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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里有年味。”25日，在台儿庄古城，游客们说这是他们到古城过大年的理由。
在人们感慨年味越来越淡时，台儿庄古城通过传统曲艺入驻、老游戏复兴等补足年

味，带火了古城旅游。

传统曲艺入驻，老游戏亮相

补足年味，台儿庄古城火了
文/片 本报记者 乔显佳

格记者手记

受年味吸引，一个来自
香港的40余人旅游团除夕
夜下榻古城过大年；年初一
晚，来自韩国的一旅游团游
完曲阜直奔台儿庄古城入
住……春节前4天，台儿庄
古城日均接待六七千人。采
访期间，即使到了深夜，景
区停车场仍一位难求。

这其中的诀窍是什么
呢？

台儿庄区委书记、古城
管委会主任王广金告诉记
者，随着城市化加速，“洋
节”不断冲击，“年味不足”
成了不少人的遗憾。王广金
认为，年味不足其实是对自
身文化挖掘不足所致。

今年春节期间，枣庄年
节文化在古城重建带动下
得以充分挖掘。台儿庄古城
重建，给各种非物质文化遗
产、民间艺术提供了一个展
示平台，像“竹马会”，参与
表演的农民不要一分钱，顶
多只需观众一点精神回馈。

而在枣庄市旅游和服
务业发展委员会主任刘中波
看来，近几年台儿庄古城在
贺年会期间打造“最有年味
的古城”，方向始终如一，是
赢得春节市场的主要原因。
他说，由“年味”形成的口碑
效应，正像滚雪球一样越滚
越大。 本报记者 乔显佳

古城之火

火在定位准

“老艺人”变身古城职工

25日（正月初三），台儿庄古
城人头攒动，火爆景象堪比“五
一”黄金周。在古城台庄驿门前，
47岁的鲁南琴书传人李修春正与
妹妹李凤珍一起说唱《龙三姐拜
寿》：“言的是，名利二字莫强求，
自古来争名夺利几时休……”

循着琴声，游人纷纷向这
里汇聚。

李修春说，以前，他作为鲁
南琴书传人，却没有地方说唱。
只有到过年时，才和别人一起
进行一些文艺演出活动，但很
少演唱琴书，因为懂的人少。

因为会唱的就几个人，在

鲁南流传已久的琴书几近失
传，李修春一度干起建筑队的
队长。台儿庄古城重建后，李修
春兄妹俩被邀请到古城唱琴
书，每月拿1800元的工资。

这个春节，是兄妹俩这些年
来最忙活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游
客一批批围站在他们面前听琴
书，兄妹俩也唱得十分起劲。

据介绍，春节前，台儿庄古
城将近二十位传统技艺在身的
高手吸收进景区，成为有稳定
收入的职工，为游客唱大鼓、表
演皮影戏……他们带来的传统
曲艺令古城年味分外浓厚。

下午4点半，古城复兴楼广
场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各种
老游戏轮番亮相，游客像潮水
一样，从各个街口向广场汇聚。

30多年前，据传始于西汉
时期汉匈“和亲”的“竹马会”失
传。古城重建后，枣庄马兰屯镇
顿庄村书记孙井全，耐心走访
老艺人后，在村里自筹资金十
几万，于春节前重新恢复了“竹
马会”这一群体性老游戏。

表演时，4匹“男马”、4匹
“女马”不断变换队形，以跑为
主，很能活跃年节氛围。

滚铁环、舞龙舞狮、高跷队

巡游等长期在鲁南民间流传的
“老玩意”，今年春节期间也集
体在古城亮相。火爆的氛围甚
至吸引来下江南的“乾隆皇帝”
前来观看。

“十几年没有玩了，找回童
年的感觉很开心。”正在复兴广
场滚铁环的江苏昆山游客骆金
明对记者说，台儿庄古城年味
足，让他不虚此行。在美国纽约
城市大学电子工程专业读书的
枣庄人孙中文，和同伴一边看街
景，一边有滋有味地嚼着枣庄煎
饼。他说，自己两年没有回家了，
这次回家感觉年味浓郁了很多。

老游戏复兴逗乐游城人

年味足了，商家赚了

“循着年味来古城”的大批
游客让古城内各商家赚得盆满
钵满。指着酒巷深处酒店一个
摆设5张餐桌的房间，来自北京
的经营者崔旋说：“这个屋子中
午一共接了13拨客人，每桌几
乎要翻3次台。”

古城内的新子客栈也十分
热闹。从除夕到正月初三，客房
全部订满。同时经营客栈生意
的崔旋感慨地说，一间标价360

元的客房，同样的标准在其他
地方，也就160元，“这多出的
200元卖的是环境。”

这个春节，崔旋7岁的女儿
在古城度过了最快乐的一个寒
假。每天上街加入观看跑旱船、
扭秧歌、三星拜寿、乾隆巡游古
城的人流。活动中，“福禄寿喜
财”众星将包有一元硬币的红
包发给她，收到这份形式新颖
的“压岁钱”，女孩乐开了怀。 古城中有不少“古人”，游客们高兴地和他们合影玩“穿越”。

古城内的杂技表演。

台儿庄古城里人头攒动，图为琴书表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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