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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爱迪 于向阳

锣鼓敲起来，金龙舞起来。日前，在利津县凤凰城
街道双李村，村里的龙灯队正为年后的民间文艺汇演紧
锣密鼓地排练着，围观的人群中不时传来阵阵叫好声。

这个不到70户人家的小村庄，自1901年请来大胡村
老师指导舞龙起，一百多年来从未间断。“老一辈的时
候，舞龙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现在，我们
更想把舞龙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村支部书
记李旭东说。

今年已经77岁的李顺平，是双李村舞龙队的头把交
椅，也是东营市级非遗项目龙灯传承人。他从8岁开始
便加入村里的龙灯队，15岁开始舞龙。“以前都是去村
里送灯，现在我们不仅送灯，还经常代表县里出去演
出，获了不少大奖呢！”老人指着相框里斑驳的演出照
片和证书说道。

双李村的老少爷们儿，几乎个个会舞龙，许多家里
三代人都在舞龙队伍里。

如今，爱好舞龙不再是父辈的专利，双李村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也加入进来。16岁的李梦成还是一名初中学
生，别看年纪小，学习舞龙已经两年了。

要说双李龙灯队为什么格外受欢迎，根源在于龙灯
里面故事多。跑八字、开四门、拜四门、鲤鱼跳龙门、
乌龙盘柱、二龙戏珠、卧龙……两条长龙在半空中不断
地翻转、跳跃、冲奔、扭动，看得人眼花缭乱、应接不
暇。

“为了提高舞龙的观赏性，我们还自编了很多新故
事，比如舞龙脱衣、串节、跳节等。这就加大了舞龙的
难度。”李旭东说。

如今的双李村不仅舞龙队威名远扬，还组建了庄户
剧团。“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是我们的演出内容很丰
富。有京剧、吕剧、歌曲等，都是村民们自编自演。很
受父老乡亲的喜爱。”李旭东骄傲地说。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赵秀峰 王建祥

“‘书会’前要联系省内外的民间艺
人，其间要组织艺人参加擂台赛和送戏进
村，此后还要整理书会的影像资料。”３月３
日，正月十三，胡同利已经开始忙着安排来
参加胡集书会的艺人们去村里演出。２０１２
年，他已经从惠民县胡集镇文化站站长位置
退休，但如今仍把整个身心扑在了书会上。

惠民县胡集书会历史悠久，享有中国曲
艺“活化石”之美誉，但从上世纪７０年代开
始呈日渐衰落之势。从事文化工作３０多年
来，胡同利见证了胡集书会的兴衰历程。尤
其是２００７年“群众听书、政府买单、送书进
村”措施实施以后，他更是成为逐渐恢复生
机的胡集书会的实际组织者。

让“胡集书会”走出胡集

出生在胡集镇胡集村，胡同利从小就受
到胡集书会的熏陶。“小时候就喜欢看书会
上艺人们的表演，这对我走上文化这条道路
应该是有很大影响的。”胡同利说。

１９７８年，刚刚走上文化工作岗位的胡同
利，就把普通的生活琐事演化成脍炙人口的
段子。１９７９年，他主演的吕剧《跑旱船》，
代表县里参加地区文艺汇演，以高分获得一
等奖。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５年代表乡里参加县里文
艺调演，他更是年年夺魁。但谁能想到，对

曲艺如此热爱的胡同利，没接受过正规教
育。胡同利说：“我只参加过４０天艺术突击
培训班的学习，可以说是土生土长的‘本地
产’。我很感激生我养我的胡集这片富有文
化底蕴的热土。”

正是对文化的执着与热情，引发了胡同
利对家乡曲艺文化的深深思考。上世纪８０年
代，胡集书会已经初具规模，可比较零散无
序，要想产生文化效应，成为文化名牌，还
得依靠政府的引导、组织与管理。出于这种
想法，胡同利努力寻找着门路。

１９７９年参加惠民地区文艺调演时，胡同
利找到了向惠民地区（现滨州市）曲艺界名
人王树桐介绍胡集书会发展情况的机会。王
树桐被他绘声绘色的描绘吸引了，更被这小
青年超前的文化意识所感动，拉着胡同利的
手说：“明年正月十二我一定到书会看
看”。

第二年的正月十二，王树桐与地区文
联、惠民文化部门的负责人以及电视台记者
一同来到书会现场，两天后书会实况录像首
次在省电视台播放。从此，胡集书会声名远
播，有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规模一年比一
年宏大，胡同利也更加忙碌起来。

方便艺人说书群众听书

１９８１年正月十二的胡集书会，胡集村南
的干沟里挤满了艺人与观众，十里八乡的群
众蜂拥而至，里三层，外三层。但是，胡同

利看了，心里却喜忧参半。
由于是露天演出，受天气条件限制大，

遇上坏天气，胡集书会就会被冲掉。许多艺
人赶场提前来到这里，因为没有固定的住处
和演出场所，降低了热情。“必须为艺人解
决场所难的问题。”作为文化部门的小干
事，胡同利鼓起勇气，向当地党委政府提出
建议：“修建一所曲艺厅，解决场所难的问
题”。

１９８５年，胡集镇作出决定，捐款修建曲
艺厅。喜出望外的胡同利踊跃争先，他先
是动员家族成员捐款，后又跑到村里，下
到户里，广泛发动群众。当年５月，我国著
名评书艺术家刘兰芳率鞍山市曲艺团在曲
艺厅奠基仪式上义演，全镇共筹到了４５万
元。１９８６年曲艺厅落成，时任全国文联副
主席、全国曲协主席陶钝为曲艺厅题字，
刘兰芳寄联一副“出人出书走正路，半农
半艺为人民”。

随着书会规模的扩大，囿于一院一厅的
缺陷也日益突出。胡同利再次提出了自己的
看法，“我们的书会还得搞广场演出，让全
体群众都能享受曲艺的乐趣。”２００７年，胡
集书会在镇府主街道举办，书会再现当年盛
况，出现了万头攒动的场面。

“政府买单”激发书会活力

２００６年，胡集书会通过了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认定，也成为了胡集镇乃至惠民县

的一面文化金字招牌。但是，随着现代化、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传统曲艺生存和发展面
临严峻挑战，胡集书会也不例外，艺人来的
少了，观众也少了。

在胡同利的建议下，胡集镇在２００７年开
始采取“广场演出、大众共享、艺人说书、
政府买单、送书进村”的办法。胡同利介绍
说：“凡是参加胡集书会的艺人，如果在胡
集书会结束前仍无单位花钱雇请，则由政府
付演出费，请他们到附近村演出。‘政府买
单’保障了艺人们的利益，使低迷的书会焕
发出活力。”

近些年来，看到有些曲艺种类出现断
档，胡同利非常着急。每年书会上，他都会
利用艺人们休息的时间，同他们交流曲艺的
传承和发展问题。“老胡来我家也不知道多
少次了。他常说书会是子孙后代的财富，不
能让根断在我们手里。”本土老艺人白曰华
说，在胡同利的撮合下，他收了一名徒弟学
习木板大鼓。

这两年，胡同利投入到胡集书会的历史
资料抢救与整理中，他清楚地知道伴着书会
长大的他是为数不多的见证人。“我要将自
己所知道与了解的胡集书会的情况，整理出
来，写成书，保存下去，让后人了解书会的
历史发展，将其发扬光大。”胡同利说，
“建设胡集书会博物馆、书会广场、书茶
馆，搭建起艺人表演的平台，让民间艺人成
为职业曲艺工作者，这将是胡集书会未来发
展的方向。”

胡同利：３７年坚守民间曲艺文化
见证了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胡集书会的兴衰历程

□ 本报记者 任松高
本报通讯员 王 波 张小寒

把民族舞、扇舞等多种元素融入健身舞
中，或激情四射，或轻灵欢快，快乐、饱满
的情绪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引得台下欢
呼声和掌声不断……这不是专业团队的舞蹈
演出现场，而是正在文登大水泊镇举办的
“快乐文登·2014农民健身舞蹈大赛”。舞台
上的主角是来自大水泊镇各乡村的39个代表
队、700多名农民。

“别小看这‘快乐文登’大舞台，可不
一般！”参加健身舞蹈大赛的大水泊镇陈驾
埠村村民于寿波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以
前，他们村里很多人闲来无事都喜欢凑在一
起打个麻将、玩玩扑克，自从有了“快乐文
登”这个“舞台”，大家每天晚上都要到文
化大院跳跳舞，还去参加各类汇演，生活习
惯都变了。“这舞台让我们跳出了快乐，跳

出了健康！”
从群众的情感和精神需求出发，文登以

快乐“搭台”，设计推出了以“快乐文登”
为主题的文化乐民、文化惠民活动，整合送
戏下乡、组织文艺汇演和比赛、农村电影放
映、庄户剧团巡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打造多层次、多样化、开放式的群众文化互
动交流平台。“希望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
让‘快乐因子’渗透到文登的每一个角落，
渗透到每个群众心里，在满足广大群众精神
文化需求的同时，潜移默化地陶冶情操，充
分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群众、汇聚推动
发展正能量的功能。”文登区委宣传部部长
刘杰说。

夜幕降临走进文登，中心广场、文登学
公园等休闲场所人山人海，舞蹈队、红歌
队、太极拳队激情四溢，好戏轮番上演；农
村文化大院内更是热闹非凡，锣鼓队、吹歌
班、腰鼓队等农村文艺团体抢着为村民们露

一手，男女老少吹拉弹唱，自编自演，好不
乐呵。

“此次‘快乐文登’活动，是对之前基
层文化建设的一次提升。不论是文化活动水
准，还是在覆盖广度、保障强度上，都有着
更高的要求和更新的进展。”刘杰介绍说，
为提高文化活动水平，在引入专业演出团
体，组织区文化馆、艺术团、电业艺术团等
专业团队定期开展业务培训的同时，相关部
门还筛选了500名农村文艺骨干和广场舞指导
员进行集中培训。为改变以往文艺演出“老
唱老戏、老戏老唱”的局面，不断推陈出
新，引导文化人才结合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
精神、中国梦等内容，挖掘文登特色文化，
创作了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文艺节目。
在覆盖广度上，仅去年的第二轮送戏下乡文
艺演出就已经安排了近500个场次，覆盖文登
所有村居；“千场大戏下基层”活动将在年
内安排送电影下乡8000场，确保每村每年一

场戏、每月一场电影；贯穿全年的其他大型
群众文化活动达39项，节目安排以一览表的
形式分发到了各村居，便于群众参与。不断
完善的农村文化大院、农村书屋等则为“快
乐文登”提供了更加优质的硬件保障。

作为首批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文登按照“十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的
布局要求，进一步对100处文化大院进行了完
善提升，更新阅览室、妇女之家、健身器材
等设施。对60个农家书屋进行数字化改造，
增设数字化电子设备，根据蔬菜种植、水产
养殖等地域种养特点，及时增加专业技术类
读物的配送比重。

坚实的快乐舞台，引发着快乐力量的持
续凝聚。目前，文登80%的村都建起了自己
的快乐文艺团体，拥有锣鼓、秧歌、军乐等
多种娱乐形式，400多支业余文艺团队常年开
展活动，具有一定规模的团队达70多支，6支
被评为全省农村优秀文化团队。

“快乐文登”大力提升基层文化建设水平

让“快乐因子”渗透到每个群众心里

小村庄舞龙队威名远扬

□记者 王红军 通讯员 吕永国 报道
3月2日，临沭县300面即将发放给优秀庄户剧团和

文艺团体的大鼓被工作人员喷上统一标识。该县拿出资
金购买大鼓，奖励春节期间服务基层群众，开展群众性
文艺巡演的庄户剧团和文艺团体。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以前过年有很多活动，但现在很少见
了，这次趁这个机会让孙女多接触一些传
统文化。”这个春节，我省启动了历年来
规模最大的“美丽非遗迎新春·欢欢喜喜
过大年”春节年俗活动，69岁的张连甲带
着孙女张心钰过了一把瘾，小孙女不停地
说:“太好玩了”。

从年前开始，全省20多个与年俗文化
有关的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传承人，在
省文化馆里进行现场搭台展示。木板年
画、扑灰年画、青州花毽、济南皮影、胶
东花馒头、莒县过门笺……每项非遗展示
区域前面，不停地有市民前来欣赏，也让
人油然而生亲切感。

年仅１２岁的李伟成的一番青州花毽表
演，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青州花毽是当地
传统的健身项目，目前有１０８个招式，而每个
招式名都与古青州的地理文化相连。看了整
套青州花毽，就相当于欣赏了一遍青州古城
名胜古迹。”年过七旬的李贤臣是李伟成的
外公，也是国家级非遗青州花毽项目的代表
性传承人。这次来济参加展演，他们祖孙三
代一起进行现场展示。从８岁开始踢花毽的
李贤臣说，“不能让这门传统技艺断了。”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有‘年味’
的东西越来越少，有些只能在记忆中去回味
了。但是，这些传统的非遗、民俗活动，是我
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很好
地传承下去。”省文化馆馆长王寿宴表示，我
们既要对传统年俗进行展演展示，也要注重
它的“功能转化”。

在聂家泥塑展示柜台前，聂臣希和聂鹏
父子正忙着跟观众讲解高密泥塑老虎的“传
统”。“高密泥塑最大的特点就是‘会叫’。”９０
后的聂鹏，受家庭影响对泥塑非常痴迷，每
年都会尝试做生肖泥塑。

来自莒县的于红，一边双手剪着过门
笺，一边介绍着过门笺的历史。“‘过门笺儿，
落门笺儿，落到地上都是钱儿’，这一句民谣
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春节贴过
门笺也是莒县当地流传久远的习俗。”于红

介绍说，莒县过门笺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
地方特色，从古时起悬挂就有一定的讲究，
每门每窗所挂皆为单数，每张一个颜色，其
顺序为头红、二绿、三黄、四水(粉红)、五紫
(取“五子登科”意)，后期也把蓝色加上，取
“六六大顺”之意。

但是，随着生活条件的提升，人们贴过
门笺的习惯在日趋减少。作为该项目的传承
人，于红表示：“这些年来，莒县过门笺在传

统工艺基础上不断创新，衍生产品也达到了
二三十种，并在当地中学开设了过门笺的课
程，来更好地传承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羊年春节期间，全省各地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演、展示活动达到了３１８项，参与人数
预计超过３００万人，让群众在“年俗”中领略
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据了解，这也是我省
近年来举办的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次
非物质文化遗产春节年俗展示活动。

“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生活的典礼和仪
式，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春节是最
具有传统文化内涵的节日，也是最具有凝聚
力的节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红勇表示，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春节年俗活动，不仅
能够让人民群众欢欢喜喜过大年，有利于促
进非遗融入人民群众生活，更有利于挖掘和
利用齐鲁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基层人民群众
的精神文化生活。”

３１８项非遗年俗活动春节期间展开

“年俗”中领略传统文化

□新华社发
3月3日，在山东省烟台市初旺村渔港，渔民抬着祭品赶往码头参加渔灯节。祈盼新的一年风调雨顺、渔业丰收。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本报通讯员 孙继广

芯子秧歌闹新年，五音戏曲家家传，敲起锣鼓唱起
歌，广场舞里笑开颜。从春节到元宵节，章丘市文祖镇
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各村都组织演出了形
式多样的文艺演出活动，男女老少在欢声笑语中祈福新
年吉祥。文祖北村的李庆水说：“如今群众过年与过去
不一样了，我觉得越来越文明越来越热闹了。而且村民
的环保节能意识也在增强，放鞭炮的少了，更多的人参
与到扮玩等文艺演出中来。”

村里大扮玩 群众笑开颜

文祖自古就有过年扮玩祈福的习俗，如今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各村自然也少不了扮玩的队伍。从年初六
开始，群众就陆陆续续汇合起来，玩龙灯、舞狮子、踩
高跷、抬芯子，扭秧歌，各种传统的扮玩节目纷纷亮
相。文祖东村的蒿桂海白天扮玩，晚上就跑到村委会表
演小品剧，他兴奋地说：“平时大伙都是各忙各的，只
有过年才能聚在一起演出，既娱乐自己，也让乡亲们热
闹。”

三德范村的扮玩活动最有特色，你看，三德范芯子
表演者向群众走来，“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王小赶
脚”、“青蛇白蛇”，节目繁多，抬竿者随着鼓点颤动
着木竿，而竿上的小演员也舞姿优美飘飘欲仙，演绎着
动人的美感，表演者演得投入，观众们看得开心，高超
的表演技艺，寓教于乐的表演角色，给人以美的享受，
同时也抒发了文祖人开创美好明天的豪情壮志。“我们
的芯子表演不但在章丘有名，还获得过全国民间艺术最
高奖山花奖。”老艺人李景兴语气中充满了自豪。

梨园芳自民间出 章丘五音人气足

除了各村大扮玩，另外受到群众欢迎的就是传统艺
术五音戏表演。发源于文祖镇清野村的五音戏，生活气
息强烈，地方特色浓郁，已经越来越被有关方面重视。
清野五音剧团不但在文祖镇演出，还被邀请到白云湖、
官庄等镇上表演。

正月十三，记者来到章丘城区百脉泉广场，看到清
野五音剧团正在上演传统五音戏《王小赶脚》，那生动
有趣的对白，优美动听的唱腔，朴实细腻的表演，不时地
引发观众们的一阵阵笑声。绣惠镇61岁的郭来勇一边观
看一边鼓掌，他高兴地说：“我是个戏迷，喜欢看地方戏，
最喜欢具有章丘味儿的五音戏。《王小赶脚》这出戏，我
不知道看了几遍了，但每看一遍都觉得很享受。”

清野五音剧团团长马乃转介绍说：“五音戏是文祖
镇土生土长的地方戏剧，生活气息强烈，地方特色浓
郁，内容多为表现当地百姓的生活情感，独特的艺术风
格对我国地方戏曲的探索与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作
用。许多传统剧目中保留着的时代印记，对研究中国的
民俗文化很有参考价值。”该剧团现有演职人员26名，
主要集中在节日期间汇演，有《王小赶脚》、《彩楼
记》、《赵美蓉观灯》、《换亲》等30多出传统剧目。
每年春节期间，青野五音戏剧团总会在章丘市各镇街巡
回演出，不但提高了剧种的影响力，还受到了各镇街群
众的喜爱。剧团每到一处，四邻八乡的村民都会赶来观
看，座无虚席，人山人海，精彩的五音戏让戏迷们大饱
眼福。

传统文艺扮靓农村新生活

章丘文祖镇

民间演出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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