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建筑里隐藏着许多动人心弦的老故事，我
们或许能从文人笔墨里，在泉水旁摇扇纳凉的老
人口中略寻一二，但时光变迁，日月斗转，老建筑
在斑驳中不断消失，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不断
涌出。为了守护记忆中的老城，近几年政府对一
些老建筑进行了修缮、维护，位于济阳回河街道的
卢氏旧居就是其中一座。旧物换新颜，镌刻在济
南人记忆中的老建筑如今是何种模样？为此，大
众网记者近日来到正在修缮施工的卢氏旧居进行
探访。

灰雕绝无仅有 雕刻手艺濒临失传
2019年8月31日，记者来到位于济阳回河街

道举人王村的卢氏旧居，据了解，卢氏旧居是北洋
上将卢永祥在老家济阳区回河街道举人王村修建
的集住宅、宗祠、学校于一体的建筑群。

还没进大门，记者的注意力就被位于祠堂车
棚门楣位置的灰雕吸引了，灰雕描绘了生机勃勃
的草丛，硕大、优美的花朵还有一只潜藏在草丛中
的公鸡，花纹图案细密精致，公鸡雕刻的灵动活
泼，栩栩如生。虽然在经过风吹雨蚀后，灰雕已经
残缺不全，但仍然可以从留存部分一窥雕刻技艺
的高超。对于灰雕的寓意，卢氏旧居修缮工程负
责人陈维华有话说，“这只公鸡雕刻在车棚的位
置，代表着‘出门大吉’。”随后，记者在陈维华的带
领下来到位于大门西侧的嘉惠小学，在嘉惠小学
大门的门楣位置同样设置了一副硕大的灰雕画，
但内容却大不相同，竹子、荷叶之类的植物锦簇的
的占满整幅画面。“这上面雕刻的图案是希望在这
里读书的学生将来可以成为高风亮节、清雅纯净
的君子。”陈维华说，“这种‘灰雕’绝无仅有，雕刻
技巧濒临失传，我们正在从南方寻找手艺的传承
人来进行灰雕的修复工作。”据济阳博物馆馆长王
邕介绍，“灰雕”是南北文化、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
艺术载体，具有很高的研究和开发利用价值。记
者在随后的探索之旅中更是惊喜不断，象征着“聚
宝生财”的砖雕，被雕刻成如意的栓马鼻，一件件
寓意深远的雕饰显示出设计者的良苦用心，也吸

引着人们进一步深入卢氏旧居。
在欣赏完雕饰后，记者来到主门前，主门经

过修缮，仿佛从风烛残年的老人摇身变成了青
春靓丽的少女。门楣宛若裙摆般绚丽多姿，上
面点缀着花瓶、莲花的图案。屋檐尾端高高耸
起，气宇轩昂的向世人昭示着自己重新获得的
生机活力。在门楣正中间的位置，是三幅尺寸
较大的彩画，最左边是“松鹤延年”，中间是“猫
蝶富贵”，最右边是“高官厚禄”。陈维华说：“最
有趣的是中间的猫蝶富贵，猫蝶通耄耋，有富贵
吉祥、健康长寿之意。同时“猫蝶富贵”还是济
南市天桥区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据了解，
猫蝶富贵是流传于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北园沃
家庄、北坦庄一带的舞蹈和灯种艺术，具有极高
的艺术价值。

“一把刀”型建筑格局 蕴含特殊含义
进入主门，由南向北，

层 层 递 进 ，步 步 深
入。三进院落以
主门为中轴线
营 造 出 平
衡和谐的
美 感 。
陈 维 华
说：“在
过 去 ，
只 有 在
有 祖 宗
祭 祀 时 ，
祠堂正门才
会 开 ，平 时 想
进入祠堂都必须
从侧门走。”

怀着敬畏之心，记者重
走了一遍过去的祭祀路线，沿着铺设的
石砖地板缓步前行，身在其中，心中便涌现出几分
庄重的仪式感。从主门进入第一院落，院落东侧

是东边延伸
出 来 的 房
屋，西侧也有

一排屋，主要
是 用 来 放 清 扫

工 具 等 其 他 杂 物
的，屋的中间，有一条

通往嘉惠小学的过道。在
第一与第二院落的隔墙，上半截

是透花砖墙，两院隔而不堵，透而不露。第
二院落，北屋为正房，前出厦式，据说这个院落
是主人生活起居的地方，从第二院落继续向北

进入第三院落，第三院落只有一个北屋，是主人
氏族供奉祭祀祖先的祠堂。

“这卢氏旧居的布局非常有特点，”王邕说“从
南向北看，像把刀，从北向南看，像把枪，主流说法
是布局像把刀，因为猜测旧居的主人是想把刀把
握在自己手里。”根据资料显示，旧居基本建筑格
局分为南北两路，中间以过道式城墙连接，南为住
宅，北为祠堂、学校，现南北两路建筑被村中乡村
路隔开。乡村路以北建筑分为东西相连的祠堂、
学校，其中东部建筑为主体建筑祠堂，由三进院落
组成；西部为两进院落，主要使用功能是嘉惠小
学。乡村路以南住宅部分以中部客厅为主分南北

两院，北院为主宅，由正房和东西厢房组成;南院
为次宅，由客厅、西厢房、南倒房和大门组成。

此时修缮工程还没有完成，工作人员还在忙
碌的作业中，为了不影响工作人员的工作，记者顺
着一条小路来到后花园，此时后花园还没有完成
修缮，地面刚经过翻新，还没有种植植物。“我们会
在这里种上满园的波斯菊，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
的花园”陈维华表示，后花园的修缮将是第三期工
程的收尾之作。据了解，修缮工程计划分四期进
行。目前，一二期工程已经完成，第三期工程将在
10月底完工。

充分利用 老宅今后将变身多种展馆
新中国成立后，卢氏旧居收归国有。1951年

以来先后做过县里的粮食仓库和村小学，后来处
于闲置状态。2013 年被公布为山东省第四批文
物保护单位。自2015年2月2日开始，卢氏旧居
正式开始第一期修缮工程的施工。“我们的修缮标
准是‘修旧如旧’，最大特点是使用原材料来还原
旧居最具风采的外观。”王邕说，在修缮工程的用
料上，我们最大限度的使用了原材料，尽量还原一
幢原汁原味的老建筑。

与其他老建筑一样，在这座民国旧居也有
一段老故事。据了解，这座建筑的主人是一位
名叫卢永祥的北洋皖系军阀。卢永祥家境贫
寒，只读过三年私塾。于1890年参军，两年后即
由士兵升为哨长。1895 年被派往山海关武备学
堂学习，毕业后被袁世凯聘为新军军官。在天
津小站练兵，与段祺瑞、王士珍等成为密友，后
来一同成为皖系军阀的骨干。此后连年征战，
卢永祥在风雨飘摇中辞职，最后隐居天津，1933
年病逝，时年67岁。

现在看，卢氏旧居确实具有旧时代达官贵人
将军府邸的气派。据说它的设计图纸是卢永祥在
担任江浙地区军政要职时让专家设计的，它的布
局风格，有着清晰的时代烙印。卢永祥在外40余
年，极少回家，但乡土观念颇重，曾出资在济阳区
修建水坝、学校、民刑看守所及印刷《济阳县志》
（民国版）等。

据介绍，结合文物本体的修复，还将同步考虑
旧居的利用，由于其现存的房屋空间规模较大，且
分布合理，下一步将计划建立卢（永祥）督军纪念
馆、张稷若（尔岐）纪念展室、华北地区民俗（农耕
文明）历史陈列馆、非物质文化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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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古迹

民间传说

江兰馨，化名江精干、江先民，生于一九一八年，卒
于一九四0年，今新市镇江店村人，济阳师范讲习所毕
业。一九三八年六月，他去冀鲁边区军政干校学习，在
校参加中国共产党。回济阳后积极发展民先队，建立抗
日地下联络站。他的活动范围，东至仁风，西北至临邑，
南至城关、稍门，为我党播下了革命火种。

一九三九年，江兰馨同志调临禹县任四区区长，当
时四区日伪军猖獗，据点甚多，狗腿子特务遍布全区，又
有系统的伪保甲政权，可谓日伪控制的铁壁区。在这极
端恶劣的环境下，江兰馨同志只身一人，手无寸铁，从容
而去，直插敌区中心。他选定段家村曹角店为立足点，
秘密串联，发展革命力量，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
领”“抗日统一战线”，组建区队、区政权。开展锄奸活
动，打击极端反动势力，分化瓦解敌人，提高广大群众抗
日必胜的信心。因此，不久区队从一人、三五人，发展到
五十余人；武器装备从无到有，展到三十余支枪。区队
的活动范围，由几个村扩大到全区及太平寺和二区一部
分。当时，伪乡保甲长思想动摇，绝大多数倾向我方。
江区长开会，他们按时参加，布置任务一一照办。如：掘
交通沟、割电线、缴农业税、办抗日学校等，均按时完

成。否则必将受到制裁。江区长经常对广大群众讲“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深刻揭露日寇以华治华的阴谋，以
及日伪军蹂躏中国人民的残暴罪行，听众深受感动，因
而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他以身作则，带领区队
和群众掘道沟、割电线、截汽车、拔据点，神出鬼没袭击
敌人。仅一年时间，打死打伤鬼子数名、伪军五六十名，
锄奸五十余名，烧毁汽车一辆，割电线十余次，掘交通沟
百余里，迫使敌人犹如困兽难以出动。

因此，日伪视江区长为眼中钉、肉中刺，指使特务四
处刺探我区队行动。一九四0年八月十一日，由于叛徒
告密，日伪纠集四个据点的二百余敌人，配有七八挺机
枪，包围了正在姜家村开会的区队，江区长立即组织突
围。在突围中，江区长不幸中弹牺牲，时年二十二岁。

后来，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江区长胆量
大，空手赤拳到段家，先串联后开会，壮大力量搞区队，
挖道沟割电线，截汽车拔据点，弄得鬼子瞪傻眼。”

现在保存的烈士遗物有：江兰馨同志学生时代（五
年级）读过的教科书《国语》一本，《历史》一本，用过的砚
台，在师范毕业时的照片一张。

今天的回河在过去不叫回河，叫镇州。至于改名的
缘由，从人们的传说中可以得知，这与当年的黄河发大
水和张稽若施展神法改道泄洪一事有着直接的关联。

在济阳沿黄一带，至今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黄河曲曲九十九道弯，
九十九道弯里有九十九位神仙，
九十九位神仙保佑着九十九方土，
九十九方土养活着百姓九千九百九十万。
如果说这首神化的民谣交代的地域还比较笼统，那

么在另一首民谣中，则对地点和人物讲述得就非常具体
了。民谣唱道：

黄河在济阳有一弯，
这个弯在古城镇州边。
镇州经常闹洪水，
只因少个神仙管。
自从蒿庵手一划，
黄河改道不泛滥。
这段蒿庵先生张稽若手指一划、黄河改道的故事，

在镇州可谓妇孺皆知。
谁都知道黄河是地上河，高出地平面十多米。每年

黄河发大水，洪水满槽的时候，浪涛拍岸，发出唰唰的声
响，令人心惊胆战。据史料记载，这儿有过几次决堤，当
时决堤的场景史书上这样描述：大堤撕开一个口子，随
即越来越大，洪水裹着树木泥沙破堤而出，足有十米高，
大水咆哮着横冲直撞，一泻千里。洪水带来的强大冲击
力，把碗口粗的树木连根拔起，房屋瞬间夷为平地……

黄河水从济南泺口直奔济阳，至镇州这儿河道突然
变窄，并且拐了一个死弯。洪水一来，这个死弯就形成
一个巨大的漩涡，那漩涡眼有几个场院那么大。日久天
长，漩来漩去，就漩出个老龙湾。老龙湾深不见底，诡异
莫测。每到子夜时分，老龙湾就会发出一种奇怪的声
音。老人们说那是龙王在吼叫，如果龙王的吼叫声由低
沉变得刺耳，那就是黄河又要开口子了。

话说清末时期，这年的中秋节晚上，人们在家里正
高高兴兴地吃月饼、赏圆月，却突然听到老龙湾传来了

刺耳的吼叫声，而且声音越来越大，吓得小孩直往大人
怀里钻。“坏了，黄河又要开口了！”镇州的人们心里一
惊，节日的兴致顿时一扫而光。他们顾不得满地里正在
收割的庄稼，也顾不得圈棚里喂肥的牛羊和家产，纷纷
扶老携幼离家出逃。

“黄河要开口子了，快跑啊！”人们的呼喊声此起彼
伏，连成一片，一村传过一村，村村乱作一团，一窝蜂似
的向着济南方向逃命而去。

正在熟睡中的张稷若，被爹娘从梦中催醒。他胡乱
摸了件衣裳披上，兄弟几人牵着爹娘的手，也加入了向
南逃命的队伍。他一边跑，一边问：“出啥事了？”爹娘一
边跑，一边把镇州老龙湾要开口子的事说给了他。他跑
着跑着停止了脚步，对爹娘说：“别跑了，黄河口子开不
了！”说着，他挣脱开爹娘的手，一个人朝镇州老龙湾方
向飞奔而去。爹娘哪能放心他啊，就跟在后面追赶着。

张稷若来到老龙湾一看：果然，黄河水咆哮着，翻滚
着；那个巨大的漩涡，在月色中拧成一个深深的黑洞，发
出了闷雷般的吼声。堤岸上的土哗啦哗啦地塌落下去，
眼看着大水就要破堤而出。他不顾一切地爬到大堤的
最高处，借着月光顺着黄河审视了片刻，看到镇州之所
以洪水容易决堤，就是因为这里的河道太窄和这个死弯
造成的。于是，他双手合十，两眼微闭，嘴里开始念叨着
什么，然后双手从西往东长长地一划，顿时在对岸划出
了一道宽宽的大渠，只见黄河水哗哗地顺着这个大渠向
东流去。

刹那间，黄河改道了，河道拓宽取直了。黄河水顺
顺当当地往东流去，老龙湾的那个漩涡顿时不见了。

“乡亲们，洪水退了！都回家吧！”张稷若的爹娘站
在大堤上，向着仍在拼命逃亡的众人喊起来。

“洪水退了！洪水退了！回家了！”人们在夜色中呼
喊着，竞相传递着兴奋的消息。

从此黄河改道绕过镇州老龙湾，向南回转了整整一
个河道。当地人为了纪念黄河改道，便把地名“镇州”改
称为“回河”了。

（据《回河镇志》）

话说店子街逢四九大集。每到集日，朱
婉娩便提着竹篮，走上八九里的路程去赶
集，置办油盐酱醋。

那么朱婉娩是谁呢？她呀，是张稽若先
生的夫人。可那时候是封建社会，女人哪有
赶集的？这在当时是个新鲜事。

说来这夫人也是不同凡响，长着一双大
脚！在我国历史上，不同的朝代，衡量妇女
美的标准也不一样。比如，唐朝的女人以丰
腴为美，雍荣华贵；清朝的女人则以小脚为
美，三寸金莲。明末清初年间，男人时兴留
辫子，女人盛行缠小脚。女人缠小脚可是件
惨无人道的事。当女孩长到五六岁时，做父
母的就硬硬地把女孩的脚趾往脚心里折去，
然后，用粗布紧紧地裹起来，裹得越结实越
好，越小越好，使脚板畸形生长，慢慢地长成
个小脚，冠其名曰“三寸金莲”。这样，女人
走起路来站不住，晃晃悠悠，扭扭捏捏，认为
那才是美。不然，一双大脚，连个婆家也找
不到，那才叫人笑话。

张稽若思想解放，主张女人要放脚。他
反对把女人关在家里做奴隶，任丈夫摆布使
唤。他订亲时，不管父母同意不同意，非要
一个大脚板、不缠脚的姑娘为妻。这年，他
把没缠脚的大脚板姑娘朱婉娩娶进了家。
这成了当地的一大新闻。

朱婉娩聪明贤惠，泼辣能干，上敬父母，
下尊弟妹，体贴丈夫，屋里屋外拾掇得干净利
索。从早到晚，一双大脚跑个不停，一心让丈
夫研究学问。先生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这天，朱婉娩又去店子街赶集。店子街
集市上有个“德胜酒家”，生意兴隆。店内有
个伙计，姓王，名小二，长得獐头鼠目，三十
出头了，还是光棍一条，见了女人就直眼，最
爱跟女人开玩笑。四九集上，生意自然比平
日红火。他每集都见朱婉娩提个竹篮赶集
买菜，便生出个怪念头，想看看女人的大脚
是个啥样。无奈朱婉娩穿着长裙，一双大脚
严严实实地裹在里面，根本露不出来。王小
二想来想去，想出了个馊主意。

又逢集，朱婉娩依旧赶集来了。王小二
早早地准备好一大盆泔水，待朱婉娩走到

“德胜酒家”门前，他一下泼到了地上，正泼
在朱婉娩的脚跟前。朱婉娩吓了一跳，本能
地把裙子提了起来，生怕弄湿了。这一提裙
子不要紧，一双大脚露了出来。

“都来看啊，都来看大脚！”这下可乐坏
了王小二。

朱婉娩原以为伙计无意失手，本没当回
事，可王小二这么一喊，加之戏谑地一笑，她
立刻明白了，也顾不得地上的水了，连忙把
裙子放下，遮住了自己的那双大脚。裙子拖
了一地泥，气得集也不赶了，羞恼得差点哭
出来，捂着脸回了家。

朱婉娩回到家，把菜篮子一扔，呜呜地
哭了起来。

正伏案著书的张先生听见夫人哭，忙放
下手中的笔，走过来问怎么回事。夫人便哭
泣着把王小二泼泔水、看她大脚的事原原本
本地说了一遍。

“他愿意看，你就让他看吧。”张先生半
开玩笑地安慰说，“你既然有胆量留大脚，就

得有胆量不怕看。”
“你说得轻巧，叫人多难为情呀。”夫人

反驳道。
“男女平等嘛，啥事都得有个带头的。

女人不缠小脚，从家里解放出来，跟男人一
样，你应该感到光彩才是。”张先生开导她
说。

“说是这么说，可人家还是笑话，叫人多
不好意思。”夫人破涕为笑了。

张先生见夫人气消了大半，又看了看空
着的菜篮子说：“别哭了，想开点。天还早，
再上街买菜去吧，我给你出出这口气，行了
吧？”

“这口气你咋出？”夫人半信半疑地问。
“咋出你就甭管了。”先生说，“你只要照

我说的去做，保准你心里痛快。”先生说着，
操起剪刀，剪了个小兔子，放在夫人的左手
里，又剪了个小狗，放在夫人的右手里，嘱咐
道：“路上，你千万别把小兔小狗放在一个手
里。到了‘德胜酒家’门前，就是王小二泼泔
水的那个地方，你先把小兔放下，再把小狗
放下就行了。然后，你啥也甭管，只管买菜
去就是！”

朱婉娩按照先生的嘱咐，来到“德胜酒
家”门前，先把小兔放下，接着又把小狗一
放。这一放不要紧，小兔子活了，跑进了“德
胜酒家”。小狗也活了，朝小兔撵去。刹那
间，“德胜酒家”内传出客人的惊吓声，还有
盘盘碗碗的破碎声。原来，那只小兔被小狗
撵得四处乱窜，一会钻到桌下，一会钻到厨
房，一会儿钻到客人脚底下。那只小狗就在
后面穷追不舍，桌上桌下，乱窜乱跳……桌
子翻了，板凳歪了，酒瓶砸了，盘子碎了，椅
子断腿了。客人们一哄而散，纷纷跑出酒
店，在门外看傻了眼。

店内依旧狗撵兔子两较劲，兔子上蹦下
跳拼命逃，狗在后面拼命追。店门口看热闹
的人越集越多，围了个水泄不通。

店伙计连忙抄起扫帚，拿起棍子，在店
内逮兔子打狗，逮了半天逮不着，打了半天
打不着，咋轰也轰不走，咋撵也撵不走。那
王小二的脸上还被兔子蹬了一脚，被狗扒了
一把，流出了血。

神了！天底下哪有这种事？聪明的刘
掌柜眨眨眼，似有所悟，便没好气地问：“你
们谁得罪了张先生？”脸上还流着血的伙计
王小二，刚才就明白是他惹的祸，这回也不
隐瞒，干干脆脆地回答：“是我。”接着，王小
二就把泼泔水，看张先生夫人大脚的事说了
出来。刘掌柜见店内狗撵兔子没个完，也顾
不得训斥王小二，气愤地一甩手，直奔张先
生家。刘掌柜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地来到张
先生家，那个狼狈相就甭提了。见到朱婉娩
正在院里不慌不忙地摘菜，上前就跪下了。

“请夫人多多原谅，都是我管教不严
……”

“快起来，快起来。”朱婉娩笑着施礼，
“先生在书房呢。”

刘掌柜爬起来，进了张先生的书房，就
又跪下了：“都是我的错，求先生发话，快别
叫那天狗、玉兔折腾了，店里闹得乱七八糟，
连个囫囵盘子碗都没有了。你大人不计小

人过，都是我的错……”
朱婉娩听刘掌柜说店内盘子碗都砸了，

心疼起来，也走过来向张先生求情道：“做个
生意不容易，快别让那玉兔天狗闹腾了！”

先生见夫人原谅了刘掌柜，出了那口
气，朝夫人一笑，便对刘掌柜说：“回去泼泔
水呀。”

一听说回去泼泔水，刘掌柜琢磨着先生
还计较着那事，又磕起头来：“小人再也不敢
泼泔水了，求先生……”

“我是让你回去往玉兔天狗身上泼泔
水。”张先生知道刘掌柜领会错了。

“啊？啊！多谢先生，多谢先生！”
刘掌柜爬起来，朝先生夫人施过礼，一

溜小跑回到了酒店。
“德胜酒家”被看热闹的人围了个水泄

不通，刘掌柜咋挤也挤不进去。他急眼了，
发疯似的扒拉开人群，挤进店内，抄起一盆
泔水，朝玉兔、天狗泼过去。顿时，那玉兔、
天狗软下来，现了原形，原来是纸剪的小兔、
小狗。刘掌柜见状，松了一口气，看看店内
乱七八糟，碎的碎、折的折、断的断，一屁股
坐在了地上，傻了眼。众人见刘掌柜穿着长
袍马褂坐在泥水里的那个狼狈样，开心地笑
了。

天色渐晚，人走集散。在“德胜酒家”里
吃饭的没给饭钱不说，店内还弄得乱七八
糟，破烂不堪，刘掌柜伤心地哭了。

刘掌柜又朝伙计们发起了窝囊火。伙
计们这才愣过神，忙着收拾烂摊子。

“慢着，慢着。”这时，一位先生站在门外
说，“天不早了，伙计们累了一天，还是早点
歇息吧。记住今晚月亮升起的时候，店里无
论发生什么动静，你们都不要动，不要看，只
管睡觉就是。天不亮不要起床。”那先生说
完，人就不见了。

刘掌柜听着这声音好耳熟，爬起来到门
口看看是谁，天黑了，那先生已不见了。刘掌
柜猛地想起来，这是张稷若先生的声音。于
是，匆忙吃了一顿饭，打发伙计们早早睡了。

夜至三更，万簌俱寂。刘掌柜和伙计们
哪能睡得着，都竖起耳朵听动静。鸡叫头遍
后，只听得店铺内拉锯声、锯盆子锯碗的金
钢钻声响成一片，一直到鸡叫三遍，这声音
才慢慢停下来。

天亮了。刘掌柜红着一夜没合的眼，一
下爬起来，跑到店铺一看，他被眼前的情景
惊呆了：折断的桌椅板凳，依旧干干净净地
立在那儿，破碎的锅碗瓢勺，盆子碗子一个
也不少地摆在了桌上。伙计们听见刘掌柜
起来了，提着裤子就跑到了前店铺，同样被
眼前的一幕惊呆了。王小二张着个大嘴，久
久没有合上。“这不是做梦吧？”刘掌柜高兴
地想，伸手朝着自己的左腿使劲拧了一把，
才知自己醒着，不是梦。他还是不放心，又
朝张着大嘴发傻的王小二大腿上也拧了一
把，王小二疼得尖叫了起来，一蹦老高。这
真的不是梦。伙计们这个摸摸桌子，那个摸
摸凳子，你看我，我看你，都开心地笑了。

据传“德胜酒家”里的桌椅板凳全是修
补的，锅碗瓢勺全是用锯锯过的，颇有特色。

“德胜酒家”从此生意更红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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