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学朴

秧歌是古代传统歌舞游艺活动，历史悠久，源远流
长。

在素有“繁华压两京”“富庶甲齐郡”之美誉的鲁西北
名城临清，秧歌盛行于洼里村城南一带，其历史久远，是
当时由古运河传来的南方歌舞。最初，仅是农民在田间插
秧、拔草时哼唱的民歌(又称稻歌)。后来，随着表演较复杂
的故事和不同性格的人物的要求，逐渐分出行当，搬上舞
台，演变成富有民间特色的地方戏曲艺术。临清秧歌戏以
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反映人们边劳动、边歌唱的生活内
容，所以生活气息十分浓厚。

临清洼里秧歌产生于民间，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
础，特别为广大农民朋友喜闻乐见。“吃饭吃窝窝，看戏看
秧歌”，这句流传于当地的佳话，生动地反映了洼里秧歌
与农民的密切联系。

洼里秧歌特点是，以文戏为主，多反映家庭和日常生
活中的小故事，悲、喜剧皆可演，内容多与人们的命运息
息相关，善于体现人的感情与愿望，人物生动活泼，带有
极浓厚的地方色彩和芳香的泥土气息。

秧歌一般是舞者扮成各种人物，踩着锣鼓点，表演形
式十分活泼。洼里秧歌主要角色有玩伞人，也叫“伞头”，
是秧歌队的开路先锋和向导，他指挥整个队伍变换场面
和演唱内容，也是这支秧歌队的总指挥。他手持一把伞边
舞边唱，象征着风调雨顺。“伞头”唱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即
兴发挥，也有当地的民间小调，其开场道白词“话说话，糊
说糊，荞麦地里耪三锄，一耪耪到枣树上，桑葚落的黑打
糊，撑起兜来拾桑葚，茄子、黄瓜两嘟噜，拿到家里熬瓜
菜，咕嘟一锅小豆腐，张三吃、李四饱，撑的马五满街跑，
东西胡同南北走，出门撞见人咬狗，拾起狗来咂砖头，砖
头咬了我的手”。而后，他后面跟着装扮成男女老少和丑
角类的各种人物，走出各种队形。在锣鼓、唢呐的伴奏下，
边扭边舞。那动作诙谐有趣、朴实可爱，具有广泛的娱乐
性和群众性。

临清洼里秧歌表演形式十分活泼，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扭，表演者手持扇子、手帕、彩绸等道具，踩着锣鼓
点，步履轻盈，边扭边舞；二是走场，一般开始和结束时为

“大场”，中间穿插为“小场”。大场是边走边舞的各种队形
组合的大型集体舞，表演出“龙摆尾”“双过街”“九连环”
等各种图案的秧歌舞。小场是由两三人表演带有简单情
节的秧歌舞小戏，如“刘海戏金蟾”“跑旱船”等。三是扮，
舞者扮成瓦间传说、历史故事中的各种人物，类型有文武
公子、少妇、丑婆、货郎和小孩等。紧接着，蓝旗人，紧跟玩
伞人，是秧歌队的领队；高罩人，由二人扮演，各执高罩立
于蓝旗人两旁。他们所用的道具有伞、鼓、锣、落子(金钱
落子)、高罩写秧歌队的标志，上写“洼里村”另一罩写“秧
歌会”。那时的临清洼里秧歌队在节庆之日伴以锣鼓，“舞
毕乃歌，歌毕乃舞”，通宵达旦，好不热闹。

据当地老艺人说，在宋元时期，农民深受封建制度的
压迫和剥削，当时，他们受梁山好汉聚众起义的影响，不
少农民沿运河北上，一路走，一路游唱，深受老百姓的欢
迎。清末时期，他们又化装成梁山英雄人物，去攻打大名
府，这种歌舞形式也随之流传到临清、堂邑、冠县等地。秧
歌作为一种民间舞蹈，既不需要多大的体力，还可以通过
这种娱乐活动舒松筋骨，很适合不同年龄的人参与，它给
人们带来了欢乐、幸福和吉祥。

活跃于民间的洼里秧歌，尽管在封建时代遭到统治
阶级的轻贱和糟蹋，但在注重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今天，它为我们积累了相当丰富的遗产。从文化的角度
看，民间风俗作为源远流长、影响广泛的社会习尚，是人
们精神生活、物质创造和行为方式的重要表现形式，因而
成为特定民族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目前洼里秧歌也面临诸多困境，过去的秧歌老艺人
越来越少，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洼里秧歌如何保护传
承下去，需要人们共同努力，共同铸牢民间艺术这块丰
碑！

□许志杰

在齐鲁大学的历史上，刘世传是当校
长时间最长的一位，也是对齐鲁大学发展
做出巨大贡献并被齐大校友广泛认可，却
不得终了的校长。

刘世传1893年3月生于山东蓬莱温石
汤村，字书铭，父亲是一位乡村教师，在刘
世传十几岁时因病去世。作为家中老大，还
有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需要照顾，刘世传
白天种地晚上苦读到深夜。他母亲是一位
深明大义的胶东传统家庭主妇，一心希望
自己的五个孩子能够靠读书有所出息。在
母亲的督促和大哥刘世传的带动下，五个
孩子的学业成绩都十分突出，刘世传在蓬
莱文会中学高中毕业成绩全校第一，被公
费送到潍县广文学堂读政治系，后随校迁
并至济南齐鲁大学。1919年毕业于齐鲁大
学文理学院，1925年考取公费留学，到哈佛
大学政治系读国际公法。那时国家负责学
费，去美单程船票和杂费自己承担。刘世传
平日读书，休息时或节假日到校外打工，干
一些送报、去农场挤牛奶、替人开车等零
活，补贴生活之用。这样苦读六年，于1930
年获得博士学位，入职美国俄士特女子大
学教书，赚取足够的学费之后又游学德国
一年，法国半年，完成著作《国际公法》，奠
定其在国际法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1933
年回国后历任东北大学、北平民国大学教
授。

刘世传是一位性格非常鲜明甚至有些
刚烈的山东汉子，据其子刘贞模回忆，刘世
传回国后担任东北大学政治系教授，儿子
刘贞模就读东北大学附小。学业结束颁发
毕业证，将籍贯“蓬莱”两字错写为“逢来”，
刘世传大为不满，找到附小的校长理论，最
后不欢而散，也使刘世传对东北大学产生
恶感，不久即带着家眷离开东大前往北平。
刘世传对家乡蓬莱感情很深，源自他自小
在那里成长，那里的一草一木根植心底，还
有一个就是对母亲含辛茹苦供养五个孩子
读书的感念之情，他经常说是伟大的母爱
激励着他刻苦读书，励志成才。以他的性格
和情感是绝不会容忍将自己的家乡“蓬莱”
错写成“逢来”的，况且那还是一所大学的
附属小学，更让他感到不能接受。刘世传为

“逢来”一怒离开东北大学，在当时流传很
广，有报纸趁机火上浇油，把刘世传的火爆
性格写得神乎其神。

刘世传到了北平之后，一连接到七所
大学的聘书，最后接受了北平民国大学校
长鲁荡平先生之盛邀出任该大学的国际法
学教授。民国大学始建于1916年冬，创办人
是同盟会元老蔡公时先生，蔡先生1928年
春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兼外
交处主任，随军北伐，5月1日进驻济南，任

国民政府外交部山东交涉
员。日本军队为阻止国

民革命军北进，出兵
占领济南，寻衅滋
事，肆意捕杀中国
军民。违反国际
法闯进交涉公
署，蔡公时据
理力争，痛斥
日军暴行，被
日军残害，制
造震惊中外的

“济南惨案”。
当时刘世传虽
然 身 在 美 国 留

学，但通过当地报
纸了解到“济南惨

案”，对蔡公时先生敬
佩有加。鲁荡平早年加入

同盟会，后从事乡村教育，创办
报纸，1933年接任民国大学校长时还兼任
天津《民国日报》和北平《中央日报》社长、
总编辑。因刘世传的《国际公法》一书在国
内外反响强烈，鲁荡平亲自登门把聘书送
到刘世传的家中，并提供了很好的生活和
教学条件。

刘世传怀着对蔡公时的敬仰和对鲁荡
平的感佩接受邀请，当时九一八事变刚刚
发生不久，大批东北大学的学生和老师不
得不流浪到北平等全国各地，寻找学习工
作的机会，刘世传在北平的住所就成了他
的同事和学生的临时落脚点。刘贞模回忆
当时的情景：“来者都发生经济上的困难，
父亲想起当年自己读书时的情况，非常同
情东北大学师生的遭遇，便对母亲说，只要
有登门求助的，应尽量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因此，有的资助学费，有的帮助解决伙食、
衣物、旅费等。家中好像办喜事似的，每天

都有许多人来吃饭，佣人和母亲忙个不停，
整天在厨房洗菜、做饭。”

这样的日子刘世传一家过了一年，
1934年暑假齐鲁大学的代表就从济南到
北平登门拜访，他是一位美国人，名叫
David，意思很明确，诚邀刘世传作为齐大
校友回母校担任校长之职，但是，刘世传
拒绝了。一个月内，这位来自齐鲁大学的
说客四登刘家大门，却没有动摇刘世传拒
不赴任的决心。刘贞模曾听到那位邀请者
说 :世传，我常听到你们中国人说刘备三
请诸葛先生，我一个月连跑四次，你都不
给面子。难道你眼看你的母校关门大吉
吗？我明天一早召集北平齐大校友及董事
开紧急会议，望你说明不回母校的正当理
由。

当时齐大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以至
于“关门大吉”。1931年齐大获得政府立案，
但是齐鲁大学是一所由教会学校发展起来
的大学，原校长、董事会、资金都来自英美
各个教会组织，一切教学组织活动有外籍
人士主持。私立齐鲁大学并未真正理顺各
个学科、中外教师之间的关系，由国民政府
要员孔祥熙为校长之职遥控指挥，也未能
彻底止住混乱之势，以至于两年多没有正
式聘请校长，有林济青代理校长。在这种困
难的情况下，齐大校友会和董事会想到了
刘世传，于是派员“四顾茅庐”，终于将刘世
传请到了济南，1935年夏刘世传走马上任
齐鲁大学校长。

刘世传到任后首要任务是延揽人才，
充实文理学院各学科，文学院中的社会学、
政治学、教育学、经济学、历史学诸科都增
聘师资，办学力量得以加强。他个性很强，
到齐鲁大学后大刀阔斧克服了各种困难，
校务突飞猛进，1936年秋季学生注册数增
加到567人，是从来没有过的最高数目。同
时中国籍的教师阵容也得到加强，一直到
抗战开始，是齐鲁大学在济南发展的黄金
期。

1937年七七事变后，齐大于9月1日按
期开学，但是回校学生只有297名，较上个
学期减少了一半。10月日本军队攻入山
东，根据教育部指令，齐大开始内迁。当时
学校内部意见很不一致，大部分英美外国
籍教授员工以为学校是英美教会设立，当
时各国与日本尚有外交关系，主张不必内
迁，依旧在济南上课。中国教授员工主张
内迁，认为这样更为安全，学生自主选择
的也很多，有的去了内地其他学校借读，
有的开始自行内迁到达成都，有的留在济
南。刘世传游说英美加各国董事们，支持
战时的齐鲁大学，得到各国董事的支持。
在校董事会董事长孔祥熙的协调下，借成
都华西协和大学一角，继续上课。但因为
成都距济南路途遥远，1938年到校学生仅
有数十人，教师更是寥寥无几。刘世传带
领全体师生艰苦努力，力求扩充，初无线
电专修科与药剂科外，原有各系逐渐恢
复，教授与行政人员，亦相继辗转中国香
港、河内，跋山涉水来到学校。太平洋战争
爆发，英美加等国与日宣战，外籍教授员
工被迫撤离济南，有部分被日军虏走到潍
县或上海的集中营，其他人也到成都，师
资力量充实，学生人数得到增加。学校适
应国家需要在理学院设立制药系，补强国
学研究所，医学院与理学院共设寄生虫研
究所。刘世传兼任理学院院长、国学研究
所所长，国学所聘请顾颉刚为主任，钱穆、
胡厚宣等名家入校科研教学，一时成为国
学研究之高地。

刘世传任齐大校长七年，他的办学成
就有目共睹，得到齐大校友的肯定。1942年
他被迫辞任，说法不一，有人认为主要原因
是校内一部分教职员工说他独裁，不民主，
校友们则说他不重视校友，逼他离职。实则
刘世传性格刚烈，绝少屈服，更不可苟且，
导致周边人事关系紧张，尤其是外籍教师
的不满，这可能是他辞任齐大校长一职的
重要原因。

离开齐鲁大学之后，刘世传在成都作
关于二战起因以及“中印问题”“印度内政
问题”的研究和演讲，国民政府一度请他
出任驻印度大使，被他拒绝。翻译出版《二
次大战之起因》，在报刊发表《撤销各国在
华领事裁判权问题》《最后胜利的信念》等
论著，透彻分析国际形势，影响极大。后受
聘到四川大学任教，1952年底被分配到成
都中苏友好协会做翻译兼任干部俄语班
的教学工作。1951年和1958年因历史政治
问题，两次受到不公正处理，剥夺政治权
利，1964年病逝，终年71岁。1985年成都市
人民法院撤销对刘世传原判，为其平反恢
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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