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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校校团团体体报报名名演演绎绎最最美美童童谣谣
童谣征集和展演持续进行中,欢迎小伙伴们继续报名

本报聊城11月2日讯 (记者
凌文秀 ) “我们希望以朗诵

和舞蹈结合的方式来展示聊
城童谣的魅力。”2日，聊城几
家培训学校为学生以团体的
形 式 报 名 参 加“ 聊 城 最 美 童
谣”展演活动。这场由聊城市
文广新局主办、本报承办的挖
掘传统童谣活动，又掀高潮。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
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

鸣虫。’不光《声律启蒙》，我们
学校的孩子还能背很多国学
经典。”聊城蒙正学堂的负责
人张丽老师为学校学生报名
参加“聊城最美童谣”展演活
动，“弘扬国学、挖掘童谣，同
样是传承传统文化，我们学校
的学生国学功底深厚，学生和
家长都对传统文化比较感兴
趣，所以以学校的方式报名参
加这场活动。平时学生也学习

一些韵律、节奏性强的国学作
品。希望能较好的演绎聊城童
谣。”

聊城小丫语言培训学校
的张岩老师也希望用全新的
形式来演绎老童谣，“我们准
备找一家舞蹈培训学校，联合
编排节目，结合舞蹈、朗诵，更
好的展示聊城童谣。”张老师
表示，因为童谣都是聊城本土
传唱，也没有过成型的节目作

品，从单一的童谣到综合性的
节目，编排都需要时间，“我们
尽快完成节目编排，希望能对
聊城童谣的传承和传唱尽一
份心力。”

聊城最美童谣征集和童
谣 展 演 持 续 进 行 中 ，欢 迎 报
名。

聊城最美童谣”发送方式 :
1、信件邮寄地址 :聊城市

东昌府区兴华西路 9 3号齐鲁

晚报·今日聊城编辑部。
2 、邮 箱 : g u y u n l c @

126 .com。
3、直接发送至齐鲁晚报·

今日聊城微信公众平台。
童谣展演活动报名方式 :
1 、邮 箱 : g u y u n l c @

1 2 6 . c o m ,表注明名字、年龄、
联系方式。

2、通过齐鲁晚报·今日聊
城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报名。

8833岁岁老老人人手手写写童童谣谣纪纪念念难难忘忘童童年年
童谣时代虽已去，但情怀却不能忘

本报聊城11月2日讯 (记
者 凌文秀 ) “我小时候听
过的童谣，有一些还记得，有
一些已经忘了，忘记的就跟老
家东阿的老乡打电话，跟他们
一起回忆出来的。”2日，83岁
的王昌荣老人亲自把手写的
大量童谣送到本报编辑部。更
跟记者分享了他们那代人对
童谣难以割舍的情怀。

“现在的孩子都不会唱
了，我们家更没人唱了，孙子
辈儿已经上大学了。”曾经在

外当兵多年，后来又回到聊
城工作的王昌荣老人老家东
阿，只有自己童年时候有童
谣陪伴，而自己的下一代因
为跟随他在部队驻地，对聊
城童谣的印象很模糊，“孙儿
辈儿更甭提了，都不会了。连
聊城话都说不地道。”

“有民谣也有童谣，有几
首是我自己还能记住的，也
有怎么想也没能想全的，我
就跟东阿老家的人打电话，
让他们再跟我说一遍。”为了

纪念这份难忘的童年回忆，
王昌荣老人拿起许久不用的
笔，一字一字记录下还能记
忆起的童谣，“年纪大了，写
字手颤，也不知道你能不能
都认识。”直到记者从头到尾
认清每一个字时，老人才放
心。

“童谣的黄金时代应该
是在民国到建国初期那段历
史时期，没有娱乐手段，农村
冬闲的时候，大人们就在家
里给孩子们念童谣。而童谣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量
创造出来，也广泛地传唱开
来。”王昌荣认为童谣跟农村
有着深厚的联系，更与农事
时令有密切关系。老人认为，
从童谣的衰败也能看出来，
不说手机、电脑、电视机，从
农村开始有收音机那天起，
童谣就开始渐渐没落了。而
后来，农民外出打工，没了农
闲、没了冬天一家人围坐在
火炉边，童谣也随之慢慢衰
落。

童童谣谣投投送送者者年年龄龄多多在在6600岁岁以以上上
老人们感慨：童谣重回鼎盛已不可能，希望出书留存

无独有偶，2日，不少市民
拿着手写童谣送到本报编辑
部，追忆一代人在童谣中度过
的童年。杨玉洪自己不能来，
就委托妻子亲自送到报社。童
谣的投送者年纪大都在60岁
以上，80多岁的也非常多。面

对童谣的日渐式微，老人们除
了感慨，更多的是希望本报能
将征集到的童谣整理成辑，出
版成书，留存后世。

“不得不承认，童谣的鼎
盛时期已经很难回来了。现
在30岁左右的年轻人大概是

最后一代还说着聊城本地方
言的，更年轻的都是普通话
了。”一位投送童谣的老人叹
息，最近几年出生的孩子从
一出生就说普通话，聊城童
谣对于他们而言实在是太遥
远了。

面对童谣的没落，老人
们选择接受，也对自己儿时
的童谣更加珍视，“我能写出
来的都写出来了，虽然以后
的孩子们不一定会学习了，
但能通过文字的形式保存下
来，也很好。”

一布袋糠，两布袋糠，赶多
急走到八里庄，不吃八里庄的
饭，不喝八里庄的酒，单要姥娘
婆的小巴狗。

(王昌荣)

正翻饼，倒翻饼，丫丫葫芦
托烧饼，你一块，我一块，咱俩
总着做买卖。

(王昌荣)

说一个无，吾话无，荞麦地
里耪三锄，一耪耪到枣树上，葚
子落得黑乎乎，挣起包来拾葚
子，茄子辣椒两兜搂，拿到家里
熬瓜菜，一熬熬了一锅菜豆腐，
张三吃了李四饱，撑得王五沿
街跑，东西胡同南北走，一碰碰
着人咬狗，拾起狗来就投砖，朴
土岗天一溜烟。

(王昌荣)

跳皮筋、皮筋跳，傻孩子唱
歌唱颠倒，先吹鼓，后打号，太
阳西边出来了。搬起土地扫笤
帚，十点钟起得早。背起学校上
书包，交白卷，不着急，得了二
分笑嘻嘻，笑嘻嘻，又留级，老
头还上一年级。

(杨玉洪)

憋拉憋拉牛(蜗牛)，先出角
后出头。

(杨玉洪)

童谣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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