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出是生活中最高兴的事”
听牡丹区仓房社区文艺队的老姐妹讲述她们20年的“艺术人生”
文/片 本报记者 李贺

24日，记者来到位于仓房社区
的庞志荣老人家里，今年她已经70

岁了。据介绍，文艺队里老年人居
多，年龄最大的76岁了。“从文艺队
刚成立我就在，已经20年了。”庞志
荣老人翻出了20年间文艺队演出
的照片。

“1992年，当时我50岁，看见电

视上外地有秧歌队，我们几个老姐
妹都喜欢热闹，很向往，一合计便
决定成立秧歌队。”庞志荣老人回
忆道，当时他们压根没有乐器，只
能拿敲瓦片瓷盆，当时菏泽也没有
秧歌队，许多动作都是看电视自己
摸索出来的。

从开始自娱自乐到水平逐渐

提高并走出社区参加商演、公益慰
问，表演扭秧歌、赶毛驴等，将快乐
传递给更多的人，“有一次外出表
演，观众看了不过瘾，甚至堵着路
不让走，非得再来一个。”这支由中
老年人组建的秧歌队在菏泽已经
小有名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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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社区达人

曾经瓦片瓷盆当乐器，现在走出社区搞商演

菏泽市牡丹区有这样一支主要由中老年组成的文艺队——— 仓房社区文

艺队，文艺队成立已经整整20年，她们既爱敲锣打鼓扭秧歌，也喜欢各类民

俗性质的表演。用她们的话说，演出表演成了她们生活中最高兴的事。24日，

记者来到仓房社区听老人们讲述关于她们自己的“艺术人生”。

为了丰富内容，1995年的时候
他们又开始了舞狮子，制作狮子可
是费了一番周折。“我们用泥糊在
石狮子上做模型，再用布一层一层
糊上，最后做了四个大狮子，四个
小狮子。”文艺队团长李凤华老人
指着一张照片说，文艺演出时她往
往都是“打头阵”，说起仓房的舞狮

那时候可是远近闻名。
舞狮子还觉不过瘾，他们又开

始舞龙，“香港回归的时候，我们开
始了舞龙，从济南买了两条舞龙，一
条取名长江，另一条叫黄河。”李凤
华老人说。舞狮舞龙很耗费体力，随
着年龄的增长，仓房文艺队开始转
向敲盘鼓，“盘鼓我们只学了九天便

外出表演。”李凤华老人自豪地说，
现在他们敲直径一米的大鼓。

在外出表演时，许多人看到了
仓房文艺队的欢乐，一些社区村庄
也想组成秧歌队，仓房社区文艺队
的队员们便前去指导授课。“在我
们的带动下，成立了十几个秧歌
队。”李凤华老人说。

一花独放不是春，带动成立十余支秧歌队

李凤华老人翻看照片时，一张
两人的合影吸引住了记者，她们都
穿着扭秧歌的表演服，后面是围了
一圈观众。“这是我们俩十几年前
的合影。”庞志荣和李凤华老人笑

着说。当时李凤华老人还是一头黑
发，现在已经是满头银发。从爽朗
的笑声中可以感受到这20年文艺
队带给她们的快乐。

“原来有的队员婆媳关系不是很

好，进入了文艺队，每天都过得很充
实，很开心，整个人的心境也不一样
了，各种不和谐的事情也越来越少
了。”庞志荣老人说，虽然她的头发全
白了，但是心态还像20年前一样。

青丝变银发，但岁月不曾改变她们年轻的心
李凤华和庞志荣

老人拿着十几年前两
人的合影笑得合不拢
嘴。
本报记者 李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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