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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瞧，，这这群群文文艺艺大大妈妈大大叔叔
人人“砸”得一手好锣鼓

在年轻人的圈子里，关于“文艺青年”的“论述”已
经很多了，给人们增添了很多欢乐。但“文艺”并不是
年轻人的专利。在历下姚家街道姚家村，有这样一群
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大妈大叔，他们用喧天震响、韵
味无穷的威风锣鼓，宣告着一种态度，即，“文艺”是一
种生活状态，文艺也可以在寻常百姓家绽放异彩，把
喜悦和健康传递给身边的每个人。

本报记者 肖龙凤
通讯员 蒋峰

“砸上千遍

自然熟”

“咚咚，咚咚，咚咚咚……”
10月27日下午，暖阳高照，凉风
袭人，姚家老年活动中心慢慢聚
集了“围观”的人群，姚家村威风
锣鼓队又在这里开始排练了。有
节奏的震天锣鼓声不但吸引了
路人驻足，更像有一种魔力，让
人心里摒弃了繁杂，不由自主地
随着锣鼓声开始欢快跃动。只见
路边快餐店厨师翻炒的节奏都
渐渐与锣鼓声一致，锅里的火苗
有节奏地蹿动……

这，大概就是音乐的魔力，
仿佛引发天地共鸣，并随之律
动。

近看排练中的威风锣鼓队，
近80位老人，个个神情专注，一致

看向指挥栾如芬，并随着她的手势
有节奏地敲打，鲜有出错的。近7分
钟的一曲《中国梦·威风锣鼓》，不
但耗费大量体力，还有繁复多变的
谱子，如何能记下来呢？

在休息间隙，位于队伍中间
的领鼓李玉海被几个队员围住，
切磋技术。最初排练时，李玉海
被安排在队伍前，便于大家记
忆，现在练了几个月，大家都记
住了。“借用我们打太极的说法，

‘拳打千遍自然熟’，这锣鼓砸上
千遍也就熟练了。”另一位鼓手
董延明风趣地说。

这些敲锣打鼓的大妈大叔，
几乎个个“一专多能”，不但在锣
鼓队活动，还在太极队、舞蹈队
等文体队伍中活动，时间久了，
敲锣打鼓的姿势也越发行云流
水，兼具美感。

七旬文艺老太

就爱“砸咣咣”

姚家村威风锣鼓队成立于
2003年，不少队员从成立一直坚
持到现在。目前，有主力鼓手20
名，铙手20名，钹手20名，指挥员
2名，鼓手十余人，共有队员79
名，平均年龄在62岁左右，队员
均是姚家村退休中老年。

在姚家村威风锣鼓队，对于
使用乐器的动词，队员们还是习
惯用“砸”。75岁的铙手孙秀清和
70岁的崔秀英说，“我们从年轻
时候就爱好文艺，锣鼓队一成
立，我们就来了，就喜欢跟大家
一起‘砸咣咣’，砸砸心情好、身
体好。”“这么多年了，只要有集
体活动，我可以说一次都没落
下。”孙秀清乐呵呵地说。

指挥栾如芬说：“砸这个提
精神，状态跟平时不一样。别人
听了也受感染。”68岁的鼓手耿
秀英满头银发，神清气爽，打起
鼓来一点不含糊，“现在日子过
得多好，不愁吃不愁穿，心里舒
坦，砸起来很带劲”。鼓手董桂喜

笑着说：“一砸鼓，心情就好，一
天不来就想得慌，越砸越年轻，
越砸越威风。”

威风锣鼓，

响遍泉城

70岁的领鼓李玉海从锣鼓
队成立时就担任鼓手，技艺纯
熟，打起鼓来稳稳当当，颇有气
势和风范。“大家岁数大了，来参
加这个活动，既能陶冶情操，对
身体也好。有什么家长里短的，
在一块说说，就没有过不去的
了。”李玉海说。

队伍这么大，能够坚持十多
年，不断发展壮大，除了大家发
自内心热爱，后勤保障也很重
要。姚家老年活动中心的李西
玲、董秀英就是威风锣鼓队的

“总管”，排练时提前为队员们烧
水，有演出时联系车辆，看衣服、
看包，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

据姚家村党委成员蒋峰介

绍，相传，公元619年，唐太宗在
霍州大战刘武周部，击鼓迎战，
鸣金收兵，进退有序，取得了胜
利。英雄好汉秦琼为母贺寿时
把威风锣鼓传至齐州，于是济
南流传下威风锣鼓。这种锣鼓
的特色就是“威风”。从锣鼓的
配置打法，演奏队的组织、表
演、着装，都在展示威风。它鼓
声如雷，钹声清脆，威武雄壮，
阵容宏伟，队列整齐，成风凛
凛，气势磅礴，展示了中华儿女
顶天立地、威武雄壮、不屈不
挠、英勇顽强的民族性格，代表
着民族的声威。

经过多年的实战打拼，威风
锣鼓队逐渐走向成熟，现在已经
成为一支团队意识强、演出技艺
高、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民间文
艺团体。姚家威风锣鼓队以队员
的技能和精神风貌在市、区及姚
家街道的文娱舞台上开辟出一
块属于自己的天地，屡获嘉奖和
好评。

古稀老人武俊杰的退休生活

这这个个老老头头爱爱写写字字，，还还爱爱管管闲闲事事

队员们排练起来一丝不苟。 本报记者 肖龙凤 摄领鼓李玉海颇有风范。 本报记者 肖龙凤 摄

▲每天练字成了武俊杰生活不可缺少的
一部分。

71岁的武俊杰身体硬朗，面色红润，说起话来底气十足。每年他都跟老伴出国几次，不是为了游玩，而是参加各种文化交交流
会议，也凭借着过硬的书法功底屡次拿奖。回到位于济南友谊苑北区的家里，他又变成了一个爱管闲事的退休楼长。

本报记者 林媛媛 王倩

苦练书法20载，找到灵感半夜起床写字

武俊杰的家里，大大小小的
奖杯奖牌摆放在各处，前来索字的
人也不在少数。但很多人不知道，
武俊杰真正开始练习书法，是从
1993年退休之后才开始的。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也找不
到什么窍门，就是俩字：勤奋。”
武俊杰回忆说，刚开始的时候跟
着字帖临字，有时候一天能写四
五个小时。“就在旧报纸上写省
钱，每天光写过字的报纸就一大
摞，自己家报纸不够了就去邻居
家借报纸。”

武俊杰的老伴刘玉兰说，那
几年老头子练字就跟着了魔似
的，晚上写到很晚才睡觉，早晨
一大早又起来写。“有几次，夜里
正睡着觉就起来了，说来了灵感
了，要起来写会儿字。”

功夫不负有心人，武俊杰的
字越写越好，也受到越来越多的
称赞。“刚开始的时候，过年邻居
们来要春联，我就在家一写好几
天。后来慢慢地远处的人听说了
也有来要字的，我都来者不拒。”
在业界，武俊杰也开始崭露头

角，作品屡次在澳大利亚、新西
兰、韩国、日本等国展出，并在多
个书法比赛中获得名次。

名气大了，武俊杰对书法的
感情没变。“现在年龄大了，身体
吃不消了，不能像以前那么练字
了。”尽管武俊杰这么说，但是哪
天要是不写几幅字，武俊杰就觉
得这一天过得不完整。跟以前一
样，不管谁来要字，认识的不认
识的，武俊杰还是来者不拒，“每
送出去一幅字，我就交到了朋
友，就觉得充实高兴。”

小区办理供暖，怕邻居找不到他几天不出门

虽然多次在国际书法比赛中
获奖，但是在街坊邻居们眼里，武
俊杰还是那个每天见面唠嗑，爱
管别家闲事的“退休楼长”。

从春天开始，友谊苑北区的
多栋楼房开始办理供暖。“以前
从来没想过，办供暖这么麻烦。”
武俊杰说，作为楼长，他要负责
统计整栋楼的信息，收申请表，
收钱。“邻居们有年轻的，有年纪
大的，有长住的还有长期不在家

的，在家的我就一家一家找，不
在家的我就一个一个打电话。”

交申请表和交钱的那段时
间，武俊杰害怕邻居到家里找不
到他，好几天不敢出门，变成了

“超级宅男”。“我白天不敢出去，
怕邻居有人过来找我，晚上也不
敢出门，想着白天上班的年轻人
会不会晚上来找我。”说起这事
儿，武俊杰说这还多亏了老伴的
支持：“她不光做好后勤工作，我

忙不过来时她还帮我跑腿打电
话，干秘书的活儿。”

最近，武俊杰刚刚从楼长的
位子上退下来，他说自己年纪大
了，胳膊腿不好使了。虽然楼长不
干了，武俊杰“爱管闲事”的毛病
一点儿没变，出门只要看见地上
有个垃圾一定得捡起来扔进垃圾
箱，看见乱贴小广告的也赶紧上
前制止。“这些事儿都是力所能及
的，跟干不干楼长没关系。”

虽然不干楼长了，武俊杰还是小区里
的热心人。 本报记者 林媛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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