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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秀萍 刘明明

退休老人建起秧歌队

“起！”成永元一个示意，秧歌队便齐刷
刷地扭起来。唢呐声声，锣鼓飞扬，30多名村
民身着艳丽的服装，和着锣声鼓点，扭起当地
特有的摆渡口秧歌。“停……天禧，你是丑
儿，挎着篮子逗起来！锣鼓降一个调。”没扭
几下，成永元一声吆喝，秧歌队便停了下来。
这是2月2日，记者在成庄村看到的一幕。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那个
山上哎，好风光……”采访之余，75岁的姜玉
容和 7 3岁的范桂英随口哼起了《沂蒙山小
调》，他们跟随成永元已近8年。

成永元告诉记者：“刚退休的时候，纯粹
是自娱自乐，自己在树林里拉弦子，不一会儿
功夫，便有好多人闻声而来，听着听着，有人
就情不自禁跟着唱起来。那时候，没家什，范
新村一个妇女便找来塑料桶当鼓，桂英和玉容
用枣树枝子做梆子，大家的热情挡不住啊。”

“仅几个人唱，那并不算是群众性的，得

把大多数人发动起来才行。”在成永元看来，
城乡真正的差别就在于文化，而摆渡口秧歌作
为成庄村村民世代相传的艺术形式，有300多
年的历史，是运河文化的典型代表，场面虽豪
放热闹，但由于缺乏组织，几近荒废。

成永元决定组织秧歌队。“永元一招呼，
大家都跟着来，他脾气急，但俺们都听他
的。”姜玉容告诉记者，从唱到跳，成永元不
仅投钱，还投精力，编曲、道具、录像、刻盘
“全盘抓”，近10年来，他累计买了10把二
胡，设备道具花费达上万元。“晚上大伙儿解
散后，他再编曲、编舞，老伴说他‘着了
魔’。” 姜玉容说。

“组队伍要守规矩，排节目、听招呼，有
事请假，让农村人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成
永元给秧歌队起名“乡村乐”，意为不局限

村，不局限男女老少，只要是农村的，想乐呵
的，都可以来参加。如今，他带领的“乡村
乐”文艺队吸纳了张陈村、范辛村、十王庙等
方圆十里的几千名村民参加，并连续3年自办
“乡村乐”联欢会。“乡村乐”文艺队成为茌
平县民间文化活动团体的重要“一分子”。

秧歌与广场舞，

从“冤家”到融合

3年前，伴随着广场舞的风靡一时，成庄
村村民邢玉梅又拉起了广场舞队。从此，600
多人口的成庄村，秧歌队、广场舞两分天下，
村头略微狭小的文化广场可谓是热闹非凡。

然而，就在热闹中，也生出了不少是非。两

支队伍不仅争地盘、斗舞步，还比音量，昔日略
显沉寂的成庄村几乎天天上演“舞林争霸”。

秧歌队的锣鼓唢呐演奏者鼓足腮帮子，抡
满胳膊，再涨一个调儿，曲调直击广场舞。
“佳木斯快乐舞步健身操”时常在《送情郎》
的霸气旋律中开始。广场舞动作整齐，步调一
致，成员越来越多，她们以优美的现代舞姿，
应战对方的“花枝招展”。此时的秧歌队成员
更是眼神翻飞，长袖翻飞，笑话对方“不是艺
术”。

此情此景，成永元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
思来想去，认为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地方
小，二是没规矩。于是，他找村里跑镇里，提出扩
修文化广场。不久，镇里便下拨了专用资金，成
庄村的文化广场由此扩大了两倍，不仅如此，
相关部门还为其配备了音响等设备。

硬件问题解决了，接下来便是软件问题。
成永元找到邢玉梅，两人最终达成了包括降低
音调、固定地盘等的“和平协议”。

问题解决了，成庄村秧歌队、广场舞队
“握手言和”。不久前，在茌平县首届广场舞
健身大赛上，成庄村秧歌、广场舞两队融合，
在秧歌的基础上融入健身舞元素，一曲融合古
典与现代气息的“秧歌健身舞”，让现场观众
耳目一新。

□ 孟昭福 姜峰 肖会

冬日，在夹道的绿茵中由聊城城区南行约15
公里，就来到东昌府区凤凰办事处周店村。周店
村因周店船闸而命名，周店船闸曾是古运河会通
河段“七十二闸”之一，始建于元朝大德四年
（1300年），“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进行
加固和局部维修。这样一个有着700多年历史的
运河古村，乘借新时期文化春风，继承传统文
化，发扬现代文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
文化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传统文化

继承发扬有特色

跨步、二踢、旋舞、仆步……在周店村综合文
化大院宽敞整洁的院落里，42岁的刘印明示范起
舞狮子的动作，身手矫健敏捷，双目炯炯有神。

“俺村有6对麻扎的红狮子、两条布龙、一条竹
龙，竹龙长78米。去年正月里，俺村龙灯队去城里
表演时，省文化厅的专家专门来考察，说俺这步
法、招式与史书上的记载完全一样，并且，这条龙
是全省迄今为止最长的。”说起村里的绵延数百年
的民俗文化，刘印明如数家珍，满脸自豪，“‘周店
龙灯会’已被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俺是
技艺制作和表演传承人，今年俺准备申报省级非
遗项目。现在，村里年轻人都爱舞龙灯、舞狮子。”

周店村丰厚的传统文化与大运河密不可分。
运河曾让这个小村有过社会发达、经济昌盛的昔
日辉煌，周店村800多户人家有42个姓氏，他们沿
河而居、靠运河生活，或贩运或拉船，恰可以佐证
这里曾是人烟辐凑的商业旺埠。长期居住这里的
人们民风淳朴，闲暇娱乐，舞龙、舞狮、扭秧歌等，
多年的传承形成独具特色的运河地域文化。

◇现代文化

科学致富有帮手

走进周店村文化大院的农家书屋，六七个村
民正在钻心致志地看着致富书籍，有经营的，有种
养殖的。“合理增加种植密度，改套种为直播，改粗
放用肥为配方施肥……”村民戚怀明正在看“玉米

‘一增四改’”技术，边看边记，非常投入。
占地900多平方米、投资68万元的周店综合

文化大院，农家书屋、科技视频室、棋牌室、健
身房、党员活动室等一应俱全。“下午和晚上，
文化大院可热闹了，闲下来的老少爷们三三两两
来这里扭扭秧歌，温习温习舞龙灯、舞狮子的动
作，说说话拉拉呱，文化大院像充电器一样，来
这里充充电，疲惫没了，干劲来了。”村民说起
文化大院赞不绝口。

古村新文化带来发展新动力。周店人致富的
步子迈得大起来，村里引进的科旺塑材公司投资
过千万元，吸纳村里剩余劳动力50余名。村里从
事木材购销、加工的人员达360余人。村民投资
兴建的大型奶牛场、大型制冰场、水泥制品厂、
养猪场、养鸡场等企业红红火火，全村劳动力全
部实现村内就业。去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 . 5万元。5栋多层住宅楼、28套联排小别墅均已
完工，近期，300多户村民将像城里人一样住上
舒适的新楼房，村街全部达到亮化、绿化、美
化，村民乐在村中、美在村中、富在村中。

◇文化活动

设施齐全有平台

夜晚，在周店村文化广场，跳舞的、练健美
操的、拉二胡的、唱豫剧的……劳作完的人们依
据自己的爱好，尽情地娱乐。“这日子，原来是
想也不敢想。现在好了，生活富裕了，楼房住上
了，也懂得养生了，政府给咱免费安装了健身器
材，该健身就得健身！”年近八旬的吴素花老
人，年老心不老，嘴里不时蹦出些时髦词语。

人们生活富裕了，如何让村里老百姓享受更
多的精神文化生活？村里多方集资20万元，填上
废弃坑塘，建起5000多平方的文化广场，添置了
健身器材，建成高标准的门球场，并建起宽敞的
戏台，美其名曰“周店村大舞台”，吸引了河南
的“梨园春”剧组前来演出。正因为有了浓浓的
文化氛围，去年，山东省数字电影下乡启动仪式
在该村举行，省市领导对该村的文化活动盛赞有
加。现在，该村文化活动天天有，月月新，老百
姓享文化、乐文化。在全市举行的民舞民乐大赛
中，该村200多人的集体舞获得金奖。

“下一步，村里将围绕周店船闸开发，依托
周边黄河二干渠、三干渠、新运河、南水北调聊
城段等河渠纵横环绕的特点，建成东西两边是长
江水、南北两边是黄河水，中间是大运河的江北
水村，再沿水建造56个民族特色的接待院，形成
中华民族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平台。”谈及愿
景，刘印明信心十足。

周店：运河古村

掀起文化热潮

□ 高田 张建

府城隍庙是明洪武三年（1370年）东昌府
同知魏忠主持建造的，同时院内还建有戏楼。
自明天顺至清道光年间，先后有东昌府知府
徐垠、李举、盛周、宋豫卿、罗汝芳、杨朝桢、胡
德琳、张官五、祝庆谷进行过九次重修。目前，
已列入古城开发保护的复建计划。

红星街的东半部分，历史上叫做“城隍
庙街”。城隍庙街以这条街旧有神庙——— 府

城隍庙而得名。古代传说守护城池的神称为
城隍，它是神鬼世界中的一城之主，府城隍
庙负责管理阴间的府城，它的职权范围相当
于人世间的知府。道教把城隍当做“剪恶除
凶，护国保邦”之神，说它能应人所请，旱
时降雨，涝时放晴，保谷丰民足。也有的
说，城隍乃所谓阴曹地府的一级政府，专司
惩办阳世作恶行为。究其实质，是旧时代官
府威慑人奉公守法，趋良从善，以补刑治不
足，树立人世间正气。

庙塑有神像，名为“威灵公府城隍之
神”，俗称“城隍爷”，且有配偶，俗称

“城隍奶奶”。俗谓城隍爷有神通，不但主
宰阴间生杀，对阳世祸福亦有灵验，因而地
方每逢干旱，就求救于城隍爷祈雨，从而就
有城隍爷出巡的盛举。每逢此时，地方人士
就隆重地抬出城隍爷夫妇泥塑，并有很多信
众扮装成神鬼执事，高擎仪仗，巡行于大街
之上，执事者鸣锣开道，围观者万人空巷，
气氛热烈，在旧时代可谓一道特殊的景观。

清代光绪年间，贡生李太华好善乐施，
于府城隍庙内设立“同仁社”，义务掩埋无
主尸骨。清中后期在府城隍庙东有程公祠，
祭祀康熙年间东昌府知府程鲲化。府城隍庙

东还有一座土地祠，建制不详。
府城隍庙随着时代的变迁，早已废弃不

存。日寇占据聊城期间，庙址一度成为日寇
军营。这期间府城隍庙竟成了日寇秘密杀害
抗战志士的魔窟。据现居台湾的朱成惠先生
回忆说，他那时正在卫仓小学读书，校址与
庙址仅有两墙之隔，两墙之间为一通道，隔
通道相望，即可窥见庙中情景，有一次他和
同学亲眼目睹了庙内日寇杀人惨剧。古代神
庙竟成了抗战志士捐躯之所，令人悲叹。解
放后庙址一度为教师集训场所，后为东昌府
区人民武装部和中共东昌府区委驻址。

府城隍庙：沧桑数百年 文脉传古今
目前已列入古城开发保护的复建计划

□ 杨秀萍 孟庆剑

“每当春天来临，在某个阳光明媚的午
后，我们携手走进田野乡间，乡亲们用憨厚、
朴实的笑容诉说着对美好生活的由衷赞美；放
眼广袤的鲁西北平原，一切都是欣欣然的样
子，沉浸在这乡间特有的气息中，心情格外
好。到乡村放歌，是一种享受。”2月1日，回
忆乡村放歌的日子，靖德刚充满了欣慰。

靖德刚是东昌府区“乡村放歌”艺术团的
团长。从2009年组团至今，“乡村放歌”艺术
团从最初的3名演员发展到今天的近30名演
员，演出足迹遍布济宁金乡及德州陵县一带。

月亮哥哥、光头强、李勇、雪村……靖德
刚告诉记者，随着下乡演出的增多，他被乡亲
们冠以各种名人的头衔。“起什么绰号那都不
是事儿，关键是乡亲们高兴。一个演员的生命
力和价值就在于被认可，老百姓乐了，就达到
目的了。”靖德刚打趣说。

翻开靖德刚2014年的纪念册，一张张照片
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演员们有的坐在草垛上，有
的坐到房顶上，每一张都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
着装，而唯一不变的是大家脸上的笑容。

没有舞台，也便没有距离。大家一起围个
圈，坐下来，一场精彩的演出便即将上映。靖
德刚回忆，每次演出，都会有村民主动要求唱
一首，有些看得兴奋的老乡还上去手舞足蹈一
番。

“青春因放歌而绚丽，乡村因放歌而秀美。”
这是“乡村放歌”艺术团的口号，团里的每位演
员都有着自己的正式工作，中学老师、挖掘机司
机、市政府公务人员、在校学生等，为了不耽误
工作，演出时间一般选在周末或是晚上。

当前，媒介越来越发达，但村民们的精神
生活却更加寂寞。特别是留守老人、儿童比较
多的村子，仍然持续着吃饭、睡觉、看电视的
“老三项”。“村里有节目看了，乡亲们也能
聚在一起聊聊家常，很有人情味。”靖德刚
说，“只要你喜欢，一个电话就会来到你身
边。”

没有舞台，没有资金，没有固定演员，更
没有报酬，音响设备也不好……回望乡村放歌
的日子，对于靖德刚而言，收获的是充实和快

乐，以及对于艺术恒久的热爱和追求。
“以前农闲时，村里的老人们都是凑在一起

晒太阳聊聊天，年轻人则玩扑克、打麻将。现在
城里的艺术团来给俺们老百姓演出，把乡亲们
都乐坏了……”看完靖德刚等人的演出，乡亲们

不禁感慨，文艺下乡，把上千村民聚在了一起。
文艺下乡宛若星星之火“引燃”农村文化

的大发展，与此同时，“农民自助文化”也在
聊城各地悄然兴起。

“村里的文艺爱好者越来越多，村民们没

事的时候，就组织在一起，唱上一段《小苹
果》、说上一段山东快书、再跳几段广场舞，
自娱自乐。”靖德刚期待在新的一年里，会有
更多热爱艺术的草根艺人加入到乡村放歌的队
伍中，真正实现文化“下”乡，乐在农家。

七旬老人退休后重拾“文艺梦”，自费办起秧歌队———

成永元和他的“乡村乐”文艺队
◆“舞林如武林，跳舞也要守规矩。”这是茌平县洪屯镇成庄村成庄“舞林”发起者成

永元常挂嘴边的一句话。

今年70岁的成永元，自打退休后，便搬回老家成庄村。闲来无聊之际，他重新拾起年少

时的“文艺梦”。如今，十几名老乡追随他的一把二胡，一“扭”便是10年。

靖德刚：放歌乡村是一种享受

1月29日，阳谷县大布乡姜庄村民间艺人辛福春正在赶制迎春泥哨和葫芦。73岁的民间艺人辛
福春擅长捏泥哨和绘画，在春节来临之际，他利用挖沟渠挖出的黄泥土和平时收集的废弃葫芦，根
据各种动物的形态，巧妙地创作出既能观赏又能吹唱不同造型的动物泥哨和葫芦，并在上面画上福
娃脸谱和十二生肖等，形象逼真，惟妙惟肖，深受儿童喜爱。

“点泥成金”
迎新春

□陈清林 岳彩青 报道

1月31日，在茌平县贾寨镇前寨村，一名村
民在展示领到的春联。当日，茌平县书法家协会
一行10人来到贾寨镇开展了迎新春“我们的中国
梦”——— 送福进万家活动。县书法家协会的会员
们现场挥毫泼墨书写了300余幅春联和福字，免
费赠送给村民。

□赵玉国 董学科 娄存斌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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