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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视频同步独家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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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微山县有着丰厚的大运河文化、微山湖文化和渔家文化资源，部
城的骨牌灯一亮相，满满的元宵节味就出来啦。2月24日，元宵佳节。夜幕
降临，微山县夏镇街道部城东村文化大院内锣鼓声声，烟花璀璨。

骨牌灯是流传在微山湖区特有的民间舞蹈，是产生于大运河码头搬运劳
动闲暇时的一种自娱自乐的传统舞蹈艺术形式。

每当新春佳节，村民们舞着骨牌灯，以红绿色灯笼组成天、地、人、和等几
十种骨牌点子图案，用来表达和美生活的喜庆气氛。

骨牌灯是一个集体表演项目，在每次的展演中，后勤、化妆加上敲锣打鼓
的都要30多号人。骨牌灯的演出阵容，包括了骨牌的张数，按生、旦、净、末、
丑等戏曲角色化妆，配穿五彩缤纷的戏剧服装。每人手拿一张牌，按照推牌
九的形式，交替变换队形，拼成天牌、地牌、人牌等。因而，上演时阵势庞大、
变化多端、气势恢宏、热闹非凡，形成了骨牌灯表演的独家特色。

骨牌灯历经民间艺人的传承和创新，被赋予新的内涵及特色，集中再现
了朴实的民俗性、独特的技巧性和精美的艺术性。

元宵节佳节的骨牌灯表演，装点了一份正月里的红红火火，把人间万象
融入了一场热热闹闹的仪式。

微山湖端鼓腔又称端公腔，发源于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是沿湖汉族传统曲
艺艺术。自唐朝以来逐渐形成统一的曲牌调式、舞蹈表现形式和演唱内容，粗犷
豪放，独具水乡特色。

端鼓腔属于古老傩文化，是微山湖形成后，渔民驱疫降福、喜庆丰收、祈福禳
灾、消难纳吉的祭礼仪式，综合了民间音乐、舞蹈、剪纸、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的说
唱艺术，蕴含着微山湖特定的传统文化及渔民生活生产方式。

端鼓腔几乎每月都有表演，像农历正月灯会、二月土地会、四月泰山大会、十
二月封湖冬会、造船会、祭祖活动等等。陆地演出端鼓腔时，会场色彩鲜艳，并装
饰有剪纸图案。以前渔民多在湖上生活，湖面上并连两只大船作为舞台，观众坐
在各自的船上围而观之。如今，渔民已在岸上定居，演出是在岸边的戏棚里。棚
里放上一面席子代指船，表演和在船上一样，主要有六大曲目：小龙行雨、还魂记、
魏九替父、张郎休妻、刘文龙赶考、邀家神。每换一个曲目，都要举行换幡仪式，即
换唱旗。唱旗升起，演出正式开始。

伴奏时左手把鼓端在手中，右手用竹制的鼓签敲击羊皮鼓面，下端的铁环子会
发出悦耳的声音。2011年，端鼓腔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研究大运河的著作近年来浩如烟海，
但公认的精品并不多。由山东大学出版
社出版的《山东大运河新考》，无疑是众多
著作和研究中的闪亮明珠。

作者姜传岗，曾任中共济宁市委党校
副校长、教授，现为山东运河经济文化研究
中心智库专家。这本书是他近年来研究运
河史的力作，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水利、水
运方面的先进科技水平和杰出成就。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里程
最长、规模最大的运河，充分展现出中国
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民族悠
久的文明和历史。

想全面介绍大运河、写好大运河，有
两个难题需要解决。一是大运河的“大”，
这个大不仅是空间上的长度，更是需要用
脚丈量的长度，作者在写作中跋涉与调研
的时空也是巨大的。二是大运河的“新”，
既然是《山东大运河新考》，必然是常学常
新，观点新，有说服力。

在解决这两个难题方面，姜传岗有着
自己的实践。他多年来广泛调研，长期深
入运河沿线村庄实地考察，收集了大量关
于运河历史的新资料，撰写和发表了一系
列关于山东大运河的考证文章。

在这部著作中，姜传岗提出了许多独
到见解，在诸多方面，以新材料、新观念讲
述山东大运河历史，弄清楚了运河史上的
许多问题。以鲜明的观点、朴实的风格、有
力的论证，构建了属于他的运河“瞭望塔”。

书中各篇旁征博引，可窥见调研的广
度和深度。如该书上编《“南旺分水”如实
说》一文中，引用了“汶河分流南北，北会

黄河，南入江苏，‘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
南’”的美誉。还有一种与其相近的说法
是“北去三分朝天子，南下七分接皇粮”，
这种说法出现在清代的楹联中。

围绕这种说法，姜传岗用全面、详实
的论证，指出了历史上的谬误，把被神话
的、夸张的和误解的成分剥离开来，呈现
给读者一个真实的南旺分水全貌。许多
观点如“南旺分水向北可直通北京是不可
能的事”“真的以为南旺分水‘向北流到北
京，向南直达江南’，则大谬矣！”等，都十
分直接、大胆地指出了历史上的误读。所
引嘉庆《大清一统志》、雍正《山东通志》和
《明史·宋礼传》中关于大运河及汶水的描
述，则是有力的支撑。

对大运河近现代工程的研究方面，姜
传岗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大运河过
黄河的船闸方案略述》中，详略论述了“穿
黄工程”的要旨和难题，让人大开眼界。
对于不易理解的地方，姜传岗在注释部分
也给予了补充，如“1967年山东省实施梁
济运河通航改造工程，按六级航道标准施
工”“1976年进行了三次船舶自黄河过闸
入梁济运河的试验，但黄河泥沙淤积船
闸，加之处于黄河险工地段，上闸首在竣
工之后曾出现渗水，为保防洪安全，于
1980年6月进行封堵，1989年拆除”。

这些注释的补充，把工程的来龙去脉
讲得一清二楚。在此文后面，姜传岗还附
上《运河穿黄两岸地形图示》《京杭大运河
全程复航过黄河示意图》，让读者一目了
然地观察大运河。

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三维的，而文字是
一维的，所以仅靠文字，仍会让人留下众
多想象空间，这或许也是许多历史谬误
的来源。因为图像是二维乃至三维的，
所以姜传岗在本书中用大量的附图当佐
证，不仅提升了书的维度，也提升了他所
述观点的说服力。这种用补充案例、图
片提升材料维度的方法，可以说非常聪
明，也非常专业，可以最大程度地消除读
者误解，还原案例真实样貌。

在新的历史时期，大运河的保护、传
承和利用必将取得辉煌成就。这其中，
《山东大运河新考》这部著作，就像运河上
的瞭望塔一般。姜传岗就是这座瞭望塔
上的瞭望者，他看向远方，看向未来。

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申遗
成功。2024年，在大运河迎来申遗成功
10周年之际，姜传岗的这部作品，能带给
我们更多启发。这部著作，对推动运河有
关研究和实际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对于
大运河山东段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运河上的回首与远望者
本报记者 刘帝恩

我国每年的节庆不少，跟小村里
的人最密切的，是每年的3月12日植
树节。小村的人不举行什么文娱活
动，而是用植树来纪念这一天的到来。

小村不小，人口一两千，土地面
积也有一两千亩。不过这些土地不
是用来植树造林的，而是用来广种农
作物的。那么在植树节这一天，小村
人都要到什么地方去植树造林呢？

村前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大堤，也
就是护河堤。一条一二百米宽的河，
南北就都有了既高又宽的河堤。河
是一眼望不到边，那条巨龙般的河堤
也是一眼望不到边。

吃过早饭，迈上河堤，呀！男女
老少来来往往，有的挖坑，有的灌水，
有的在给坑里的小树苗培土。“白头
种松桂，早晚见成林。”我来到一对老
夫妻面前，他们朝我笑笑。印象中，
植树应该是年轻人的事，这一对上了
年纪的老人怎么也来植树了。

那位老大爷看出了我的疑惑，就
说：“本来今天在城里的儿子要过来植树的，我没让他来。”这
对老人年轻时就植树，一直到现在，早已经习以为常了。老
大爷又说：“让别人来植树，我还有点不放心。”

“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
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
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我想起《种树郭橐驼传》里那
个郭橐驼，不禁哑然失笑，因为年轻人并非像他想象的那样
糟。在我不远处，就有一对小伙子正紧锣密鼓地忙着。他们
把每一棵拇指粗的白杨树苗埋进坑里，都是有板有眼，像模
像样，小树苗进坑时都要瞄着眼，看看那棵刚栽下的树苗，跟
其他的是不是在一条线上。

据说，这对年轻人仅有初中文化程度，一到过年正月初
三、初四，就爬上南下的列车。如今春运已经结束，这对年轻
人怎么还不出去打工呢？

原来，他们家十几年前植的白杨树，都已经在春节之前
砍倒卖掉了，河堤上埋着一桩又一桩树根。他们的父母，虽
然还没有进入老年状态，可是由于操劳，身体大不如前了。
年轻人就推迟了打工的计划，把树根都控出来，小树苗都埋
进坑里再说。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别看一开始这些一两米高、大拇指
粗的小树苗弱不禁风，十几年过后就成了参天大树了。“人无
重见日，树有每年花。”这对年轻人说，正因为他们有了这笔
卖树的钱，才凑足首付款，在城里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我
倍感意外，也更为他们感到欣慰。

还有一户是老少三代来植树的，孙辈负责浇水，儿辈负
责培土，爷辈就围着小树苗，两脚不停地踩来踩去，就是要把
土踩实，风吹不倒，雨也淋不倒树苗。

这户人家植的树并不多，何以祖孙三代齐上阵？爷辈
说：“植树造林，绿化家园，是我们的家风，孩子从小就要树立
植树造林的意识。”儿辈说：“上有老下有小，我这个连接祖孙
三代的桥梁，责任重大。”那个孙子辈的男孩子估计上中学
了，一副腼腆地说：“虽然我们衣食无忧，可是植树造林，人人
有责啊。”孙子的话逗得爷辈和父辈笑了。我呢？也笑了。

河堤上的树植完了，人们又涌到了田边地头；植完了那
里的树，又来到院前院后。只要有能植树的地方，小村人绝
不放过。 ■李海波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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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荠菜扁，又不咳嗽又不喘”，这是流传在济宁嘉
祥一带的民间顺口溜。意思是说，农历二月二能吃上荠菜馅
的扁食，除了味道鲜美，还有防治咳嗽气喘的作用。

扁食，是家乡人对水饺的另一种称呼。从前的人们一般
吃不起肉馅饺子，二月二又是个传统文化节令，想吃一顿尚
好的饭，于是将水饺列为首选。此时田间的荠菜比其他野菜
早生出许多天，自然会成为人们的采摘之物。

我小的时候，就每年盼着二月二。大人最知道孩子们的
心思，总是想着法子关照孩子们的胃口——除了炒料豆，就
是包荠菜水饺。于是，挖荠菜的重任落在孩子们的肩上，孩
子们也乐意承担这快乐的任务，因为馋虫在肚子里频频地动
呢。

每年二月二前的一两天，我也和小伙伴一样，挎着个小
篮子，带着一把铲头，到野外去挖荠菜。时值早春，天气乍暖
还寒。或独行，或吆喝一两个伙伴，到处找有荠菜的地方。

荠菜的生命力很强，无论是沙地、淤地还是碱地，都有这
种野菜。这时候的荠菜鲜嫩，棵儿都不算大，剜到手里几十
棵才攥一把。如果头半晌到麦田里去剜，赶上露水还在，裤
腿脚和鞋子都蹚湿了，脚丫子冰凉。

可一想起剜到荠菜就能吃上水饺了，心里的热乎劲让全
身都暖暖的。河岸上、沟渠边的荠菜，多数长在枯草底下，得
一边拨开枯草一边挖。挖出来还要择净夹在中间的草棒或
碎叶儿，也是很麻烦的。

剜上多半晌，看一看篮子里的荠菜差不多了，就兴高采
烈地回家。把荠菜交给母亲，就算没事了。母亲把荠菜仔细
地拣一遍，放到水盆里洗净控水，再用开水略烫一下，每抓一
把掿一个菜团子，包上笼布挤出些菜汁，省得馅子水过多不
好包饺子。

菜汁挤完了，放到案板上，再切些大葱、鲜姜，拌在一起
用刀剁。拿出一小把粉条，用石臼捣碎掺进馅子里，撒上轧
碎的盐沫、茴香面，搅拌均匀。忙完这些，才算完成了一半。

母亲要和面、轧皮、包水饺，又得忙上好长时间。为了赶
快包完，在家里的人都得帮手，我也在其中。包的不像样，母
亲也不嫌。水饺煮好了，每人先一碗，不够的再盛一碗。

那些年全家五六口人，几乎都吃两碗以上，可见荠菜水
饺的好吃和稀罕。“二月二，荠菜扁”，也成了我忘不了的美好
记忆。

二月二，料豆荠菜扁
张庆余

二月会又听端鼓腔
特约记者 杨焕勇 种衍洋 鲁亚光 马晓璇

部城文化我传承，OK！
特邀记者 杨焕勇 种衍洋 鲁亚光 马晓璇

走进济宁市高新区
汉唐石刻馆，用视线触
摸上百件蕴含大千世界
的汉唐石刻，就仿佛来
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丰饶原乡。这里的石
刻图案造型各异、气象
万千，写满了古人的工
匠精神和审美情趣。

馆长孙峻，毕业于
曲阜师范大学，现为中
国美协会员、济宁市美
协副主席。20世纪 90
年代开始，孙峻致力于
金石文化的研究和收藏，
藏有两汉碑刻百余种、北
朝唐宋元明清墓志40余
品、战汉砖瓦当 100余
种，还藏有陶瓷器、金石
拓片等500余种，具有非
常重要的历史价值。

从开始接触汉文
化，到建成石刻馆，30多
年的收藏和研学经历，
让孙峻从汉画像石、唐
代碑刻中汲取了营养，
对于美术的探究也一步
步到达新阶段。

馆内最为引人注目
的，就是西汉和东汉的画
像石，这些都是汉代雕刻
在墓室、祠堂四壁的装饰
石刻壁画。内容包括神
话传说、典章制度、风土
人情等各类题材。在艺
术形式上，汉画像石上承

战国绘画古朴之风，下开魏晋风度艺术之先
河，奠定了中国画的基本法度和规范。

汉画像石同商周的青铜器、南北朝的石
窟艺术、唐诗、宋词一样，各领风骚数百年，成
为我国文化艺术中的杰出代表。

汉唐石刻馆的展陈，分为“汉画像石滥觞
——西汉画像石”“汉画像石的发展——东汉
早期画像石”“汉画像石的繁荣——东汉晚期
画像石”“书法艺术殿堂——墓志”4个单元，
各具情态和意蕴。

西汉画像石展区，有穿璧、执弩人物、孔
子见老子、双阙人物、凤鸟、双鱼日轮，还有狩
猎人物、楼阁常青树等，妙趣横生。东汉画像
石展区，则有车马出行、厅堂人物，还有贞夫
射孺子、二桃杀三士等历史故事。

墓志，不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还是重要的古代文化遗产，得以从中把握人类
社会发展的脉搏，了解古代历史的风貌。尤其
是在具有悠久文字历史的中国，刻写在石质等
材料上的墓志铭，保存了相当丰富的历史信
息，是补充与考证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实物。

一部好的墓志，既是一篇优美的文章，又
是一幅书法佳作。由于墓志蕴含着丰富的历
史文化内涵和卓越的书法艺术价值，又被誉

为“书法艺术殿堂”。
“你看这个西汉时期画的虎，似虎非虎，既

简约又夸张。”孙峻说，西汉可以说是中国古代
最有想象力的朝代。而到了东汉，虎或其他人
物、动物的表达就更加生动和具象化了。在孙
峻看来，这种变化，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也体
现了古人对于艺术的理解达到了更高层次。

西汉和东汉时期的画像石，具有鲜明的
差异。“西汉使用的技法是阴线刻，非常简约；
东汉用的浅浮雕，比较复杂。”孙峻对比了西
汉与东汉时期画像石上的马，并且讲解两朝
的不同：“西汉的马，头大、身体大，腿却很短，
看起来很滑稽，也很有趣；东汉的马，看起来
就和现代画中马的比例很接近了。”

此外，馆中还有很多有趣的内容，如东汉
门扉画像石。汉画像石上的铺首衔环基本都
是兽面形，面目狰狞威猛，头部形状为通常所
说的山字形或三叉戟形。将铺首安排在墓门
或墓室内，借此守御阴宅，辟除游魂野鬼入
侵，确保墓主地下安宁。

孔子适周问礼汉画像原石，早年出土于嘉
祥旷山，雕刻技法为凹面线刻。老子躬身执曲
杖居右，孔子双手抱雁居左，二人之间有相橐，
披发单手推风车抬首对望孔子，其上榜题“大
巷党”。孔子身后为众弟子，皆怀抱简册，但神
态各异，或躬身，或回首。晏婴及子路上方分
别榜题“齐相晏子”和“子路”。该石雕刻工艺
精湛，构图严谨，故事内容鲜明，为汉画像石中
的极品；尤其是“齐相晏子”位于孔子弟子行
列，为汉画像石中仅见，除弥补文献记载不足
外，对于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学说提供了极为
重要的实物资料，因此被誉为“镇馆之宝”。

比翼鸟、连理枝、狩猎图、百戏图，众多古
代经典文学元素，都能在汉画像石上找到。
代表太阳的三足鸟，体现古人飞天梦的羽人，
让人惊叹于古人工匠的技艺和审美。

兽的尾巴横着画，持杖老者的胡子也是
横着画。在孙峻看来，这是工匠在雕刻时有
意去“破竖线”，目的是为了达到一种美学上
的平衡。即便是无意识的，那也是一种独特
的艺术自觉，值得后世艺术家学习和借鉴。

“人生在世几十年，只是中华几千年历史中
很小的一段。我只是这几十年中帮助保管这些
石刻的人，最终都是要捐给国家的。”孙峻表示，
他的收藏之路还会继续。因为收藏汉唐石刻的
爱好，源于他对济宁文化的热爱。汉唐石刻，必
须留在济宁才有价值。在汉唐石刻这片丰饶的
原乡沃土，孙峻找到了一生的追求和挚爱的艺
术。在默默地耕耘中，他收获了艺术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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