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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短篇小说之
王，蒲松龄及聊斋文化盛极
一时。曾经有每日万人游园
的场面。随着时代的发展，这
个在淄川较早发展旅游的村
落也在时间的洗礼中经历着
变迁。扬名海内外的“蒲松
龄”，如今正站在十字路口
上，如何擦亮这块金字招牌
呢？

文/片 本报记者 巩悦悦

曾经1500余人的村子

现在只剩二三百人

淄川区洪山镇蒲家村是
蒲松龄故居所在地，仍然保
持着最原始的村貌——— 弯曲
狭窄的小胡同、青砖土坯麦
秸房、枝繁叶茂的老槐树，还
有高而厚的护村城墙。

随意走进一条胡同，几
乎家家门上都落着锁，不少
锁锈迹斑斑，说明主人已好
久没回来过了。向胡同更深
处走，一户人家半敞着门，一
位60岁左右的村民正往火炉
里添木柴。听到有人叩门，她
一脸惊讶地迎了出来。“这里
正在旧村改造，村北边建了
居民楼，有劳动能力的年轻
人有的搬进了新楼房，有的
索性住进了城里。一条胡同
顶多有两三户人家还住在
这。”据其介绍，村里留下来
的都是老年人，他们习惯住
在自家院子里。

曾在蒲家村民委员会任
职4 0余年的蒲章豹说，年纪
大的村民对老房子感情深，
不愿意离开，即使儿女都出
去了，他们还是愿意留在这
里看家。

在蒲家村民委员会负责
党建工作的蒲先勤，是蒲松
龄第十二世孙，他向记者介
绍，2 0 0 5年，村里共盖了4栋
楼，占地1 . 6万平方米左右。

“原有1547人的村子，如今只
剩下二三百人，其中老年人
占到了80%以上。”

蒲先勤说，村里产业少、
经济不发达，大部分年轻人
不得已才选择到外地打工。

“当地缺少能留得住人的产
业 ，大 家 肯 定 都 想 出 去 挣
钱。”

最辉煌时

每日万人游园

蒲家村主干路一侧墙壁
上，除绘有蒲松龄的画像外，
还增添了聂小倩、宁采臣、燕
赤霞、黑山老妖、辛十四娘等
人物形象，让人一走进故居
所在地，就能感受到聊斋文
化。但前来探访“蒲松龄”的
人，并没有想象中的多。

9点半左右，记者首先来
到聊斋园，近1小时时间里，
共碰上了30余位游客。随后，
记者又去了蒲松龄故居。经
粗略估计，两大景点加起来，
游客不足百人。在聊斋园景
区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向
记者介绍，当天截至13时，共
卖出了50多张票，“平日里，
平均每天能来100人左右，国
庆节期间，一天最多能来四
百余人。”

聊斋园一侧有四家店
面，其中的两家关着门，透过
玻璃窗，可以看到店内摆有

陶瓷等器物，另一家店门贴
着纸张，上书“出租转让”。

“我在这卖了10多年纪念品，
也就是上了年纪在这里干，
年轻人谁干啊。根本赚不着
钱，把这些年店里攒下来的
积货处理掉，我就不干了。”
一位售卖纪念品的老板说。

据一位蒲姓族人介绍，
早在2 0 0 4年，淄博曾搞了个
百万农民聊斋游活动，最辉
煌时每天有上万人过来游
玩。“那时一人只需要交5元
钱，就能进来游览。后来园内
不断增景点、提升改造，经物
价部门批准，现在门票价格

是80元/位。”
“在1990年左右，全淄川

区搞乡村旅游的就我们一
家，游客们都跑来这里。现在
各地都有了乡村旅游，光淄
川就有10多个景点。”聊斋城
一位工作人员说，他们每年
都会在元宵节前举办灯会，
但来的人也不多，因为各个景
区都在搞。

“景区多了，游客们的选
择也多了。”据蒲松龄纪念馆
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景区
一年售票量在3万张左右，平
均一天来100人左右，只有在
国庆节期间游客才多。

十十字字路路口口上上的的““蒲蒲松松龄龄””
经历过辉煌与荣耀、失落与无奈，聊斋文化的现在与未来（一）

蒲家村留守的老人。

“十年前和十年后一样

就没人愿意再来了”

沿聊斋园的小路向前走，
路两旁野草疯狂生长，甚至抢
了绿植景观的风头。

一位卖纪念品的老板称：
“10年来，景区只增加了个漂
流项目，别的啥也没增加，眼
看着游客越来越少。”

随后，记者来到了蒲松
龄纪念馆。与聊斋园不同，这
里院落门庭、错落有致。设施
新且净。门前有一株石榴树，
树上的石榴熟得透红，一旁
屋檐上还有青藤缠绕。除“聊
斋”外，纪念馆内还有几大展
室：蒲松龄著作展室、研究成
果陈列、名人字画。而院内的
观影室暂未开放。

“景区里陈列的作品很有
限，游客在里头转一圈顶多需
要20分钟，如果听讲解可维持
在40分钟左右。”据一位工作
人员介绍，景区里人文景观、
陈列需要年年更新，否则根本
没有发展前途。“和上回相比
没啥大变化，建议多更新陈列
作品。”一位游客说。

“景区单调，留不住人。”
蒲章豹说，俩景区都想做大做
强，但人才很有限，即便引进
人才，还有房屋、内容、资金等
的限制。

一位卖纪念品的老板说，
他做生意没指望赚大钱，但一
年不如一年，这几年来此投资
的人越来越少了。“现在顶多
进行园内修复，来保持原貌，
但里面根本没啥玩头，顶多在
里面转半小时就都出来了。不
能光等着，得琢磨如何创新才
行。”

另一位游客直言，游客大
都是冲着“蒲松龄”这个金字
招牌来的，如果过来一看发现
没有创新，十年前和十年后一
个样，没有了吸引力，就没人
愿意再来了。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
好，不能光凭宣传。通过宣传，
游客倒是来了，如果里面不好，
人家下次就再也不来了。就像
以前花5块钱就能来游园，看了
一次就没人来了，因为里面没
啥看头。”一位市民说。在聊斋园旁边的售票处，有六七人在窗口前等候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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