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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泉水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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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游历济南泉水者，或有诗赋之歌咏，或有美丈之记述。 历史上对名泉及其附属建筑如亭

台楼柑加以修茸、修建，为名泉添胜者也多有人在。 名泉与名士，密不可分。 名泉得名士品题，

辉耀水酒，卢名益彰;名士得泉水滋润，心神怡悦，翰幸飞洒 。 名人名泉相王映照，实为珠联壁

合，美不胜收。

第一章人物传

严酷" (参见《魏书·郁道元传)) ，下同)著

丽R道兀 称。哪道元的《水经注》是为((水经》 一书所

一一山水有灵惊知己 作的注释。但他的注释，实际上是一部"别开

生面"的著作，其学术价值，堪与裴松之《二

古往今 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颜师古《汉

来，在状写 书注》并驾齐驱。郁道元本着"因水以证地，

的突泉的 即地以存古"的编写原则，博采汉魏以来山川

诗文中， 土风、历史掌故文献，并根据自己随北魏文帝

有这样 一 巡游长城、阴山以及任冀州、鲁阳、颖川、东

段文字: 荆州等地太守、刺史时"访读搜渠"的调查记

‘(派)水 录，记述了大小1000多条河流的源流经历及沿

出历县故城 岸的山川景物和故事传说。这部书在描写山川

西南，泉源 景物上，取得了非同寻常的艺术成就，许多章

上奋，水涌 节堪称千古名篇。难怪作者自己都禁不住叹

若轮。"这 曰山水有灵，亦将惊知己于千古矣! " 

质朴的语 丽F道元与济南有着深厚的渊源。北魏承
。 丽ßì草无

言，生动逼 明元年 (476) ，丽F道元的父亲耶范出任青州

真地活画出的突泉的神韵与风采。这般绝妙话 刺史，到任不久便将家眷接至青州。南北朝

语，出自耶道元的《水经注》。 时，青、冀两州相邻，其疆域大体相当于今天

那道元(约466----527) ，字善长。范阳 的山东省。而挪道元曾在冀州任地方长官。因

原县(今河北省原州市)人。他既是北魏杰出 此，长期生活在山东一带的脚道元，对山东山

的地理学家，又是著名的文学家。丽F道元出身 川地理乃至河流的热爱与熟悉自不待言。他对

官宦世家，曾祖绍，任楼阳太守:祖嚣，任天 流经济南的济水，做过认真的考察，对济水流

水太守:父范，曾任青州刺史。哪道元平生好 经济南一段的风景名胜，其中包括当时的济南

学，历览奇书。初，承袭父亲的永宁侯爵位， 泉水，进行了生动、真切的描述。除了上文提

后历任治书侍御史、冀州镇东府长史、东荆州 到的的突泉，哪道元《水经注)) "济水篇"还

刺史、御史中尉等，以"执法清刻"、"为政 对济水流经的古大明湖、净地(今五龙潭)一

g飞响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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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湖泉类最给予了生动描述:

其水北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令东、北

两面侧湖啕此水便成净池也。:也上有客亭，左

右揪桐负日，俯仰自付 1蓝鸟，极水木明愁，可

谓滚梁之性，物我无边矣。

绿树婆婆，水流情辙，鱼鸟依人，寥寥

数笔即勾闹出古大明湖的明丽景致与战厚诗

，实可谓"片语只字，妙组古今"。唐代柳

宗元、宋代苏轼等人，都曾受到脚道元《水经

性》的影响。苏轼《寄周安懦茶》诗悦"喋我

乐何深，水经亦屡读由此可见《水经改》

非同一般的艺术感~力。

接着，脚道冗((水经性》又记载了历水

的拥流走向:

湖水引渎，东入西郭， :1;.i.历城尚，而侧

&;ð 城北注。湖水上承东城历祀下泉，材机

回捆 其水北流，经历城东，又北，时为流杯池，

州僚宾燕，公私多主在其上。分为二水， -;(;1.弘北

出，在水西经历城北，西北为隙，谓之历水电

与 i乐水会。

文中"历祀"即舜庙。舜庙附近布舜

泉，双泉克发，水势甚大，为历水之掘。苏、辙

《舜艇诗井序》曰:城南舜词有二泉，泉之始

发，睹为二炮，为有渠，自东南流千四北。攘

攘播洒，蒲莲鳖，其利滋大。((济南市山水

古迹纪略》哉:明洪武初，改山东行省。增修

城蝇，鹿市殷填。升迁苏辙所谓有提者，已不可

复见，舜泉亦由此理由。所谓历水者，今仅存

大明湖(古之历水陆) 0 ((水经注》还记载了

华不拉山和 IlJ F的华泉:

济水又东北，经华不注山，单椒秀 i伞，不

连丘陵以自高:虎牙荣立，孤峰特拔以刺夭。

奇在华发，望同，点黛。山下有华泉……

寥寥数笔千载难易， ((水经注》中关于

济南泉水的记载，不仅为协商泉水留下了珍

贵的文献资料，而且，其文采焕然、生动传

神的笔墨功夫，给后人留下永恒的[I't]味和艺

术卒受。

李白
一一~i远看鸪山转，却似i运人来

清代济南府尚川县学者、诗人王培萄在

《乡团忆|日;录》中说济南回多名士，流寓

亦盛。如唐之李、杜，宋之苏、黄、 gß 、曾，

无不讲览流.Îl o 剧初， I顿亭林、张祖型、|诩

古古、朱竹;吨，皆以事久住。学使则前明薛文

靖、王文成，一代大儒。我朝贝IJ施愚w、黄昆

闹，一世文宗。以此提倡，人物风雅安得不

胜? " 

这段文字，概括出济甫的一个特征:名

:士:之城，风雅之旺。而唐代大诗人李白在济南

的游历更为泉城增色。

白 (701"-'762) ，字太白，号青莲居

士，唐代大i寺人，自称祖籍陇四成纪(今甘

肃省静宁) ，有诗f山之誉。他一生i良迹五湖四

诲，游遍名山大川|。济南秀丽的湖山风光、谆

朴的风士人情和浓厚的文化氛围，都曾使这位

大诗人流连忘返，井给后人留下了赞美济南湖

光山色的诸多诗篇。

李白从唐开元二十四年 (736) 由湖北移

居山东济宁，直到唐乾工年(759)将儿女

移往楚地，在山东寄家时间长达20余年。山东

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杜甫在《苏端、

延简薛华醉歌》诗中说"近来i每内为长句，放

山东李白好将李白称为"山东半白"。

后世史书也因此认为李白是山东人，如((1日唐

书·李白传》称李白，宇太白'山东人

(口742剖) ，李白奉i召人朝。李白

以为大展宏图的芙梦即将实现，但很快发现所

谓的泰诏应制只是侍从游宴而已。天主年

春，李白在度过了三年"供奉翰林"的政治生



版后，被唐玄束"赐金放.if"。李白在青少年

时代就倾心道教，遭受此次政治失败，更激发

了他的遁世之心。大约在这年的初夏时节，

白离开长安，并在洛阳结识杜甫，工人成为莫

逆之交。其后，在归鲁途中，李白来到齐州紫

极富， ì青道土高如贵授道菜，入了道士籍。

且然寄居异乡， {ß.济南美丽的湖光山色

军口岸朴的风土人情却给了这位飘拍的游子以巨

大的槛暖和深深的喜悦 ， 1最新唤起了他对生

活、对自然的热爱和眷恋。 他醉历过济南的多

处名胜，如他曾泛舟鹊山湖，写下诗作《陆从

祖济南太守成鹊山湖三首))

初谓鹊山近，宁知湖水i走。

此行殊访戴.自可缓归挠。

湖阅数十桨，湖尤格穷山 ο

湖西i已有月，独送李膺i五。

水入北湖去，舟从1幸) i或盼。

边看鹊山转，是p似送人来。

鹊山湖，旧在济南城北，其南、东与今

大明湖相通，由际水北梳汇集而成。该湖湖面

第六篇泉水人物

和韵味。而此时，湖的四边正有明月高悬。在

这样的美丽景致中与太守泛舟游览，就好像当

年郭林宗与李膺间舟共降。郭、李工人是东汉

的士人领袖，据《腊议书-郭林传))郭林

"后归乡里，衣冠i者儒送空间上，车数千

辆，林宗惟与李膺同舟而济。从宾望之，以为

神仙埠"。李白在这里正是借郭林宗与李膺的

名士风流来形容自己和太守间泛鹊湖的风神潇

洒。第三首写的是归程。水往北流而船向南

行，这两种交错的运动方式相映成趣。而在行

走的船上逼着鹊山，却像是鹊山不停地转动着

身子在殷勤地送客。这收尾来得情深意切，而

且始拥tJj大自然和生活中固有的情趣。这组诗

不仅写出了济南湖山景致之棠，而且展示了人

的情思之怡悦，境界之旷远，实可谓谙短情

长，古简意深。~

李白的"从祖济南太守"具体是谁，已 1m 
不可考。结合李白的其他诗篇，~知他有一个

从祖、两个叔父、一个兄长，分别任济南太守

反任城、嘉兴、中都县令。

李白还攀登过华不注山，作古风。

广阔，为唐宋时代前南游览胜地。因湖中多莲 江:

花，又称莲子湖。余初，刘豫硫设小请问，导 幸?我游齐都，登华不注峰。

际水人悔。鹊山湖自此莽然阳壤，不复烟梳， 兹山何峻秀，绿学如芙蓉。

令无数后人扼腕而叹!

李白这组鹊山湖诗，写来不急不镜，收

萧主风古仙人， 了知是赤松。

借予一白鹿，自扶两青龙。

放有致，情景交融，意在吉外。第一首写自己 含定凌倒景，欣然愿相从。

开始以为鹊山很近，哪知湖水陆渺竟是如此遥

埠。好在此行不同于当年王子献拜访戴安道那 华不注山，一名华山，济南历史名山，

样刚刚到达就匆匆返回(见《世说新语·王子 风景名山，即春秋齐背大战齐刷公三周华不注

献居山阴)) ) ，而是完全可以轻松悠闲地放缓 处。山脚下有济南名泉一一句华泉。华不注山与

四归的船程。这是英景之下的一种优游从容、 大明湖、的突奥井称为"济南三誉"。北魏酣

细细品味的惬意心态，是…种无与伦比的幸福 道元 ((7k经 tì)) 对华不注的描绘形象传神，

感。在第二首诗中李白精妙地描摹了鹊山湖的 堪称绝妙单椒秀泽，不连丘陵以自高;虎

风光。湖面宽阔达数十盟，鹊山倒映棚中，湖 牙缎立，孤峰特拔以刺天。青崖翠发，望同

面碧波荡漾。一个"摇"宇展现出无尽的情致 点黛。"即便到了清代，华不应依然"秀削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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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30年代的华山

请，苍翠湿人眉宇" (阮元《小沧浪笔谈)} )。

李白这首诗飘逸、浪漫，充满奇异瑰丽的想象

和独具匠心的创造，如他将华不注比做"绿芙

蓉" (是一个不亚于"单椒秀泽"的意象) , 

如他说自己在华不注山上遇见了仙人赤松，赤

松借给他一只白鹿，而赤松自己则乘着两条青

龙，两人含笑升天， 一同在空中俯瞰地上的倒

影，何等潇洒飘逸、自在逍遥之至，这就难怪

此诗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了。后世游客每至此

便有三事酌华泉水、吊三周战处、诵太白

诗。" (明·李焕章《登华不注记略)} )而且，

绿芙蓉、仙人、白鹿作为诗歌意象，屡屡出现

在后人诗作之中。如清代王士祺《初望见历下

诸山》诗云十万芙蓉天外落，今朝正见济

南山。"董芸《济南杂咏·华不注》诗云芙

蓉绿秀雨中鲜，俯视齐州九点烟。何处仙人骑

自鹿?乘风一问李青莲。"

杜甫
一一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

唐天宝四年 (745) ，当李白在齐州紫极

宫受道某之时，另一位大诗人，在洛阳与李白

相识并建立莫逆之交的杜甫来到了齐州。杜甫

对山东有着深厚的感情。其父杜闲是充州|司

马，其弟杜颖为齐州临邑县主簿。杜甫此番已

是第二次游历山东。第一次是在十年前，他在

洛阳第一次应试落榜，漫游山东时写下了"岱

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

昏晓。荡胸生层云，决1此人归鸟。会当凌绝

顶， 一览众山小"的千古绝唱。他此次离开洛

阳来到齐州，是为了拜访童年好友、齐州司马

李之芳， iII页道看望弟弟杜颖。这年夏天，时任

北海(治所在今山东青州)太守的李邑受其族

孙李之芳之请，从北海赶来，与杜甫会面。李

邑比杜甫年长30多岁，与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

好友。但他对青年才俊杜甫十分赏识，而杜甫

对年高德渤的李邑也仰慕已久。两人在济南的

这次会面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杜甫 (712"-'770) ，字子美，自号少陵

野老，巩县(今河南巩义)人。盛唐时期伟大

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

艺精湛，约有1500首诗歌存世，被后世尊称为

"诗圣"。

这次风雅的、美好的、被历史永远记忆

的与李邑等人的聚会安排在历下亭。这个历下

亭可不是如今大明湖中小岛上的那个历下亭，

而是建于北魏时期的客亭，亦可称为古大明湖

客亭。这个景致优美的客亭原是北魏时官家为

迎宾接使所建，距离当时已有数百年之久，所

以杜甫说"海右此亭古"。大约此亭在杜甫之

前还没有专名，因其在城南历山之下，所以杜

甫称其为历下亭。参加这次聚会的除了杜甫、

李邑、李之芳外，还有齐州即济南的名士若

干。宴会时，人们把酒论文，谈笑风生，杜甫

即兴赋诗《陪李北海宴历下亭}}

东藩马主皂盖，北清凌清河。

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 。

云山已发兴，玉佩仍当歌。

修竹不受署，交流空涌泼。

蕴真惬所遇，落日将如何?

贵贱俱物役，从公难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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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藩，东方州郡的泛称，时李邑为北海 海宴历下亭诗，非集中高作，而风格自古，疏

太守:皂盖，朱幡皂盖，古代高官所乘的车 落中见老横。" (((乡园忆旧录》卷四)其中

子，亦借指高官。首句盛赞李邑的风采与威 "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 一联，对后世济

仪。北诸，诸，水中小洲:北堵，或说在古 南的影响可谓深矣，它对这座城市产生了恒久

大明湖客亭附近，或说在今大明湖西北小沧 不朽的文化价值。"济南名士多" 一一最为准

浪。(如清代阮元《小沧浪笔谈》称小沧 确、生动地表达出济南的历史文化内涵、城市

浪者，历下明湖西北隅别业，即杜子美所言北 性格与城市特色。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这

诸也。鱼鸟沉浮，水木明瑟，白莲弥望，青山 一经典话语成为这座城市最恒久、最自豪、最

向人。" )清河，指济水。《水经注》谓烁 亮丽的名片之一。

水又北流，注于济。" 二、 三、四联描绘宴会 唐末，历下亭渐废。北宋曾巩在齐州任

的融洽气氛与美好环境:亭为古来胜迹，座有 职时，将亭重建于州宅后，金元之际此亭

济南名士，云山助兴，玉佩作歌，亭前修竹繁 在府宅之后" (元好问《济南行记)) ) ，元

茂，暑夏清凉直人 g 历水与派水相会，涌动碧 代，历下亭在"府城驿邸内，历山台上，面山

波清澈。五联是一个转折:这等珍贵的知己之 背湖，实为胜绝于钦《齐乘)) )大约在

遇多么令人惬意，然而却总要日落人散的。结 清代康熙年间，此亭由大明湖南岸建于湖中岛

末则充满人世飘萍的无奈和盛会难再的感伤， 上，湖滨亭变为湖中亭浓阴千幢合，环碧 6'@: 
意蕴深深，情意拳拳:人生无论贵贱都为物所 一酬景致更幽静天然，楚楚动人。但无 E回

役，不得自主，今后再有这样自由快活的聚会 论该亭建在何处，人们总以李邑、杜甫后先唱

怕是难了! 和之事与其联系在一起。何以故?民国《续修

《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不愧为大家手 历城县志》指出今之历下亭，既非唐宋之

笔，诚如清代诗人王培苟所言少陵陪李北 旧，后人形为咏歌，每兴怀于李、杜，从其溯

。 民国时期的大明湖历下亭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初始)也。"这也从一个倒E说萌李邑、杜 丰先生

甫的"齐#捋井割i卡哥'1盛会"对后世影响之大。 警敏……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

杜甫Jlt番来济还作有两首诗，其一是 ((1司 其文，奇之"。宋仁宗嘉站二年(1057) ，中

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亭对鹊湖声: 进士，后任太平安宁间站参军、馆阁校勤、集贤

新亭结构罢，隐见清湖阴。 校理、实录栓i寸宫等，后来又先后出任越1+1 、

迹藉台现1日，气冥海去?笨。 齐州、襄1+1、洪州、福州、明湖、毫1+1 、诠

圆荷想起昔，遗喋感至今。 州等地边方宫。晚年拜中书舍人，官至三品。

芳宴此时具，哀丝千古心。 曾乳卒于北宋元丰六年，享年64岁。著有《孟

主称寿尊客，是秩宴北林。 丰类高)} 50卷、但卖元丰类稿)) 40卷、《元丰类

不但蓬革兴，得兼采甫吟。 搞好集}} 10卷等。

李之芳当时黯刚修建了一个员外新亭， 北宋熙宁四年(107 1) , 52岁的曾巩来

并在亭中宴请杜甫与李草，杜甫遂有此诗。持 到齐扑1 (今济南)任知州。曾巩上任前，齐州

中茹绘了薪亭与鹊湖的精旋风光，身为布衣， 地方豪强势力十分猩撤。如盘堤周氏拥有雄厚

躬逢雅集，诗人表达了对主人和前辈情意的深 资产称霸一方，欺压良民，奸淫妇女，无恶不

深感醋。之后，杜甫前往信邑探望弟弟杜颖， 作，因其势力很大，外|县官吏不敢过问。曾巩

~ 行前先到鹊山湖亭向李之芳告别，作《暂如临 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击地方豪强黑暗势力

111 邑，至鹊出湖亭奉怀李员外，率尔或兴}) 与盗寇J‘其治以疾奸急盗为本

野亭逗湖水，歇马高林间。

-I;l!Jl风奔浪，鱼跳日晚山。

暂游但句俗，主p~，坏音关。

蔼蔼生云雾，惟应促笃还。

曾巩
善政垂后世，诗美耀湖走，

律首先镇压了曲堤恶霸周高，从此"豪宗大姓

敛手莫鼓动" (((曾巩行状)} )。接着，他以

杯柔、教育和分{七瓦解之策，治理了章丘的盗

民之乱，使齐州出理了"外户不闭\安定祥

和的社会秩序。曾现在齐外!还十分注重兴办教

育，恢复了《尚书》之学， t吏齐州学校皆授

《尚书}}， í足进了地方教育事业和学术事业的

发展。曾 J}L对济南的最大贡献是在城市建设

千百年来，在济甫的城市发震史上，有 上。他主持修建了齐扑|北水门等一系列水手IJ工

众多外藉人士，为这座城市奉献了辑、晓才华， 程，加之疏泼水道，开拉新渠，修建海泉亭

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其中尤其值得人们终生铭 辖，全国规划大明湖建设，使济南成为一座

记的是曾乳。这位跻身"唐宋八大家"行亮的 "攘洒假江南"的山水名域。

著名文学家，不单单是作了几首优美漂亮的泉 济南多甘泉，而逢雨季，南部山区和域

水诗或修了几座海边亭馆。更重要的是，也是 内语泉的水捷])llj会毫无节制地宣造城~t.;与此

这座壤市最早的泉文化设计者、建设者。他为 同时，花门之外又"流潦暴集"往域内撮，于

把济南建成一个潇洒的盟林名域，作出了彪炳 是花门内外，常被水患。曾巩在考察了地理水

史册的历史性贡献。 文之后，在北域展开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

曾巩(1019~1083) ，宇子圈，北宋文 其中的核心工程便是北京门(即水嗣)的建

学家，建昌南丰(今晨江西省)人，雅号"南 没。熙宁五年年老刀，曾王是"武库钱买石，肯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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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在其旧门之处，用石头垒成水门的两 才构成了它之后近千年作为风景胜地的基本格

崖，用坚木做成闸门视水之高下而闭纵 局与面貌。

之，于是外内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节，又 曾巩还在的突泉边建造了历山堂和源源

无后患" (以上均见《齐州北水门记)) )。北 堂南丰知齐州‘旧，建此以馆客" (((齐

水门的建成解除了州城北部的水患，也成就了 乘)) )。然而，曾巩可不单是建成了"使者之

今日大明湖的最早雏形。接着，曾巩利用疏竣 馆他还撰写了《齐州二堂ìi:))。在这篇著名

湖水时挖掘的泥沙，修筑了一条贯通南北两岸 的文章中，他考证了两桩对济南历史文化影响深

的可驰骏马的堤一一百花堤，并在堤北的北城 远的事体。其一，济南之历山为"舜所耕处'\

墙上修建了北堵亭。百花堤将湖水隔为东、 其二，的突泉之源不在王屋山，就在济南南部

西两部分，堤上栽花种柳( "周以百花林\ 山区今派上之南堂，其西南则低水之所出

"间以绿杨阴" ) ，若沿堤一路走来可到北岸 也。"这对济南又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登临北诸亭。宋人晃补之尝描绘过登亭所见之 "济南自古多名士，每得风流太守来"

壮美景观群峰屹然列于林上，城郭井阁皆 ( ((齐音·济守)) )。王象春在这首诗的注

在其下，阪湖造通， )11原极望" (((北诸亭赋 文中还列举了几位济南太守的名字唐之李

并序)) )。曾巩还围绕大明湖建起芙蓉、水 邑，宋之曾巩、晃无咎，元之赵孟颊，皆风

西、湖西、北地等七座桥梁，使湖泉之色交相 流蕴藉，民享安富之福。"清人王培苟在《乡 叹息

酬，构成了碧波桥影、绚丽柔媚的飞桥风 园忆|日录》中，则把"乐天、东坡守杭州"、 自国

月"景观。此外，他还在与湖紧邻的州衙和湖 "曾子固知齐州"这种文化现象称为"以诗人

畔修建了名士轩、静化堂等诸多亭馆楼橱，点 置之诗地，可谓人地相宜，不独善政垂世，其

毁在湖山之间。请人董芸说湖上亭馆之盛 诗亦美不胜收矣。"的确，曾巩在济南的咏泉

自宋始。熙宁间，曾子固知齐州事，一时歌咏 诗作，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实所谓锦霞在

见于《南丰集》中者:曰仁风厅，曰苟药厅， 天，珠巩满目。曾巩在齐州两年，写下70多首

曰静化堂、曰竹斋，日凝香斋，日环波亭，日 i寺，占其平生诗歌创作的六分之一。本文只

采香亭，曰水香亭" (((广齐音)) )。应该 能略举两首，作为管窥蠢测而已。如《金线

说，正是在曾巩主持的规划与建设下，大明湖 泉))

。 大明湖南字祠 (2011年)

玉瓷常浮濒气鲜，金丝不定路南泉。

云依美藻争成缕，月照灵精巧上弦 。

已绕清花生王灼灼，史萦沙竹萃娟销 。

无风到底尘埃尽，界破冰纳一片夭。

与所有写金线泉的诗不同的是，诗人写

的是月下的金线泉( "月照灵溺巧上弦" ) 

写了月光下的泉池、泉池中的蓝天和金线。而

这首诗的高明之处在于将月光、蓝天、泉池作

为一个整体来描写。它明为写泉池，却通过泉

池将(印在泉池中的)弦月、缕云，与池中的

水藻、涟摘组合成了一个美不胜收的画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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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看，清澈的泉水映照着碧蓝的天，宛如晶莹透 这是一种近乎痴绝的款款思念和深情诉

明的轻纱，水中的金线却又把这层轻纱划破， 说，这之后，七桥的美更因为它的消失而得以

让人看去，它划破的(不是水)像是蓝天一 强化，所以，济南其后出现了那么多吟唱甚至

般。这是一幅何等瑰丽的奇观。诗将金线泉 凭吊七桥的诗歌。这样，七桥风月其实完成了

的灵异与美质展示得一览无余。曾巩还写有 一个转变，它由一个实物变成了济南人心目中

《的突泉》、《舜泉》诗。而他着墨最多的则是 一个永恒的情结， 一个丝毫不亚于扬州二十四

大明湖，如《西湖二首》、《西湖纳凉》、《百花 桥的审美意象。

堤》、《北诸亭》、《环波亭》、《鹊山亭》、《百花 而这一切，都是献给那位挚爱着济南井

台》、《芙蓉台》、《水香亭》等。且看《西湖纳 且在济南作出卓著政绩的父母官一一曾巩的。

凉}}

问吾何处避炎蒸 ， 十顷西湖照自民明 。 苏 辙

鱼戏一篱新i良满 ， 鸟啼千步绿荫成。 一一-应念兹园好，流泉海内无

虹牍隐隐松桥出，鹉首峨峨画A在行。

最喜晚凉风月好，紫荷香里听泉卢 。

西湖，即今大明湖。本诗写的是曾巩夏

日在大明湖乘凉时所见景致及愉悦心情。在炎

夏的日子到何处去避暑消夏呢?有碧波清流的

名士与

名泉，历来

不可分。名

泉得名士品

西湖足矣。在这里，鱼儿相戏，满湖泛起碧 题，辉耀水

波，鸟儿啼礁，长堤上绿荫成行。 颈联写松 帽，声名益

桥、画筋，一个"出"字， 一个"行"字，以 彰;名士得

动衬静，更是写出了大明湖的清幽雅致与多彩 泉水滋润，

风光，尾联写月光下的大明湖，荷香随阵阵清 心神怡悦，

风飘来，泉水之声棕踪悦耳，令人心清气爽， 翰章飞洒。

乐不思归。 济南的甘泉

北宋熙宁六年(1073 )六月，曾巩调任 不仅哺育了

襄州，济南百姓"绝桥闭门"挽留他，曾巩只 本土的名 @ 苏辙

能于夜深人静时悄悄离去。其后，人们在千佛 士，而且吸引了众多的外籍名士来此寓居甚至

山建起了曾公祠。清代道光年间，曾公祠在大 安家落户。跻身"唐宋八大家"的苏辙便是其

明湖畔重建，后来被人们习称为"南丰祠 中之一。

今日之南丰祠，已成了大明湖的一处重要的人 苏辙(1 039-----1112) ，字子由，号顿读

文景观。 遗老，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他

当年曾巩离济后，写有《离齐州后》 一 幼承家学， 19岁赴京应试，与兄苏轼中同榜进

诗，表达了他对大明湖特别是"七桥风月"的 士。北宋神宗熙宁年间，他主要在州郡任职E

难以割舍的怀念之情，读之令人落泪: 北宋哲宗元拮年间，任秘书省校书郎、右司

将家须向习池游，难放西湖十顷秋。 谏，后历任中书舍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

从此七桥风与月，梦魂长到木兰舟。 门下侍郎等职:哲宗绍圣、元符年间，因反对



王安石变f去，出知汝州， i南贬雷州、循州等

地，晚年还归顾昌(今问南许昌)闲居12年，

自作传万余言，不复与人相见。

苏辙怀有政治抱负，人仕后屡次上书，

正直敢言。熙宁时他不赞同王安石推行新泣。

元站时他拥护司马光实行更化。他同情人民

疾苦，主张革除弊政， ((宋史·苏辙传》说

他"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

"君子不党，于辙见之"。苏辙性格沉静简沽，

藏锋不露。一生著述甚丰，著有《奕城集》、

《奕城后集》、《奕城三集》、《奕城应诏集》等。

其散文汪洋檐泊，似其为人，在纤徐之中时露

骨力，堪称一代名家;其诗作清逸闲谈，幽冷

奇峭，下宇琢语，常有新警。较之其兄虽才气

不逮，廊庞略小"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其

高处殆与兄轼相迫" ( ((宋史·苏辙传)) )。

苏辙在其辗转游宦的诸多州郡中，对齐

鲁之邦尤其是济南具有深厚感情。他在《送排

保甲陈佑甫》诗中说"我生本西南，为学慕

齐鲁。从事东诸侯，结经济南府。"在《舜泉

诗并序》中，则更明确地指出，他来济南任职

的原因是慕济南泉水闻济南多甘泉，流水

被道，蒲鱼之利与东南比，东方之人多称之，

会其郡从事阙，求而得之。"

北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 ，苏辙由陈

外I (今问南准阳)学官改任齐州掌书记。在齐

州居官三年，请正廉洁，先后协助李师中(字

诚之)、李肃之(字公仪)、李常(字公择)

三位知州，抑制强暴，嘉惠百姓，深得僚友信

赖。在济期间，苏辙对齐州泉水名胜，流连往

返，多有题咏。如他和孔武仲教授写有《环波

亭》、《北诸亭》、《鹊山亭》、《槛泉亭》四首。

其《槛泉亭》云:

连山带郭走平川1 ，伏涧潜流发涌泉。

汹汹秋卢明月夜，蓬蓬晓气欲晴天。

谁家鹤鸭横i皮去，日暮牛羊饮道边。

第六篇泉水人物

浮秽未能妨洁净，孤高每到一依然。

槛泉，即的突泉。首联写的突泉的总体

走势，从"连山带郭"、"伏涧潜流"到暴发

捅泉，气势极为豪壮。次联更进一步写出的突

泉水的浩大声貌"汹汹"形容静夜里水声更

其汹涌蓬蓬"谓水雾在清晨更其蓬勃。三

联则描绘泉边溪间的生活景观，鹅鸭横波，悠

然自得，牛羊饮水，随时随地。末联更进一

层，展现槛泉净沽孤高、不为尘染的潇洒风

姿，是写泉，亦是写人的风采与精神。

苏辙咏歌大明湖的诗篇很多，如《西湖

二咏》、《次韵李昭叙供备燕别湖亭》等，且看

他的《和李诚之待制燕别西湖))

东来亦何恃?夫子此分符。

谈笑万事毕，搏毒众客俱。

高情生远崎，清兴发平湖。

坐使羁游士，能志岁月 1且。

纵欢真乐易，恨另IJ 不须史。

庙怪新谋帅，河间最近胡。

安边本余事，清赏信良图 o

应念兹园好，流泉海内无。

熙宁六年九月，李诚之由登州调来齐州

(济南)任太守，来后不久，便深深地爱上了

这座城市爱其山川泉石之胜，怡然有久

留之意"。然而不足半年，李即被调任问间太

守。他舍不得离开却又无可奈何，多次与部

属宴于大明湖上，并说北方幸安，余将复

老于此"。苏辙在该诗中充满感慨地对李诚之

说:我到东士来靠的是什么呢?因为你在这里

当太守。众多的政务你运筹自如，谈笑之间便

能完成，余暇时光你喜欢交友，与僚友饮酒谈

心。举目千佛山峰，足以引发高雅情思:面对

大明湖水，更能激起满怀j青兴。这会使宦游在

外的人，忘记了岁月的艰难。可惜这纵情欢聚

的潇洒快乐太短，顷刻之间我们便会面临别

离。须知朝廷总是选择有智谋能力的将帅，因

旷响
飞-Z

E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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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问间那是最靠近胡虏的地方。然而安边守土

对你是绰有余力的事情，你成功后再回济南过

清静赏心的生活实在是高明的选择。我们应该

永远怀念齐州的美好，这里的踪踪清泉是世上

仅有的。

诗作由在济南相处之乐，写到离别之

恨，井前程美好之展望，结句以对济南和流泉

的缅念收束，文笔跌去，情感深厚，颇具艺术

感染力。

苏辙《舜泉复发》一诗，写夏季雨后舜泉

复捕的壮观景象，更是大笔挥洒，颇饶情致:

奕奕清波旧绕城，早来泉眼亦尘生。

连宵署两源初接，发地吞雷夜有卢。

复理沟渠通Æ曲，重开池沼放澄清。

通街细洒浮埃净，车马归来似晚睛。

g; 诗中说，昔日舜泉波光闪闪的清流绕城

踵 而行，如今却因天旱连泉眼也布满了灰尘。原

来，苏辙到齐州后大旱几岁，赤地千里，

渠存而水亡" (((舜泉诗并序趴下同)。终

于，连夜不断的夏雨让泉流接上了源头，而水

声则犹如春雷一般在夜间从地下发出阵阵轰

鸣。于是，惊喜若狂的人们纷纷疏导沟渠，

"泉之始发，确为二地，幅为石渠\所以，

曲折的沟渠经过修复而通畅无阻，地面池塘如

同镜面一般澄明净沽，通衙大道被泉雾喷洒得

干干净净，车马回来时，天空明朗得像是晚霞

晴空。这首诗以跃动的意象，欢快的节奏，描

绘了舜泉复桶的喜人景象，展示出诗人对泉水

独特的深厚情感。

苏辙寓居济南，深切体会到泉城景致的

美好及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他写有《道济南

事》十首，如其三、其四写游赏大明湖的无穷

乐趣:

野步西湖绿缚，晴登北清烟绵。

①《济南水记》为《历下水记》之误

蒲莲自可供腹，鱼蟹何尝要钱。

饮酒方桥夜月，钓鱼画仿秋风。

冉冉荷香不断，悠悠水面无穷。

苏辙还写有《次韵李公择以惠泉答章子

厚新茶二首)) ，其中有句"枪旗携到齐西境，

更试城南金线奇蟹眼煎成声未老，兔毛倾

看色尤宜"抒写金线泉水品味名茶的意趣和

味道。苏辙离开济南后，还写了《寄济南守李

公择》一诗，表达他对齐州泉水美景的怀念:

岱阴皆平田，济南附山麓。

山穷水泉见，发越远溪谷。

分流绕涂巷，暖气蒸草木。

下田满梗稻，秋成比禾寂。

李格非
当年李文叔， ((水记》最详明

勾稽七十二名泉，每抚残碑恨转生。

闻说当年李文叔， ((济南水记》最详明。

这首诗出自清代诗人王初桐的《济南竹枝

词儿其笼注曰" ((名泉碑》不知何人所立，

总七十二泉。远至中宫、灵岩i者泉具载，而华

不注之华泉、明水镇之净明泉，皆失不取，

况其名亦未甚雅称。盖残金俗笔。李文叔曾

著《济南水记》①，惜不传。"

李格非(约 1045~约 1105) 北宋文学

家。字文叔，济南人，女词人李清照之父。李

清照《上枢密韩公诗二首》诗序中称"父祖

皆出韩公门下可知其父祖辈皆为"蚤有盛

名，识量英伟" (((宋史·韩琦传)) )的学士

韩琦的门下士。他幼时聪敏警俊，刻意于经

学，著时Lì己说》数十万言。北宋神宗熙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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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76) 《历下水记》的遗失当成大事，当成一座城市

中进士，初 永久的遗憾与损失。

任冀州(今 这样的看住有着充分的依据。首先，李

河北冀县) 格非实在是写作水记的上佳人选。他是一个大

司户参军、 学问家， 一个极有影响的博雅学者。当时的北

试学官，后 宋以i寺赋取士，而他独用意经学，著《丰Lì己

为郡州(今 说》数十万言。这学养基础实在非同一般。

山东东平) 考中进士后成为太学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

教授。宋代 轼，成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时人称其文

有兼职兼薪 章"高雅，条畅有义，味在鬼秦之上"。他的

制度。郡守 《洛阳名园记》首开专题记园录之先河，风闻

见他清贫， 天下，妇南皆知。而李格非的优势不仅在于学
。 李格非 欲让他兼任 问大、文笔好，还有他作为济南人对济南水的

其他官职，他断然谢绝，表现了廉洁清正的风 特殊感情与熟悉程度。再者，北宋时，经曾

节。 巩、鬼补之先后建设的济南正处在"潇洒似江

这首诗的前两句是说，考察一番济南 南"的最为美好的时期。在这风云际会的诸种 g飞~咽二三

七十二泉的来历和出处，那是金代的《名泉 条件下出现的《历下水记》会是什么样子，读 Z国
碑》记载下来的，可每想到这个碑就会心生怨 者自可闭上眼睛尽情地想象一番。

恨。 一个"恨转生"下得十分果断而坚决。何 然而，想象只是对今人而言。对古人来

以如此?显然这不是小问题， 一般小事何至于 说，不惟是想象。宋人张邦基便是实实在在地

"恨转生" ((名泉碑》即使缺陷再大，也不 见过并且读了这部作品的人。张邦基，字子

至有恨，终于，笼注中一个"情"字提供了答 贤，北宋江苏高邮人，生活在1131年前后。也

案:真正的恨不是名泉碑作为残金俗笔之陋， 就是说，几与李格非同时或稍晚一二十年，他

而是((历下水记))的"不传"。真正好的没留 的记载应该是相当准确的。张邦基所著《墨庄

下，却选了一个坏的。 漫录)) "多记杂事，亦颇及考证他在《墨

王初桐字于扬，号竹所，江苏嘉定人 庄漫录》卷四《济南水泉》中记载:

氏，虽非土生土长的济南人，但他多年在济南 济南为那，在历山之阴，水泉清涂 ， 凡

府的属县新城、淄川等当县令，也算得上半个 三十余所，如舜泉、爆流、全线、真珠、沈钵、

济南人了。他写了《济南竹枝词)) 100首咏济 孝感、玉坏之类皆奇 。 李文叔格非皆为《历下

南名胜古迹、风土人物。他有着良好的艺术素 水记)) ，叙述甚详 ， 丈体有法。 曾子团作诗，以

养，清代学者阮元在《小沧浪笔谈))中称他 "爆流"为 "的吏\未知孰走。

"官闲情逸，词旨清远，其慢曲如溪流诉风， "叙述甚i羊，文体有法此八个字概括

波纹自行，冷光翠色，演漾不可尽"。王初桐 了《历下水记》的特征。显然，这部作品不仅

对济南爱得很深。他了解济南人的心思，知道 极为详尽地记载了济南名泉的情况，而且在体

济南最需要的财富是什么 z 他是个智者，能设 例、语言等方面也堪称楷模。从这八个字中，

身处地为济南和济南人着想，所以他才会把 可以看到张邦基对((历下水记》的至为推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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