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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运河文化而生，流行于上百个村庄

运运河河秧秧歌歌：：舞舞动动三三百百年年的的伞伞与与棒棒
本报记者 凌文秀 通讯员 高梦

京杭大运河穿聊城而过，运河带来的人财物的交流给聊城留下了大量的物质和文化瑰宝。300多年前，聊城运河边的上百
个村庄流行着一种来源于上船献艺的舞蹈项目，这就是运河秧歌，去年已被纳入省级非遗项目。

一把大盖伞、两根短木棒、一身彩衣裳……明清时期，运河秧歌伴随着运河文化的传播和漕运的繁荣应运而生。如今，，运
河秧歌的传人们扭起秧歌来依然步履轻盈、神采飞扬。

300余年历史

上百村庄流行

运河秧歌是一种综合性的
舞蹈，自明代形成以来，至今已
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东昌府区文广新局曾经对
运河秧歌进行过调研和整理。
该局工作人员介绍，运河秧歌
流行于聊城市境内、运河两岸
的十几个水闸码头，上百个村
庄。梁水镇、沙镇、道口铺、闫
寺、李海务(今凤凰办事处)及
闸口(古城区)一带均有秧歌
队。

运河秧歌形式多样，有“三
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的说
法。三百多年里，运河秧歌以梁
闸为中心南北流传，杂糅当地
的民间舞蹈、民俗民情形成了
新的秧歌表演形式。据了解，李
海务河洼村(原为运河码头之
一)的秧歌糅进了舞狮技艺；道
口铺奶奶庙村的秧歌糅进了当
地“跑驴”的表演形式，风趣幽
默，喜闻乐见，流传广泛。当地
至今还流传着“奶奶庙，两头
翘，出门就是秧歌调”的民谣；
沿运河向北临清市的大秧歌糅
进了“十二美女”、“扑蝶”等民
俗风情；沿运河向南阳谷的大
秧歌糅进了“花车”、“花船”、

“二鬼摔”与“高跷”等技巧。
梁水镇梁闸村是运河秧歌

的发源地，其中伞、板、棒的舞
蹈韵律是运河秧歌的精华，也
是运河秧歌区别于其他地市民
间秧歌的最有价值的部分。梁
闸村的侯金峦(1901年—1992
年)是运河秧歌的代表人物，他
自幼习武，后随其叔父侯春香
学习伞棒舞。舞时步法娴熟，

“打车轮”、“翻跟头”，令人叫
绝。每当外出表演，无不引起一
方轰动。他的棒舞有“偷”不到
手的说法，即使看会了打棒的
路线，也打不出他的神韵。因
此，运河秧歌流传方圆几百里，

“棒舞”至今仍是梁闸村的独门
绝活。

崔合生是梁闸村运河秧歌
的第四代传人，八九岁时，他便
开始跟着村里的老艺人学习秧
歌。崔合生说，他小时候，村里
的男女老少几乎都会秧歌，即
使在吃不饱饭的年月里，人们
在干农活休息时也不忘扭上几
下，唱上一曲，那是一种精神享
受！

“秧歌扭起来，心情也就好
起来。那年冬天我忍不住在雪
地里就扭了起来。”村里有名的
秧歌爱好者张秀芳自豪又略带
腼腆地说。

武师上船献艺

秧歌应运而生

运河秧歌有好几百年的历
史了，运河秧歌发源地是东昌
府区梁水镇梁闸村。关于运河
秧歌还有一个故事。

古时候，梁闸村是一个运
河码头，明朝年间，一只十里多
长的运粮船队行至梁闸村码
头，因天寒河面结冰而停运几
十天，负责押粮的京官感到非
常无聊，便令地方官找当地艺
人登船献艺。但听遍了丝竹管
弦，耍过了龙灯旱船后，京官仍
不满意，说看到的都是一些老
玩意。为了讨好京官，地方官便
找来当地精通武术的梁某上船
献艺。

梁某率弟子从容登船，耍
了几套拳脚，个个腾如龙、站如
松。京官看到兴头上，要梁某持
器械与人相搏。梁某灵机一动，
戏称需借京官身后撑的绫罗盖
伞一用。于是，梁某持伞，众弟
子以运河边上纤夫拉船的“纤
板”为双棍，又折挑粮扁担为
板，按武术的套路舞动起来。一
个时辰后，伞散了、双棍断了、
扁担也拍劈了。粮官大喜，重赏
梁某。

此后，运河两岸的男子舞

动“纤板”、击棍娱乐便流传开
来。每逢年过节或重大庆典，当
地的艺人们也自做伞顶和枣木
棍棒，6人一组，交替换打，舞出
了闻名百里的“伞棒舞”，也就
是运河秧歌的雏形。后经长期
的演变和历代艺人的完善与充
实，增加了其他角色与道具，增
添了民乐及打击乐伴奏，逐步
形成了秧歌队的形式。由于该
地的秧歌是因运河漕运的繁荣
和兴盛而形成的，故被人们称
之为“运河秧歌”。

无缘市场化

传承脚步受阻

运河秧歌阵容庞大，少时
二三十人，多时六七十人。其中
伞棒舞的动作豪迈粗犷，矫健、
英武、多与武术套路相糅合，难
度高、力度大。

据了解，秧歌演出通常先
以棒舞开场，然后舞伞人领诸

人登场。随后伞旋棒打，舞队中
花大姐、花公子、三花脸、憨老
婆、憨小、绅士、老翁、火流星、
高跷、跑驴等角色，在伞的指挥
下依次表演。穿梭在队伍中的
憨小、憨老婆等丑角，诙谐逗
趣，不时地说出农村最让人发
笑的话，有时都能让人喜掉泪、
笑弯腰。

如今部分村落还有秧歌队
需要的各种器具，梁闸村秧歌
队演出用的伞、棒、锣鼓等器
具都还有村民保管，但已经多
年没有换新。可以看到木质把
的伞顶套有大红色镶黑边的
布伞套，但上面已经烂了几个
洞，而锣鼓也显得非常陈旧，
鼓面还出现了裂缝。秧歌队的
伞直径是130厘米，高180厘
米，重达30斤。而棒子通常为
长80厘米、直径4厘米的枣木
棒。打棒者通常由六名或九名
壮青年来担当，很威武但也最
辛苦。

往年，每年农历的正月、二
月，他们都组织起秧歌队到邻
村、镇上进行表演，以此来进行
交流、切磋技艺。但近年来，已
经很少了。

如今村里的老艺人都七八
十岁，棒舞由于技术要求较高，
加之年轻人外出打工不愿学
艺，以至技艺精湛且能推陈出
新者仅有极少数人，这门传统
技艺面临失传的境地。此外，道
具都已破旧不堪，几千块钱就
能置办起这些服装、道具，但仅
靠村民自筹资金尚无法解决。

文化系统工作人员表示，
运河秧歌是聊城市的宝，政
府应该提供资金支持，组织
人员对其进行挖掘和保护。
此外文化是无国界的，应该
拿出来进行交流，借此将其
进行发展和传承。当然，除了
申请扶持政策，借助旅游也
是推介和发展运河秧歌的一
个很好的渠道。

运河秧歌。(资料片)

本报聊城2月15日讯 (记
者 王尚磊) “从河南、河北
和山东等地购进，再流窜到高
唐、阳谷、临清与东昌府等县、
市、区销售，涉案十余人，先后
数十次。”近日，临清公安局将
多年来盘踞聊城地区的一个贩
毒团伙一举捣毁，并当场缴获
冰毒17 . 23克。

民警介绍，2月4日晚，一辆
白色的马自达轿车慢慢地驶入
聊城市聊阳路郭屯收费站。驾
驶室的车窗摇下，正当带墨镜
的驾驶人掏钱缴费时，守候已
久的临清公安局缉毒干警迅速
地冲上前，将犯罪嫌疑人陈某
抓获，并当场缴获冰毒17 . 23
克。

民警介绍，陈某38岁，黑龙
江省哈尔滨市人。自2016年3月
开始，流窜至临清市区，并与阳
谷的崔某相识，几次饮酒后商
讨出了这条贩毒的“生财之
道”。陈某利用多年流窜的社会
经验，采用不同地点购进的方
式，进行收购海洛因、冰毒等毒
品，崔某利用熟悉聊城情况的
优势，组成相关人员进行兜售，
一个跨省的贩毒团伙就这样形
成了。

早在几个月前，陈某的犯
罪行踪就已被纳入警方视野。
经过案情分析和精密筹划，缉
毒 干 警 逐 渐 理 清 了 该 犯 罪
团 伙 的 运 作 流 程 和 运 作 方
式，在聊城市公安局禁毒支

队 、技 侦 支 队 的 大 力 帮 助
下，临清警方开始筹划抓捕
行动。

陈某归案后交代，他自
2016年以来，先后十余次从犯
罪嫌疑人徐某等人手中购买冰
毒用于吸食、贩卖。并将最近一
次与崔某的交易时间进行了供
述。2月7日中午12时许，在阳谷
公安局刑警大队二中队民警协
助下，临清缉毒干警在阳谷县
李台镇某酒店内犯罪嫌疑人崔
某抓获。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崔
某等大部分团伙成员已经被刑
事拘留，犯罪嫌疑人徐某、闫某
在逃，警方全力追捕，该案正在
进一步侦查中。

临临清清警警方方捣捣毁毁一一跨跨省省贩贩毒毒团团伙伙
当场缴获冰毒17 . 23克

犯罪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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