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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行走齐鲁

青州：一方文化沃土
大众讲坛预告

民俗专家刘德龙

讲齐鲁民俗与文化

今年 6 月 9 日是我国第七
个文化遗产日。为普及和传播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山东省
文化厅组织了 2012 年文化遗产
日“鲁韵芬芳”——— 非物质文化
遗产系列讲座活动。作为活动之
一，6 月 10 日(周日)上午 9 ：30 ，
第 185 期大众讲坛将邀请山东
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山
东省政协常委刘德龙研究员举
办题为《区域文化与地域民俗的
双向互动——— 以齐鲁之乡的文
化与民俗为例》讲座。此次讲座
由山东省文化厅主办，山东省图
书馆、齐鲁晚报和山东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共同承办。

现在民俗越来越受重视，越
来越热门，文化与民俗的关系，
民俗与文化的关系，也是学界高
度重视并积极参与的一股学术
潮流，刘德龙研究员的此次讲座
意在梳理 2004 年以来从事地域
文化研究和组织开展“齐鲁文化
走出山东”系列活动中的一些感
悟，从齐鲁文化与民俗出发，探
讨区域文化与地域民俗之间的
复杂关系，为挖掘研究地域文化
提供一些学术参考，为推进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和当代齐
鲁文化建设，提供一些工作借
鉴。

主讲嘉宾简介：
刘德龙，山东省滨州市人，

现任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副主席，研究员，山东省政协常
委、省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
主任、文化组组长，山东大学文
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民俗
学会副会长，山东省民俗学会会
长，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
专家委员会主任。

时间：2012 年 6 月 10 日(周
日)上午 9：3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
告厅

咨询电话：85590666

公益讲座，无需领票，欢迎
参与

特别提醒：本期讲座于周日
举办，与平时讲座时间有所不
同，请酌情安排听讲时间。

■口述城事

记忆中的大观园
□黄杏林

上个世纪 60 年代，我家住在
济南的福寿里，我是家里跑腿的，
专管打油买盐什么的，几乎天天
要光顾大观园，所以我对大观园
从小就有一种深深的情结。

那时，大观园整个格局和现
在不一样。在横竖都占着一条马
路的近于方形的地盘里，四面都
有出口，西面的出口还不止一个。
南北两个出口大，居正中，算是没
有门的南门和北门。整个园内，可
分南区和北区，两区没有高层建
筑，平房居多，有楼，也大多是两
层的。一进北门，中间有一溜两面
开门的专卖小商品的小店铺，它
把进去的路隔成东西两条，小店
铺中间有过道儿，便于顾客在两
条路上来回穿梭。东路的东面和
西路的西面，都是大一点的门面，
有食品店、成衣店、鞋帽店、百货
店、布店、眼镜店、照相馆、饭馆等
等，这是大观园北区的中心。中心
的东片，有著名的晨光茶社、狗不
理包子铺和一个简陋的小剧场(也
演电影或说相声)，周围有压面条、
绱鞋、修锁、配钥匙、打铁壶之类

的手工作坊。中心的西片，有曲艺
厅、摔跤场，还有各地的特色小吃
摊位。整个北区是最招揽顾客、最
热闹的地段。南区以文化娱乐为
主，正中间是共和小戏园，按钟点
买票，可随进随出。西边是大观电
影院，我们学校常在这里包电影
看。东南角是大众剧场，常有名角
来演京剧。这些影剧院周围，也都
是些商店，还有菜市场、小吃店和
一些临时摊位，南门两边，有书
店、文具店、电器行和五金器材等
商店。

那时，整个济南商业网点少，
比较大的商场就几个，除了原来就
有的新市场、西市场外，解放后又
陆续建了人民商场、第一百货公司
和百货大楼等大商场，可是，要论
经营门类的齐全，经营方式的灵
活，方便顾客的程度，哪一个商场
也比不了大观园。可以说，当时一
个大观园，就能基本上满足一般老
百姓所有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

无论是平时还是节日，缺点
儿什么或置办年货，跑一趟大观
园，保你能把所需用品全部买齐；
无论是晚上还是节假日，想娱乐
一下，进一趟大观园，一定能欣赏

到你所喜欢的电影、戏剧、曲艺和
杂耍；无论是个人用餐还是请客，
想吃点特色小吃，去一趟大观园，
绝对能选到可口而又实惠的饭菜；
无论是一大家还是一小家，闲暇之
时，想转转玩儿玩儿，溜一趟大观
园，顺便给孩子买上点儿零食、小
人书或玩具，暑天吃点冷饮，寒冬
喝碗地道的京味儿油茶或茶汤，肯
定全家都玩儿得高兴又满足。

总之，那时，无论男女老幼，
都喜欢逛大观园，特别是喜欢到
大观园购物，因为那里可以货比
三家，可以货真价实，可以童叟无
欺，可以各取所需，各得其乐。那
时，不仅咱济南人喜欢来大观园，
就是外地人，来一趟济南，也如同
向往游览三大名胜一样，都要慕
名去逛逛大观园。能到大观园里，
给父母称上二斤点心，给爱人截
上几尺花布，给小孩买件新衣，给
亲友捎回点土特产，再破费一下，
进个照相馆拍照留念，那就觉得
没白来省城一趟。可以说，那时的
大观园，是咱济南市场经济的一
个缩影，也是咱济南响当当的一
张名片。

后来，我住得离大观园远了，

不能常去逛了，可心里还是老惦
记着它，一要买东西，再远，也想
奔大观园。不过，自从对大观园进
行了几次大的改造整合之后，好
多熟悉的商店不见了，眼见里面
空场越来越大，连体大楼越来越
高，可商品选择的空间却越来越
小，人气越来越少，市场越来越萧
条。我觉得大观园大变了，不光是
模样变了，更重要的是味儿变了，
特色没了，传统丢了，自然热闹繁
华的景象就不复存在了。渐渐地，
我和大观园生分了，疏远了。

最近听说，大观园要“而今
‘卖’步从头越”了，我十分振奋和
喜悦。不断改造，不断整修，不断
前行，都是必须的，这是时代的需
要，人民的追求。但是，大观园就
是大观园，而且是济南的大观园。
给它穿的衣服再漂亮，也应该让
济南人一看就认识它，认可它，喜
欢它。给它补充的现代元素再多，
也应该让济南人又看到它那集大
成服务于民众的独一无二的特色
尚存，看到它那诚信第一、顾客至
上的传统犹在。

我期待着，一个崭新的原汁
原味的大观园的再生！

□吕家乡

布谷声声、新麦渐熟的五月，
在大病初愈的吴开晋教授带领下，
我们几个年迈的诗友(平均年龄 73

岁多)访问了文化古城青州市，受
到老诗人孙瑞和他的弟子们的热
情接待。他们引领我们参观了东夷
文化标志园，青州博物馆，气势宏
伟的龙兴寺 (佛教 )和甲子文化园
(道教)，神游了东西对峙、人文和自
然景观双绝的云眉山和驼山，又参
观了宋城里的一个个画廊，领略了
军旅画家王界山的中西合璧的画
风，结识了冯聚成、解荣德等卓有
成就的画家。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
青州文化底蕴的深厚，文化产业的
兴旺，文艺创作的繁荣。

盘桓三日，我们时时在惊喜之
中，惊喜于初识青州作为古代东夷
文化发源地、丝绸之路起点的辉

煌，惊喜于有机会细细鉴赏博物馆
里汉魏的雕塑，苏轼手书的拓本，
仇英《清明上河图》的复制，何绍基
墨宝的真迹。

但作为诗歌爱好者和教研者，
我们最大的惊喜是结识了老诗人孙
瑞和他的弟子们，从他们身上确认
了诗歌在这个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
仍然具有旺盛的生机和丰富的魅
力。青州只是个县级市，作家协会却
相当活跃。会刊《青州文苑》(内部交
流)诗文书画并茂，每两月出一期。
2011 年度文学奖不久前评出，特等
奖获得者郄传武是一位民营企业
家，他经营的碱石粉碎和运输生意
越来越红火，同时坚持诗文创作，多
年如一日；资助公益文化活动，也多
年如一日。二等奖获得者迟玉红是
居委会干部，在工作上精益求精，也
在诗艺上精益求精，《青州文苑》今
年第二期发表了她的短诗十首，包括

《露珠》：“草尖上垂挂着/夜的眼泪//

让月亮/去圆她的心事”。《这个黄
昏》：“这个黄昏/青石板/冒出了柏油
味儿//我在巷口/等一只晚归的羊
儿”。温婉纤细的诗情和亲切新颖的
意象构成了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青州市的诗文创作者，无论男
女老中青，异口同声地都把德高望
重的老诗人孙瑞称作带路人和老
师。孙瑞已73岁高龄，早已从文化
馆馆长的位子上退休，却仍然不辞
劳瘁地为繁荣青州市的文化事业、
为扶植创作新秀操心尽力。我们这
一次访问本来只是当做一次休闲
旅游，他却操持成了一次紧凑充实
的文化交流活动。他说，这是宣扬
青州文化特色的机会，也是难得的

“老师上门”的学习机会。就我们来
说，这次交流则不仅开阔了眼界，
更增强了对文化繁荣的信心，提升
了献身文艺的热忱。事后才听说，

孙瑞先生的儿媳刚在几天前去世，
他是抑制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
痛，来操持这几天的活动的。孙瑞先
生已出版诗集六部，在乡土诗、新格
律诗的创作和探索上具有全国性影
响，仍然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突破自
己。他的新作《青州山行》组诗，不仅
吸取了诗人孔孚的“减法”，更显示
了深沉的悲剧意识，如《游劈山感
怀》：“好端端的一座山/谁把它劈残/
/何须叹惋！/惟其遭刀斧——— //峰，
更险峻/山，更壮观”。

也许是一挥而就，却是“长期积
累，偶然得之”的结晶。较之他以前所
写的那些对新气象的纯真颂歌，对假
恶丑的辛辣鞭笞，这首短诗可以看做
他迈上艺术新台阶的标志。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在孙瑞先生前行不息的榜样的熏
陶和带动下，青州市的文艺创作，
怎么能不“日日新，又日新”呢？

谁说现在是经济膨胀、文化萎缩，物欲横流、精神干枯的时代

呢？请到青州来看看吧，这里浓郁的文化氛围会使你的心灵得到滋

润。请结识一下老诗人孙瑞和他的弟子们吧，他们那忙碌紧张又气

定神闲的情怀气度会带给你如临明月清风般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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