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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孔令伟 通讯员 杨永杰 报道
本报桓台讯 山东大汉反串演出《锁麟囊》，惟妙

惟肖；身穿彩衣的姑娘舞姿翩翩，尽显柔美……8月5日
晚，桓台县马桥镇马辛村的文化广场不时传出阵阵叫
好声，舞台上演员们一招一式有模有样，戏曲唱腔韵味
十足。然而，这并非专业演出，而是该县的庄户剧
团——— 春之韵艺术团登台献唱，热热闹闹迎十艺的场
景。

桓台县素有“戏窝子”之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戏
迷票友自发组织成立民间文艺团队。截至目前，桓台县
已有庄户剧团70余家，他们活跃于城乡文化舞台，成为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力量。

春之韵艺术团是桓台县一家庄户剧团。成立虽不
到三年，但通过不断排练推出新作品，30多人的剧团每
年能演出200多场。剧团负责人徐学春告诉记者：“作为
一个民间文艺演出团队，成员们都是不计报酬，自备服
装来参加演出的，在自己过把戏瘾的同时，也为繁荣群
众文化生活尽一把力。”

“庄户剧团扎根乡间唱大戏，既给农村文艺爱好者
搭建了一个展示、交流的舞台，又满足了农民群众的精
神文化需求，形成了良好的循环，这就是庄户剧团红火
的原因。”桓台县文化馆馆长张奎介绍，近几年桓台县
庄户剧团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县文化馆要求每名
专业人员分别联系一个镇，定期深入到农村，对庄户剧
团进行舞蹈、戏曲等方面的指导培训。目前，每年的培
训能达到300多次，全县涌现出多家演出水平高、活动
组织规范的庄户剧团，其中果里镇友谊京剧团还被评
为山东省优秀民间剧团。

张奎说，今后，桓台县文化馆将继续抽调文艺骨干
到基层，指导庄户剧团在巩固传统剧目的基础上进行
新创作，把惠农政策、计划生育新风尚、身边的新风新
事编成快板、小品和相声等，以提高他们的演出水平。

单说《小放牛》
桓台70家庄户剧团

活跃城乡挑大梁

开场白
有些戏曲消失了，有些戏曲

还唱着。
那些依然唱着的戏曲，是

怎么个概念？就我近几年翻阅
的三百多个各类原始的地方戏
曲剧本看，主要有如下内容：
一是传统文化方面的，比方反
映忠孝廉悌及英雄人物的戏；
二是地方文化方面的，比方反
映乡风民俗及乡村爱情的戏。
三是与穷人或弱势群体有关
的，比方为穷人鸣冤叫屈、伸
张正义，或给穷人以精神和情
感抚慰，诸如仙女爱穷人的
戏；四是反映少男少女童真童
趣、情窦初开的戏，诸如《小放
牛》、《打猪草》等等。

由此可见，就戏剧题材而
言，最有生命力的还是传统文
化、地方文化，穷人及少男少
女。

与其他地区文化不同的部
分，就叫地方文化。而最能代表
或反映地方文化的便是地方戏，
如同吕剧较之于京剧，较之于越
剧、豫剧、川剧、晋剧、黄梅戏
等有明显的不同一样。

大概十年前，我因为写一个
长篇，要经常引用某个小戏里面
的戏词而跑图书馆或到处打电
话，一位从事了一辈子戏剧工作
的老前辈得知后便说，我这里有
啊，你干脆都拿去得了。我去他
家一看，我的天，整整一箱子！
再一翻，就更吓人，山东地方戏
曲两千零五十四出剧目全部在
此，无一漏失！我如获至宝，将
其全部搬回来了。

那是一套《山东地方戏曲传
统剧目汇编》，其简短的前言中
称：山东地方戏曲共有二十余
种，传统剧目较为丰富。自
1954年起，山东省文化局戏曲
工作组 (后改为戏曲研究室 )在
党的戏改方针指引下，充分调
动各剧种老艺人的积极性，进
行了广泛的挖掘和记录工作。
历时四年，共抄录传统剧目
2054出。因种种客观原因，当
时未能付印。十年浩劫中，幸
赖戏曲工作干部悉心保护，全
部藏本无一散失……这么读着
的时候，我即十分地震惊，这
简直就是一个宝库啊！囿于这
次意外的馈赠，当然也基于对
地方戏曲的热爱，我遂开了一
段《戏里戏外》的小专栏。

十年之后再看那个栏目，仍
然有一种新鲜感，说明它对地方
戏的介绍及普及是有意义的，当
然也因为我们对地方戏仍然了解
甚少。也更能理智地看待一些戏
曲的消失与消亡了。它让我知
道，一个剧种的消失，往往都是
先从剧目开始的。那些消失了的
剧目都是怎么回事儿？一言以蔽
之，内容不健康，思想不积极，
格调庸俗，语言粗俗，且没什么
故事性，上来就是两个人在那里
插科打诨，满嘴的污言秽语，不
能给人以美感。有的则是宣扬因
果报应之类的封建迷信，没有积
极意义。

“大众文化”版约我重开一
个类似《戏里戏外》的小栏目，
让我有机会介绍更多较为优秀的
地方戏剧目，同时对先前的短
文作进一步的整理与充实，我
依然兴趣盎然。即使单是为了
收藏，我也乐此不疲。我依然
会从一个戏迷和小说家的角
度，着眼于戏剧故事、经典唱
段、流派与名角介绍，做一点
不同剧种演同一个剧目的比
较，还会说一些台下或戏外的
有趣的故事。依然力求既有知
识性，又有趣味性；既有普及
性，又有权威性——— 我所介绍
的戏剧故事与唱词都是准确的，
收藏最忌赝品，这里没有，你完
全可以引用或照着唱的。

(作者系山东省作协副主席)

□ 刘玉堂

近年每当朋友聚会，要出个什么节目的时候，我一般
都要不厌其烦地说唱一下《小放牛》。为什么会不厌其烦？
因为印象深，能背过。什么时候看戏印象深？我认为是少年
时候，似懂非懂的时候，看戏的过程中有故事发生的时候，
以及那剧情能引起你联想或共鸣的时候。

我整个少年时期一直喜欢看小戏，大戏咱也看不
懂。先前演大戏或正戏之前，一般都要先来一出小戏(京
剧的行话叫垫戏)的，就像看电影，放故事片之前总要放
一个短的纪录片一样。正戏没开演先垫一出小戏，这里
面有讲究：一是那时人还不齐——— 特别你拉着场子卖
票，观众都是陆续到场的，他怕早到的人等的时间太长
要烦，在那里喝倒彩，先垫一出小戏。看完了，还令你
觉得赚了便宜，本来是看《辕门斩子》，哎，多看了一
出《小放牛》。二是让正戏演员在那段时间里继续化
妆。特别那些名角或大牌演员，用北京话说那叫
“爷”，他们往往不能像小演员一样准时到场，即使准
时到了场，他化的那妆也比你小演员复杂，化完了妆，
他还要用专用小茶壶饮水，如果饰演关老爷，还须烧香
弄景，总之是特别麻烦。另外，先垫一出小戏，还能造
一个老鼠拉木锨——— 大头儿(好戏)在后头的气氛——— 那
种让你期待和着急的气氛。

我第一次看的小戏，当时不知叫什么名字，只记住了
个大体内容和调子。一对少年男女在台上载歌载舞，唱是
一问一答，调子很简单，翻来覆去的就那么两句，无论问还
是答，最后一句都要重复一遍，尾音是什么什么吧咿呀
嗨——— 多年之后我才知那叫《小放牛》！ 毛泽东《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提到过，说文艺的普及工作若
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
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一样的“人、手、口、刀、
牛、羊”，那么，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
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
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由此也说明，《小放牛》是下里
巴人的代表作。

我也是后来翻剧本才知道《小放牛》具体是怎么个概
念：一牧童于牧牛途中遇到邻村一个小姑娘，村姑向牧童打
听买好酒的去处，牧童告之山后杏花村有好酒。村姑欲往，牧
童将其拦住，要她唱个歌再走。村姑提出那你得帮我唱，于是
两人一问一答地就唱起来。开始唱得还挺正经，唱着唱着就
较起劲来。看看天色已晚，牧童遂领村姑向杏花村走去。剧中
表达了情窦初开的少年男女的童真及朦胧的情动。

该剧全用笛子伴奏，笛声一响，那牧童唱道：天上
的娑罗什么人来栽？地下的黄河什么人来开？什么人镇
守三关口？什么人出家他没回来么咿呀嗨？什么人出家
他没回来吧咿呀嗨？

村姑便答：天上的娑罗王母娘娘栽，地下的黄河是
龙王爷来开，杨六郎镇守三关口，韩湘子出家他没回来
吧咿呀嗨，韩湘子出家他没回来吧咿呀嗨。

牧童又问：赵州桥本是什么人来修，玉石的栏杆什
么人来留？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轧了一道沟
吧咿呀嗨？什么人推车轧了一道沟吧咿呀嗨？

村姑又答：赵州桥本是鲁班来修，玉石的栏杆是圣
人留，张果老他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轧了一道沟吧

咿呀嗨，柴王爷推车轧了一道沟吧咿呀嗨。
唱着唱着，那牧童开始动心思了：姐儿门前一道

桥，有事无事走三遭。
那村姑觉察出他的心思，遂拿她哥吓唬他：休要走

休要走，我哥怀惴杀人的刀。
牧童不害怕：怀惴杀人刀，那个也无妨，砍去了头

来冒红光，纵然死在阴曹府，魂灵儿扑在了你身上。
村姑也不含糊：扑在我身上，那个也无妨，我家哥

哥他会阴阳，三鞭两鞭打死了你，将你扔在大路旁。
牧童很坚定：扔在大路旁，那个也无妨，变一棵桑

枝路边长，单等姐儿来采桑，桑枝挂住了你的衣裳。
村姑不动心：继续拿她哥吓唬他，挂住了我衣裳，

那个也无妨，我家哥哥是木匠，三斧两斧砍下了你，将
你扔在了养鱼塘。

——— 这戏文有点长了是不是？我已经压缩不少了可
还是不忍割舍，我相信读者朋友对此有兴趣。你这么看
着的时候，差不多就会联想起时下小青年谈恋爱的情
景，他们除了用身体语言，别的不会了，懒得海誓山
盟，也不懂含蓄为何物了，两相一对照，你肯定会有所
感慨。

牧童又唱：扔在养鱼塘，那个也无妨，变一条鱼儿
水边藏，单等姐儿来打水，扑楞楞溅湿了你的绣鞋帮。

那村姑显然是故意气牧童了：溅湿了绣鞋帮，那个
也无妨，我家哥哥会撒网，三网两网网住了你，吃了你
的肉来喝了你的汤。

牧童仍锲而不舍：吃肉又喝汤，那个也无妨，变一
个鱼刺儿碗底藏，单等姐儿来喝汤，鱼刺卡在你嗓喉
上。

村姑唱：卡在嗓喉上，那个也无妨，我家哥哥会开
药方，三方两剂打下了你，将你扔过后园墙。

牧童道：扔过后园墙，那个也无妨，变一个蜜蜂在
花瓣儿藏，单等姐儿把花采，一翅飞在你手心上。

那村姑开始发狠了：飞在手心上，那个也无妨，我
家哥哥会扎枪，三枪两枪扎死了你，管叫你一命见阎
王。

牧童至死不改：一命见阎王，那个也无妨，阎王爷
面前我诉诉冤枉，纵然死在阴曹府，转一世也要与你配
成双。

终于金石为开，那村姑与他一起唱道：转一世咱们
两个配成双吧咿呀嗨。

之后两人牵着着手悠哉游哉地去杏花村了。
“吃肉又喝汤，那个也无妨”这样的句式，还有

“杨六郎镇守三关口，韩湘子出家没回来”什么的，估
计半大不小的毛孩子说不出来，但你会忽略，而不去追
究，且能听懂，并能产生出诸多遐想！要命的是那扮演
村姑的小女演员十分的漂亮，你还会生出些莫名其妙的
情愫，隔好长时间还会忆起她的一歌一舞、一颦一笑。

依然能记得，我第一次看五音戏《小放牛》，他二
位牵着手下场之后，咱还意犹未尽，以为他两个还能出
来着，等了半天没出来。我问一块儿去看戏的二姐和小
姑，那两个小孩怎么不出来了？她两个对视一眼即暧昧
地笑了。我二姐说，早换了戏了，他两个再出来算干嘛
的？那成关公战秦琼了。我小姑则说，是让那小狐狸精
给迷住了吧？臊得咱了不的。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李荣新 王麦菊

一位64岁的民艺专家，一个散发着泥土气
息的乡土艺术博物馆，让距离城区20公里的一
个普通小村庄——— 滨北办事处篦子张村，成为
当地家喻户晓的“名村”。

日前，记者走进滨州乡土艺术博物馆，采
访了鲁北地区第一个乡土艺术博物馆创建人张
洪庆，他说，“我希望更多的人意识到民间艺
术的价值，去抢救它们、保护它们。”

搜集——— 30多年

跑遍鲁北所有村落
受奶奶和姑姑的影响，张洪庆自幼非常喜

欢剪纸、书法和美术艺术，师从剪纸艺术家温
少卿、吴鸿喜及当地有名的剪纸艺人，不仅先
后培养出了30多位剪纸能手，而且在当地两所
大学及中小学兼职授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和中国民协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

1981年到文化馆工作时，张洪庆开始进行
民间艺术搜集、整理、挖掘、研究工作。30多
年来，他跑遍了鲁北地区12个县区的300多个
重点村庄，搜集整理了距今3000年左右到民国
时期的大量的乡村历史文化、生活、生产等方
面的民间工艺品近2万件。

这一件件民间工艺品，都饱含着搜集的艰
辛。谈起这些收藏品，张洪庆有一种说不出的
情怀，“每件物品都费了很大的心血，有的是
到处借钱买回来的，那时候没有车，背个书包
跨上自行车就挨村打听，寻找民间艺人。”张
洪庆回忆说。

其中，一幅颜色朴素清爽的蓝印花布尤其
引人注目。“蓝印花布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
造型图案千变万化，但花边纹样却是全国一
样，以庄稼和雨露组成，庄稼是农民最宝贵的
东西，而只有风调雨顺才有五谷丰登。这蓝印
花布承载着浓厚的民间文化内涵。”张洪庆滔
滔不绝地讲述着每一件收藏工艺品里包含的艺
术价值和文化内涵。

建馆——— 只为抢救

民间民俗文化
为了更好地展示乡土文化，退休后的张洪

庆没有闲着，而是回到老家，筹资14万元将自
己和堂兄弟的5个农家院落40多间房屋整理出
来，在篦子张村办起了乡土艺术博物馆。

“民间文化是一切文化的源头和母体，我
们要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民族文化的魅力和民间
艺术的价值，带动广大群众更好地去抢救它
们、保护它们。”谈起办博物馆的初衷，张洪
庆述说着自己的想法，“抢救和整理民间民俗
文化刻不容缓。”

与大型博物馆相比，乡土艺术博物馆没有
气势磅礴的豪华建筑，也没有造型独特的楼台
亭阁，甚至还有些“寒酸”，但饱含了张洪庆
的“心血”。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从房屋整
理、布置到外墙上的对联，他都是与施工人员
一起动手，节省每一分开支。

“民族魂、黄河情、齐鲁风、泥土香。”
这是张洪庆和他的乡土艺术博物馆的核心所
在。据介绍，目前乡土艺术博物馆共设剪纸
馆、刺绣馆、年画馆、雕刻馆、染织馆、泥塑
馆、博物馆和佛造像8个展室，陈列着周朝到

民国年间的乡间民俗工艺藏品，包括陶瓷、年
画、剪纸、刺绣、木雕、石刻雕像等近2万
件，其中陶瓷类3000余件，剪纸上万件，刺绣
3000余件。

运营——— 最困难时

口袋只剩7元钱
“集抢救、保护、传承、研究于一体，聚

文化、展览、旅游、饮食为一处。”在乡土艺
术博物馆的院落墙壁上，醒目的几个大字是张
洪庆心中一直向往的目标。

乡土艺术博物馆深藏农村，如何更好地办
出特色？张洪庆在考察研究的基础上，将餐饮
小吃引入了博物馆，农家小舍既当展厅又当餐
厅，在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同时，又方便群众
参观，带动乡村旅游的发展，形成一条完整的

产业链条。
博物馆开业之初，由于接待、餐饮、清理

卫生等事情较多，张洪庆又把在城区打工的弟
弟叫了回来。他弟弟介绍说，“俺哥退休后每
月有四五千元，但为了这个博物馆，却当起了
‘月光族’，雇工人要花钱，整修房子要用
料，最困难的时候，口袋里只剩7元钱。”

在博物馆的胡同里，有一句“不要忘记回
家的路，不要失去精神家园”，道出了张洪庆
这些年苦苦追寻的缘由。对于民俗文化的保
护，张洪庆说，“我们要再增加院落，扩大规
模，发展成为孩子们剪纸、泥塑的动手实践基
地和爱家乡教育基地。”

“办好博物馆，我会一直走下去。”面对
博物馆的发展前景，张洪庆相信“泥土香”民
间乡土艺术博物馆也会香飘四野，绽放出独有
的光芒。

■十艺节·寻找身边的文化人物

民族魂、黄河情、齐鲁风、泥土香，创立乡土艺术博物馆

张洪庆：30年奔波只为“民俗记忆”

张洪庆给小学生们讲解墨斗的历史。 □王红军 李荣新 王麦菊 报道

□孔令伟 宋宜广 张明伟 报道
本报齐河讯 齐河县潘店镇曹庙村有一间特别的

藏书室，被当地村民称为“三味书屋”，这间书屋是
村民孙立银建设起来的。日前，孙立银的遗孀张桂珍
接受采访时表示，“立银留下来的这些书，给多少钱
也不卖。一方面寄托着家人对他的感情，另一方面也
有用处，大家经常来查阅。”

孙立银是曹庙村人，病逝已12年。生前他曾当过老
师、村支书。从1958年开始到2001年去世的43年间，集书
3万余册，并记录个人日记16本200万字。收藏着这些书
籍的简陋小屋，被村民称为“三味书屋”。

“这个农民‘三味书屋’藏书规模虽然仅3万余
册，但在我们当地可以说是头一个。村民和慕名前来
参观的人们能在‘三味书屋’中了解一些50年代到90
年代不同时期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内容。这个书屋充分
体现出孙立银身上那种无私奉献、甘为人梯的精
神。”齐河县文联秘书长孙德奎说。

1957年，孙立银从济南高中毕业后回到曹庙村请
缨担任村支部书记。热爱学习的他忙完村里事务后第
一件事就是读书、看报。在他的带动下，村里许多人
也订了报纸、杂志。1958年起，孙立银开始义务给村
民送报，一直到2000年他病倒在床。也就是在那时
起，他爱上了报纸图书的收藏。在家境贫困的情况
下，他仍腾出一个房间并购买了书架。根据不同时期
和类别，孙立银将书报装订打包并封皮。

虽然现在生活并不宽裕，但为了缅怀丈夫、为了
让更多的参观者从藏书中受益，张桂珍还是尽己所能
维护着这个“三味书屋”。

“三味书屋”惠农家

□ 孔令伟 姚新 刘明志

“谁令清流急泄，我观溪涧奔腾，水帘百丈落千重，
激起雷鸣轰动，早有名诗题壁，岂无神话传承，草生灵
气树蟠龙，花无风情万种。”这篇《西江月·沂山百丈崖
瀑布》刊登在诗歌杂志《中华诗词》上。其对于临朐沂山
美景精彩的描写、传神的表现，让众多诗歌爱好者大加
赞赏。然而很难想像，这些诗句却出自该县一位只有初
中文化程度的地道农家老汉。

68岁的窦学卫老人，家住临朐县东城街道窦家洼，
从年轻起便喜欢诗歌，但作品多是顺口溜式的“打油
诗”。机缘巧合，2000年临朐“东镇诗社”成立的消
息让当时已经56岁的窦学卫心里痒痒了起来，他抱着
多年来的作品来到诗社请求指导。老师们的鼓励与赏
识让他很激动，暗下决心一定要圆自己多年的诗人
梦。就这样，已近花甲的窦老人在种田之余，开始了
格律诗的学习。渐渐地，窦学卫诗作也开始有模有
样，一篇篇饱含对故乡浓厚情感的诗作在他的笔下凝
成，见诸报端。

2011年，窦学卫成为中华诗词协会的一名会员。现
在，他已创作诗词楹联近千首。谈起今后，窦学卫说，

“只要还能写就要一直写下去，把最好的诗词留给后
代、留给社会。”

临朐农家老汉的

“诗意人生”

一位观众在观赏影展作品。8月5日，第五届大理
国际影会顺利闭会。本次影会吸引了国内外摄影爱好
者及游客10余万人次。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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