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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薛瑞

爬桥节至今已有
三四百年历史

12日早上不到8点，商贩和
附近村民就开始往邱家店镇旧
县大桥聚集，他们不只是来赶
集，更为了参加爬桥节。在泰山
脚下的旧县村，每年正月十六，
都会举办这种叫做爬桥节的传
统年俗活动，至今已有三四百年
历史。

所谓“爬桥”，并不是真爬。
古时百姓吃不饱、穿不暖、病灾
不断，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消灾
去难，旧县村就有了爬桥节。村
民们从桥北走到桥南，再从桥
南走回桥北，寓意着把晦气都
丢进大汶河水，这一习俗一直
流传至今。

11点左右，喜气洋洋的锣
鼓队、高跷队来了，扮相都是唐
僧、猪八戒、县官、媒婆等搞笑
形象，他们大摇大摆、嬉笑打
闹、要吃要喝，沿途鞭炮不断响
起，人群蜂拥而上包围了高跷
队，这时候才到了爬桥节的高
潮部分。齐鲁融媒记者通过无
人机的航拍镜头看到，整个旧
县大桥上都是黑压压的人挤人
场面，热闹不已。十里八乡的村
民都聚集过来，跟随高跷队步
伐，跨越大汶河，跨越连接泰山
和徂徕山的旧县大桥。

人气淡时自组高跷队
四个村子联合办

跟往年相比，今年的爬桥

节人气更高。由于今年的正月
十六正好赶上星期天，很多孩
子都还没返校，这让今年的爬
桥节比往年热闹了不少。据前
旧县村副主任韩新志估计，12
日当天参与爬桥节各种活动的
人总数能达到三四万。

韩新志是1975年生人，从
记事起他就知道老一辈传下来
的爬桥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村民们都是出了正月才外出打
工，不过十几年前，大家外出时
间开始提前，过了初七就陆续
开工，来参加爬桥节的人也越
来越少。前旧县村于是召集会
踩高跷的人组成文艺队，参与
每年的爬桥节。现在，村里也在
打算把这个爬桥节申请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

据介绍，爬桥节的主场地旧
县大桥，最早由玉米秆铺成，现
在则演变成了水泥石桥。旧县村
分为前旧县、中旧县、后旧县、东
旧县四个自然村，由于旧县大桥
离着前旧县最近，所以爬桥节之
前均以前旧县村为主力，不过从
去年开始，这个节日的活动开始
由四个村子联合举办。

“现在年味越来越淡，无非
是吃饭、走亲戚，所以每年正月
十六我们都爱到爬桥节来看看，
体验一下热闹气氛，感觉才像过
年。”前旧县村村民李童微领着
两个小女儿来参加爬桥节，他给
孩子们买了棉花糖和公主头纱，
孩子们玩得非常高兴。

从孩子到老人
都能踩着高跷走几步

高跷队里打头的是前旧县

村的李炳霞，他也是高跷队的
负责人。今年50岁的李炳霞已
经参加了十多年的爬桥节，他
扮演的猪八戒背媳妇在队伍里
是最活跃的。他介绍，前旧县村
基本上人人都会踩高跷，从十
岁出头的孩子，到五六十岁的
中老年人，都能踩着高跷走几
步，因为这门“踩”艺已经在前
旧县村传承了许多代。

李炳霞属于自学成才，十
二三岁的时候，每逢村里有踩
高跷的表演他就去看，别人卸
了跷之后，他就踩上，自己扶着
墙根、拽着绳子走，走个十几分
钟就像模像样了。虽说不难学，
但要真正学到高难度动作也没
那么轻松。他的大爷也是从十
几岁就踩高跷，但老一辈能做
的劈叉、下蹲动作，现在的年轻
人基本都学不来。

“高跷总高一米一，脚踩的
地方离地七十厘米。踩高跷对
个头、体重也有要求，得根据情
况调整高度。”李炳霞说，以前
地面都是土堆场院，他看过老
一辈踩着高跷劈叉，然后自己
起来，不过现在都是水泥地面，
一旦倒了，真是爬不起来，只能
靠别人搭把手扶起来。像踩着
高跷跳到桌子上，再翻个跟头
跳下来这种超高难度动作，现
在更是没人敢轻易模仿。

李炳霞平时出去做建筑行
业，年根儿里回来之后，也会招
呼一帮伙计凑起来，集体练练

“踩”艺，准备过年的一系列活
动。“一般初三、初四到村头给乡
亲拜年，初七、初八村里有时候
组织大家出去表演，正月十六再
来爬桥节。”李炳霞介绍说。

本报记者 宋祖锋

7日下午1点左右，即墨温泉
街道西石桥村村民孙昆朋年仅
两岁的儿子和两岁半的外甥趁
着家人不注意，跑到村庄东侧的
河渠边玩耍。“当时家里来了许
多客人，都没在意两个孩子从家
里跑出去了。”孙昆朋说。

令孙昆朋意想不到的是，
此时两个孩子正在离家100多
米外村庄东侧的河渠边玩耍。

“当时我母亲回家时看到两个
孩子正在河边玩耍，她生怕孩
子会出什么意外，然后爬到家
里平房顶上发现其中一个孩子
已经不见踪影，而另一个孩子
正站在河边哇哇大哭。”30岁的
西石桥村村民孙丛丛说。

孙丛丛得知情况后，来不及
多想，从家里一路小跑来到河
边。当她赶到河边时，发现一个
年幼的孩子漂浮在距离岸边3米
左右的河水中，一动也不动，而
另一个孩子则一边哭着一边往
家跑。见情况危急，孙丛丛顾不
得多想准备下水营救，但当她来
到岸边时发现河水很深，而她根
本就不会游泳，而孩子又距离岸
边较远，用手根本就够不到孩
子，她想在附近找根长木棍但又
没有找到。情急之下，孙丛丛赶
紧上岸寻求帮助。

而正在此时，即墨温泉街道
东埠头村村民徐江本从即墨市
区开车回家路过事发地，满身泥
泞的孙丛丛立马冲上前将车辆
拦住。“她说有个孩子落水，让我
赶紧帮忙救人。”徐江本回忆说，
他来不及多问，赶紧下车沿着孙
丛丛手指的方向跑去，果然发现
一个孩子漂浮在水里。徐江本边
跑边脱去上身棉袄，没有丝毫犹
豫,纵身一跃跳入冰冷刺骨的两

米深的河水中。
徐江本身上穿着厚衣服游

起来非常吃力，当他游到孩子身
边时，一手环抱住孩子，用另一
只手往岸边游，靠岸后因为消耗
太多体力，徐江本和孙丛丛两人
合力才将孩子托上岸。“上岸后
孩子已经没有了呼吸，脸色发
紫，全身僵硬，我们赶紧给孩子
进行心肺复苏。”徐江本和孙丛
丛对孩子进行急救，孩子虽然吐
出一些呛水，但是仍没有意识。

就在此时，孙昆朋从两岁
半的外甥口中得知儿子落水
后，也急忙赶到岸边。“孩子当
时就一直昏迷，身上都冻僵了，
怎么叫也没有反应。”孙昆朋
说，他们又在岸边连续给孩子
做了几次心肺复苏急救，但是
孩子依然没有呼吸，然后家人
开车急忙将孩子送到当地卫生
院。

在医院经过几天治疗后，
目前孩子身体没有大碍，已经
恢复健康出院回家。

冰冰河河上上接接力力营营救救
两岁男童落水，即墨俩村民联手施救

2月12日，农历正月十六，一年一度的泰安邱家店镇旧县
爬桥节如约而至。对于旧县以及周围十里八乡的村民来说，这
无疑是一件大事。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参与完爬桥节，这个
年才算是真的过完了。

李炳霞扮演的猪八戒背媳妇颇受欢迎。 本报记者 薛瑞 摄

““来来过过爬爬桥桥节节，，才才算算过过完完年年””
品年味甩晦气，泰安数万人“桥上走一回”求福

村民估计，12日当天参加爬桥节各种活动的人总数能达到三四万。本报记者 赵发宁 航拍摄影

孩子姥姥（左）拉着孙丛丛（右）和徐江本（中）的手，不停地说着感谢。

本报记者 宋祖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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