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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青岛的“春节联欢会”

和春节溜冰大会

□ 曲海波

回眸历史，上世纪二十年
代末至三十年代后期的青岛，
远离战乱，社会稳定，商业发
达，生活舒适。春节期间，老百
姓的文化娱乐生活真可谓丰富
多彩，那时，老青岛人过年时的
文化生活除了逛庙会、赶大集、
看杂耍和到戏院看戏等传统活
动外，还包括到一些现代文化
活动场所参加春节游艺大会、
到溜冰场去溜冰，等等。

笔者收藏的部分1935年春
节期间出版的《青岛民报》和几
张老照片，生动记载了上世纪
30年代岛城市民春节期间的文
化娱乐生活。

春节游艺大会

节目精彩纷呈

1930年，青岛市在朝城路7

号成立了第一个群众文化组织
和活动场所——— 青岛市立民众
教育馆(官办)。在每年农历春节
期间，青岛市立民众教育馆都
按惯例，在教育馆的大礼堂里
举办春节游艺大会，类似今天
的春节联欢会，吸引市民广泛
参与，喜庆同乐。

1935年春节期间，为了丰
富广大市民的文化娱乐生活，
青岛市立民众教育馆通过《青
岛民报》《青岛晨报》等新闻媒
体，大力宣传报道将举办春节
游艺大会活动的消息。当时青
岛普通人家虽然达不到都能
订阅报纸的生活水平，但是，

很多市民从青岛民众教育馆
在市内各主要街道设置的民
众阅报牌上张贴的报纸，读到
了民众教育馆要举办春节游
艺大会的消息，便在家人、朋
友之间广而告之，相约届时前
往观看。

1935年2月18日(正月十五)

在青岛民众教育馆举办的春节
游艺大会上，表演的节目有相
声《抢三本》、梨花大鼓《昭君出
塞》、奉调大鼓《坐官》、河间大
鼓《大烟叹》、国乐合奏《得胜
令》和《一枝梅》等。在节目演出
中，杂技表演扣人心弦，国术
(武术)表演技艺精湛，儿童的小
合唱让人沉醉，话剧的片段演
出引人入胜。此外，还举办了电
影放映活动，在岛城京剧名票

团体“和声社”推出的国剧专场
演出中，丰富的传统剧目吸引
岛城戏迷纷至沓来，演出的内
容包括《彩楼配》、《法门寺》、

《群英会》、《女起解》、《玉堂
春》、《战虎亭》等广大市民喜欢
的京剧剧目，让岛城戏迷在农
历新年里过足了戏瘾。

当时报纸如是描绘现场的
热闹场面：“民众教育馆表演各
种游艺，规定下午一时开幕，但
观众踊跃，开幕前已如潮而来，
座位无一空者，至开幕时，已无
立足之地……”

迎春节举办

国际化装溜冰大会

从位于延安一路的中山公
园西门进入，岛城人熟悉的小
西湖近在咫尺。1922年12月，国
民政府收回青岛后，于1923年
将原日占时期的“旭公园”更名
为“第一公园”。同年开始，对第
一公园进行规划建设，在公园
西部造人工湖，湖上建木曲桥
和湖心亭，称“小西湖”。虽然

“小西湖”不能和杭州西湖相媲
美，但是，给游人带来的意境与
杭州西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据1934年出版的《青岛市
政府·行政纪要》记载，1933年
冬天，青岛市政当局为了增强
市民体质，在中山公园(第一公
园 )内的小西湖上筹建了一处
用于市民冬季健身的溜冰场，
这处天然溜冰场由当时的青岛
农林事务所规划设计，充分利
用小西湖的水资源和青岛的冬

季气候条件。1934年1月初溜冰
场建成，溜冰场硬件设施包括
湖边休息室等，当年1月20日小
西湖溜冰场正式向市民免费开
放，成为岛城市民冬天锻炼休
闲的一个好去处。旧时青岛中
山公园曾有“春观樱花，夏赏
荷花，冬季溜冰”的说法。

1932年11月5日，青岛体育
协进会成立后，响应“中西体育
冶一炉”、现代体育中国化的精
神，开始有组织地开展体育赛
事活动，使青岛体育运动从稚
嫩走向成熟。

1934年2月11日，为了迎接
即将到来的2月13日农历新年，
营造春节喜庆欢乐气氛，由青
岛市体育协进会主办的青岛市
国际化装溜冰大会在第一公园
举行，参加者既有青岛市民，也
有居住在青岛的外国侨民，吸
引了众多青岛民众前往观看。
史料显示，比赛结果，王金荣获
化装溜冰比赛第一名。此次溜
冰比赛，不但开了青岛市体育
运动史上滑冰运动的先声，同
时，比赛冠名中的“国际”二字
显现了当时青岛城市形象建设
的一种发展理念。

那时，青岛市民也许不会
想到，24年后的1958年，长春电
影制片厂摄制的我国第一部反
映冰上运动员生活的电影《冰
上姐妹》中的部分外景，就选在
距青岛中山公园不远的八大
关、水族馆等处拍摄。笔者收藏
的这几张老照片展现了青岛第
一届国际化装溜冰大会的历史
场景。

正月里来

节日多

□ 纪慎言

按中国北方地区的民俗，正
月里的每一天几乎都是节日；最
可称道的当然是正月初一的春节
和正月十五的元宵节。但是，旧时
北方农村的人们在初一、十五之
外，最崇尚的还是正月初八的“谷
日节”和正月二十五的“填仓节”。

“谷日节”这天，民间风俗认
为，如果天气好，这年就五谷丰
登，不好就会歉收。“谷日节”蕴涵
了重视农业和珍视粮食的文化理
念，这对当今许多远离大自然、四
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来说意义匪
浅。

而正月二十五的“填仓节”更
是一个祈求新年五谷丰登的节
日。这个节日祭祀的主要是土地
爷和磨神。所谓“填仓”就是填满
粮仓的意思。我们鲁西北老家管
粮仓叫粮囤，所以，“填仓节”在我
们那里叫“打囤”。

一说到“打囤”，一下子就让
我想到了60年前儿时的情景。那
时，六七岁刚记事的孩子是过年
和民俗活动的无限向往者和积极
参与者。年三十早晨在自己家的
粪堆上“种”上用秫秸、高粱瓤等
材料制作的“谷子”之后，到正月
二十五“打囤”时，才知道这是与
收“谷子”前后呼应的“农事”。有
播种，有收藏，这都是农家非常向
往的乐事。

“打囤”是用农家锅灶下的草
木灰在自己的院子里画上几个圆
圈，圆圈的中心分别放上玉米、小
麦、高粱、豆子等平常年里收获的
东西；有的还在“囤”边画个梯子，
表示来年年景好、大丰收，使这

“囤”又满又高。这都是人们对五
谷丰登、丰衣足食美好而纯朴的
向往。后来还见过有人在“囤”里
放了毛票(面值为角的钱，那时候
人们钱少，面值为元的并不多
见)，希望能够收获一囤的钱财！

相传在古代，“填仓节”是一
个非常隆重的节日，旧时每当正
月二十五这天到来的时候，民间
亲朋好友便相互往来，佳肴盛馔，
争相贡献，美酒珍馐，一醉方休。
至今在我们家乡还流传着“打囤
尖儿铺囤底儿，吃了麦子还有米
儿”的谚语。

关于“填仓节”“打囤”的来历，
有许多民间传说。其中较流行的
是：相传在很久以前，北方地区遭
遇连年大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
可是皇家官宦不管百姓死活，依然
横征暴敛，弄得民间怨声载道、鸡
犬不安。有个看守粮仓的官吏，看
到民间惨景，于心不忍，便毅然开
仓放粮，赈济百姓。他知道这样是
触犯了王法，必然会遭受责怪和惩
罚。于是，他在让人们把仓库的粮
食弄走之后，便放火烧了粮仓，自
己也被活活烧死在里面。而这一天
正好是正月二十五。后来，人们为
了纪念这位舍己救民的仓官，就在
每年的正月二十五这天，用自家的
草木灰在院子里“打囤”建仓，以示
对善良仓官的怀念和对新年五谷
丰收的祈盼。

如今，我鲁西北老家的人们
虽然还在用囤装粮食，但是都用
上了铁皮或水泥等防潮防霉防鼠
害的材料。过年时种“谷子”“打
囤”等活动已经成为一种愉悦的
象征。大多数人家只是在对小康
社会生活的预习和对传统民俗的
品味罢了。

正月十四“烧大牛”
□ 李海云

春节留给我们的记忆，无
非就是赶年集、买年货、拜年、
走亲戚，等等。然而，鲁中昌邑
市东永安村却在每年的正月十
四，都要举行隆重的“烧大牛”
仪式，吸引远近数万人参与，热
闹非凡。

说是“烧大牛”，其实还包
括扎大牛、游大牛、祭大牛、摸
大牛等，最后才是烧大牛。这是
一个相对完整的仪式表演，一
进腊月就开始忙活了。这一仪
式之所以能传承数百年至今，
与当地盛行的孙膑崇拜大有关
系。孙膑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
事家，据说封地就在昌邑，曾多
次骑着独角大青牛巡视乡里。
在他的治理下，当地民众安居
乐业，风调雨顺。东永安村西北
角的孙膑庙，就是为纪念他而
修建的，香火很是旺盛。传说正
月十四是孙膑的诞辰，村民便
将正月十四定为庙会，每年焚
烧一头“独角大牛”隆重祭拜。

一进腊月，街头院里，扎大
牛是东永安村村民的共同话
题，也是他们体验年味的一种
特殊方式。这头独角大牛看上
去威武壮观，高约7米，从牛角
到牛尾约有13米长。村里设有
专门的扎制场地，每年都要耗
费相当的人力物力，单是筹措

备料就颇费斟酌。好在这一活
动在村里已成传统，届时自会
有德高望重的老人出面张罗，
大家纷纷出资捐物以示支持，
而义务参与扎制的村民也会以
此为荣。扎大牛需要上百人之
间的分工合作，谁担任什么角
色，每年都是大致固定的。

到了大年初七这天，各家走
亲戚活动基本结束，村民来到扎
大牛的现场，开始组装大牛。大
牛的各个部位要仔细安装，将精
心裁剪好的各种装饰品贴到牛
身上，这项工作往往要持续到正
月十三才算完工。这期间，每天
都会有热心的村民前来围观，评
头论足，整个村落沉浸在自由创
造的欢乐氛围之中。

正月十四早上七点，在村西
孙膑庙前，早就挤满了来看热闹
的村民及游客。一阵鞭炮响过，
村里的老把式高喊一声“起抬
吆——— ”，30多名青壮年齐齐用
力抬起，迈开脚步，独角大牛在
锣鼓队、秧歌队和熙攘人群的簇
拥下，摇摇晃晃行走街里村外，
煞是威风！围观村民、路边商贩
将道路围得水泄不通，不到2里
路程，往往要花费两个多小时。
大牛最后停在庙西的空场地上，
随后举行艺术表演活动，如扭秧
歌、舞龙、打腰鼓等，在村民看来
这是献给“孙膑老爷”及其坐骑
大牛的。

各项祭拜活动一一进行
后，人群一涌而上，传统的“摸

大牛”活动开始了。当地有句俗
话说：“摸摸牛头不用愁，摸摸
牛腚不生病，摸摸牛鞍不生瘢，
摸摸牛角不生痘。”显然，大牛
已被村民赋予一种特别的灵
气，认为在正月十四这天摸牛
会得到一年的好运气，难怪会
出现这种群情激昂争相摸牛的
场面。大家都知道，此时不摸，
到了正午12点“烧大牛”之时就
来不及了。“烧大牛”又称“发
牛”，村民将大牛抬至早已备好
的香纸堆上，口念孙膑名号，嘱
老牛莫要“惊驾”，直到村中老
者最后高喊一声“发”，牛身迅
即被点燃，霎时火光冲天，烟雾
缭绕，蔚为壮观。直至大牛烧
毕，人们才小声地议论着，叹息
着，满意而归。

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这
其实是一种源头相当古老的

“焚烧圣物”仪式。这类烧祭形
式并非东永安村所独有，邻近
的远东庄、渔埠村都有“烧牛”、

“烧轿”等仪式活动，在正月间
陆续上演，是村民年节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耍景”，既是各村
落之间的一种别样的“拜年”形
式，又是村民年终岁首的情感
寄托，由此营造出浓浓的年味
儿。在当地村民的心目中，没有
热热闹闹、人头攒动的“烧大
牛”仪式的如期上演，是不能算
作真正意义上的过年的。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老青岛人过年时的文化生活除了逛庙会、赶大集、看杂

耍和到戏院看戏等传统活动外，还包括到一些现代文化活动场所参加春节游艺

大会、到溜冰场去溜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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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时种“谷子”“打囤”

等活动已经成为一种愉悦的

象征。大多数人家只是在对小

康社会生活的预习和对传统

民俗的品味罢了。

▲ 昌邑市东永安村村民扎大牛的场景。

▲ 1935年，青岛民众教育馆

将举办春节游艺大会的消息

通过报纸广而告之。

▲ 上世纪30年代青岛的“春
节联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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