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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6 青未了

老山东书影>>>

文/赵晓林

广智院是英国浸礼会在山东
济南开办的一所著名的大型综合
性博物馆。陈列品包括动物、植物、
矿物、天文、地理、机工、卫生、生
理、农产、文教、艺术、历史、古物共
13个门类，展品万余件。广智院当
时影响很大，1922年，胡适到济南
参观广智院时发现，在70天时间
里，有近8万人参观广智院，每日游
客超过1000人。

20 世纪初，广智
院附近陆续建成浸礼
会南关教堂、齐鲁大
学、齐鲁医院等建筑，
形成一片教会建筑群。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
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将
华北各地的英美传教
士抓到潍县乐道院集
中营，接管了广智院，
仍由原来的中国职工
负责开放。1952 年，广
智院被政府接收，1954
年定名为山东省博物
馆。1992 年，广智院被
列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黄炎培在济南考察时，曾专门
到广智院参观，而此年正是广智院
建院10年时。其文中先介绍了广智
院的来历和位置：“广智院者，一教
育博物院也！创建于今院长英人怀
恩光君，自购地建屋，于今十年，粲
然大备。院长谓十年来购地建屋及
一切布置陈列约耗银九万六千元，
皆陆续捐募得之，若常年费，仅三
千六百元耳……院在济南城西南
关山水沟，自表门入，经隙地七八
丈，得巍然大建筑，四围环以高下
缤纷之花木，起前为博物堂，大自
鸣钟昂然矗立于云表。入堂，立记
数机于门，验之，自六月一日起至
昨日九月二十三日午后四时止，除
停览日外，凡九十九日，得入览者
五万六千一百一十九人，平均每日
五百六十六人。院长出示英文报
告，去年一年间入览者男二十八万
二千一百六十三人，女三万九千八
百九十二人，共三十二万二千零五

十五人，可云盛矣！”
记录广智院历史及建筑等方

面的文史资料不少，但此段中记录
的建设经费及参观人数等则很少
有记录，所以其对于我们今天研究
当时广智院在济南的影响及当时
济南人对于此新鲜事物的态度有
很大帮助。另，文中“昨日九月二十
三日午后四时止”一句中的“昨
日”，根据作者考察、写作及本书出
版时间推断，应为 1914 年 9 月 23
日。

其后的文字即
记载当时广智院中
所陈列的各类展
品：“博物堂之中，
设捐输柜，凡捐金
者投入焉。门内之
左为售书柜，英文
报告称一年内出售
宗教书籍四千九百
二十五册。当门张
巨幅于屏，为中华
民国祝祷文。堂内
陈列各物摘要记
下：

黄河模型 长
八尺，宽四尺，上罩玻璃筐。自发源
至入海全身毕现，旁及支流、山脉、
都会、铁道、房屋、舟楫一览了然。河
面用玻璃片，地面用色染木屑，山林
原野正一片青绿色，都会满著甚小
之房屋模型。全部制成费银二百元。

泺口黄河铁桥模型 长约二
丈，河面桥梁以木为之，上涂黑漆，
河之下铺厚沙，缺其恰脚，露出塞
门德土桩，每一柱下立桩数十。全
桥上盖玻璃筐，制成费银千元。院
长谓此桥尺寸比例极准，制成后曾
请监造泺口铁桥之德国工程师来
验，稍加修改，现认为比例准确不
误，制成者济南木工聂同孟也。（此
段中有两件事的记录很重要，一是
泺口铁桥于 1912 年完工，而此记
录告诉我们德国工程师 1913 年还
在济南；另一个是让我们知道了制
作铁桥模型的是济南人聂同孟，身
份是木工，其详情不得而知。）

大寒暑表
大风雨表

汽车模型及图
哥伦布探大陆船样图
汽船机器模型
七政运行模型
理化学进步图
八大行星轨道图（每幅长一

丈，高八尺）
各种机器原动力模型
本院电灯机
吸泥机器模型。
美国大议事院模型（此模型下

悬一本院博物堂模型，使观者便于
比较）

英京议事院图
天文台与望远镜图（巨幅）
八大行星与日比较大小图（大

幅，绘于高壁）
各国有名建筑图
氢气球与飞艇图
表明地圆之理图
表明无线电报之理图
世界全图（大幅）
煤井图（大幅） 煤层极清晰，

其下工人挖煤，电灯照耀，辘轳升
降，其旁换气管直达地面，一览了
然。

地层图
世界高山比较图（以泰山及济

南之山为比较）
河流长短比较图
各种动物标本 大者如鳄鱼、

鲟鱼(产黄河中，长一丈)、大蛇、海

狗、鹈鸟。
各种鸟卵
各种矿石标本
……
展品记录之后，黄炎培写道：

“此陈列物品大概也。每物有通俗
说明，英文报告是院所最注意者，
为政界与学生界。欲予以世界知
识，使知文明进化之现象，其所下
手之方面有三，曰社会，曰教育，曰
宗教；其所用方法，陈列各种模型
标本绘画图表使之观，演说使之
听，其演说每日行之。关于卫生之
演说，最为众所嗜听，如病之来源、
治病之法、微生物之可以致病，皆
为绝好资料。演说场设席六百，然
有时人满，增至八百，月曜日为女
子游览期，上午女子入览者，有三
万余人之多，尝为女学生特开大会
三次。每年春间，游人最盛，自远地
来者，多至二万九千人，常见人揣
墨记录图表及其他文件。”

观这份展品目录，我们可以充
分想象当年这些“新鲜玩意”是如
何吸引济南百姓的，当年的济南人
是如何把这里当作一个看“西洋
景”的好去处的。难怪很多到过济
南的名家也纷纷要到广智院来游
览观赏，而看后又无不惊讶赞叹，
上述这些展品当“立功”不小也！

下图为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广
智院。

当年广智院里都陈列着什么
2007 年末，在济南旧书市场收到一册《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二集。此书初版于 1915 年 7 月，手中这册为 1916 年 5 月再版

本，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黄炎培在此书中关于山东教育情况的记载涉及济南、青州、博山、泰安、曲阜五市，其中中关于济南的
记载最为丰富、详细，其中有很长一段篇幅介绍了当时济南广智院的情况。

饮馔琐忆>>>

文/董宝琳

过去，椒子酱是冬春的民间佐餐小
菜，好些地方都有类似菜名，仅笔者所见，
就有江苏徐州和山东昌潍两个版本。

多年前出差路过徐州，换车食宿，走
进一家门头上挂着一块“家常便饭，随意
小吃”木牌的饭店就餐，菜谱上有“家常烀
菜椒子酱”的菜名。“椒子酱”三字勾起家
乡吃食的回忆，遂要了一盘，端上桌一看，
嘿，青绿黄红参半，香辣气味诱人，是一种
用锅炖的热菜。与店主唠嗑，他介绍，此菜
用料有五花肉、萝卜、豆腐、黄豆、花生米、
葱、姜、蒜、辣椒酱、花椒、茴香。仔细品味，
觉得那菜中浓香软烂的萝卜块、咸香的肉
丁、回味绵长的花生米与豆腐块构成一种
黏黏稠厚的咸辣，在咸辣中又透出香醇。
后来和徐州籍朋友谈起，朋友说，他老家
的人们过冬时，常常烀上一锅椒子酱，那
是往日许多家庭百吃不厌的美味。朋友用
“烀”(文火细炖之意)来说明椒子酱的做
法，似乎只有这个称谓才能体现徐州人对
椒子酱的钟爱。

我老家昌潍的椒子酱，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前也是冬春里的一味小菜。徐州的椒
子酱用锅烀，而昌潍的椒子酱用缸腌。徐州
的椒子酱现烀现吃，而昌潍民间则是腌下
一冬一春的菜，随吃随取。不但调制方法不
同，用料也大相径庭。昌潍濒临渤海，因地
制宜选料，用的是咸蟹子下脚料、大葱、大
辣椒和大粒盐。咸蟹子下脚料，是腌制海蟹
时的汤汁和蟹的零碎儿——— 沿海一带的特
产。鲜海蟹好吃，咸的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撕下一只蟹子腿，送进嘴里“米溜米溜”(昌
潍土语，济南话叫“咂摸咂摸”)，咸香醇厚。
一根咸蟹子腿佐饭，能吃两个大窝头。咸蟹
子价格不菲，但下脚料价钱低廉，是老百姓
制作椒子酱的主要原料。

秋收后，女人准备下干粮和咸菜，打
发男人挑上筲桶，近的几十里、远的上百
里，赶往下营(昌邑市北部的渔港)。从那
儿挑回来的咸蟹子下脚料，半稀半稠，咸
汤汁里漂浮着半截拉块的蟹肉、蟹腿、蟹
盖、蟹黄。将其倾入一口干净缸里，将剥好
的大葱截成寸段儿，洗净的大红辣椒切
碎，按一定比例倒进缸中，再加一些大粒
盐，用木棒搅匀了，盖上盖子——— 三下五
除二，带有山东人的那种粗犷豪放劲儿。
半月后揭开盖子，啊，色彩斑斓，咸香辣味
扑鼻，腌好的椒子酱带着大海的气息。吃
饭时捞上一大碗，只见辣椒通红，大葱玉
白，蟹膏橙黄，蟹腿、蟹块点缀其中，滴着
浓浓的蟹汁，咸香辛辣，味道特异，大开胃
口，一家人围着个小炕桌，只听“毕毕剥
剥”、“吸溜吸溜”，响起一片剥蟹声和“咂
摸”声，吃了还想吃。一大缸椒子酱，一家
人吃一冬一春。吃椒子酱配上“叭咕(窝窝
头)”，最对口味了。那时老百姓的生活差，
少油寡盐，缺少荤腥，腌下能吃一冬一春
的椒子酱，是庄稼人的一种企盼。

南烀北腌

椒子酱

●民间习俗、方言土语、生活风情以及咱山东的民间特色吃食，无论您对哪方面有研究或感兴趣，都可
以给本版投稿。假如您是生活在老城、老街里的“百事通”，也欢迎您到“口述城事”里来跟我们唠唠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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