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淙淙佐泉水 滋养我家五代人
说起泉水和老宅，泉城老街志愿讲解员王俐满腹柔情

泉水淙淙
滋养后人

听着泉河协奏的旋律，

嗅着杨柳依依的春风，走进

古香古色的老宅，大门上的

横匾“人间仙境”格外显眼，

葡萄架下传来小鸟喳喳的叫

声，院内月季花香袭人，石榴

树 、凌 霄 花 、紫 竹 诸 般 风

情……每一处人间仙境都有

人间故事，坐在老宅院的泉

水边，泉水清澈，泉水甘甜，

眼泪却止不住地流下来，往

事历历在目……买下这处老

宅的祖父、泉水结缘的父母、

石榴树下泉水边成长的三兄

妹，还有下一辈、下下一辈的

快乐富足。

2013年，落实“八项规定”，狠查

腐败，惩治高官，中纪委频上头条。

撰写：王俐

图片提供：王俐

整理：高玉龙

王俐：自她祖父一

辈，上下五代人都居住

在曲水亭街。家里至今

保留着元宝屋脊(俗称

蝎子尾 )、带跨院的泉

水井、榆木梁、土坯墙、

青砖佛龛、呱嗒嘴儿冰

花窗户。北房还建有三

叠双凤眼马头墙及青

砖垒的老烟囱。最令家

人骄傲的是院子里的

泉水井。这口井年代久

远 。本 来 没 有 名 字 。

2011年泉水普查期间

起名“佐泉”。

旧日掠影
往昔风光

我家有一张80多年前拍摄

的老照片，照片里，河边是齐

整的青石板路和高大的影壁

墙，影壁墙后面就是我们家的

大门，比其他宅院更加大气美

观，坐在河边的两人，就是我

们家的老人。

我家老宅是济南为数不多

的徽派建筑，屋邸始建于清末，

民国十三年的老房契还在。

时光荏苒，80多年过去了，

门牌号由曲水亭街7号变成了15

号，曲水河畔的影壁墙和大门在

解放初期拓宽马路时拆除，仅容

两辆人力车并行的青石板路也

剩得不多，但在我家的四合院

里，原汁原味的“老济南范儿”好

像从来都没漏一丝儿出去。

小院养育了我们一大家

子，几十

口 人 。寄 托

着 很 多 人 的 记

忆。

父母的相识颇为传奇，我

的表姐上学时，我母亲是她的

同桌，俩人关系很好。当时母

亲家不在济南，过节看灯会

时，就在我家住，一来二去就

认识了我父亲，两人情投意

合，小辈反而成了媒人。

后来，解放济南时，因炮

火毁伤房屋，姥姥姥爷也搬来

这里，一家人其乐融融，这件

事在老房契上都有记载。

我这位表姐现在已经90多

岁了，在徐州生活。去年三月

份去看她，聊起济南往事，我

俩都含着泪。她很怀念曲水亭

街的老院老宅，这是她从小生

活的地方啊，总想着这辈子还

能再回济南看看。

今年大年初四，95岁高龄

的表姐的愿望实现了。她的儿

子开车从徐州来到了济南，来

到了日思夜想的老宅。在家人

的搀扶下，看着熟悉又陌生的

老院，喝上了井里打出的泉

水，吃上了小时候的油旋，含

着泪眼，四处打量，张望着，回

忆着，手里的拐杖动动这儿，

指指那儿，虽然现在与几十年

前的记忆有些不一样了，但还

口齿清晰地给我们讲在老院和

我父亲、母亲一起成长的琐事。

B 老宅嫁女，乡恋常留
老宅的泉本来没有名字，

2011年济南市泉水普查时报上

了，通过征名认证后，这口无名

泉起名佐泉，在古代君王左边

是文臣，称之为“佐”。2013年曲

水亭街经过政府保泉工程的修

缮，我们家的老宅是直接受益

者，小院也恢复了往日的景象。

我的女儿邹晓慧从小住在

院子西屋南侧的耳房里。她对

泉水和这个院子的感情很深。

老院，新貌，喜事多，2013年国

庆节，女儿出嫁了。我们把耳房

布置成新房。红色蝴蝶图案的窗

帘，五彩的拉花，大红的被罩，可

爱的布老虎，还有大幅的婚纱

照。一进房间，满满的都是喜气。

婚礼也是在四合院里举办

的，完全按照老济南的风俗，将

外面都摆设好，父母上座，吃水

饺磕头，喜庆得很，泉水人家四

合院的婚礼让人记忆深刻。人

在外地，总是对家乡特别挂念。

女儿总说，哪里的水都没有济

南的泉水清冽、爽口。

五代人，跨百年，我们家是

济南老城变迁的见证人，如今

打开大门，将岁月分享给大家。

老宅处处可以看到历史的痕

迹，房上的瓦当，墙内的佛龛，

老式的家具、油灯、老茶盘、老

算盘……古朴却不破旧，充满

了家的味道和温度

如今，我是民俗文化和曲

水亭社区的志愿者，是老街志

愿讲解员，多次参加社区组织

的公益活动，央视多家电视台

和影视剧组在院内拍摄过，幼

儿园的小朋友在院内举办过画

展。家中的大红本子上面写满

了世界各地游客的游览感言，

既有法国的作家、澳洲的议员、

旅俄的参赞，更多的是普普通

通的游客，这才叫“聚贤雅集”。

无论是谁来访，我总是热

情地敞开家门，捧上香茶，讲述

泉水人家的泉水情怀。身为济

南人，从小在泉水边长大，有责

任爱泉、敬泉、保泉、护泉，为济

南泉水申遗做贡献。

正像陶渊明所说，“木欣欣

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院里

的这口年代久远的泉水井，成

为济南曲水亭街，这条至今还

活着的古街的一个见证，清澈的

甘泉也将济南泉水深厚的人文

积淀和文化内涵，传向远方。

泉水是济南的文化名片，

也是我们的滋养之源。都说大

明湖有佛山倒影，我们家的泉

是“天圆地方”，最初的老井口

是方的，下面的井是圆的，现在

的井圈是后来修建的。从井壁

石头风化磨损的程度，就能看

出这口井年代的久远。

这清泉滋养了我们家几代

人的生活，从前夏天我们如何

洗热水澡？泉水如何变热的呢？

其实根本不用加热，把水从井

里打上来，准备几个盆儿，晒！

晒热后再洗。那时夏天没有冰

箱，夏天想喝冰镇绿豆汤，吃冰

镇西瓜。就搁井里冰镇，清凉可

口。

北屋前栽有一棵百年石榴

树，也是泉水浇养。能结好几百

个石榴。至今我脑海中经常浮

现出当年在石榴树下，全家人

在泉边喝茶纳凉，扇着蒲扇，哼

着小曲，吃西瓜，其乐融融的情

景，现在想起来也鲜活。

我的姑姑在这处老宅培养

了五个去北京读书的大学生，

称得上是教育世家。我的姨母

和舅父在学生时代就赴延安抗

大参加革命，解放后任国家干

部。

我家好多亲戚的孩子，都

是小小年纪离开家，到国外闯

天下，也做出了些小小成就。我

的表哥，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老

宅生活过几年，也在济南上过

学，后来跟着家人去了北京，他

很多次在电话里总说，很想爷

爷奶奶，很想曲水亭街这处老

宅子，很想再喝口泉水。他给小

儿子的孩子起名杨鲁，寓意就

是不能忘记齐鲁大地，不能忘

记祖辈生活过的地方，这里流

淌着祖辈的血脉，祖辈的根在

这里。

A
王王俐俐（（左左三三））在在向向游游客客讲讲述述泉泉水水故故事事。。

C

清清末末民民国国初初年年韩韩国国人人拍拍的的济济南南曲曲水水亭亭街街。。 曲水亭街是永恒的记忆。（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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