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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年寻访搜集，4000余“老物件”精选百余展出

古城博物馆承载鲁西乡村记忆

记者从读者刘东熙手上看到一张
从报纸上剪下来的老照片，热衷文史研
究多年的高文广老师告诉记者，这是曾
经的古城龙王庙街的南北胡同街景。

高文广告诉记者，从古城楼北大街
原“相府”大院往西，有一条狭窄弯曲的
小胡同，顺胡同西行200米，原有一座龙
王庙。庙前有条胡同南通道署东街，庙
后有条小道，弯曲北行直通北城墙街。
东西胡同和南北胡同都是“龙王庙街”
的一部分。

龙王庙位于东西胡同西首，坐北朝
南，始建年代不详。历史上，龙王庙香火
甚盛，逢旱年都在此祈雨、唱戏，据说相
当灵验。后来，庙宇经历多次维修，到清
末民初，开始颓废。在1929年前后的“拉
庙运动”中，庙宇被毁，龙王塑像被推
倒。后来仅余一间旧屋，供奉龙王牌位。
1947年，旧屋拆除。从此，龙王庙踪迹全
无。

关于这座龙王庙的来历，有一个传
说。傅以渐少年时代读书特别刻苦，凡
有不解之处，就四处访师问友。有一年
夏天，傅以渐因与学友探讨学问，在城
东某庄小住了两日。夜间忽降暴雨，大
小河沟均被灌满。傅以渐回家时绕道运
河岸上。而运河中的水，也几近爬上岸
来，原先常在渡口处摆渡的小船俱不见
踪影。傅以渐心急如焚：“这可怎么回家
呢？”

雨越来越紧，傅以渐跑到一个破庙
里避雨。他盼望快点回家，嘴里不由祷
告道：“河中的神灵，帮帮忙吧，傅某发
达以后一定为你建庙宇，塑金身。”

话音刚落，河中心陡然出现一只小
船，有个老汉摇着双浆急速驶来。傅以
渐赶紧跑向前去，喊着:“老大爷，将我
送过河吧。”老汉点点头说：“阴雨天，我
从来不摇船，今日看到河对岸有一团瑞
气，以为有贵人现身，所以启船过去，助
贵人一臂之力。”傅以渐说：“老人家急
人所急，傅某日后定当报答。”

若干年后，傅以渐中状元，做高官，
长期居京城。有一次，他到龙王庙上香，
看到龙王塑像，觉得十分眼熟。他猛然
想起当年那个摇船的老汉，那模样与这
个龙王好相像啊。到这时，他才明白，当
年那个帮他渡河的就是龙王啊！

傅以渐给家乡的朋友们写信，谈起
为龙王建庙之事，得到众人响应。他们
集资捐款，修建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庙
宇，塑立起龙王的泥塑神像，并用傅以
渐信中的“龙王庙”三字制作了匾额，悬
挂于山门之上。

龙王庙街南北胡同路西是原聊城
地区粮食局大院外墙，路东仅有少数几
户人家。东西胡同的路南，仅东、西两端
有几户人家。路北住户较多，其中段李
家，已故老主人李忠庆于民国年间开设
粪场，该街西北方向的大片空地被用来
晒粪，附近贫苦人家多数在他家当佣
工。

龙王庙街部分人家以小买卖营生，
如路北中段的张全德于解放前挑担子
卖甜沫。东首路南的陈家以饮食业为
生，在解放前卖包子，解放后五六十年
代先后摆摊设点卖豆汁、油条、八批、面
条、白菜汤等。陈家还是一个光荣的革
命家庭。陈永宽的二哥陈永广曾在八路
军晋冀鲁豫第二军区所属地下支队当
伙夫。陈永广的儿子陈德祥于1947参
军，参加过淮海战役并在前线入党。

(本报记者 杨淑君)

一个传说一座庙一条街

夕阳余晖映
照，中华水上古城
清远门下，“聊城
市乡村记忆博物
馆”的牌匾反射出
暖暖的金色。今年
年初，这座承载鲁
西人乡村记忆的
博物馆已面向市
民和游客免费开
放。

据悉，聊城民俗博物馆
2003年建馆，但老物件的征集
工作在2002年就开始了，至今
共收集老物件4000多件。现在

乡村记忆博物馆展出的一百
多件展品，就是从中选出的能
够反映鲁西农耕文化的老物
件。

从2002年至今，聊城光岳
楼管理处主任、乡村记忆博物
馆馆长魏聊和他的同事们几
乎跑遍了聊城各县市区的农
村大集和古玩市场。

“有的村民得知收集老物
件是为了建博物馆，让民俗文
化传承下去，非常乐意拿出家
里的老物件。还有不少聊城文
化人士捐献出以前收藏的物
品。”魏聊说。

根据博物馆的布展规划，
后期还要布展乡音技艺厅。经
过对聊城乡音保护工作的考
察，魏聊认为，作为乡村记忆
的聊城乡音不仅要发音地道，
也要在内容方面融入当地文
化特色。比如说，让阳谷方言
发音人讲述武松打虎的故事，
让临清方言发音人讲述临清
胡同文化、临清八大碗，让高
唐发音人讲述高唐老豆腐的

制作过程。这样，乡音通过当
地特色展示出来，将具备更大
的价值。

乡音记忆厅聊城话乡音
发言人的征集工作正在开展，
面向全市征集聊城话发音人，
如果您能讲一口地道的家乡
话，并且对家乡某种特色文
化、风俗熟悉，可以通过本报
争当发音人，您的声音或许会
因此永久留在乡村记忆博物
馆之中，成为乡音记忆传承。

另外，由于各种原因，很
多承载乡村记忆的老物件依
然散落在乡村，你眼中即将淘
汰的老物件，或许就是乡村记
忆博物馆中所需要的。乡村记
忆博物馆继续面向社会征集
能够反映农耕时代劳动生产
生活的老物件，可以是服饰、
生活用品、农用工具以及各类
艺术品。

嘉庆年间木匾 展现乡村记忆核心价值
在这座位于中华水上古

城西城门清远门内的博物馆
里，正对门的一面墙上，“乡村
记忆”四个字做旧的样子，仿
佛一下子将人拉回鲁西民俗
的记忆。其实，这座新开馆的
博物馆，其前身聊城市民俗博
物馆，坐落于光岳楼内，早在
2003年就已经开馆。

2015年，按照建设“微博
之都”的古城规划，聊城市古
城保护与改造指挥部与市文
广新局共同筹建乡村记忆博
物馆。2015年9月，聊城市乡村
记忆博物馆正式列入国有博
物馆序列。

在聊城乡村记忆博物馆
一期展厅入口处，一块刻有

“忠厚传家”的木匾格外显眼。
据介绍，这块木匾是清代嘉庆
年间的老物件，旧时一般挂在
宗祠或正堂之上，作为许多家

族的祖训。在农耕时代，人们
心目中的美好品德有很多，鲁
西人更看重的是“忠厚”，“忠
厚”是鲁西人对传统文化儒教

“仁”的朴素解读，“忠厚传家”
四字可以说是整个乡村记忆
核心价值的一部分。

与这块木匾相对，一栋复
原的鲁西民居造型精致古朴。门
前一对上马石雕刻精致，是聊城
的名门望族——— 崔家的遗物。崔
氏家族位于古城楼东大街路北，
原东昌府区政府西侧，著名电影
演员崔巍就是崔氏家族后裔。门
的正上方有一葫芦形的洞，是专
门为家燕预留的通道。燕子是吉
祥之物，所以鲁西的居民都喜欢
燕子居住在自己的家里，葫芦又
是‘福禄’的谐音，所以，乡村民
间留个燕子孔也是有美好愿望
寄予其中的。

传统的鲁西民居一般都

是正堂三间，中间一间俗称
“堂屋”，相当于现在的客厅，
一般都陈设八仙桌、太师椅和
条机三大件。左手间是供奉祖

先的地方，供桌上摆放的俗称
“五大件”；右手间是卧室，馆
中陈列的这件架子床，是比较
富裕的家庭才会有的。

展出百余“老物件” 涵盖衣食住行
记者了解到，目前对外开

放的，是乡村记忆博物馆的一
期展厅，此次精选展出百余件
精品。在这个回廊形的展厅内，
按照传统农业生产、传统服饰、
乡村交通运输、乡村生活用具、
乡村民间艺术等门类依次布展
呈现，涵盖了鲁西居民的衣食
住行。

在传统农业生产展区，摆
放着一尊1987年出土于东昌府
区道口铺的土地神石刻。中华
民族是一个传统的农耕民族，
土地为人类提供了生活场所，
土地生长的万物为人类提供丰

富的食物，因此人们对土地充
满感激和崇敬之情，造就出本
民族特有的神——— 土地神。上了
年纪的老人们说，在过去，鲁西
乡村土地庙比比皆是，土地神也
就比较常见，但是随着城市建设
进度的加快，这些老物件都渐渐
遗失了。还有一辆比较少见的扇
车，相当于脱粒机，反映出当时
较高的农业生产水平。

传统服饰展区摆放着老式
织布机、鲁西传统的鲁锦、刺绣
以及旧时男子佩戴的瓜皮帽等
配饰。有件绣品上刺有“破私立
公”字样，可推断是“文革”期间

的绣品。可见文革时期，刺绣在
农村老百姓之间还比较盛行。

乡村交通运输工具在整个
展厅中占据较大的位置，展区
依次摆放着载人的马车、运送
粮食的独轮车、牛车及四轮车。
难得一见的是，交通运输工具
展区展示了大量在会通河沿岸
收集来的船锚，显示了聊城运
河沿岸漕运的发达。

乡村民间艺术展区则是剪
纸、版画、葫芦、泥塑等聊城民
间传统的艺术品。

博物馆的负责人告诉记
者，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在

城市甚至广大农村，这些老物
件已经越来越少甚至难觅影
踪，但这些延续了上千年农耕
生活的老物件承载着特有的乡
村记忆和文化传承。2014年，由
省委宣传部、省文物局等9部门
联合开展的“乡村记忆”工程正
式启动。“乡村记忆工程”是“记
得住乡愁”、“留得住乡情”的载
体工程。山东省将投资建成20
个民俗生态博物馆、乡村社区
博物馆，以加强对古建筑、古民
居以及乡土传统文化遗产的保
护。这也为聊城筹建乡村记忆
博物馆提供了契机。

“老物件”征集十余年 用乡音展示特色文化

本报记者 杨淑君

龙王庙街

博物馆内，复原的鲁西民居。记者 杨淑君摄

位于古城西城门清远门的聊城市乡村记忆博物馆。记者 杨淑君 摄

博物馆内，用大幅老照片做背景，展示鲁西居民生活。(杨淑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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