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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龙桥，南北走向，位于青州市黄楼街道卢坊村西北角，是进出村
子的重要通道。建龙桥石头结构，三孔，单孔高1.3米、宽1.25米。桥墩
为大石块砌成，中间两个桥墩呈尖刀状向外突出，估计设计时是为了减
小流水的阻力。据村中老人说，桥边曾有石碑一块，依稀刻有“大清三
世雍正三年”等字样。由此可见，此桥应修建于1725年。可惜石碑老
旧，字迹斑驳，难以辨清内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此碑被埋入地下。
要不是这块遗失的石碑，很难想象这座桥至今已有近300年的历史，虽
然经过了多次修缮，但基本保留了原始风貌。
  此桥自建成之时，就是青州市谭坊通往临朐县七贤的必经之路，行
人、推车、挑担者不绝，一派生机。数百年来，此桥经过数次修缮。
1990年前还是大石板铺就，石板幽幽地泛着青光。建龙桥像一位饱经风
霜的老人，经历了风云变幻的岁月，目睹了人世沧桑的巨变。当年的交
通要道，如今早就湮没在时代的进程中，成了一条进出村庄的普通小
路。但桥面上，那些叠加的各色人等的脚印，或大或小，或深或浅，还
在深夜悄悄显现，轻踏着时光的过往，让人遐想。
  上世纪80年代，此桥因桥面窄，又没有护栏，村中曾有数人不慎掉
落桥下，皆有损伤。尽管如此，这座桥还是和村人结下了很深的感情。
因为它连接了彼此，方便了众人，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和念想。
  2019年8月，受台风“利奇马”影响，青州普降特大暴雨，此桥被
淹，大水漫过桥面，给村人的出行造成很大阻碍。大水退后，出于安全
考虑，村委在桥面两侧加了镀锌钢管的简易栏杆。因年代久远，加之设
计的原因，此桥在交通和排涝等方面已有较大安全隐患，于2020年5月6
日拆除重建。就在挖掘机开拆之前，我闻听后匆匆赶到，用所带米尺测
量了有关数据，又用手机拍照留念。除旧迎新，是历史的必然，但我还
是深感惋惜。近三百年的历史遗存，不一会儿就烟消云散了。
  三个月后，新桥竣工，长11米、宽5.4米，整体钢筋水泥浇筑而成。
昔日的建龙桥不复存在，值得欣慰的是，建桥先辈们的匠心精神还在，
建龙桥接纳万物的胸襟还在，今人不计得失的情怀还在。
  一座桥的故事永远讲不完。

  在高密城北大菜市场门口，摆着一盘石磨，据说是让有思乡情怀
的游子体味乡愁的。每次经过石磨，我总情不自禁多望上几眼，亲切
得很。
  小时候，我的老家院子里就有一盘磨豆腐的石磨。那个年代，物
质匮乏，磨豆腐吃算是改善生活。冬天村里出大白菜、红萝卜，生产
队长就在地里按人头分。拿回家的白菜、萝卜一时吃不完，就放进地
瓜窖或埋在地里，能吃到来年春天。剩下的白菜帮子、萝卜缨就馇小
豆腐吃，是庄户人独特的美味。
  我家七口人，只父亲一个全劳力，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饭菜的
单调不言而喻。但父亲高小毕业，是村里的“知识分子”，在生产队
当记工员，懂得生活营养和调理。父亲时常让母亲去磨豆浆，回家馇
小豆腐，为我们单调的餐桌增滋添味。
  母亲事先把多半碗黄豆浸泡一夜，第二天沥去水，让我端着泡软
的黄豆来到石磨前。她则用炊帚蘸水，把石磨清洗干净。然后，母亲
让我用铁勺把黄豆舀进磨眼里，推起磨盘上的别棍，转动石磨，不一
会儿就磨出豆浆来。母亲一边推磨，一边用铁勺把豆浆刮进饭盆里。
有时添加黄豆时还要随豆子加进少许水，这样磨出来豆浆更加细腻而
均匀。
  馇小豆腐做法简单，回家直接把磨出的豆浆放进大铁锅里，加进
剁碎的白菜帮子、萝卜缨煮熟就行。我们时常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
一人一大碗，喝汤吃菜。吃完了，我们哥仨互相弹弹肚皮，那份甜蜜
和满足至今难忘。
  春天白菜、萝卜吃完了，母亲就上坡挖野菜，馇小豆腐。如果将豆
浆过滤拿渣，就叫大豆腐，有点麻烦。需要将磨碎的豆浆置入细纱布做
的布袋内，用手挤压，把豆浆中的豆渣分离出去，最后还要熬浆、点卤。
  如今生活富裕，村里人吃惯了大鱼大肉，机器馇的小豆腐再也吃
不出当年石磨磨出来的味道了。看到乡下发小发来的磨豆浆照片，思
念一时浮上心头，怀念那个溢满豆香的小院，石磨和石磨豆腐都成了
回不去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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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在一个城市住久了，就一定能对当
地某些菜市场作出一个理性公正的衡量。作
为久居潍城区的人，我总感觉西园街市场有
一种熟悉的特别味道，这里有小吃店、有杂
货店，几十年的老顾客，亲民实惠的价格，
不变的优品高质。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
心。这里承载着周围居民的一日三餐，成就
了舌尖上的味道，养活商贩一家老小。
  一条小街如清溪般静静地流淌，不是繁
华闹市，不显摆不招摇。这里有滋啦作响的
烧烤摊，彰显一壶小酒万言开的豪爽；有日
常所用的粮油便利店，体味柴米油盐酱醋茶
的温馨。这里不论携风裹雪还是加雨染霜，
总能表现得体的模样。
  晨光熹微，小街上行人渐渐多了起来，
吃上一碗加着芫荽末的豆腐脑、一个腾着热
气的烧饼，简单而让人满足。店家开始忙着
打理起生意，街道熙熙攘攘，小街一下子灵
动起来。开始摆摊了，不管货之多寡，总能
利利索索地展示在路人面前。及至暮色四
合、华灯初上，摊主又飞快地收拾，把一天
的收获装进车里，伴着夜色回家。还有流动
摊主，趁着别家撤离的机会，开始捡漏，赚
个辛苦钱。但是小街总能容纳。
  在小街上行色无需匆匆。
  喜欢吃的芦笋上市了，如玉如脂，润滑
细腻，听摊主大姐简介，粗略知晓其营养价
值很高，遥想它从出土到入市所经旅途，植
种采挖甚是艰辛，食之有味。珍珠般的樱桃
摆满了街市，筐篮里闪着迷人的光泽，充盈
着诱惑。樱桃颗粒大小不一，价格自是不
同。小樱桃别有滋味，含在嘴里轻轻吮吸，
果肉咽下，核子吐出，熟练而有节奏，静享
美食带来的奇妙快乐感觉。不几天的工夫，
果子收获时节已过，再想尝新鲜怕也买不到
了。时令水果就这么豪横。
  大蒜大量上市，一辆大货车前围满了
人。遇到脾气好的摊主，双方商讨价格，可
以在总价上让一让，和气生财；若遇上倔强
的摊主，认准了价格，不再有商量的余地，
很易谈崩，买方丢下盛菜袋子气急扬长而
去。市场就是这样，什么事都有可能遭
遇到。
  一街一世界，一人一春秋，社会万千气
象皆可有所呈现。
  来市场的人们，总在极力搜寻菜品，填
满菜篮子，自家的厨房也便有了浓浓生活的
气息。店家使出浑身解数，把待售商品码得
整整齐齐，吸引路人目光，赢得更多售出
机会。
  到了下班时间，街道上会显得有些拥
堵，形成一条长龙蜿蜒向前，这也可以侧面
反映市场的热闹。即使是响着喇叭也无作
用，需慢慢移动，总之得有个好心态，才能
Hold得住此时光景。
  在街上见到中老年人居多，他们喜欢游
走于街市每个角落，打点自己的美好生活。
随着时代变迁，上了年纪的人多喜欢自己下
厨烧饭，年轻人则更喜欢点外卖。少了厨房
这道工序，饭菜的味道应该也大打折扣。
  一些大爷大娘也在市场的边角处摆开自
家的摊子，方寸之地，有的是园地里长出的
菜，自家吃不了，拿来换个零花钱。有生
菜、萝卜、韭菜等，带有泥土的芬芳，也得
到部分人的青睐。有时走近他们，买一点刚
从地里拔出来的菜，顺便聊一些乡间琐事，
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
  生活在西园街周边的人，哪家经营什
么，哪家餐馆做的菜好吃，都如数家珍。潍
坊的朝天锅、和乐、火烧在这里都有迹可
寻。毫不夸张地说，这里的餐馆里能吃到地
地道道的潍坊美味。巷子深处，餐馆里有技
艺的传承与创新，不需要崭新亮丽的招牌，
只凭口口相传，食客就源源不断，这是菜
品，也是人品。
   西园街，一天一天，总在热闹与寂静

中循环往复，记录着城市的沧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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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3日，拆
除前的建龙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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