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本报记者 李云云
片 刘志海

在商河一直有“跑十五”的传统。临近
正月十五，在商河的大街小巷，时不时会听
到铮铮鼓声。商河人正在用最质朴的形式，
来传递那分热情和喜悦。

熟悉商河鼓子秧歌的人都知道，贾庄
镇栾洼村跑秧歌跑得好，去过栾洼村看鼓
子秧歌的人，回来都说：“那个村里，全村老
少都爱跑秧歌。”今年的正月十五，记者来
到了贾庄镇栾洼村，顿时被他们跑秧歌的
场面所震撼。高高举起的花伞和铿锵有力
的鼓点都向外人传递着一种刚性和力度。
懂行的人提到“栾洼是举伞派，他们的特点
就是铿锵有力，所以跑起来格外用力。”

栾洼村有两条长长的东西街，全长在
2000米左右，每年的正月十五，秧歌队里的
人都要跑一个来回。一场下来，花费的力气
足足超过了十公里越野。鼓声响起的瞬间，
全村老少早已站在路旁等候。在商河一直
有“迎秧歌”的传统。家家户户拿出好烟好
酒，放着鞭炮来迎接他们的老少爷们儿，让
他们在自家门口好好跑一场。

栾洼村的队伍有100多人，年龄最大的
70多岁，最小的也就五六岁，年龄跨度很
大。爷爷和孙子、父母和孩子均在队伍中情
况不算少数。用村里人的话来说“跑十五，
就得全村老少齐上阵”。如果问起村里的秧
歌师出何处，很难有人说得清。他们说得最
多的就是“老祖宗传下来”。几乎村里跑秧
歌的人都是从孩提时期慢慢跟在大人后边
练，练得久了也就会了，下次拿起伞敲起鼓
就会了。一批批人老了，一批批人又成长起
来了，人走了又来，栾洼村的队伍还在。

外村的人都好奇，栾洼村的小孩咋就
这么喜欢鼓子秧歌。栾洼的媳妇一语道破
天机，“他爷爷爱，他爸爸爱，他们能不爱
吗？”栾洼村的小孩是真喜欢鼓子秧歌，明
天就要回东营上学的王康月，非得要“跑完
十五”再回家。爸爸死活都劝不住，小姑娘
斩钉截铁地说：“跑完再走，明天早起一会
儿就是了。”

队伍太长，栾洼村的头伞换了一把又
一把，手中的鼓也几经易人，可是只要鼓点
一响，栾洼村的秧歌跑起来还是那个样。孟
现锋曾经跑过头伞，现在教孩子们跑伞，他
说：“我们栾洼村的鼓子秧歌不能丢，每年
的正月十五，老少爷们儿都要跑起来。”

跑跑十十五五

鼓子秧歌，后继有人。

过十五了，丑角逗乐。 全村老少，都会两下。

鞭炮一响，撒欢猛嗨！

沧桑老鼓，见证岁月。 开跳之前，来张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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