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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挑着着百百斤斤物物品品
走走过过万万级级台台阶阶

泰山挑山工还剩十余人，山上物资离不开他们

文/片 见习记者 文振华

中天门到南天门
是最繁忙的路线

五大箱饮料和两大箱面
包，重量达一百多斤，一位挑山
工师傅从中天门一口气将这些
货物挑到了十八盘附近才停下
来休息，一路上引来众多游客的
惊讶与赞叹。而记者从中天门开
始一直跟随在这位挑山工师傅
后面，中间累得休息了好几次。

虽然现在修了上山的索
道，但是中天门到南天门步行
沿线除了人力以外，依然没有
其他运输方式，沿线商铺的商
品都是靠挑山工挑。因此，从中
天门到南天门成为最易看到挑
山工身影的路线，也是挑山工
最忙碌的路线。

据了解，挑山工挑货上山
一般有两个起点，一个是中天
门游客步行上山顶的起点；另
一个是在中天门通天桥的北
边，有一个小屋，这既是挑山工
的休息点，同时也是挑山工货
物存放点和起点。两个起点相
距约500米，大部分挑山工是从
第二个起点出发，两个起点
最终会在快活山居会合。

从月牙亭开始往上到
南天门，大部分商铺的货物
都是由挑山工挑上去的，而

在中天门到月牙亭这一
段路的货物，因为距离
短，大部分货物则是商
户自行搬运。

挑山工王师傅今年40多岁，
他告诉记者，上了南天门后，又
因为不同的单位要求不一样，货
物运送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天
街商铺、南天门宾馆、神憩宾馆
这些地方的东西是由索道运上
去的，碧霞祠、气象站等地方的
东西是人工挑上去的。”

除了向山上运送货物，挑山
工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将
山上垃圾桶收集的垃圾向山下
搬运，挑完货上山，下山的时候
就去垃圾存放点看看是否有垃

圾，有垃圾就顺便挑下去。“环卫
工只是负责打扫卫生，这些垃圾
都是我们挑下去的。”王师傅说。

三十年前百十号人
修索道后人数渐少

“现在泰山挑山工就还剩
十多个人，大部分都和我一样，
已经干了二三十年，近些年很
少有新人加入。”挑山工老王今
年50多岁，已在泰山干了20多
年的挑山工。他表示，上世纪90
年代时，泰山还有百十号挑山
工，到现在只剩十几个人，真是
减少太多了，“这两年新来的只
有两三个，有些新来的干不了，
干了两天就走了。”

“新来的人里面有重操旧
业的，觉得能适应挑山工这个
活儿，没有基础的很难留下
来。”老王说，挑山工还自由点，
自己还会干下去。

现在十几名挑山工能够满
足泰山商铺的供货需求。对于挑
山工不断减少的原因，老王表
示，主要是工作太辛苦，工资又
不高，很少人愿意干，同时索道
的修建也有很大的影响，“索道
运得多，我们就干得少，要是没
有索道，30个挑山工也不够”。

老王介绍说，国庆节前几
天，每天工作时间从早上5点到
下午5点，如果挑到山顶，一天
只能挑两趟，上去一趟得花三
个多小时，下来也要一个来小
时，除了中午吃饭休息的一个
多小时，其他时间都是在往返
中天门与山顶的路上。

据了解，挑山工的工资是按
距离与重量来计算。从中天门挑
到月牙亭是每斤0 . 1元，到五大
夫松是每斤0 . 2元，到朝阳洞是
每斤0.3元，到十八盘是每斤0.4
元，越往上钱越多，最高的是到
气象站每斤0.8元。也就是说，一
位挑山工从中天门挑100斤货物
到气象站，只能拿到80元的工
资。“如果挑上山顶，一天就能挑
两趟，每趟挑个百十斤，一天能
挣两百元。”老王说。

根据官方统计，从中天门到

玉皇顶共计约3900级台阶。老王
他们一天内能载着货物登顶两
趟，能走过约15600级台阶。

转型艰难
但仍不能被取代

记者注意到，挑山工住在
中天门通天桥北面的一栋平房
里，起居生活都在那个平房，平
房前面有一间小屋就是存放货
物的地方和挑货的起点。房子
旁边只有石桌石凳，没有其他
的设施，三个挑山工正在那坐
着休息，边上放着他们将要往
上挑的货物。

现在泰安本地的挑山工不
多，大部分是济南等周边山区
的。”老王说，大部分家里都还
种着地呢，到农忙的时候得回
去干活。

“一般寒暑假和一些节假
日是我们比较忙的时候，平常
活不算太忙。”挑山工王师傅
说，有时候虽然不忙，但也不会
下山，一般就待在住的地方，不
忙的时候隔20来天会回家待两
三天再回来。

对于挑山工的“行业规则”，
记者了解到，挑山工是挑山工队
长雇过来的人，队长负责调度，
哪个商户需要货物，就联系队
长，队长再分配给挑山工，挑上
去之后登记重量，队长向商铺收
钱，然后发工资给挑山工。对于
泰山挑山工的未来，老王表示这
是“队长考虑的问题”。

挑山工转型还是面临很大
的困难，因为他们属于社会边
缘化的群体，文化层次较低，没
有任何技能，只能出卖力气，所
以当挑山工也算是不错的选
择。”泰山挑山工研究专家王玉
林说，“挑山工属于泰山特定的
服务群体，不可能被取代，有这
个职业就必须有人来干，虽然
人数减少，但还是会存在。”

对于挑山工群体如何持续
下去，王玉林表示，现在正在做
将泰山挑山工纳入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这项工作，但尚需时
间。

提起泰山挑山工，在
很多人的印象里，他们的
形象总是“肩上搭一根光
溜溜的扁担，扁担两头的
绳子挂着沉甸甸的货物”。
对于泰山上的物资供给，
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着挑山
工硬实的肩膀和那根长长
的扁担。如今，挑山工群体
也在发生变化，人数相比
以前减少了，而工作的艰
苦却一如既往。近日，记者
来到泰山，对泰山挑山工
进行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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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南天门后，挑山工将山上的垃圾再挑下山。

现在虽然有了索道，

但由于路途艰险，中天门到

南天门之间的道路依然是挑

山工最忙碌的路线。

登山途中，载满货物的扁担，格外引人注目。

在中天门的起点处，堆放着即将挑送上山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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