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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乡村记忆博物馆元旦迎客

百百余余老老物物件件展展现现聊聊城城““乡乡村村记记忆忆””
本报聊城1月3日讯 (记者

杨淑君 ) 元旦假期期间，
让游客驻足流连的，还有位
于 古 城 西 城 门 清 远 门 下 的

“聊城市乡村记忆博物馆”。
这里陈列的百余老物件涵盖
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据悉，乡村记忆博物馆
原馆是坐落于光岳楼的聊城
市民俗博物馆，由市古城保
护与改造指挥部和市文广新
局合作筹建，2015年被正式列
入国有博物馆。

1日上午，记者走进聊城
市民俗博物馆展厅看到，整
个展厅分为传统农业生产展
区、传统服饰展区、乡村交通
运输展区、乡村民间艺术展
区等部分。其中，在传统农业
生产展区，陈列着一尊1987年
出土于东昌府区道口铺的土
地神石刻，这是人们表达对
土地的感激、崇敬之情而创造
出的中华民族独有的神———
土地神，曾经的鲁西乡村土地
庙几乎都供奉着一尊。记者看
到，根据农业生产的顺序，农
业生产展区先后摆放耕地、犁
地、播种、浇地、收割及脱粒所
用的农具。

传统服饰展区摆放着老
式织布机、鲁西传统的鲁锦、
刺绣以及旧时男子佩戴的瓜
皮帽等配饰；乡村交通运输工
具在整个展厅中占据较大的
位置，展区依次摆放着载人的

马车、运送粮食的独轮车、牛
车及四轮车。尤其是展示的大
量在会通河沿岸收集来的船
锚，显示了聊城运河漕运的发
达；乡村民间艺术展区则是剪
纸、板画、葫芦、泥塑等聊城民
间传统的艺术品。

记者了解到，是2014年省
9部门联合开展的“乡村记忆
工程”启动，为聊城筹建乡村
记忆博物馆提供了契机，在

博物馆，还复原了一套鲁西
民居。据讲解员讲，民居门前
华丽的上马石，是聊城名门
望族崔家的遗物，崔氏家族
曾居楼东大街路北，原东昌
府区政府西侧，门正上方留
有一个葫芦形洞，是专为家
燕预留的通道。燕子象征吉
祥，葫芦是“福禄”的谐音，由
此可见鲁西乡村民间留个燕
子孔也十分讲究。

据介绍，鲁西民居一般是
正堂三间，中间一间俗称“堂
屋”，相当于现在的客厅，一般
摆放八仙桌、太师椅、条几三
大件。左手间供奉祖先，右手
间是卧室，展厅内陈列的架子
床，是较富裕的家庭才有。

元旦假期期间，不少市
民游客到这里驻足，一些去
参观的老人，还给孩子们讲
起他们了解的乡村习俗。

博物馆内，复原的路西民居。记者 杨淑君 摄

乡村记忆博物馆乡音记忆厅即将建设
不仅涵盖有形的记忆，还包括地道的聊城发音

新闻延伸

本报聊城1月3日讯 (记者
杨淑君 ) 记者了解到，此

次开放的是乡村记忆博物馆
一期工程，二期乡音记忆厅
也即将建设。建设二期乡村
记忆展厅，不仅要涵盖有形
的记忆，还要寻找融入当地
文化特色的地道发音。

据悉，即将建设的二期
乡音记忆厅，要寻找的有形
记忆包括，能够反映农耕时

代劳动生产生活的实物，无
形记忆则包括语音、记忆、文
化、宗教、道德等范畴。而融
入 当 地 文 化 特 色 的 聊 城 乡
音，则比如寻找阳谷发言人，
让其讲述武松打虎故事，让
高唐发言人讲述高唐老豆腐
制作过程等。

记者了解到，此次一期展
厅虽然展出一百多件展品，但
自 2 0 0 2年至今，已经收集了

4000多件老物件，此次展品就
是从中精选出的。这十多年
中，聊城市光岳楼管理处主任
魏聊和他的同事们几乎跑遍
了聊城的农村大集和古玩市
场。因为老物件破坏和消失速
度快，很多老物件几乎没人能
叫出名字，更不知道用途。

由于各种原因，很多承载
乡村记忆的老物件仍然散落
农村，目前，乡村记忆博物馆

仍继续向社会征集反映农耕
时代劳动生产生活的老物件。

与此同时，聊城话乡音
发 言 人 征 集 工 作 也 即 将 开
展，现面向全市征集聊城话
发音人，如果您能讲一口地
道家乡话，并对家乡特色文
化 、风 俗 熟 悉 ，即 可 报 名 参
加，您的声音或许会永久留
在乡村记忆博物馆，成为乡
音记忆传承。

赏冰雕 看杂技品美食玩游戏

古古城城元元旦旦嘉嘉年年华华精精彩彩举举行行
本报聊城1月3日讯 (记者

杨淑君) 1日至3日，中华水
上古城元旦嘉年华精彩举办。
在冰雕的世界里品尝古城美
食，新年伊始幸运转盘、新年投
福，观看杂技演出、古城图片
展，聊城市民和古城游客度过
了一个难忘的节日。

1日上午，记者在中华水上
古城看到，人们一进入北城门，
就迫不及待地直奔冰雕展而
去。走进位于北戏台的冰雕展，
只见孩子们新奇地靠近这个、
摸摸那个，还冲着镜头做出各
种鬼脸。

在冰雕展上，有冰雪造就
的各种奇观，更有Cosplay巡演
与游客近距离接触，现场汇集
当前孩子耳熟能详的各类卡通
形象，与他们拍照合影，一起游
戏；带着孩子们卖个萌，一起放
松大笑。另外，古城特色餐饮店
铺在活动中也是大展厨艺，在
冰雕的世界里品尝美食的感
觉，也吸引不少游客驻足。

记者了解到，冰雕动漫艺
术嘉年华活动元旦期间是首次

亮相聊城古城区。冰雕艺术是
近几年流行于海外的雕刻艺术
形式，这种艺术形式就是将晶
莹剔透的冰块雕刻成动物、卡
通、人物、建筑、文字等别具创
意的艺术形象。本次冰雕艺术
节由梦幻冰城、技艺空间、冰雪
奇缘三个主题组成。“冰雪奇
缘”主题，30多个造型各异的冰
雕作品呈现在市民面前，足不
出“城”，便带领大家进入冰的
世界，开启冰雪之旅；根据不同
的冰雕，在白天由不同领域的
艺人进行穿插表演，包括变脸、
糖画等。白天上演真人版《冰雪
奇缘》片段。“动漫王国”主题，
带领市民重温童年时光，在这
里找到儿时的动画人物。

不少市民游客在观赏冰雕
艺术的同时，又去参加古城推
出的多项精彩互动活动。新年

“头”福活动，用沙包投“福”，赢
取精美礼品，参加幸运转盘，又
能幸运抽奖。还有精彩的杂技
表演，元旦期间开放的乡村记
忆博物馆，更是让游客流连忘
返。 孩子们和冰雕、卡通人物合影。记者 杨淑君 摄

中短途客流

成元旦期间主力

本报聊城1月3日讯(记者 杨
淑君 通讯员 邹林 吴萍 赵
洁) 记者从聊城汽车站获悉，1日
至3日，聊城汽车站迎来元旦客流
小高峰，济南、泰安、范县及聊城至
八县市客流量最高。日前，为方便
学生放假回家，热门线路汽车票预
售期已经调整为提前15—20天。

记者了解到，1至3日，聊城汽
车站的客流以中短途为主，其中
济南、泰安、范县及聊城至八县市
旅客最多。此外省内的枣庄、滕
州、黄岛、青岛、淄博、潍坊、日照、
曲阜、东营等是热门线路。

聊城汽车站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去年12月31日，聊城汽车站
出现学生回家流和探亲流高峰，
当日旅客发送量堪比春运，客流
以省内线路较多。3日下午，随着
假期结束，聊城汽车站客流逐渐
恢复平稳。假日期间，聊城汽车站
爱心服务队还为乘客送上姜糖
水、玩具气球等。

另外，为了方便学生放假回
家，济南、泰安、淄博、济宁、潍坊、日
照、青岛、北京、东营、滨州、泰安、德
州、黄岛、胶州、青岛、枣庄、临沂等
热门线路的客票预售期已经调整
为提前15--20天，最晚需乘车前40

分钟取票，否则自动取消客票。

古城杂技演出

引来众多观众

本报聊城1月3日讯(记者 凌
文秀 通讯员 王伟) 1日至3日，
新年前三天，古城区城南街上人流
如织，每场都能聚焦上千名观众，
演出现场十分热烈。“杂技表演以
肢体语言为主，受众比较广泛。尽
管天气寒冷，也没挤上座位，但是
孩子闻声而来，一看就不走了。”来
自聊城市统计局的孙颖惠说。

2015年12月26日，是我们毛
泽东主席诞辰122周年的纪念日，
聊城市杂技团与阳谷县城角徐党
支部、红星集团在阳谷县红星广
场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2016

年元旦，又在聊城市古城区创作
上演了为期三天的迎元旦专场文
化惠民演出。

聊城杂技是中国杂技的重要
品牌，也是我省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聊城籍贯的杂技人遍布全
国各地，如山东省杂技团、济南市
杂技团，以及山西长冶杂技团、云
南省杂技团等都有聊城走出去的
杂技人。聊城杂技的艺术风格以
粗犷、豪放、朴实、刚健为特点，精
湛技艺曾一度享誉国内外。

聊城市杂技团艺术研究室张
建主任说：“我们在2015年150余场
的送杂技下乡惠民演出中，深切感
受到了人民群众对我们杂技艺术
的喜爱，这既是对我们聊城杂技艺
术的认可，也是对我们聊城杂技从
业者的激励。2016年，我们将把这些
基层演出与生活的体会融入创作，
以科技、艺术、生活三位一体，编创
出让人民满意的作品。”

12月31日，聊城大学雷锋义
工队来到育红小学，进行舞狮、武
术等表演，不仅让孩子们度过了
一个精彩独特的元旦，还让他们
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和独特的魅力。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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