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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戏曲曲文文化化博博物物馆馆
完完成成布布展展
这是全省首家戏台与展览相结合的展馆

古古运运河河周周家家店店闸闸
拟拟建建文文化化公公园园
恢复运河河道一千多米，再现运河风情

近日，中华水上古城楼南大街上的戏曲文化博物馆布展完成，
市民跑去先睹为快。这是全省首家大戏台与戏曲文化展览相结合的
展馆。古城原居民、爱好拉二胡的古稀老人陈保荣说，古城曾经有很
多戏楼，但像这样精致的却不多。

大戏台与展览结合，系全省首家
楼南大街戏楼巍然耸立于海源阁前

面。戏楼下部有2米多高、东西约10米、南
北约7米的戏台，台上前半部分三面敞开，
后半部分三面有墙。戏台后面有宽约1米
的甬道，中有向西下行的楼梯通向戏房；
有向东下行的楼梯通到戏楼东侧的广场
地面。

戏台前部立有四根高约5米、直径0 . 3

米的黑色园柱，上面写有楹联。戏楼上面
飞檐翘角，墙外有砖雕图案，颇有艺术氛
围。戏楼前面下部有水渠，水渠外围石质
栏杆。戏楼后有一处小院，再后是一座规
模较戏楼大成倍的茶楼，茶楼与戏楼属于
一个整体。戏曲文化展览馆就在茶楼里。

戏楼东侧的水渠中，立有四面各自独
立的碑墙，分别刻着元曲四大家关汉卿、
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的画像和生平简介。
这四位杂剧作家代表了元代不同时期、不

同流派杂剧创作的成就，其中关汉卿位居
四大家之首，是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的代表
人物，对后世戏剧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楼北大街戏楼在路西往里走的胡同
内，一片小广场的西面，面东而立。这座高
约9米的戏楼与古楼南街那座戏楼大小基
本一致，样式稍有不同。戏楼顶部灰脊简
瓦，左右各有一尊与脊部相连接的吻兽。2

米高的台子下面有戏房。戏楼与相邻的二
层楼房相映生辉，形成一处古韵十足的景
观。

展品包括民国至今与戏曲相关乐器、
戏曲名人字画、戏曲场景紫砂壶、戏曲邮
票和具有参考价值的珍贵剧本等。场馆内
采用戏曲剧情场景制作，光、电、声控陈
列，通过专场表演等方式展示戏曲传统文
化。记者了解到，将大戏台与戏曲文化展
览馆相结合，这在全省还是首家。

古城老居民陈保荣回忆，古城西关中
段路北曾有吕祖堂，正殿内供吕祖泥塑金
像。吕祖庙对面路南有戏楼，抱柱上有状
元邓钟岳书丹的木刻楹联：“歌管楼台仙
阙下，夕阳城廓画图中。”民国年间，吕祖
庙戏楼经常唱戏，往往是人山人海。

据他回忆，万寿观广场上也有戏台，
两米多高。据说也曾有戏楼，后来塌了。戏
台不光演戏，有时也有说书的。聊城评书
艺人钱大喜曾在这里说过书，他口齿伶
俐，讲解透彻，特别吸引人。一到农闲季
节，戏台前每天都满满的人，许多人一待
就是整天。

古城老居民、今年77岁的赵德福回
忆，楼南火神庙院里以前也有戏楼，那里
经常演戏，还放映过电影，这个戏台到了
解放初期才拆除。他说，那时庙宇、寺院都
有或大或小、或繁或简的戏楼，如关帝庙、
玄帝庙、城隍庙、华佗庙、三元宫、泰山行
宫等庙宇，以及分布于农村的白马寺、青
龙寺、洪福寺、王官寺等寺院，都有戏楼或
者戏台。

《聊城市志》记载，聊城运河沿岸较大
的会馆中也都有戏楼，如武林会馆、江西
会馆、苏州会馆、山陕会馆等，山陕会馆戏
楼是目前唯一保存下来的古代戏楼。

文/片 本报记者 杨淑君 凌文秀

戏曲文化博物馆内景。

会馆寺院都曾有戏楼，常常人山人海

记者从文化部门获悉，周家店闸拟建遗址公园，规划涉及整个
周家店村庄，遗址将恢复周家店闸的运河景观，恢复运河河道一千
多米，同时计划建设仿古风格建筑，再现运河风情。

文/片 本报记者 凌文秀

周家店闸越河桥。

复原运河老河道一千多米
周家店船闸建于元大德四年，现在我

们看到的是民国25年改建的，可以说运用
了当年最高的水利科技。然而上世纪60年
代以来她一直寂寂寥寥的呆在这里，河道
里被周边农家种上了作物，有些地方已经
被填埋建上了房屋，甚至有些地方堆满垃
圾。周围的村民们各自忙碌着生计在闸上
行色匆匆，显然那条河也在他们心中渐行
渐远。问起时，也有一些老人会回忆起上
世纪六十年代初，他们孩提时代还经常在
这里游泳，言语间充满美好的回忆。

“周家店闸去年完成了清淤。”江北水
城旅游度假区文化旅游局工作人员介绍，
当时，把整个船闸从地下挖出来，重新展
露出原来船闸的原貌。“曾找了文物专家
和规划组进行了现场调研，经过座谈和研
讨，正在进行规划编制。计划建设周家店

船闸遗址文化公园，涵盖的内容由文物部
门和规划部门进行沟通，后面还有一些报
批细节。规划编制完成并通过审批后，我
们下一步会启动招标建设工作。”

东昌府区凤凰街道办负责人张超贤
则对规划详情进行了部分说明，他称整个
规划不光涉及到周家店船闸，还涉及到整
个周家店村。对船闸的清淤工作完成后，
下一步将是恢复船闸两旁运河老河道。

目前，周家店闸通航需要与船闸南北
最近的两条河道相连，周家店船闸南侧有
三干渠，北侧不远也有一条河。“连接两条
河道大概有一公里多的长度，这段复原的
运河老河道全程都需要重新开挖。”原运
河河道复航后，周家店闸附近的居民就又
能听到流水声，更能详细了解当年运河帆
船如织的盛景。

除了周家店闸恢复运河旧景，河道两
旁还计划建设仿古一条街，与运河特色风
情结合，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无论是
成为“江北小江南”还是“运河旧景再现”，
都将比现在散乱错杂的民居更符合运河
风情。

“仿古一条街会按照咱们鲁西北以往
的建筑风格进行设计建设，更好的体现咱
们聊城本地的建筑风格和历史。”张超贤
透露，“现在已经有了定位和要求，已经委
托山东大学进行规划编制。”

计划中，不光有船闸的保护和运河老
河道的开挖，还有更多涉及到当地人居环
境和生活的改变。周家店村虽然距离城区

不远，但除了一部分年轻人上学、上班、打
工，离开了农村，还有很多人依然从事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

而村民们的生活习惯，也会在计划中
予以保留。居民可以维持原生态的农耕种
植，也可以进行生态养殖，整个规划的编
制原则是尽量对居民带来更多便利的影
响，更多改善生态的影响。

据了解，能不能凭借周家店闸吸引各
方游客，给当地带来不菲的旅游收入，他
们不敢抱有太大的期待，但是能改善现在
的人居环境，同时也能保护好周家店闸这
一古老的水工设施和重要文物，也算是一
举两得了。

计划建设江北风情一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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