子墙上也有用铁栅代门排水的“铁箅子”。
 山洪下来，一直向北流，进入原来的南关山水沟。
山水北流，经过水潮庵（庙名）门前（这里原有半人高的防水石墙），分为两股：一股水向北经后营
坊街西口（墙上旧有放闸板防水的石槽）、尚志堂门前、马跑泉，流人现在趵突泉北路的护城河；另
一股水流经趵突泉内往北，经过大板桥、小板桥进入西门护城河。
而后两股水经护城河由济安门（小北门）再穿围子墙出去，流人小清河。
解放初期，曾在沟南修建过一座小型拦水坝，名为“离明坝”，把原来的山水沟改为暗沟，铺管泄水
。
后来被山洪冲毁，才在省中医院西墙外，把沟改向西流；同时把原来的山水沟加宽加深，改为马路。
平时行车，山洪下来时，可以直接向北排人护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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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总觉得泉城是美好的。
    这不仅因为它是我的故乡而我有一点偏爱，更因为它是我国的一座历史悠久、景物宜人的文化古城
。
幼年游大明湖时，历下亭门上，何绍基所书的一副“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对联，就曾启迪我
浮想联翩，产生过许多梦幻般的遐思。
至于那春天里盈盈的湖水，涟漪起处，真像千万只少女的眼睛，在温暖的阳光下，熠熠闪光，含情脉
脉。
尤其是在那秋高气爽时节，铁公祠畔，欣赏佛山倒影的情景，在我纯洁的童心里，永远留下了美好的
印象。
加之，济南历史上贤哲辈出，文化历史源远流长，真是称得起齐鲁故国的首善之区。
    刘鹗在他的《老残游记》里，作过“济南潇洒似江南”的描绘。
青少年时期，江南我还没有到过，潇洒的济南，却曾使我陶醉。
如登临千佛山可以俯瞰“齐烟九点”；游大明湖可观“汇波晚照”；访趵突泉可倾听喷涌泉鸣⋯⋯后
来，我的足迹远涉大江南北，战争年代我又辗转西北高原，总觉济南不失为潇洒的名城。
我总觉得它确实风姿楚楚，既有北方的质朴，又有秀丽的水乡幽情，有使人久久迷恋萦回的情趣。
    解放战争年代，济南是关内第一座被解放的大城市。
自从它回到人民的手中，瞬息已35个春秋。
其问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济南的风貌，早有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
今天，湖山生辉，今非昔比；尤其对外开放，五洲四海的游客接踵而至。
对于了解济南历史掌故的要求，来自四面八方，《济南掌故》尤为求知者所乐闻，是当前出版界所亟
需。
    作者严薇青同志，是我青少年时期的砚友，30年代同时求读于故都。
他一向孜孜好学，勤奋不倦，尤娴于古典文学；建国初期即与我在山东师范学院共事，他主持中文系
多年，是位积学之士，每有著述，如行云流水，文笔酣畅，为同辈中之佼佼者。
他可算是“老济南”，对泉城山川、人物、名胜、古迹、风俗、习惯，甚至名吃佳肴，每经谈起，如
数家珍，可见他是一位热爱泉城的有心人。
日前以此书见示，其中夹叙夹议，今古对比，文字生动简练，读之趣味盎然，热爱乡土之思油然而生
。
    犹记抗美援朝时，我国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战歌中以保家卫国相号召。
可见家国不能分开。
今日大倡爱国主义教育，邦家故土，尤须寄以深厚感情。
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
”此种感情的培养，我以为首先应从熟悉自己的乡土历史沿革、名胜古迹、风俗习惯、名人轶事做起
。
《济南掌故》一书，灿然俱备。
我认为此书可作为旅游必读，亦可作为讲授山东乡土教材之补充读物。
此书一经问世，所谓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当更见充实无疑。
质之读者，殆亦有同感欤？
    余修    1984年2月立春日于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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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济南历史文化读本:济南掌故(修订版)》作者严薇青同志，是位积学之士，每有著述，如行云流水，
文笔酣畅，为同辈中之佼佼者。
他可算是“老济南”，对泉城山川、人物、名胜、古迹、风俗、习惯，甚至名吃佳肴，每经谈起，如
数家珍，可见他是一位热爱泉城的有心人。
今日大倡爱国主义教育，邦家故土，尤须寄以深厚感情。
此种感情的培养，首先应从熟悉自己的乡土历史沿革、名胜古迹、风俗习惯、名人轶事做起。
《济南历史文化读本:济南掌故(修订版)》，灿然俱备。
此书可作为旅游必读，亦可作为讲授山东乡土教材之补充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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