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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学富

年前，我们一行奔波千余里，前往浙江省宁
波镇海采访抗战老兵、当年的战地记者蒋思豫。

蒋老先生已经年过百岁，不知是年龄原因，
还是其他因素，老人一般不愿意接受采访，但听
说我们是台儿庄来的，竟欣然接受，并且很重视，
专门沐浴更衣。

蒋老先生拄着拐杖，满头银发向后梳得非常
整齐，额下留着长长的雪白胡须，犹如“美髯公”。虽
饱经沧桑，但是精神矍铄，儒雅飘逸，交谈起来更是
淡定从容，旷达豪放。老人记忆力过人，思路清晰，
一些风云往事，娓娓道来，如发生在昨日一般。

采访汤恩伯

蒋思豫，1914年4月出生在江苏宜兴一个名
门世家。其父是清末秀才，擅长书法。他六岁丧
父，十多岁随大姐移居武进。1933年从持志大学
转入复旦大学，就读中文系。西安事变后，蒋思豫
回到南京。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在武汉第三
战区驻京办事处工作。后随李公仆去了太原，在
阎锡山与中共合办的山西民族大学当教育干部。
1938年日寇攻陷太原，蒋思豫返武汉入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任宣传干事。当时，上呈
的行文都是由蒋思豫誊写，这对他的书法练习有
很大的帮助。蒋思豫身兼《中国青年》编辑和《中
央日报》、《扫荡报》记者、特约撰稿人等职，亲历
了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保卫战。

蒋思豫老人回忆说：“台儿庄战役打响一周
后，我陪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新华日报》记
者陆怡前往台儿庄前线采访。在徐州，见到了第
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协助李宗仁指挥的副
总参谋长白崇禧。李宗仁告诉我们：‘台儿庄前线
之战异常激烈，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坚守台儿庄，
伤亡惨重，我已电令汤恩伯20军团南下，夹击日
军。建议你们到第一线采访。’从徐州到台儿庄五
六十公里，每天都有军车来往，搭车很方便。第二
天上午，我们拿着军委会颁发的战地记者证，搭
车到达20军团司令汤恩伯将军的指挥部。汤恩伯
所部位于台儿庄东北部的山区，主要任务是拊敌
之背，侧击日军。汤恩伯第20军团，辖关麟征第52
军和王仲廉第81军两个军，共计五个师。该军团
装备齐全，并配属德制重炮一营，为国军中的精
锐之师，为蒋介石嫡系。汤恩伯奉命支援川军第
22集团军作战，但是当他到达时，滕县城池陷落，

王铭章师长阵亡，20军团只能掩护友军撤退。当
日军矶谷廉介师团攻下滕县，气势汹汹南下时，
汤恩伯稍作抵抗，便让开津浦路正面，奉命退入
抱犊崮东南山区，展开运动战攻敌侧翼，减轻台
儿庄正面战场的压力。当时去的记者很多，还有
外国的记者、摄影师随行。汤恩伯的指挥部设在
一个山村里，一个宽大的房子，桌子上摆满了十
几部电话，正是春寒料峭的季节，可是汤恩伯却
穿着单衣服，一会儿一个电话，忙得不可开交。汤
恩伯抽了一点时间和我们会面，向我们介绍了战
况，他说：‘20军团主要是运动战，天天行军打仗，
专找鬼子的薄弱点打，全力攻击敌人的侧翼，支
援坚守台儿庄正面的友军。’后来范长江、陆怡要
到台儿庄前线采访孙连仲，汤恩伯送给他们两匹
马前往台儿庄，却把我留在了指挥部，说：“你别
去了，你就用范长江的稿子就行了。”于是我就留
了下来，与汤恩伯结下了友谊。后来听说台儿庄
战场上是枪林弹雨、硝烟弥漫，记者们跟着部队
冲锋陷阵、武装转移、撤退、坚守阵地战等等，好
几个记者都在战场上伤亡了。一位记者希望拍摄
国军将士冲锋陷阵的照片，他在掩体后面刚刚抬
起头观察呢，一发炮弹在掩体边爆炸，炮弹皮削
去他半个脑袋。”

蒋思豫回忆，报道武汉抗战，老百姓不顾生
死，都跑出来看国军飞机和日本飞机空战。记者
置身其中，当然也把生死置之度外。一看到日本
飞机被击落，老百姓就欢呼雀跃。

还有一次在重庆采访，恰遇日寇飞机来狂轰
滥炸，他的两个同事因为躲闪不及，相继被炸得
身首异处。

参加王铭章将军公祭大会

韩复榘不战而退，放弃济南，津浦线门户洞
开。1938年3月中旬，日军矶谷廉介师团包围滕县
城，川军122师在师长王铭章的率领下，坚守滕县
城。血战三昼夜，滕县陷落，王铭章壮烈殉国。守
城官兵除少数突围外，其余皆洒尽了最后一滴
血。滕县之战，王铭章将军指挥所部，挫敌凶锋，
阻敌锐进，为台儿庄一带中国军队的集结赢得了
时间，也使日军第十师团受到较大损失，为日后
的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李宗仁将军高度
评价说：“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台
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1938年3月30日，蒋介石为王铭章殉国致电李
宗仁，全文如下：“李司令长官勋鉴；王故师长铭

章，力战殉国，达成任务。缅怀壮烈，悼惜殊深。准
给特恤一万二千元，转请国府特予褒扬，追赠陆
军上将，由军委会依上将例给恤，并将生平事绩
宣付史馆，以奖矜惜，而慰忠勇。”

蒋思豫老人说：“王将军灵枢经武汉、重庆、
成都运回其家乡新都，沿途各地纷纷隆重举行悼
念、祭奠仪式。王铭章的灵柩于1938年5月9日运抵
武汉大智门火车站，武汉各界万人迎灵，并举行
公祭大会。当时每个军在武汉都设有办事处，都
派人参加了，我也参加了公祭，非常庄严、隆重。
在公祭仪式上，挂满了敬挽王铭章师长的题词、
挽联、祭文，以寄托哀思，鼓舞斗志。中共中央领
导人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也
联名撰赠挽联：‘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
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
光。’中共中央代表吴玉章、董必武，八路军代表
罗炳辉、齐光，《新华日报》代表吴克坚等前往参
加。《新华日报》代表吴克坚致悼词。当晚，国民政
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也发表
了广播讲话，悼念王铭章师长。”

策反白崇禧未遂

1941年，蒋思豫重入重庆北碚的国立复旦大
学学习，后又考入当时的国民政府财政部的财政
研究学会，再转入国民政府粮食督导司等机构任
职。1945年起，蒋思豫任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秘书室
主任、候补执行委员兼贵州省政府顾问。次年秋，
蒋思豫接到重庆中央参政会一封电报，是该会秘
书长邵力子和委员梁漱溟先生发来的。要求当时
的省委主委周伯敏（于右任的外甥）设法援救被军
统贵阳站羁押的西南联大（北大系）教授、中共人
员萧昌璜和刘秋映二人。周交蒋思豫主办，从军统
手中救出，并安置在贵州师范学院任教，蒋思豫还
私人出钱购买棉大衣给以御寒。1948年秋，江苏第
一绥靖区司令部调他为少将高参，并兼任高邮县
长。解放前夕，蒋思豫曾在火车上遇到老友、国民
党江苏党部委员（实为中共党员）方元民，他秘告
蒋思豫去上海对国民党高干筹备成立策反投诚委
员会。蒋思豫到了上海后，方元民就约其一起开
会，地点在虹口北四川路的方宅。参加约十三四
人，在那里定完了组织、政策和行动计划。

蒋思豫回忆说：“我和方元民去找汤恩伯，可
是没找到，却遇到了白崇禧，叙旧寒暄后，就劝白
崇禧投诚起义。白崇禧态度坚决，掏出手枪放到
桌上说：‘你们如果让我投诚，干脆打死我吧。’后

来由于叛徒告密，行动小组在召开最后一次会议
时被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抓捕，我因迟到5分钟而
幸免。除一人保释外，其余12人均被毛森枪杀于龙
华监狱。上海解放后的第一张《解放日报》头版报
眼刊出了被杀害的尸体的照片，标题为‘国民党杀
害国民党’，我看到之后百感交集。”

“三原门下”自挥毫

解放前夕，蒋思豫没有去台湾，留在了大陆。
1951年，蒋思豫即被华东公安部以“战犯名义”逮
捕入狱，关押在安徽劳改农场。直到1976年，他作
为特赦人员被释放，回到了夫人的祖籍宁波镇海，
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专心致志研习书画。他年轻时
曾经拜师国民党元老三原于右任先生研习书法，
也拜过岭南三杰之一的陈树人大师学画。蒋老晚
年书风更加高古雄浑、清奇劲健，直追右公笔韵。
自称“三原门下”，并刻了一方“三原门下”的闲章，
勉励自己终生向于右任学书法。

在一个普通居民小区的一座老式居民楼里，
我们采访了蒋思豫的夫人徐敏蕾老人。这是一套
两室一厅仅六七十平方米的旧单元房。家具是陈
旧的，墙面有些泛黄，门板十分轻薄，有一些房间
仅用旧棉布当门帘。而眼前的老人尽管历经坎坷
岁月和生活艰辛，面容却依然红润光泽，眼神清
亮，说话气息高亢饱满，一看就是大家闺秀，看上
去不像90岁的老人。徐夫人热情地招呼我们，亲自
到厨房拿出几瓶矿泉水。

徐夫人出身于镇海的大户人家，当年镇海最
繁华的街道上一多半是她家的房产。

1941年，正值豆蔻年华的徐敏蕾在重庆上学，
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到学校视察，年轻美丽活泼
的徐敏蕾大胆地走近宋美龄，宋美龄见这个小姑
娘很可爱，就与她搭讪上了。了解到徐敏蕾是宁波
大户人家的女儿，与蒋介石是同乡，就认她做了干
女儿。这年的4月8日，宋美龄做婚姻介绍人与证婚
人，蒋思豫与徐敏蕾在衡阳乐园大酒店结为伉俪。
徐敏蕾开朗贤惠，是典型贤内助，在蒋思豫因历史
问题长期被关押的25年里，是徐敏蕾靠做教师及
变卖家产把几个儿女拉扯成人。

徐夫人说：“老蒋出狱后，闭门谢客，捧壶品
茗，研习书法。”

蒋老现为宁波市民革顾问，曾是宁波市第八、
九、十届的政协委员，又是市、区政协画院画师、顾问。

2013年4月16日，宁波，一位百岁老人的书法
展引起四海关注。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吴伯

雄，副主席蒋孝严为书法展题词；中华黄埔四海
同心会会长、抗日名将张灵甫之子张道宇与其
母王玉玲女士，抗日名将张自忠之孙张纪祖，武
昌首义邓玉麟将军之孙、中华辛亥文化基金会
会长邓中哲等一批国民党后人从台湾、美国等
地前来祝贺。邓中哲在开幕式上讲话称：“他是
中国百年历史的见证人，他的人生轨迹也是苦
难中国百年的缩影。”中国书协名誉主席沈鹏题
写了“蒋思豫百岁书法展”； 出席展览的浙江
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鲍贤伦称蒋思豫“书艺高
超”。文化名家、宁波乡贤余秋雨为书展写序，称
蒋思豫为中国书法艺术“持久的实践者”，称赞
他的草书将于右任先生的风范“很好地继承了，
又有所突破”。余秋雨在《序》中说：“我与蒋先生
算得上是‘宁波大同乡’，但在辈分上我应该秉
持恭敬，能表述的，只是一种自豪。自豪于家乡
的一种生命、一种书写，居然把乱石嶙峋的百年
长途全然穿过，让后人知道何谓短暂，何谓久
远，何谓高畅，何谓低下，何谓从容，何谓匆迫。”

采访结束后，同行的台儿庄大战纪念馆馆
长王祥向老人求字：“老人家，能不能给我们纪
念馆题词？”老人欣然应允，走到书案前，铺开宣
纸，略作思索，泼墨挥毫，写下了“抗倭堡垒”四
个大字。

■ 大刀进行曲·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他是抗战老兵，也是战地记者，曾身兼《中国青年》编辑和《中央日报》、《扫荡报》记者、特约撰稿人等职，亲历了了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保卫战。

蒋思豫：一个百岁老人的传奇

蒋思豫夫妇的结婚照和晚年照

□ 王崇印 陈巨慧 整理

跑竹马，民间称谓很多，有“竹马”、“竹马
戏”、“骑竹马”、“竹马舞”等，因舞蹈道具竹马
和动作而得名，是先民们为庆丰收、闹新春，
歌颂太平，表达民众心声而创作的一种具有
独特艺术风格的民间艺术，具有浓郁的乡土
气息和地域文化特点。

所谓竹马，就是利用竹篾扎成马的形状，
外糊数层厚纸或布，彩绘后涂上桐油，成为表
演道具。表演时，人们将其跨于腰间，似骑马
状。

“竹马”一词起源于唐。文献中最早记载
“竹马”的则是《后汉书》。东汉后，“竹马”正式
作为儿童游戏加以提倡。唐代后“竹马舞”、

“竹马戏”等多种艺术形式相继出现。这种民
间艺术形式曾盛行于我国南北各地。经考证，
早在宋代的民间社火就出现了“跑竹马”表
演。明代阮大铖在他编写的剧本《双金榜》中
也安排有“跑竹马”。清代《帝京岁时记胜》中，

“岁时杂戏”条，列有“跑竹马”。
竹马在表演活动中有专门的乐队为他们

伴奏，有锣、鼓、大镲、小镲等乐器，有的地方
还配有唢呐、长号等。跑竹马的角色，少则十
个八个，多则二三十个，一般为双数。

“竹马舞”曾流行于全国许多地方，但经
过漫长的流传过程和历代艺人的修改、演变，
形成了不同地域、不同艺术风格的多种表演
形式和内容。现存的主要有带唱腔台词的与
不带唱腔台词的两种，只舞不唱的一般称为

“竹马舞”，又唱还舞的称为“竹马戏”。
传统的跑竹马，大多带唱腔台词，化装为

历史故事中的人物或地方戏曲中的角色，生、
旦、净、末、丑各行当齐全，演员手中的道具，
或马鞭，或刀枪剑戟，或棍棒，据人物身份而
定。随着乐器伴奏，表演者边歌边舞。特点是，
舞者上半身要表演骑马者在马上的各种姿态
表情，下半身要模仿马的各种神态动作，要舞
出人、马完全不同的旋律、特点及性格。马上
的人作催马驰骋姿态，而跑马姿势有前踢、后
蹬、失蹄和蹲步，时而急驰，时而缓行，细腻的
舞姿，惟妙惟肖，变化无穷。其内容大都以历
史故事或地方戏曲为主，最突出的表现就是

“跑”马，唱是为跑服务的。
只舞不唱的跑竹马一般气势浩大，富于

变换阵法。主要阵法有“一字长蛇阵”、“二龙
戏珠阵”、“八卦阵”、“梅花阵”、“乌龙摆尾
阵”、“穿心阵”、“围城阵”等，各种阵势之间的
连接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自由选择、组合穿
插。整个舞蹈的特点是以“跑”字贯穿始终，即
跑中见阵、阵中见情，强调“阵法千变、一人不
乱”，阵容要棱角分明，前后距离不能有大有
小，“稳”、“晃”、“变”、“快”成为掌控舞姿须遵
循的四字口诀。在吹打乐器的配合下，整个表
演队伍由慢到快，驰骋跳跃，舞步疾速，乐响
激昂，情绪亢奋，气势粗犷，表演场景十分热
烈火爆。

·相关链接·

跑竹马

□ 本报通讯员 王崇印
本报记者 陈巨慧

跑竹马来自民间，源远流长，曾盛行于大江
南北。而邹城市的“尚寨竹马”在跑竹马艺术中算
是一枝独秀，跑的“阵法”全部是盛行于冷兵器时
代的野战队形。表演时，演员个个策马扬鞭、英姿
飒爽，犹如沙场冲锋，使人仿若穿越到古战场。
2013年6月，尚寨竹马入选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名录。

皇家守陵 百姓跑马

尚寨竹马兴起于邹城市中心店镇尚寨村，形
成于明代，与明鲁王朱檀有着一段历史渊源。

据《明史》记载，朱檀，系明太祖朱元璋第十
子，洪武三年（1370年）生，生两月而封为鲁王。洪
武十八年（1385年）15岁时就藩兖州，辖四州二十
三县。朱檀本“谦恭下士，博学多识，好文礼士，善
诗歌”，甚为朱元璋所喜爱。但住进兖州鲁王府
后，误入邪路，信奉道教，终日焚香诵经，烧炼“仙
丹”，求不老之药，希冀长生，结果却“饵金石药，
毒发伤目”，因为汞中毒而早亡，仅活了19岁。朱
元璋获悉后爱恨交加，认为他的行为实在荒唐，
遂赐恶谥曰“荒王”。同时，择选风水宝地，不惜人
力财力大兴土木，为其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陵墓，
大发其丧，并派兵守陵。

朱元璋所选的风水宝地叫九龙山，鲁荒王陵
就位于九龙山南麓，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穴依山凿石开圹，
深26米，占地面积7万多平方米。尚寨村就紧邻堪
称明代第一的亲王陵——— 明鲁王陵。

尚寨村72岁的尚寨竹马老艺人罗成立告诉
记者：“据老人讲，我们村原来叫‘丧寨’，就是为
荒王发丧的寨子，附近还有一个老营村，是当年
官兵的营房驻地，解放后嫌名字不好听就改名为
尚寨了。”

按照大明律例，守陵士兵需每天操演排兵布
阵。尚寨村的先辈们亲眼目睹这一盛况，天长日
久就将演习阵法熟记在心，于是借用流传几千年
的民间游艺“跑竹马”形式，按照皇家仪仗出行的
场景，因繁就简，逢年过节时以竹为马，排兵布
阵，娱乐健身。

尚寨竹马的真正兴盛缘于村里的一次变故。
罗成立告诉记者，据说某年，一些青年村民染上了
赌博恶习，输房输地，赌妻卖儿等事在村里时有发
生，由此而引发的悲剧也不断上演。村中长者颇感
忧虑，于是订立村规，命令村民农闲之时学习操演
阵法，以强其体，砺其志。久而久之，尚寨竹马成了
远近闻名的强身娱乐项目，并逐渐形成了由24匹
竹马出行的浩大舞队，表演场面真如沙场。

战马奔腾 仿若亲临

尚寨竹马表演者为24人，分兵、卒、将、帅角
色，另有令将、旗手、号手等角色，服装以明代古
装为主。伴奏的乐器主要为鼓、锣、尖子号等，鼓
锣声响可模仿战场的进攻与撤退并控制表演节
奏，尖子号则可模仿马的嘶鸣声及战场上的冲杀
声。竹马骨架为竹制，外面衬以不同颜色的布料。
马颈至头部置一竹竿，表演时可将马头上下抖动
如真马。马身中空，便于人“骑”在“马”上，表演时
将马的前身和后身用带子挎在肩上。

尚寨竹马表演有严格的套路，整个套路下来
得一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阵法不重样。开始前，
两队人马分列左右，一对12人，整装待发。长号响
起，伞扇旗锣依次上场，四面战旗随后开道，紧接
着金角齐鸣，令将箭步冲锋到场地中央，翻滚跳
腾着挥舞战旗，鏖战正式拉开帷幕。两队人马浩
浩荡荡，气势恢宏，分由将帅带领驰骋登场，迅速
布阵为左右两军，“战争”一触即发。战鼓擂起，将
士们一手拉缰一手执鞭，策马扬鞭、进退有序，呼
喝奔驰、迂回穿插，不停地变化阵形。双方或鏖战
不下，或奇兵突袭，时而平缓銮铃叮咚似行云流
水，时而急促战鼓轰轰如万马奔腾。马号紧催，战
鼓如雷，让人仿若亲临短兵相接、激战沙场的雄
壮场面，气氛极具历史感染力。

尚寨竹马表演阵型原来有100多种，但受“技
艺不外传”的影响，尚寨竹马技艺一直在尚寨村
口传身授世代相传，故传播分布面积较窄，历史
上也无任何文字记载。

“现在成型的阵法也就只有12种了，很多阵
法都已失传，经典阵法也仅剩诸葛亮的八卦阵、
岳飞的撒星阵了。”邹城市文化馆馆长刘向宏介
绍，现在可以表演的阵法主要有围城阵、四角合
围阵、梅花阵、合兵会师阵、兵分三路阵、攻心阵、
掏心阵、三才阵、探营阵、穿心阵、三鱼阵、迷魂
阵、八卦阵和撒星阵等。每个阵形讲究先后顺序，
有固定的变换套路。每个阵形跑完后，都要集结
成围城阵，然后再跑下一个阵形。这些阵法形态
各异，各有奇招，独具特色，使得这一艺术区别于
普通的竹马游戏，表演起来生动形象，是一种珍
贵的艺术形式。

“将古代军事文化和古老的舞蹈文化结合起
来，这是尚寨竹马最大的创举，体现出了劳动人
民的智慧，体现了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而这些
人文特色事实上也与邹城千年文明之地是密不
可分的。”刘向宏说。

战马英姿 华丽再现

尚寨竹马是劳动人民经过历史苍桑锤炼的

智慧结晶，是营造激昂、欢快、和谐文化生活的有
效载体，在邹城市具有很强影响力和生命力，堪
称地方文化瑰宝，多年来一直深受广大群众的喜
爱。“因我们尚寨的竹马跑得新颖、阵法多，周边
有大小喜庆活动都会找我们前去助兴，原来表演
的场面特别大，围观的群众是里三层外三层。”罗
成立自豪地告诉记者，他20多岁的时候，尚寨竹
马是最辉煌的时候，有一年政府组织民间队伍汇
演，村民们直接从村里穿戴好行头，一路持续15
公里表演到城里，周边群众从头到尾追着看。

但同其他传统民间艺术一样，随着人们文化
生活的日益丰富，尚寨竹马这一民间艺术也逐渐
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一度濒临失传。“像我们这一
代人，大都六七十岁了，跑不动了，有的已经去世
了，而年轻人大多数更热衷于外出挣钱，不愿意
学习竹马表演。”回忆起头些年的情景，罗成立心
有余悸。

罗成立老人回忆，原来每逢农闲时节，上至
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孩童都自发操
练，逢年过节，全村老少轮番上场，场面热烈喜
庆。但在“文革”期间，所有的道具都被当“四旧”
烧了，竹马表演被迫中断。“文革”结束后，村里没
有财力重新购置竹马，从此，这项珍贵的民间艺
术在人们的视线中逐渐消失。

罗成立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尚寨竹马不仅
是尚寨村的艺术，也代表着邹城市的精神面貌，
如果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尚寨竹马就会真的后
继无人了。”老人的担忧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
代末期，“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87年，一伙人突

然找到了我，问起尚寨竹马的情况，后来我才知
道是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尚寨竹马迎来了“久违
的春天”。

走访老艺人后，邹城市非遗保护部门专门成
立了抢救保护尚寨竹马领导小组，对该民间艺术
进行系统、全面地整理记录。“我们尽可能多地走
访老艺人、周边村民，对失传的阵法进行抢救性
挖掘，同时重点对尚寨竹马的表演形式进行复
原，对现有阵法进行排练。”刘向宏告诉记者。

1970年春至1971年初，国家对朱檀墓进行有
计划地发掘时，发现了1000多件文物，其中有432
个木俑仪仗，是当时亲王“甲兵卫士之盛”的真实
写照。山东博物馆设有明鲁荒王陵展示厅，专门
陈列当年出土的珍贵文物。“我们多次去山东博
物馆学习，从服装道具到旗锣伞扇都不放过，力
求还原这一艺术形式的原生态。”刘向宏说。

近年来，邹城市非遗保护部门积极争取上级
支持，先后筹集近30万元为尚寨竹马置买道具、
更新服装，帮助尚寨村组建业余竹马表演团，并
多次聘请专家指导，提升表演形式，丰富尚寨竹
马文化内涵。“以前跑竹马的花费都是村里一家
一户凑起来的，现在好了，文化部门支持，阳历年
前又给配了7万多块钱的道具，有24匹新马、40多
身新服装。”罗成立笑着说，现在，每逢节庆日，尚
寨村都会组织村民在村里或城区广场进行演出。

“我们现在拉出来就能‘跑’的已经有30多个人，
寻思着下一步趁每年寒暑假期间以老带新，把年
轻一代培养起来，让人员别断档，让我们尚寨的
竹马‘跑’得更好、‘跑’得更快。”

■ 探访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源于明鲁荒王陵仪仗出行，是由邹城市中心店镇尚寨村村民沿袭古代军事阵法改编创新而成的一种民间艺术。历经600多年的演变、传承，

逐渐形成了由24匹竹马出行的浩大舞队，表演场面真如沙场。

尚寨竹马：变皇家仪仗为草根艺术

尚寨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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