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绣江亭2016年3月4日 星期五 编辑：修伟华 美编：马晓迪 组版：洛菁今 日 章 丘 <<<< E07

章章丘丘民民间间““扮扮玩玩””撷撷拾拾

学雷锋

赞家乡的

绣源河

张戬红(外一首)

绣江绵延荡清波，
鱼蛙戏水逍遥乐。
两岸杨柳青如瑟，
绿荫深处景园多。
稻花飘香十里醉，
清风一阵半卷荷。
远望云端归雨燕，
近闻河畔送欢歌。

巩玉国

我与雷锋同岁生，
当兵赶上学雷锋；
拿来针线缝衣袜，
找到报刊糊信封；
主动戒烟学榜样，
抢学理发赶标兵；
好人好事似春笋，
学做雷锋成众风。

沁园春

三八节感怀

巩玉国

庆祝佳节，
歌舞翩翩，
华夏同欢。
忆女娲造物，木兰征战；
桂英挂帅，孟母三迁。
皇帝则天，治国善断，
清照诗词万古传。
何须语，
看巾帼英烈，光耀人间。

推翻三座大山。
誓擎起神州半个天。
赞一曼抗日，浑身是胆；
江姐囚狱，意志尤坚。
八女投江，气冲霄汉，
宁死不屈刘胡兰。
看今日，
为中国圆梦，
再谱新篇。

好想和春天

再谈场恋爱

张少发

好想和春天再谈场恋爱
因为久违了初恋的感觉
迎春花开了
在悬崖上
在峭壁中
乍暖还寒的微风
吹过绣源河
抚摸了我的脸庞
枯竭了一冬的小溪
又开始流淌
吐着嫩芽的烟柳
开始了新的摇曳
沉睡的山峦
伸展着懒腰腰
开始苏醒
广袤的大地
一副睡眼惺惺的模样

雾霾被写进历史
太阳出来了
带着一些羞赧
活脱脱一位心仪的姑娘

春天
好想再和你谈场恋爱
不为别的
久违了你的鼻息
包括你的模样

“扮玩”队伍过去多以自然
村组成。表演队伍的规模、演技
的高低，是对村里经济实力和
庄风村貌的有力彰显。因此，各
村都不遗余力竞相办好。

除在本村玩耍外，亦串乡
表演，以显村威。串乡前，先有

“解马”报信，所谓“解马”，即是
有一扮成丑角类的人，反穿皮
袄，或骑马，或骑驴，马或驴上
披挂串铃，有的亦将串铃挂在
人身上，拿着本队的标志旗，敲

着破锣，策马穿村而过，所走路
线即是“扮玩”队伍的路线。“扮
玩”队伍每到一村，该村要敲锣
打鼓迎接进村，送其出庄。从鼓
队碰头开始，即形成竞鼓场面，
各自尽力发挥本村的优势，都
想以热烈的声势压倒对方，以
显示本村的鼓威。此时，鼓声震
天甚是好听，所敲鼓点大体相同，
有“九龙翻身”、“狮子滚绣球”、

“宜昌”、“胡萝卜钻天”等。队伍进
村后，村民见有龙灯至前，亦烧元

宝、放鞭炮，此刻龙灯必舞。条件
好的村庄，还要备茶水、赏钱，以
款待“扮玩”的队伍。

解放后，村民“扮玩”兴致
更高，用传统的形式表达对新
生活的热爱。在“扮玩”内容上
增添了“秧歌队”、“腰鼓队”等。
除村民自发活动外，各级政府
部 门 也 组 织 队 伍 进 城“ 扮
玩”，举办不同形式和规模
的调演、比赛。组队的形
式打破村的界线，而以

镇 (街道 )为单位，队伍中又增
添了“彩车”、“军乐队”等新内
容。不仅如此，该项活动还成为
重大庆典活动和节假日中不可
缺少的内容。

过去民间有“偷芯杆”的风
俗。芯杆即抬芯子所用之木杆，基
本上是用鲜杨木或鲜榆木，自己
村里没有时，发现邻村有，可去偷
来做成芯杆。但玩“芯子”时，串乡
表演去的第一个村必是被偷芯杆
的村，这样，丢树的村便知树被弄
去做抬杆了，不但不责怪，反而认
为是吉祥之兆。

后来，木芯杆逐渐被铁芯杆取
代。章丘素有打铁的传统，村民凭借
打铁的优势，创造了铁制“扛芯子”。

铁匠根据人的体型，打出适合肩扛
的铁架，缚在一青壮男子身上(外罩
彩衣)，将幼童男子演员固定在铁支
架上，扮演出各种人物。表演时，扛
芯人随锣鼓伴奏相互串花，演员在
上面做出各种动作，配有旗、幡、伞、
扇等，望去别有声趣。据辛寨乡漯河
村80岁老人侯瑞登讲：“‘扛芯子’是
受“搓傀儡戏”的启发，逐渐试制发
展起来的，距今有300余年的历史
了。”发展到了铁制“芯子”，表演者
的安全性增强了，表演难度也增加

了。“玩芯子”这项活动，
无论“平抬”、“抬芯子”、

“扛芯子”，抬者和扛者多
是表演者的长辈或亲属，且
两边都有护卫者，亦多是亲属
或亲近者。

解放后，“玩芯子”形式推陈出
新，特别是文祖三德范村创造出“双
转芯”、“夜戏双芯”(带有花灯形
式)、“跟头芯”等，在内容上亦有创
新，出现了《李清照》、《章丘大葱》、

《龙山黑陶》等等，颇具时代气息。

“扮玩”表演的形式大致可分为
杂技、舞蹈、武术三类。杂技类有“芯
子”“老姜背老婆”“玩老虎”“玩狮
豹”等；舞蹈类有“龙灯”“车子灯”

“跑黑驴”“跑旱船”“高跷”“抬花轿”
“打花棍”等；武术类有“舞刀剑”“耍
长矛”“玩棍”等。大扁鼓、打击乐更
是不可缺少；旗、幡、伞、扇亦是必有
之物。

俗话说：“南京到北京，旱
船、跑驴、荷花灯。”早在 1 8 3 8
年，文祖三德范村跑“旱船”就颇
为盛行。1875年，刁镇柴家村制
作轻便“旱船”，更以耍得好在远
近闻名。“芯子”是一种古老的杂

耍。古代玩“芯子”多为驱逐邪魔
或祈雨，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文
化娱乐的形式，尤以三德范村的

“双转芯”颇有名气，“转芯子”可
以说是芯子艺术发展的一个高
峰。“扮玩”队伍的编排，一般是
大扁鼓在前，龙灯、旱船、高跷、
芯子、花棍、跑黑驴、玩狮豹等依
次排列，形式不一，各村根据各
自的情况而定。每组表演队伍前
以扁鼓或小堂鼓、吹打乐伴奏，
玩棍、舞剑、玩鞭及高跷中扮猴
者，持各自器物，在整个“扮玩”
队伍中来回护卫和开道。旗、幡、
扇、伞等穿插其中，整个队伍声

势浩大。表演多为群舞，维纱维
肖、婀娜多姿，滑稽幽默、妙趣横
生，表演朴实，逗人喜爱。

旧时民间扮玩是全庄总动
员，男女老少一齐出动，可谓一
个表演全家忙，从六七岁的孩子
到八九十岁的老人都有自己的
节目。如在三德范村有一首民谣
形象地描绘了旧时盛大的扮玩
景象：东道云彩西道龙，金家胡
同蛾子灯，陈家胡同是八卦，齐
家胡同是花瓶，西崖八仙来过
海，新庄唐僧去取经，张家胡同
大鲳鱼，东沟蛤蝼哆嗦穷，唯有
单家没有灯，大刀一舞满地红。

章丘民间“扮玩”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声势浩大，颇具乡土气息，特别是春节、元宵节时的扮玩活动更是空前
活跃。不同区域表演形式迥异，如辛寨漯河以“扛芯子”为主；文祖三德范、长水则以“抬芯子”、“转芯子”见长；；刁镇
柴家的“旱船”、宁家埠刘家的“龙灯”、绣惠西北隅的“舞狮豹”、高官寨魏化林的“高跷”等等，各具特点。

民间扮玩有着别具一格的程序：如古村朱家峪村的扮玩队伍，前列一般是“扮演县令”节目，模仿旧时县衙大
牌设置“迴避”“肃静”牌，县令身穿大红袍，头戴乌纱帽，腰缠玉带，坐着大花轿。“兵卒”卫士们手持木棍分列两侧，
可谓威风凛凛。两旁锣鼓迎送，精彩节目随之依次表演。

翟伯成

先有“解马”报信，再有锣鼓迎接

从“偷芯杆”到“双转芯”“跟头芯”

全村总动员，一个表演全家忙

旱船表演精彩纷呈。

三德范芯子表演

旧时民间高跷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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