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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2022年元旦，经过大规模提升改造后，出入

古城的重要通道——北关街，一改人车混流、风
貌不一的往日景象，变得浓妆粉黛，古色古香。
开街后，500多米的柏油路，全部换成了石板铺
就。临街店铺重檐飞翘，装饰风格协调统一，牌
匾横额古朴典雅，光照灯箱美轮美奂，给聊城这
座历史文化名城平添了几分厚重，更让这座闻名
遐迩的“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彰显出新时代的城
市魅力。

由东昌路自北向南进入北关街，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久负盛名、面南背北而立的凤凰台。每每
经过，不由想起那个流传已久的美丽传说。相
传，聊城这一带曾是一望无际的梧桐树林，常有
凤凰出没。林中仅有的一块开阔地面上，有一座
好几丈高的土台子，站在上面可以眺望到方圆百
十里远的地方。这座土台子就叫作凤凰台。在
很久以前，桀骜不驯的黄河咆哮决口，洪水中有
一条黑龙作怪，洪水泛滥成灾，老百姓流离失所、
四处逃难。这时，居住在梧桐林里的百鸟之王凤
凰，下决心为民除害。从凤凰台上飞出一只雌凤

凰，与黑龙格斗，激战许久不分胜负，又一只雄凤
凰从凤凰台上飞来，长啸一声，与黑龙交战，两只
凤凰闪电般展翅而击，将黑龙拦腰斩断。黑龙死
后，雌雄凤凰飞回凤凰台，唤回失散的百鸟。自
此，逃难的百姓陆续返回故里，过上安居乐业的
日子。

上世纪80年代重建的凤凰台，与古城北城
门——宣武门两两相对，携手守卫着具有悠久历
史渊源、浓厚文化底蕴的北关街。遥望矗立、巍
峨雄伟的光岳楼，益显四平八稳，给重装亮相的
北关街带来祥瑞安康。

华灯初上，宽敞的北关街火树银花，五彩斑
斓的光束交相辉映，错落林立的商铺门前悬挂着
形态各异的大红灯笼，光焰剔透，喜气洋洋，呈现
出一派“大唐锦绣不夜天”的景象。新增的月亮
湾、巨型相框、梧桐广场，全息投影、激光全方位
感应网红打卡地，地方非遗特产、文创市集等元
素，吸引南来北往的游客流连忘返。街道两旁的
地方特色美食，香气绕梁，人间烟火气氤氲弥漫
开来。小天鹅火锅热火朝天，沸腾着串串笑语欢
歌；魏氏熏鸡门庭若市，仿佛诉说着佳肴200多年

的前世今生；小螺号名副其实，目不暇接的“虾兵
蟹将”，依稀令人感到那阵阵海风迎面吹来……

印象最深的是位于北关街南首右侧享有“聊
城人会客厅”美誉的餐饮去处——运河会馆。古
老文明的运河文化是这座雅致端庄餐厅的核心
精髓，一个个运河唯美故事，一段段运河变迁历
史，被活灵活现地镌刻在大堂内根根坚实挺拔的
正方形立柱上；一块块牌匾碑刻、一座座运河遗
迹、一幅幅运河画卷……环绕着会馆四周的墙
面；源远流长的运河文化被巧妙绝伦地刻录在一
道道玉盘珍馐的鲁菜美食之中：东昌府甜沫、阳
谷蒸碗、冠县酥肉、高唐驴肉、黄河鲤鱼应有尽
有。据了解，“红烧黄河鲤鱼”选用的是梁山沙窝
刘黄河鲤鱼专属养殖基地的鲤鱼，身长刺少，肉
质鲜美，经过会馆独特的技法烹调而成，不仅色
泽美观，而且口感柔顺，堪称“舌尖上聊城”的最
美享受！在这里，品味运河佳肴，讲述运河故事，
尽显古城繁华……

夜深人静，灯火阑珊，喧闹的街头慢慢开启
休眠状态，伴随“中国梦”的乐曲，进入安澜，以新
的勃然生机迎接第二天水城的第一缕曙光。

烟火飘香北关街

晚饭后散步途中，听到前面三个老人扯闲
呱。“尾随”老年散步团有一段路了，听话里有位长
者是落叶归聊的老先生，说到聊城过去路上人车
秩序乱、车站医院广告乱、市民饭后没处转的“三
大怪”，不仅老人们哈哈大笑，我也跟着捡了笑
柄。老人团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网红天桥遍城
区，路上人车不再挤；车站提升又整治，环境亮丽
又整齐；口袋公园满城区，茶余饭后健身去。近
年来，城区改扩建设了10余座河上“卡脖子桥”，
建设了近20座路上人行天桥，人车分流提升了通
行效率，别具一格的桥涵，也成为新的网红打卡
地。车站提升改造，改善了周边环境，也为城市
建设增添了风韵。更值得一提的是“巴掌公园”，
运用零星边角、狭窄空隙，不拘规模，见缝插

“绿”，打造出“推窗见绿、抬脚入园、进园观景”的
绿色生态景观。墙上痕、绿下荫成为市民出门即
到的“诗与远方”，绿植中庭廊、座椅、步道、健身

器材一应俱全，让人们彻底告别了过去“灯不明、
路不平、出门健身没处行”的尴尬。

小小一片绿，城市更靓丽。“口袋公园”不仅
点缀了城市妆容，也厚实了城市底蕴。过去的

“三大怪”成了“三大靓”，不禁让我想起了往事。
我曾有十几年外地工作经历，2000年前后回聊探
亲，“江北水城·运河古都”的宣传标语满大街可
见，但东昌湖沿岸配套设施还不够完善。于是我
便在政府网站留言栏里发了条“建设环古城健身
步道、环东昌湖健身跑道”的建议。

几年后，聊城的健身步道陆续建设。在亲水
环湖、徒骇河莲湖建设中，不但规划了实用美感
的车道，配套的健身步道也建到了市民心里，桥
头连廊、穿桥过道的理念备受市民好评。

再说公园。以前城区公园寥寥无几，印象中
只有一家收费的聊城公园。后来有了凤凰苑植
物园、姜堤乐园、九州洼月季公园、周公河公园等

众多休闲场所。以前住东昌湖附近，经常沿着湖
西带状公园散步，那里既是亲水的健身好去处场
所，也有锻炼的氛围。后来东迁到月季公园附
近，成为了休闲散步的绝佳之地，约几个朋友快
跑上几公里、慢走上一段路，都可以实现。边聊
天边健身，遇到相对空阔处，甩甩臂、打打拳、扭
扭腰、踢踢腿，打上一套太极拳，像极了在夏天炎
热中找到处荫凉。有一次，我和我哥晨练时，嫂
子说，你们开车2公里到公园，在这里散步3公
里，图什么呢？在路边上走就好了！大哥说，那
是大大的不一样，在公路边散步，有车辆尾气，还
有危险，把锻炼的意义都抵消了。这个说法把大
家都逗笑了。

在乡下老家，想见绿，院里有菜园，出村有庄
稼，根本不用为窥绿而操心。然而，对居住在钢
筋水泥的城里人来说，公园是让人身入自然，可
以让时光慢下来、人心静下来的好地方，很多奇妙
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

岁月易逝，时光四季。春夏秋冬各有滋味，
都有其卓越风姿，在冬暖气夏凉风、蔬菜四季有
大棚的当下，幸好能有小小的“巴掌绿”承载四季
带来的景致，漫步鲜花绿草水塘间，洋溢着心间
的无限美好，因而派生出对生活的热爱，足以让
我们把平凡平常的每一天都过得如霞似虹、美味
万千。

“巴掌绿”散思

一晃，来聊城四十又三年了。其间，搬过六
次家。

成家后，妻的单位给了一间宿舍，不到20平
方米。那一年，儿子出生，老岳母给看孩子。屋
里摆两张床，加上一些生活必需品，满满腾腾，几
乎没落脚的地儿。没家具，只有一个三只脚的小
饭桌，小饭桌是我的小姨夫给打的。第二年，孩
子的四舅拉来一地排车碎石砖头，在门口垒了个
小屋子，没窗，只能放个炉子，站开一个人。

为解决两地分居，选了个既专业对口，各方
面条件也不错的单位，几番接触，颇费周折。

第一次搬家，车上一半石灰一半家具，东西
就暂时放在我的单身宿舍。

住在单位东家属院的退休干部老谭要返回
原籍，腾出来一套房。平房，一间半，四十多平
米。感谢单位领导，把这房分给了我。

我准备搬家。
突然，有坏消息传来。解释一下，我所在的

这个乙单位是1978年7月从甲单位分出来的，甲
单位说是他的。分家有合约。主管局局长一言
九鼎：按合约办，这房归乙单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天，正吃午饭，单位老
经理的儿子铁蛋匆匆跑来说，庞叔，快去看看吧，
东邻砸开窗户，放进去一把椅子。东邻是外单位
的。局保卫科批评了东邻，东邻把椅子搬走了。
我理解他们。

过几天，我就搬了进去。第二次搬家，一辆
地排车一趟解决问题。

家属院一排三家，十几排，砖铺的走廊。外
面南头北头各一个公共水管，各一个公共厕所。

后来把老岳母接来，赶上大风雨雪天气，我就不
让她出门，我去接水，有时妻不在跟前，我给她倒
便盆。

我家在那平房住了三年。
单位在本公司地基靠南侧盖了栋宿舍楼，四

层，我也分到一套新的楼房。便有了第三次搬家。
这个家，一楼，二室一厅，大约60多平米，小

厨房，没厕所，外面有公共厕所。离我上班地点
也就几十米。那时，儿子已上幼儿园了。下班
后，我习惯在二楼的办公室再多待会儿，妻做好
饭，去接了儿子回来，就差遣儿子来叫我回家吃
饭，一听到上楼梯的脚步声噔噔噔地又急又快
又轻盈，那是儿子来叫我吃饭了，心里不由氤氲
起阵阵涟漪。一上楼梯，儿子就大声喊起来：爸
爸，回家吃饭了……那充满童稚的声音回荡在
空旷的办公楼内。

上级批准单位征地盖房。
房子盖好，平房，三间、两间半、两间，独院，

小厨房，公共厕所。
我抓到的是靠东头的一套两间半。
第四次搬家，有亲友用他的小货车，两趟解

决问题。院里，妻栽了两棵月季，枝叶葳蕤，香味
满院；我栽了两棵树，一棵香椿，一棵梧桐，一不
留神，香椿过了房顶五六米，等发现它得意忘形，
已经拿它没办法了；梧桐越长越胖，胖得几乎不
讲理，前院曲主任家也栽了梧桐，长得小家碧玉
杨柳细腰。靠大门拐角处垒了个鸡窝，岳母养了
几只鸡，鸡们每天呵呵咕咕地唱歌。这地儿曾是
菜地的大粪池。

水管在院里，冬天怕冻住，每天睡前，都要将

水龙头绳捆索绑地保护好，麻烦！开始没安暖气
时，我把炉子放在中间客厅，怕煤灰飞扬，就在炉
子周围用木棍绳子绑了个大架子，用报纸糊上。
第二天，父母来我这里，看到后，说太危险，让我
立即拆了那架子，我拆了。半月后，和我房子紧
挨着的东边居民区突然着火了，那火和烟老大老
高，两辆救火车响着警笛声开到小巷外，消防战
士们举着水枪往火上呲水。我趴在窗户上，看得
心里一紧一紧的。

往东，一片民房，地势凹凸，高低不平，2009
年，这里建了个人民广场。市民们来这里散步，
游玩，放风筝，跳广场舞，听管理者老任说，广场
11万平方米。

第七个年头上，要拆平房盖楼。
第五次搬家，搬到南边一处家属楼，不到百

米，它原来是家收容站，搬走时，单位把它买下了。
房子大约60多平方米。有小厨房、卫生间。

刚搬进不几天，下水道就堵了，咋弄都不通，无
奈，只好请专门清理下水道的师傅，师傅用那种
通上电能转动的硬塑管子搅动，费了好半天劲儿
才通畅了。

1998年8月，在那片平房旧址上，站起两座
新楼。

按分数排，我选了三楼。地下室有阴面阳
面，选地下室时，我可以选到阳面的那个地下
室。没选，一位员工说，庞叔，那个阳面的让给我
父亲吧？他眼神不好。我说行啊。

这是我来这城市后的第六次搬家。取暖做
饭，天然气代替了炉子烟筒煤。每晚睡前，我还
是把推拉窗拉开点缝。天热了，光吹风扇不行，
还挂了空调，新式的，三千多块呢！带空气清洁
的。乖乖，要孩子姥姥在，又得说你们赶上好时
候了！

2000年5月15日，我领到两本红色证书：一
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上写住
房建筑面积96.41平方米；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房屋所有权证》。以后，这套房子发生转移、变
更、出租等，咱说了算。

搬家记

先于其他半岛
借助光岳楼的灵光
借助东昌湖活跃的思维
朱雀彻底解放自己的翅膀
趁春风扶摇，凤凰台的发射架上
浴火重生
天时地利人和，风清气正
恰逢起飞的窗口期

身着节日盛装，如出嫁的新娘
花枝招展，满面红光
门前挂起喜庆的彩灯，火树银花
迎接八面来风
运河解冰，扬起桨声，碧浪触动神经

孔孟之道浸润大街南北
历史的经脉需要打通
拓宽思路，活跃经济，商海从来不怕潮涌

饮食满足滋养身体的需要
更是烙印文化的符号
遗产需要继承，外来的信号过滤后接收

小螺号吹奏大海的胸怀
红灯万盏，抒发澎湃的激情
烤全羊热火朝天，带着浓烈的草原味道
带着花海曾经的热闹
魏氏熏鸡，传统的铁公鸡
想飞翔，必须有梦
凤凰传奇的七彩如诗如画
重庆小天鹅的香辣麻酥
火锅沸腾着幸福的欢笑
运河会馆、运河古都正在爆炒
运河的悠长，运河的风情
民族饭庄，热气腾腾
团结，团圆的饭菜别有风味

北关街开街

原本虚掩的门彻底打开
让春风的万紫千红大大方方地走进来
让星光月光灯光来一次真正的恋爱
让东昌湖的涟漪与经济同圆与文化同心
扯住历史深巷的衣襟
回放明清运河的橹声
辉煌的桅杆，对接现实的春风
新时代的眼光应该穿透未来
让霓虹灯的魅力放大再放大
留住远方的云朵，酝酿一串春天的雷声
让饮食的美名借助空间站，传播十万八千里
北关就是聊城，聊城就是江北第一风景

截取一段时光，享受生活

大唐芙蓉园、清明上河园搬不进水城
可以引进成都的慢节奏
一个下午围拢一杯茶香
可以学学丽江不夜城的狂欢
让音乐与啤酒结缘
干事创业轰轰烈烈的时代，傍晚缓缓脚步
掸去一路风尘
在北关街寻一家小店，约几个好友
与陶醉的夕阳对话，或赏一赏升起的明月
菜肴上桌，不说猴头燕窝
闪烁鲜明地方特色
荷香习习，举一杯薄酒
让酒杯碰撞出激情，碰撞出喜悦
微醺，吟几首小诗
不攀李白的独饮，坚持杜甫的与民同乐

北关街，再也耐不住寂寞（组诗）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蜿蜒如带，穿城而
过，静静流淌着的河水，像是在诉说着运
河过去和现在的故事，让人感受到运河给
小城留下的古风古韵。古运河给鲁西北
这座小城带来了灵气。

我家就在运河边，住在顺河街224号
院内，和运河朝夕相处50多年，见证着这
座运河小城的变化。

六七十年代，运河河水清冽，河里有
鱼、虾、泥鳅。孩子们在河里游泳嬉戏，钓
鱼，捉泥鳅。女人们常去河边冲洗衣服，
男人多是去河里挑水浇地，岸边的空地
上，生长着庄稼蔬菜，也经常能看到拉货
的船驶过。那时候，少不更事，对运河了
解甚少，哪里知道运河的名气之大，更不
知道运河给山东临清带来的各种美誉，但
那一段快乐的时光却镌刻在记忆深处。

明清运河从鳌头矶南侧，往西南方向
进入漳卫河。2000年左右，临清市政府对
明清运河段进行了清淤修缮。两岸铺上
了石板，装上了石栏杆，沿岸河堤上也种
植了绿草和垂柳，看上去，整齐干净，有了
现代气息！但是修葺一新的运河，却失去
了原生态风貌，记忆深处的东西再也难以
找回。

好在鳌头矶北侧的元运河，原汁原
味，保留着先前的样子。元运河又叫会通
河，是京杭大运河申遗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也成为申遗成功的关键所在。元运
河上，几个桥闸静静地卧在水面上，它们
就像阅历丰富的老人，沉默无语，身上布
满了时光的尘埃，大青砖垒就的桥栏，铺
成的路面，已经冒出白碱，出现磨损，常年
不见阳光的背阴处布满青苔。自身的苍
老、残缺，显示出历史的厚重和积淀。

元运河上的闸虽已失去原有功能，却
发挥着桥梁的作用，沟通起两岸的商贸互
市。每逢农历一、六，就是赶集的日子，先
前，元运河北侧就有一个集市。小时候，
经常跟着外婆穿过顺河街小庄的胡同，过
公园北门的桥，再穿过窄细的吉市口胡
同，过会通桥，就到集市了。会通桥两侧
住有人家，有炸油条的，打烧饼的，卖日用
品的，烟火气十足。后来，这座桥损毁、废
弃了，再也难以找回往日的喧闹。河面
上，几只水鸟游来游去，啾啾鸣叫，岸边的
芦苇在秋风中，飒飒作响。除了零星来这
里玩的游人之外，显得荒凉、沉寂。

这里虽是老城区，却没有城区的喧
嚣，古色古香的胡同、古朴的民居为这里
平添了几分静谧、祥和。小院的门基本都
是敞开的。院子里青砖铺就的地面，垒成
的摆放花盆的砖台，会有一两只小猫撒欢
般地追逐，或是看到小猫在老人的腿上趴
着，晒着太阳酣睡。胡同里，几乎家家户

户都养猫，临清人爱猫、爱养猫可见端倪。
沿着元运河西行，你会发现，临清的

胡同多是沿河而建，极有特色，竹竿巷、箍
桶巷、白布巷、马市街等有160多条，都保
存完好。从这些胡同名称，可以看出当时
临清码头的繁盛，烙下了临清人世代生活
的印记。那曲折幽长的胡同小巷，那无处
不见的砖刻和房檐上、山墙上的花饰，汪
家大院、纪家大院等等，让人感受到一种
独特的文化气息。这些胡同、大院、民居
承载着一种记忆，一种城市生命的记忆。

城市最大的物质遗产就是一座座建
筑，那些看似没有生命的遗址、老街、民居
等等其实就是历史生命和文化的传承。
临清胡同无可争议地被人称为运河文化
的活化石，这也是京杭大运河留给后人的
一笔宝贵财富。厚重的历史遗存，浓郁的
文化氛围，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于是，临
清胡同游顺势而兴。

从2007年开始，临清胡同游发起人刘
英顺，就利用节假日，宣传临清胡同，宣传
运河文化，自发创办并开展了“临清胡同
游”。走进临清的老胡同，就是走进了临
清的历史、文化、民俗。这些胡同就像一
本书，记录着临清的过去、兴衰和乡愁。
用脚步去丈量，用眼睛去翻阅，你会被胡
同里蕴含的深厚文化所感染。有一首写

“竹竿巷”的诗写道：“巷子细长，就像南方
的竹竿，虽没有生长在江南烟雨中，却汲
取运河水的营养。巷子里的人们，也都依
靠竹子，来编织生活。于是巷子里，有了
江南小镇一样的生活，那撑着油纸伞的
人，走进了小巷深处。”竹竿巷的人们至今
还保留着传统的竹制工艺。临清很多人
的祖籍就是苏杭一带，现如今，他们已经
融入了临清，成为了地地道道的临清人。
这首诗，其实写出了他们深沉的乡愁。

运河古城临清可游、可看的地方还有
很多，比如，钞关遗址、舍利宝塔等十几处
文物古迹。当然，来临清，临清的特色小
吃必须要尝一尝。小吃富有特色，什么托
板豆腐、八大碗等，在临清待上一月，保准
你吃不到重样的。

……
悠悠运河水，流淌千百年。运河给千

年古县、运河商都临清带来了多样文化的
交汇，留下了众多的古迹遗址，现存的古桥
梁、古民居、古街巷，记录着临清的历史变
迁，承载着后人对运河风情的无限遐想。
狮猫的灵动，小吃的包容，贡砖的厚重，手
工艺的传统，胡同的韵味等等，这些不仅仅
是遗产，更是一种文化传承。这种漕运文
化、商业文化、民俗风情，已融入到当地人
的灵魂，彰显出古城临清深厚的积淀。相
信临清必定会因运河而再度兴盛、繁荣。

我家就在运河边

■ 荣玉玲

■ 李吉林

■ 杨林鸿

■ 柳凤春

■ 庞洪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