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舞台伉俪潜心“抢救”民间舞
港沟梆鼓秧歌、商河鼓子秧歌都有他们的心血
本报记者 赵丽

在老人家里，记者看到了一本厚
厚的文件册，每一页都粘贴有照片，
照片旁边有工整的文字记录。

孙丽笑言，相比自己，老伴要
“宅”一些，他今年80岁，身板硬朗，不
过平时大多在家整理资料、写作，“这
样的资料他整理了13本”。

听了这番话，祁本隆也笑了，他
摆了摆手，补充说，“是两个人合写
的！”

1949年一同参加了山东省青年
文工团，1959年结婚，两位老人可谓
志同道合，既是恩爱夫妻，又是事业
搭档。多年来，为了抢救民族民间舞

蹈，两人挖掘和编著了大量具有宝贵
价值的舞蹈资料。1998年他们应邀为
农村文化娱乐丛书编写了《灯彩与秧
歌》一书，书里介绍了民间广泛流传
的“龙舞”、“羊皮鼓”、“蝴蝶灯”、“抬
花杠”、“小伞秧歌”等16个民间舞。而

《梆鼓秧歌》、《胶州秧歌教材》等书籍
的编著，也渗透了两人的心血。

今年，两人合写的《昨天的事》出
版，这本书从1949年两人参加工作开
始写起，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后济南市
舞蹈界许多重大活动和重要作品的
创作过程，其中多篇与微山湖端鼓、
商河鼓子秧歌、胶州秧歌、章丘芯子

等民族民间舞有关。
对民间舞的现状，他们有欣喜也

有忧心。“民间舞现在不太景气。”孙
丽说，近年来政府和社会对民间舞日
渐重视，一些研讨单位和剧团也做了
许多努力。不过，民间舞要得到充分
传承和发展，离不开当地群众。但现
在，农村的男劳力大多出去打工，跳
舞的时间自然也难以保证，“有时找
演员，50元一天人家也不愿跳。”

让老两口感到振奋的是，这些年
在商河、胶州等地，民间舞从中小学
起就得到了较好的传承，这也让人看
到了希望。

一本村志17万字

七旬老人手写就

鲜红的封皮、精致的装
订、五个金黄的“七里铺村
志”大字，郭永顺小心拿着，
仔细翻看着。17 . 3万字的村
志在74岁的老人手里拿得
不算很稳当，但老人介绍
时，一脸的兴奋。

从2010年开始，为了这
本村志，身体不算太好的老
先生忙了近3年，“那时候看
报道有人写村志，便动了为
自己老家也写一个的念头。”
老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出生、
生长都是在七里铺，出来几
十年，虽然村里的家已不在，
但情总难抛。“那时候老家
还属历城区，上下班骑行俩
小时，也是在家住着，到后
来就搬到城里来了。”

从明代建村到清代被
淹，从蔬菜基地到引黄稻
改……一本厚厚的村志里，
仅“村子大事记”就记了23

页。虽然郭永顺曾一度尝试
用电脑写作，但因为退休多
年，电脑根本用不惯，全书
17 . 3万字基本都是老人手
写的。

“都是晚上写，边看资
料边写，干一个小时就会出
冷汗。”2010年开始着手写
村志，年底老人却得了心梗
阻，到了今年9月底，500本
村志终于出版。“那时候写
着写着就头晕，要不然还能
早一些出版。”虽然稍有遗
憾，但大功告成依旧让老人
一脸欣慰。

一个好汉六个帮

一群老人找资料

17 . 3万字，109幅展现
村子各个时期情况的照片，
民俗、村务、人物、变迁，工
作浩繁，而修村志在村子里
也成了一件无人不晓的大
事，村子里的6位老人也参
与进来，承担起搜集村史材
料的工作。

“老先生已多年不在村

里住，知道他的想法，我们
也很意外，但也很支持。”对
老人的举动，时至如今，七
里铺村主任杨新华还难掩
欣喜。

而作为村志的顾问，同
样已经74岁高龄的七里铺村
老书记李贵仁也是搜集材料
的六老之一，在村里做了十
几年老书记，李贵仁提供了
不少自己至今仍保存着的老
资料。“从小一块儿长大的，
老郭很不容易，我们几个找
找材料，都得他汇总，他身
体也不好，还住院了，但最
后出来的村志非常丰富。”

郭俊华、柳茂田、潘金
红、郭永良、郭冉，本应含饴
弄孙的老人们为了村志也
都忙碌起来，每家每户的人
口、辈分沿袭都有记载，一
部村志也几乎成了家家户
户的家谱。“都是自己村里
的事，大家伙儿也都积极。”
对于热心的老伙计们，郭永
顺也十分感激，“我多年不
在家了，即使回村住住，也
是住妹夫家，资料也多亏了
这些老伙计。”

自费出版500本

大都免费送乡亲

走在七里铺村，村子整
洁干净，作为曾经第一批引
黄稻改实验的村子，黄河大
米现在仍是村子的招牌。村
志出版的消息，在村民中间
已不胫而走。

“村志发到每家一本不
是问题。”见到几经周折后终
于付梓的村志，杨新华爱不
释手，“看了两遍，出乎意料，
很快就要给村民发下去了。”

记者得知，村志的出版
也是郭永顺老人自己出资
15000元印刷的，“自己留着的
差不多都已送人了。”辛苦的
工作得到认可，郭老先生心
情畅快，身体也好了，如今他
又回到了原单位，义务承担
起分发报纸的工作。“本来
就是想着发挥点余热，能为
村里办点实事，自己压力也
不大，人老了最怕没事做。”

在济南，有这样一对舞坛伉俪，一个是济南市舞蹈家协会名誉主

席，一个曾任济南市歌舞团团长。两人致力于民间舞蹈的发掘、整理，

商河鼓子秧歌、港沟梆鼓秧歌、胶州秧歌等民间舞蹈的传承和发展，都

留下了他们的心血。

离休之后，祁本隆和孙丽的生活
被“民间舞蹈”满满占据了。

76岁的孙丽个子娇小，腰板笔
直，一看就是常年练功攒下的功底，
现在她还常接到邀请，去给大型民间
舞表演做指导。

对商河鼓子秧歌，老两口感情很
深，尤其是在1994年，已经离休两年
的老两口还参与了一场大型商河鼓
子秧歌表演的编导工作。“演员有800
人，是商河各乡的农民，为了排练方
便，当时分成五个方阵。”祁本隆回忆
说。

第一方阵的排练场地在商河牛
堡乡，那年7月12日，编导组到后放下
行装就来到中学的操场上，开始插
牌、画线、打点——— 因为演员多，场地
大，为保持队形规整，每次排练前得
先做这些功课。

那天编导组一直忙到晚上八点
多。“谁知道天公不作美，一场大雨，
把十多人半天的汗水给冲跑啦！”祁
老先生说，第二天一大早4点多，大伙
儿望着泥泞的土路，心想，完了，乡亲
们来不了啦！谁想，不到5点，杨庙、袁
窦村的演员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扛着

自行车就来到了排练场，杨八庙村离
排练场最远，演员们也在村干部带领
下绕道十多里一溜小跑赶到了。

当时正值三伏天，乡亲们流着
汗，但是热情很高。因为排练场地多
是场院，打好的点、线不易保存，大家
想出办法，打点时在固定位置插一个
小木棍，这样再打点时就不用测量
了。不过每天凌晨4点就起来，由于光
线太暗，小木棍不好找。“后来又研究
出了新措施，改用发亮的啤酒瓶盖做
标志，还专门去饭店找的。”回忆到这
里，两位老人都笑了。

责三伏天参与编导800人的鼓子秧歌表演

离休后，老两口经常下乡收集藏
在民间的“宝贝”。

1998年，历城区文化馆封玉斗馆
长告诉他们，港沟文化站挖掘排演了
一个打着梆子卖豆腐的舞蹈。老两口
很兴奋，第二天就和封馆长一起去了
港沟。

到港沟后，港沟文化站的站长何
守清介绍了这个舞蹈。原来它流传于
乾隆年间，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就失
传了。1984年，根据有兰峪村老艺人
何玉海老人的回忆，文化站进行了挖
掘、整理，并在郭家庄进行了排演，后

来梆鼓秧歌重新走上街头。
不过可惜的是，到1998年，已经

有三四年时间没有组织演出了。1999
年，应港沟镇政府邀请，祁本隆、孙丽和
其他几位同志又来到港沟，对“梆鼓秧
歌”进行整理。这次大家来到有兰峪村，
到农家和豆腐坊进行了调研。

“当地做的豆腐很有名，豆腐又
与‘都福’谐音，‘梆鼓秧歌’的表演就
是突出豆腐的特色，有推磨、揉包、敲
梆、挑担等情节和动作。”说话间，祁
老先生拿出一个黄褐色的豆腐梆子
起身比划了一下，梆鼓秧歌有梆、包、

小妞这三种角色，男演员左手执一把
梆子，梆把上有一条长绸，绸的尾部
缀一朵红绸花，表演时搭在双肩上，
左手持棒槌，按情节要求有规律地敲
打。至于女演员，简称(包)，她们的道
具是长方形浅黄色纱巾，类似于做豆
腐包布。而小妞则手持花鼓表演。

“这个舞蹈跳起来很活泼、热
烈。”经过加工整理，梆鼓秧歌开始走
上舞台，并参加了多场重大演出。尤
其让大家自豪的是，2009年“梆鼓秧
歌”还列入了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责下乡搜集豆腐坊里诞生的梆鼓秧歌

责携手编著民间舞蹈资料，合著《昨天的事》

2012 . 11 . 27 星期二

C社区
C16>>

今日济南

七旬退休老人
为老家写村志
近3年写就17万字，自费出版送乡亲
本报记者 尹明亮

在历城区鑫达小区，有一位叫郭永顺的退休老

人，从机关单位退休，年过七十了，又萌生了为老家

写一部村志的想法，历经近三年，进城数十年的老

人几经奔波，终于为老家槐荫区七里铺村写成了一

部17 . 3万字的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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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拿梆鼓秧歌的道具，祁本隆老人讲述当年进村整理该舞蹈的故事。 本报记者 郭建政 摄

翻着耗时近三年写成的村志，郭永顺老先生很欣慰。
本报记者 尹明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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