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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张浩)

一株600年的古槐牵起了一个年轻
的节日，在一个小小的村落里，悠
然的走过了9个年头。27日，记者来
到刘家沙窝村，见证了这个远近
闻名的乡村民俗文化节。

26日上午8点刚过，车还没到
村里，就听到一阵高亢的歌声传
来，68岁的王长高一首《最美的歌
儿唱给妈妈》，引来了老少爷们们
阵阵的掌声。这只是廿里堡街道
刘家沙窝西村民俗文化节的一部
分。如今的民俗节，已经来到了第
九个年头。

说起刘家沙窝西村民俗文化
节的来历，那就不能不提村里的
一棵老槐树。据历史文字记载，自
1377年改潍州为潍县，至今已627

年，现在的村落俗称潍县南乡刘
家沙窝，当初是个移民村。先建村
落，后建了庙宇，原貌是庙山门左
右两棵古槐点缀，由于年久时代
变迁，现尚存古槐一棵，树龄大约
在600年左右，18米的树高，3米多
的树围，树干健旺，枝叶茂盛。附
近的村民称之为“老槐爷”。

原先的庙宇所在地如今建成
了村支部所在的文化大院，古槐

仍然静静的守候在门前。每年的
农历四月初六为“老槐爷”的生
日，届时附近村民就会前来祭拜，
慢慢的这里成了一个庙会。有庙
会就会有唱戏的，这都是附近的
村民自发的来表演，京剧、吕剧，
庙会古色古香。

2004年四月初六，已经记不得
是谁提起的想法，第一届民俗文
化节举行了。民俗节的“总导演”
杨振山是刘家沙窝西村的村民。
因为做过婚礼司仪，他连续做了
五届民俗节的主持人，今年“升
级”成了“总导演”。

已经做了8年的民俗节，今年
还专门的搭了个舞台。对杨振山
来说，他一点都不担心会冷场，就
担心天气不好，不过幸好，26日阳
光明媚。“节目都是村民自发前来
表演的。”唱歌、唱戏、跳舞、扭秧
歌都是老百姓自己的节目，有提
前来报名的，更多的是临时报名
上台表演。这些表演队伍除了本
村的之外，还有来自昌乐、安丘、
寒亭和坊子的队伍，大多数都是
老年人。民俗文化节还会一年年
的办下去，杨振山说，就是要演老
百姓的节目，唱老百姓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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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这棵棵树树已已经经活活了了大大约约660000年年了了。。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浩浩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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