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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笔者曾在芝罘区
海边的阜民街住过一段儿时间，对周
边的环境特别熟悉和怀念。

《芝罘区地名录》记载：阜民街原
名大成胡同，后改为阜民街。它东起
朝阳街、西到胜利路北端，全长约三百
米，为东西方向，与北马路基本平行。
街道不长，但是因位于东海关和码头
附近，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自不必说。

关于“阜”字，《新华字典》注解：一
是土山，二是多的意思。关于第二种解
释，常璩《华阳国志》有例句说：“是时世
平道治，民物阜康。”照此理解，阜民街
是寓意民众众多。事实果真如此吗？

众所周知，1861年烟台开埠，很
快成为山东乃至中国北方最早的通商
口岸之一，带来商贸繁荣，吸引了世界
各地的人流，大批的外地人纷至沓
来。这些外乡人云集烟台山下和东海
关码头，烟台街的人口陡增。《芝罘区
志》记载，明末年间，烟台人口约为
2500人；烟台在清末开埠后，船舶往
来，商贾云集，人口日增。至清光绪七
年（1881年），人口增加到约2.9万人
（其中外侨250人），迁入的人口大多
从事渔业、工商业；至民国初年，人口
增加到 62806 人（其中外侨 1289
人）。《烟台房地产志》（讨论稿）记载：
从事船运贩卖的逐步增多，南方有广
东帮、潮州帮、福建帮、宁波帮，东北有
关里帮、锦州帮等。商户发展到千户
以上，以南方的纸张、竹子制品、糖、桔
子，北方的鱼类、粉丝等物资进行往返
交易。店铺房屋大幅度增加建设，正
规的大店铺屡见不鲜，但最多的还是
简单的小门脸，也就是闸门门脸，取下
门板就是柜台，便于买家选择购买商
品。为了便于在烟台互相照应，外地
人逐渐群居于某些固定区域，如广东
街、光国巷（原光棍巷子）、东莱兴街、
西盛街等，很多还成立了同乡会和会

馆，如众所周知的福建会馆、潮州会馆
以及位于广仁路的广东旅烟同乡会、
位于朝阳街附近的宁波同乡会等。

文献里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这些商
家群居之地包括阜民街，但是近水楼
台先得月，与朝阳街、广东街和滋大路
（即海关街）以及利通街、瑞成巷交错
的阜民街必定是其中不可分割的重要
组成部分，“户户是店铺、家家经商忙”
就是对其业态的生动概括。

阜民街不但是外来客商的云集之
地，还是南货和洋货的囤积、行销之
所，是名副其实的“民物阜康”。

那么，在烟台开埠之前，阜民街是
什么状态呢？笔者在上世纪80年代
通过史料得知，历史上的阜民街曾经
叫“埠民街”。

《新华字典》里对“埠”的解释是：
停船的码头，有码头的城镇；通商的口
岸和城市。由此可见，“埠民街”的寓
意为船家群居之所，至于后来怎样演
变为“阜民街”，尚需考证。但是清晰
的历史线索告诉我们，地理位置得天
独厚的阜民街紧靠太平湾码头和渔
港，其形成与烟台早期的渔业生产密
不可分。一定时期内，阜民街曾经是
除芝罘岛之外，烟台境内渔业生产的
大本营和集散地。

《芝罘区志》记载，烟台的个体渔
业生产曾经有三种形式：一是雇工，即
拥有船只和网具的船主，会雇渔民生
产；二是船主不雇工生产，靠出租船和
捕捞工具获利，有的船主也雇渔民下
海打渔，收入按照对半分或者四六分；
三是单干的，大部分为小渔户，自备或
者租用小型船只网具，独自进行渔业
生产。

正如码头工人群居于“光棍巷子”
（即光国巷）一样，早期的阜民街也曾
是渔业作业者的群居之地，只不过后
来那些财大气粗的商家们用重金占据

了这方风水宝地，古老的街道才发生
了脱胎换骨之变。

阜民街周边的小街巷在不断增
加。上世纪70年代之前，从胜利路到
市府街以北均为成片的低矮砖瓦房，
遍布着数不过来的小巷子，里面群居
着大量的外来人口，直到上世纪80年
代才陆续拆除修路。

如北大街北邻的“瀛洲街”虽然是
一条绵长狭窄的小街巷，但是从这条
小路可以清晰地看到，阜民街的渔家
和烟台大庙的渔家血肉相连。烟台开
埠之前的太平湾海滩的地理原貌与今
天所看到的可谓迥异。那个时候的瀛
洲街和扩建前的北马路（史称二道街）
尚属海滩之地，古老的北大街和瀛洲
街这些街道的走向也并非完全的东西
向，而是在经过大庙之后分别向东偏
北延伸而去，与今天的北马路形成三
十多度的夹角。

这是因为当时的大庙北侧还是
海水浸染之地。笔者曾在上世纪80
年代末在瀛洲街做过工程监理，此处
深挖一米五六就可以见到海砂，证实
了其地理原貌的确为海滨滩涂，也印
证了如今的北马路是后期填海造地，
建造围海拦水坝和扩建码头以及自
然海滩退化而来。可以推断，元朝时
只有三间草屋的大庙，就是根植于最
原始的海滩上。每年开海之前，烟台
渔民都会齐聚龙王庙，进行祭祀活
动，庙会期间盛况非凡、万街空巷。
群居于阜民街的大批渔民将整装待
发的渔船停泊于芝罘湾码头，携妻带
子、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地沿着瀛洲
街直达大庙北门或者沿着北大街涌
往大庙南门朝拜祭祀，祈求平安出
海、满仓而归。

阜民街是一面镜子，折射着烟台
从小渔村到开埠城市的历史变迁、不
平凡传奇。

1956年，老烟台（现芝罘区）通上
了自来水，但自来水还没入户，需要到
供水点去挑水，仍然离不开水桶、扁担
和水缸。当时在市区居民较集中的地
方，每隔一段距离有一个供水点，每个
供水点由自来水公司统一配制了灰色
的小木头房子，挑一担自来水收1.5分
钱的水票。

有了自来水，洗衣裳仍然不方
便。比如，洗几件被套、床单至少需要
两担水，洗完了还要向外挑浑水。那
时，家家户户都有两个盛浑水的罐子，
不洗衣服时，刷锅、刷碗、洗脸的浑水都
倒在罐子里，攒满后挑到污水坑倒掉。

我住在小海阳一带（现中心广场附
近），但只有中海阳路北才有一个可以
倒浑水的污水坑。每次倒污水都得走
很远的路。挑浑水比挑自来水要累得
多，家里洗衣裳时我们既要挑几担清水
准备着，又要及时向外挑浑水，不是一
个女人或孩子能胜任的。后来，我妈总
赶在下大雨时用雨水洗被子、洗大件，
这样，浑水就可以随雨水流走了，能省

不少力气。可是，我妈的休班日和下大
雨的天气未必正巧能重合在一起。

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我爱人的
弟弟妹妹都在上学，她除了上班，还要
担负着做饭和洗衣裳等家务活。我知
道洗衣裳不是轻快活，休班日便去帮
她。我先把水缸挑满，又多挑了一担
水留着备用，之后再把两罐子浑水全
都挑到污水坑倒掉。见我一通忙活汗
流浃背的样子，爱人心疼地说，下一个
休班日咱们上河洗衣服，把你要洗的
衣服也带来吧！

下一个休班日一大早，我骑着自行
车背着书包，书包里象征性装几件要洗
的衣服，带着爱人到上夼附近一处自然
形成的小河洗衣服。河水清澈见底，在
晨曦的柔光中泛着鱼鳞纹，顺着地势向
北流淌，河岸柳树那长长的枝条，在微
风的吹动中飘摇着，婀娜多姿。在小河
东西两侧的浅水中，每隔一段距离都有
两块大石头，靠岸的那块是平放的，是
给洗衣人坐的；面前一块大一点的石头
是斜放的，约有三分之一在水中，是天

然的大搓板。从这个布局，就能知道有
不少人来这里洗过衣裳。河滩上还有
很多被水冲洗得干干净净的石块，晒衣
裳再理想不过了。

爱人立马进入角色，先把被面、被
里等大件泡入水中用石头压住，让流
水不停地冲洗。接着又把小件衣裳放
在水里泡透后打上肥皂，捂一会儿便
用棒槌反复敲打。爱人边忙碌边跟我
解释，用棒槌敲打可以加快肥皂水在
布纹中来回穿行，这样既省力、又去
灰、还省肥皂。清清的河水流个不停，
爱人连搓带漂洗“一体化作业”，不长
时间就把衣裳洗得干干净净。我负责
在河滩石头上晒衣服，由于地方大，衣
物全部展开后，太阳晒着、石头烘着，
加上徐徐微风，衣物干得很快。

从那以后，每隔几个休班日，我们
就选一个晴天去小河洗衣裳。后来，
自来水入户了，我们才结束了上河洗
衣裳的习惯。几十年过去了，那条流
淌过欢声笑语的清澈小河已消失，却
留下我们许多甜蜜的回忆。

“筋骨粉”，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
家家户户必备的纯天然植物添加剂，能增
加黏性，为粗粮添彩增色，深受乡下人青
睐。“筋骨粉”，其实就是用晒干的榆钱磨成
的粉。

过去，在玉米、地瓜当家的年代，白面
金贵，平时人们都吃地瓜面，聪明的农家人
往往会加一些榆钱粉，为地瓜面“提筋壮
骨”。地瓜面含有大量的淀粉，加水和起来
没黏性，松散，聚不成团，加入“筋骨粉”后，
能增加筋道，避免破碎，包包子、包饺子不
裂口、不变形，掉在地上也不容易跌碎，擀
面条也不容易断，既筋道又滑溜。

清明过后，是采摘“筋骨粉”原料榆钱
的最佳时机。河边、乡道、村头，老榆树开
始发出嫩嫩的芽，枝条上长出芝麻粒儿大
的苞蕾。不知不觉，榆钱就挂满了树枝，一
片挨一片，争先恐后地挤在一起，一嘟噜一
嘟噜的，压得榆树枝都弯了。于是人们带
着工具，纷纷出动，趁其鲜嫩采摘下来，用
各种各样的做法，享受大自然馈赠的野味
佳菜。

自打我记事，每年清明前后，母亲都会
蒸一锅榆钱，拌上玉米面，味道清鲜。中
午，我放学回到家，只见热气顶起锅盖，诱
人的清香溢满整间厨房。掀起锅盖，热气
扑面而来。蒸好的榆钱起锅上桌，软软糯
糯，咸香淡雅，滑爽上口。用筷子夹着香甜
可口的玉米面蒸榆钱，“哧溜哧溜”地再喝
上一碗玉米粥，就一口大葱蘸蜢子虾酱，鲜
美无比。

榆钱透着丝丝甜，浓郁而不失清爽，是
春日里最好的美食。历代文人都对榆钱赞
不绝口。李白在《春感》一诗描写道：“榆荚
钱生树，杨花玉糁街。”欧阳修在《和较艺书
事》有“杯盘汤粥春风冷，池馆榆钱夜雨新”
的诗句。黄庭坚《春近四绝句》有“柳条榆
荚弄颜色，便恐入帘双燕来”的诗句。

为了争抢榆钱这开春“第一道树鲜”，
人们有的上墙，有的爬树，啥绝技都能用
上。一次，我在东河边摘榆钱，正抬头全神
贯注地“投入角色”，突然听到“扑通”一声，
河里的水花溅得老高。扭头一看，不好，爬
到树上的二婶子突然失足，一不小心掉进
了河里。幸亏河水不深，大家七手八脚地
将她拉上了岸。

榆钱不仅可以磨“筋骨粉”，可当菜吃，
还可以和面蒸着吃，做包子馅儿，做榆钱饼
子。榆钱饼子做法很简单，将榆钱洗净放
在一边，在盆里放些玉米面，加点食盐、葱
花，然后把干净的榆钱放进去，加水搅匀，
做成一个个的玉米饼子，下锅蒸熟后，榆钱
饼子黄绿映衬，色彩鲜艳，质地细嫩，口味
清甜，蓬松可口。

有一年深秋，我刚刚放学回到家，忽然
听到大门被敲响，开门一看，原来是邻居端
着瓢，来找我母亲借“筋骨粉”，她家正在用
地瓜面包萝卜丝包子，急用“筋骨粉”救急。

地瓜面包饺子也很好吃，但最大的弊
端就是容易碎，不耐煮。母亲和面时，都会
抓两把“筋骨粉”救急。一次，我放学回来，
母亲立即吩咐我烧水下饺子。我一边拉着
风箱，一边看着母亲把黑乎乎的饺子一一
往锅里下。大约十分钟后，当母亲把热气
腾腾的地瓜面饺子端在饭桌上，我们兄弟
姊妹们顾不得洗手，围在饭桌旁，争先恐后
地分享美味。那一碗软绵细滑、醇香暖胃
的地瓜面萝卜丝饺子，每每想起，总能唤起
我童年的美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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