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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张鸿儒

9月30日，在枣庄滕州市举办的“山东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上，省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莱芜口镇南肠传统制作技艺”
精彩亮相。新制成的黑褐油亮的南肠整齐地
码放在展台上，质朴的民族风包装，尤其是
独特的风味引来无数人赞叹。“嚼一嚼，感
觉异香扑鼻，细细品味，里面竟有中草药的
芳香哩！”现场有市民品尝后说。

“都说‘说不尽的莱芜猪，香不过的老
南肠’，这个是传统工艺制作，陈年老
味。”莱芜市泰顺斋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
锋笑着说。

原来，正宗口镇南肠制作需经过加工肠
衣、切肉、拌馅、灌肠、晾晒、蒸煮等6道工
序。其主要原料是莱芜黑猪的瘦肉和小肠，
配以砂仁、白芷、肉蔻、草蔻、八角、边
桂、花椒、石落子等8种调味料。这些料也是

名副其实的中药，所以就有特殊的芳香。
口镇南肠凭借其独特的风味，还曾形成

一种文化现象。自古登临泰山的香客游人都
不惜绕道而取之，这背后有其因缘际会。

莱芜城北30里，便是著名的古镇口镇，
原名吐丝口。它西临泰安，东接淄博，南通新
泰，北靠章丘，是鲁中商品的集散之地，来往人
员众多，利于口镇南肠的出名与畅销。

关于口镇南肠的由来，有一段佳话。
170年前，济南人苏志廷到博山开肴肉

铺，旁边是中药铺。恰巧有老人因食欲不振
来求医问药，因药苦实难入口，苏志廷得到
启发，将猪肉剁成小块，灌入猪小肠，加上
那药一起煮熟，结果香气四溢，肉质醇香，
老人食用后病情逐渐好转。后来苏志廷到口
镇创办了南肠老店顺香斋，这种食物逐渐广
为流传，因入口醇香，因此称为香肠，又因
所选配料多来自南方，又称南肠。

在“非遗”精品展上，面对外地朋友对
口镇南肠的热爱，刘锋感到欣慰，但又有压

力涌上心头：传统制作技艺要传下去。
今年5月份，莱芜市旅发委牵头策划“莱

芜有礼”系列旅游商品，“山东老字号”泰
顺斋的口镇南肠经过企业申报、网络投票、专
家评审，成功入选。这不仅能丰富莱芜全域旅
游内涵，还有利于传统制作技艺的保护。

为夯实南肠品牌文化，刘锋萌生了实现
传统文化企业和现代企业发展融合的想法。

“争取5年内，利用好老厂址、老厂房、
老物件，建成‘工厂+博物馆+传习所+文化
观光旅游线’大型人文生态整体保护基地，
让老南肠谱新篇。”刘锋说。

莱芜的学子外出求学时，常常带一包南
肠去学校，寄托乡愁。等下次返校时，往往
带更多的回去。“舍友们尝了后，都喜欢上
了这个味，非要我国庆节后再带点来。”在
淄博市读大一的王鹏飞说。

这小小的香肠，因其淳厚的风味，已成
为一张莱芜名片，成为莱芜人寄乡愁、闯生
活的独特文化符号。

莱芜人寄乡愁、闯生活的独特文化符号———

“香不过”的老南肠谱新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文化传承亟
待“把根留住”，但这“根”不是留在博物
馆里，而是须根植于乡村，深入于人心。在
农村，想要守护传统文化，唤醒文化灵魂，
就要让传统乡村文化“活下来”，最好能融
入到每个家庭、每个村民当中。

莱芜作为嬴秦始源地，有悠久的历史。
更可贵的是，那些经历史遴选的传统文化被
莱芜人民通过各种方式留存了下来。本期我
们选取了具有展现莱芜地域特色、人文历史
的陈楼糖瓜、莱芜南肠、长勺鼓乐、陈盘龙
“宝葫芦”刀等4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对
莱芜传统文化不同侧面亮点的挖掘，为读者
展现勤劳智慧的莱芜人民，如何传承发展传统
文化，并在莱芜这片沃土上“生根发芽”。

乡村文化传承篇

■记者感言

根植乡村

深入人心
□ 于向阳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陈晓永

“今年农忙结束了，收成也不错，咱可
以早一点儿下手。”10月27日，在莱芜市农
高区杨庄镇文化站，陈楼糖瓜传承人陈佃起与
文化站站长高淑伟讨论今年糖瓜的制作时间。

陈楼糖瓜起源于清代康熙年间莱芜陈楼
村，是我国传统的民间习俗，距今已有300多
年的生产和祭灶历史。

据民间传说，灶王老爷一年到头端坐在
各家各户的厨灶中间，看着人们如何行事，
到了腊月二十三这一天就回转天庭，禀报各
家各户的善恶情况。所以在腊月二十三这
天，家家户户把又甜又黏的糖瓜献给灶王，
堵住灶王爷的嘴，让他上天言好事。

这一美丽传说不仅孕育出当地百姓朴实
厚道、诚信友善的家风，也寄托了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在陈佃起家里，制作糖瓜所用的大锅、
木锨、发酵缸、竹筛等工具已经清洗干净，
晾晒在秋日的暖阳里。立冬后，这些工具将派
上用场，11道工序制造出的糖瓜是对灶王爷最
好的招待，也期盼着来年能有更好的收获。

作为一门传统的手艺，陈楼糖瓜的制作
技艺也曾一度失传。

早在2007年时任陈楼管区书记的高淑伟
发现，冬日里，家家户户青烟袅袅制作糖瓜
的场景逐渐消失，制作糖瓜的技艺也仅掌握
在少数的老人手里。高淑伟通过走访发现，
整个陈楼管区只剩下8户人家还在制作糖瓜。
“冬季农闲，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赚取额
外的生活收入，年轻人都不愿意干这门复杂
而又费力气的手艺。”高淑伟说，制作糖瓜
要先从熬黄米饴(也叫麦芽糖)开始，经过选
料、熬糖、拔糖、成形、蘸芝麻等传统工
艺。“每一道工序都得小心对待，稍有闪
失，糖瓜就不能成形。”

为了让这门传统手艺继续传承下去，高
淑伟积极联系各文化部门，将陈楼糖瓜申报
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成立了糖瓜
协会，建起“陈楼糖瓜博物馆”和“陈楼糖
瓜技艺传习所”，重新让300多名年轻人重新
参与到糖瓜的制作过程中。

陈立吉是去年刚加入的年轻人，在师傅
陈佃起的细心教导下，他掌握了大部分技
艺。“在这里不但学到老祖宗留下来的技
艺，两个月下来也能拿到7000元左右的分
红，比外出打工强多了。”陈立吉说。

如今，制作陈楼糖瓜的作坊已经发展到
20家，杨庄镇通过对20多个生产作坊的合并
建起了产业园，并成立“陈楼糖瓜电商
部”，形成了产、供、销一体的产业化发展
模式，把陈楼糖瓜销往全国各地。

“老祖宗留下来的技艺，不但堵住了灶
王爷的嘴，也为当地百姓带来了收益。”高
淑伟说。

陈楼糖瓜走上产业化发展之路———

从美丽传说到美好生活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张 茜

“咚仓仓、咚仓仓、咚仓仓仓仓、咚仓
仓……”10月26日，记者见到莱芜市高新区
鹏泉街道官场村尚绪翠时，她怀里依偎着两
岁半的孙女正昏昏欲睡，尚绪翠一只手有节
奏地拍着孙女的后背，嘴里轻声唱的不是儿
歌而是鼓谱。

尚绪翠告诉记者，哄孙子孙女睡觉，她
从不唱儿歌，而是念鼓谱打节拍，“只要唱
‘咚仓仓’，不一会儿孩子准能睡着，刚学
说话那会儿孙子就会背一小段鼓谱了。”

今年50岁的尚绪翠是官场村“长勺鼓
乐”团队的一员，自2007年官场村组建了长
勺鼓乐文化保护领导小组，成立了农民鼓乐
队，尚绪翠就彻底与鼓分不开了。“我们村

打鼓历史悠久，应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
著名战役‘长勺之战’，由最早的军用战鼓
演变为现在的民间鼓乐。可以说，我们村人
人都能敲两下，家家都能露两手。”要说什
么时候开始接触鼓，尚绪翠打趣：“从‘娘
胎’起就没少接受训练。”

官场村的长勺鼓乐可谓“战绩赫赫”。
2009年，长勺战鼓亮相第十一届全运会开幕
式表演。2010年，参加上海世博会开幕式上
表演。2013年，长勺战鼓入选山东省第三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刚成立鼓乐队时最多人数达到100余人，
“每次大型演出时，都是开着好几辆大巴车
浩浩荡荡地出发，站上台、摆上鼓，舞台挤
得满满当当，那阵势还没开打就很振奋人
心。”尚绪翠自豪地说。

“我们的表演可招人了，战鼓一响，不

一会儿就围满了观众。”说到演出，尚绪翠
眼睛仿佛能放光，嘴角情不自禁地上扬。
“有一回在外地参加表演，同去的还有其他
地区的一家鼓乐队，上台前我们都在广场上
排练，他们在东边打，我们在西边打，他们
打得起劲儿，我们打得更起劲儿，舞台场地
瞬间成了擂台赛，可观众都被我们吸引过来
了，最后一个鼓点落下时，所有的观众都为
我们鼓掌叫好，那场面永生难忘。”

“可不是嘛，当时我也在场，羡慕极
了，恨不能我也站在鼓乐队里。”儿媳郗倩
倩是东北人，10年前刚嫁过来就喜欢看婆婆
打鼓，村里只要有打鼓表演，她都跟着看。

“感觉打起鼓来真有劲儿，真神气。”
虽说是外地人，但郗倩倩对鼓的痴迷让婆婆
动了心，婆媳在家没事儿就交流打鼓，剁饺
子馅、敲门都是“仓嘟噜龙咚仓”。婆婆告诉儿
媳可以先从拍腿练习开始，于是，郗倩倩没事
儿就拍腿，有一次腿都被她拍出红点了。

喜欢打鼓的可不只外地来的儿媳，就连
村里的孩子也喜欢，“大人在台上打完鼓，
小孩儿麻利地跑上台抢鼓槌。”尚绪翠回忆：

“2010年鼓乐团里还有年仅3岁的小男孩呢。”
尚绪翠坚定地说：“我要把我会的都传

给儿媳，她就是我的第一个传承人，接下来
就是我孙子孙女，让代代人都感受到中华民
族千百年来‘一鼓作气’的精神。”

哄娃睡觉，别人唱儿歌，俺们却是“咚仓仓”———

鼓谱哼出摇篮曲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刘 坤

10月23日，在莱芜市高新区鹏泉街道陈
盘龙村，陈盘龙“宝葫芦”刀第4代传人陈同
业正与儿子陈茂金一起为新刀加钢、熟火，
铁星四溅，打铁声阵阵。

“好钢用在刀刃上”——— 刀刃上用的是
特种钢，手工把钢加在料里，刀开了刃更好
用，更耐磨。“宝葫芦”刀传承至今已200多
年，从清朝年间创始人陈廷相手工制刀，传
到陈同业这里已是第4代。

打铁时，每至洪炉生火，拉一阵风箱，
就汗水满头，抡一番铁锤，便会挥汗如雨。
“从7岁就学着拉风箱，12岁拿起铁锤干苦力
活，坚持做刀60多年，没点吃苦精神做不
来。”年近古稀的陈同业说。

“宝葫芦”刀的锻造可谓耗时费力，完
全依靠人工，要经过劈铁、烧软、锻打、加
钢等十几道工序，比机械刀具硬度更高、韧
性更强。陈同业对自己做的每一把刀都要亲
自把关，把传统手工艺刀具打造成为精品。

“打铁虽然苦，但孬好是门手艺，只要
开火，就有钱赚。”于是，陈同业想让儿子
继承自己的手艺，高中毕业的二儿子陈茂金
成了合适人选。常言道，世上有三苦，撑船
打铁磨豆腐。“打铁这活儿，不仅累而且枯
燥乏味，尽管学徒者众多，但学成者寥寥无
几。”干了3年，还未出徒，陈茂金便干够
了。“年轻人还是吃不了这苦头，想出去干
点轻快活儿。”陈同业说。放下手中的铁
锤，陈茂金干起了电焊，并凭借自己的焊工
技术，有了一份成功的事业。

几年过去，不惑之年的陈茂金发现父亲
挥锤的幅度小了，打铁声也不再清脆有力
了。“我不在家的时候，都是妻子帮忙，现
在父亲老了，自己苦点累点不算啥，但决不
能让手艺失传。”陈茂金放弃了自己的事
业，主动回家吃苦，学习打铁，传承手艺。
“现在像是劈铁的力气活儿都是我来做，加
钢、矫正这些经验活儿父亲来做。”

凭借一股吃苦精神，陈茂金的技术逐渐
成熟，已经成为“宝葫芦”刀第5代传人。看
着夫妻俩打铁配合默契，陈同业满是欣慰：“后
继有人了，手艺在我手里没失传。”

“以前要把刀带到集市上，吆喝着卖，
如今是供不应求。”现在的陈盘龙“宝葫
芦”刀，经过百余年的不断改良，背厚镗

空、口薄、省力、锋利、易磨、经久耐用。
在莱芜提及菜刀，“宝葫芦”刀已是家喻户
晓，成为莱芜传统手工艺的一张名片，并列
入莱芜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保护名录。

没有力量不能打铁，没有胆量不敢打
铁，没有吃苦精神不愿打铁。令陈同业更高
兴的是，11岁的孙子陈志诚对打铁技艺表现
出了浓厚的兴趣。每到周末假期，陈志诚都
会主动来给陈茂金帮忙。

“虽然现在生活好了，但吃苦精神不能
丢，打铁这门技艺还得传承下去，不能说撂
就撂了，舍不得。”陈同业说。

传承“宝葫芦”刀打造手艺，祖孙齐上阵———

一把宝刀五代传

尚绪翠打鼓。（资料片）

□记者 于向阳 报道
陈同业一家三代在一起打铁制刀。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 茜 报道

本报莱芜讯 10月18日，省文化厅公布了第五
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入
选名单。

莱芜民间文学类“长勺之战传说”代表性传承
人李胜华，传统技艺类“传统干烘茶制作技艺”
“传统糊香食用油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吕守
祥、谢梅木，传统医药类“宋氏祖传拔毒膏制作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宋建庆等4人成功入选。

4人入选省级

“非遗”传承人名单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 茜 刘坤 报道

本报莱芜讯 10月16日上午，由蟠龙梆子影业
联合钢城区扶贫办、北京瑞博阳光传媒、枣庄学院
传媒学院、青岛金其文化传媒联合摄制的精准扶贫
主题电影《俺不是贫困户》在莱芜市钢城区辛庄镇
侯家台村举行了首映式。

电影《俺不是贫困户》是以莱芜本土的扶贫事
例为线索进行的创作。讲述了自开展脱贫攻坚战以
来，多年的贫困村侯家台村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扶持
下，发展了庭院葫芦种植、手工艺、管材等扶贫产
业，帮助村民脱贫致富的故事。影片情节以小见
大，通过典型事例引导贫困户勤劳苦干，靠劳动脱
贫。

据了解，该影片9月13日取得了国家电影局颁
发的《电影公映许可证》。10月17日在山东电视台
农科频道晚间剧场进行播出，下一步将通过新农村
院线、视频网站与观众见面。

精准扶贫电影

《俺不是贫困户》首映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 茜 报道

本报莱芜讯 10月25日，莱芜市2018年AAA级
景区授牌仪式在高新区利和庄园举行，全市新增
利和庄园、笔架山景区、雪野湖休闲渔业公园等3
家国家AAA级景区。

近几年来，莱芜市旅游业蓬勃发展、势头良
好，全域旅游多点开花、亮点频现。今年10月，经
莱芜市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审议，利和
庄园等被评定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标志着莱
芜市旅游工作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推进了全市
旅游业提质增效、创新发展。

全市新增3家

国家AAA级景区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鸿儒 报道

本报莱芜讯 10月18日，第十一届莱芜市职业
技能大赛在山东泰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机械厂举
行。据了解，本届技能大赛共分11个赛区，设置了
34个工种的比赛项目，1200多名选手经过层层选拔
进入决赛，在赛场上秀绝活比匠心。

大赛的举办有力地促进了该市技能人才队伍的
成长、壮大和水平的提高，打造了人才强市战略的
区域高地，为推进全市十大产业振兴提升，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持。

获各工种技能比赛第一名的选手，由市委组织
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授予“莱芜市技术能
手”称号，并颁发证书；获各工种技能比赛第二名
的选手，由市总工会授予“莱芜市职工创新能手”
称号，并颁发证书等。

第十一届莱芜市职业

技能大赛举行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张 茜 报道

本报莱芜讯 10月24日，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发
布《关于公布第一批美丽村居建设省级试点村庄名
单的通知》，我省56个村庄被确定为山东省第一批
美丽村居建设省级试点村庄，钢城区颜庄镇柳桥峪
村榜上有名。

柳桥峪村成省级

美丽村居建设试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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