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的路，像是一本地理
书，路名大多是用中国的地名取
的，镇江路也不例外，“鱼米之
乡”命名的路，颇有种江南古镇
的那番安逸。但镇江路对于青岛
来说，并没有被文人墨客所看
好，在青岛的历史中没有给这里
留下什么绚丽的印记，但却留给
了这里兴旺的人丁，各种形式的
大集。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

天”。柴米油盐是居民生活最为
关注的，不仅要吃得好，价钱也
要恰到好处，东西不能卖贵了，
“赶集”便成为上世纪老百姓最
佳的购物场所，集市的种类也是
各式各样。
中国传统的集市在这片人

口密集的市区中自然是不可缺
少的，镇江路北段与延吉路交界
处曾经有一个早市大集，在上
世纪九十年代里，这个早市的
规模算是很大的了。家住北仲
三路的鲁德平今年 5 0岁，结婚
后家里的饭都是他来做，会做
饭自然也会挑菜，“赶早市”也
成了他的一个习惯。回想上世
纪九十年代初期在这里的早市
大集，鲁德平用了“极为热闹”
来形容。据他描述，赶早市就要
起早，早去才能挑到好东西，每
逢周末，鲁德平在早上六点钟
就起床去赶集了。
周末人多，集市从镇江路和

北仲路交叉口就开始了。鲁德平
通常是从这个路口处的侧门开
始进入集市的，这也是集市上最
南面的一个门。南门口处主要以
杂货为主，哪家养的鸭子下的鸭

蛋，谁家种的韭菜不打农药，早
早的还迎着月亮就从村子里赶
到这里的集市，想卖个好价钱。
沿着集市一路向北走，就来

到了菜市区域。菜市区域是大集
人流量最多的部分，通常卖菜的
商贩也是最早来到集市的。为了
占据一个最有利的位置，很多商
贩直接把卡车开进去，去的晚
了，车就只能停在外面了。也有
挑着扁担的商贩，挑着两筐水果
走了几里地，坐在一旁吆喝着，
他们的水果和蔬菜卖的贵一些，
即使早上没有卖完，他们再挑到
别的好地方卖上一会。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集市路

况很不好，赶集的人多，大集上
的路也窄，一路上坑坑洼洼的，
稍不留神一脚就踩进了泥坑里，
溅上一裤脚的泥，最难走的路段
算是卖海鲜的那片区域了。海鲜
是青岛人饭桌上不能少的美食，
起个大早也不枉能吃上一顿海
鲜大餐，早市上的海鲜又新鲜又
便宜。
海鲜区域集中在集市的北

段，通常买海鲜要最后买，第一
是为了保证新鲜，第二是要碰得
上新鲜。海鲜的集市上并不是来
得早就能碰上好的海鲜，有的渔
民凌晨出海，打上来一批新鲜的
海鲜便姗姗来迟。常逛大集的鲁
德平每次总要多等一会，看看能
不能碰到这些出海归来的老渔
民。每次前来赶集的渔民匆匆赶
来，虽不是集市的最好时候，但
渔民们一点也不担心，赶集的人
们纷纷挤了过来，鲁德平和往常
一样满载而归，也顾不上溅在裤

子上的泥了。
原镇江路大集所在位置是

镇江路 12号，是原来青钢、钟表
公司以及铝制品厂的老企业用
地，2005年开始对钢厂的设施

建筑进行拆迁，大集南面部分被
取消了，整体规模也缩减了一大
半。到了 2012年年底，镇江路市
场大集整体搬迁到延安三路和
四平路交界处。如今这块历经岁

月蹉跎的土地终于要焕然一新，
2015年开始，这里将建成新的
住宅区，周围居民的环境会得到
很大的改善。
文/图 本报记者 杨帆

校有校长，班有班长，就连小
组都有个小组长，可我家选谁做家
长呢？
一天，吃晚饭时我说：“咱家也

应该选个家长了吧？”爸爸眼珠子
一亮“肯定是我了，不信你看户口
本上户主就是本人。”然后把眼瞟
向了妈妈，意思是说：别和我争了。
妈妈也不甘示弱接到：“学校让签
评估手册不都是我签字，你现在道

成家长了？”我一看不妙，“不如我
们投票选举吧！”爸爸妈妈说：“好！
还是你的点子多。”我说：“那我就
毛遂自荐吧！”爸爸和妈妈看来看
去异口同声地说：“不行不行！你要
上学这苦差事不能让你干。”一听
这话我立马心凉半截，不过选举还
在继续。幸好我还有选举权。“庆幸
的是我还有还有一票！”我高高地
举起自己的手。马上他俩就争先恐

后的说好话，妈妈笑嘻嘻朝我眨
眼：“你投我给你做肉吃。”爸爸说：
“你投我我带你去公园。”就这样他
们抢着说好话，你一言我一语把世
界上所有的好话都说了一遍，哎！
简直比选总统还难。最后终于尘埃
落定了，我把宝贵的一票投给了妈
妈，妈妈如愿的做上了家长。
哦，选家长真是一件有趣而困

难的事。

[ 居民作品 ]

我来选
长阳路小学 三年级二班 孙天祥

镇江路的前世今生┩刀盗

镇江路上消失的大集（上）

▲邻居节专题
剪纸作品 北仲社区
居民 赵玉华。

▲争 汉口路社
区居民 湛蓝。

▲

书法作品 太
平镇社区居民 丁昌
信。

大集搬迁后这里正在建设居民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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