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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杜春娜

自导自演
全村老少齐动员

1月27日下午1点半，济南市石崮沟村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院子里一片忙碌景
象，一场热闹村晚在这里拉开帷幕。

这场村晚由石崮沟村村民联合附
近村子共同举办，80多位村民自编自演
了十几个节目，包括唱歌、舞蹈、三句半
等。演出人员中，年纪最大的70岁，最小
的仅有4岁。70岁的秦贻禄成为演出队
伍里的老大哥。

戴着一顶黑色毡帽和一副黑框眼
镜，身穿迷彩棉外套，身形高挑瘦削，老秦
在人群中也挺好辨认。尽管已是古稀之
年，老秦依然精神矍铄，报名了走秀和独
唱两个节目，早早来到现场排练。

演出场地并不大，红彤彤的灯笼高
高挂起，紧挨着背景板，很难想象这方
寸之地也能举办晚会。“来，我们再排练一
遍。”趁着节目尚未开始，老秦和走秀队的
队员们抓紧最后一点时间排练着。平时可
以嬉笑打闹，开始表演后，大家变得严肃
起来。“正式表演可不能出错。”排练出了
点小差错，“嫌弃声”溢于言表，一旦正式
表演出现问题，后果也可想而知。

这边忙着，那边也没闲着。石崮沟
村第一书记邓延明为了演出顺利，也是
忙个不停。村晚的舞台已装饰完毕，仍
需要摆好桌子、马扎，放好瓜子，点起篝
火，调试音响、话筒等设备，邓延明俨然
变成了“全能侠”。

院子内，有村民按捺不住好奇心，
早早就带着马扎赶到演出地点，看到舞
台旁的大鼓，有人跃跃欲试，准备一展
身手，给这场演出上盘“开胃小菜”。

卖糖葫芦的小贩悄悄来到院外，没
有叫卖声，只管把车在门口一停，就吸
引了众多关注。山楂球儿、草莓外头包
裹着晶莹的冰糖,叫人见了哪能迈得开
腿？一串串糖葫芦吸引了小小贪吃鬼，

他们央求着父母，怎么着也得买
上一串，“吧唧吧唧”吃得不

亦乐乎。不一会儿，演出

人员和观众便塞满了院子。舒缓的音乐
声、拉家常的讨论声，嘈杂的院子里，升
腾起浓浓烟火气。

上台是演员
下台是“气氛组”

开场音乐结束后，随着一阵“咚咚
咚”急促的鼓点，像骤雨一样，锣鼓节目抢
了个“开头彩”，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

看着节目，嗑着瓜子，吃着酸甜可
口的糖葫芦，村民们眼睛里的笑意一点
也不掩饰。老秦出场顺序并不靠前，没
有表演时，就是观众，成为“气氛烘托
组”的一员，叫好声、鼓掌声，均不吝啬
赠予。

4岁的小朋友唱着歌，稚嫩的童声
清澈干脆，有着清新悠扬的乐趣；三位
附近村庄来的老师儿，带来了三句半节
目，形象的动作、令人捧腹的语言，节目
可谓妙趣横生。等待着、等待着，老秦开
始走秀了。上身统一穿着迷彩服，和着
音乐声，边走着模特步，边高高举起亲
手编织的挎包，12位队员依次亮相。

为啥要带着编织的挎包上场？原
来，走秀队的队员们都是石崮沟村非遗
编织课的学员。当决定举办村晚时，村
里提出，可以用走秀的形式展示非遗编
织文化，这个消息也得到了队员们的支
持。“我们专门为这个表演，排练了好几
天。”老秦可一点也不敢马虎。

走秀队队员的平均年龄在40岁至
50岁，队内仅有老秦和弟弟两名“男模
特”。“我们兄弟俩都很喜欢这种文艺节
目，愿意参与。”新颖的节目形式、有趣

互动的表演，把现场气氛烘托到高潮。
台上，老秦故作姿态地展示着编织物
品，逗得观众们开怀大笑。

有个好开始，须得有个好结尾。村
晚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彩带舞。身着统一
的运动服装，脸上挂着洋溢的笑容，五位
表演者手拿彩带舞动着。斑斓的彩带在
空中铺出一条鲜艳明丽的彩虹，旋转飞
腾，肆意飞舞，渲染着欢乐的节日气氛。

意犹未尽
久久不能散场

老秦是石崮沟村村晚的老演员了。
济南市市中区南部，一条玉符河穿

流而过，滋养了河流两岸的村落。2023
年，石崮沟村以“春满园、夏知声、秋丰
忆、冬暖阳”为主题，推出了“四季村晚”
活动。石崮沟村毗邻玉符河，夏季村晚
便在玉符河畔举行。那时，夏季村晚的
每场节目能达到50多个。此次的冬季村
晚也会持续到农历的二月二。

老秦自小便在石崮沟村生活，退休
后仍然留在了这里，他总想着为这片故
土做点啥。夏季村晚自然没有遗忘下老
秦的身影。

一场夏季村晚中，老秦导演了一出
节目。他邀请了一位90多岁的老人上台演
唱，拉手风琴为其伴奏。当时的节目效果
也挺好，老秦还专门为此写了篇文章。

这次村晚，老秦的独唱环节在走秀
节目之后。脱下迷彩外套、戴上红围巾，
老秦高歌一曲。“以为唱歌没被安排上，
做好现场写对联的准备了。”

写作、书法、吹拉弹唱，老秦的才艺
可不少。事实上，从1976年到2003年，近
乎三十年的小学乡村教师生涯，老秦既
是语文老师，还是音乐老师。就像一颗
螺丝钉，哪个年级需要老师，他就顶上。

“那时农村小学哪里有音乐老师？但还
得教学生，我就自学了吹拉弹唱。”直到
现在，老秦自学的才艺，还能为村里帮
上忙。

不仅仅是老秦，正是那些热爱艺术
的村民相聚在一起，才有了一场场热闹
又令人感动的村晚。

村晚持续了将近2个小时，“正式节
目结束了，还有人想表演吗？”邓延明的
话音刚落，就有村民争着上台点歌、唱
歌。歌声飘扬，久久没有消散。

一首歌、一支舞，这场独属于乡村的
文艺晚会，也是独属于村民的浪漫之旅。

老少齐动员，自导自演“村晚”
这是独属乡村的文艺晚会，也是独属村民的浪漫之夜

大众新闻客户端 孟令洋
通讯员 庞立冰

春节临近，在滕州
市张汪镇陶庄村的灯彩
非 遗 作 坊 里 ，“ 滋 滋
滋……”的电焊声，火花
四处喷溅，大院内堆满
了十余组花灯半成品。

随着工期临近，20
位非遗扎制手艺人开始
忙碌起来，因为春节期
间黑龙江绥化将举办一
场非遗灯光展，他们要
如期完成任务。

张汪灯笼扎制技术
具有悠久的历史，是春
节期间普天同庆的艺术
形式，也是一种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传承。张汪
灯笼扎制技艺传承人司
冬梅从小就跟着老一辈
学习制作彩灯，至今从
事彩灯制作已有21年，
在枣庄一带以及周边享
有盛誉。

司冬梅在传承扎制
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将
花灯做得更加生动，在
功能上也不局限于亮
灯，而采用声波、机械等
手段，使灯组会转、会
眨、会跑，使花灯更具有
观赏性。

“为了完成2024年
元宵节的灯展，我们从
去年的国庆节就开始准
备了，在传统扎制灯彩
的工艺上，加入了机械
传动、灯光动态的创新
手法。”司冬梅说，每年
制作大型花灯20余组，
包括龙造型花灯、鲤鱼
跃龙门花灯、欢乐过大
年等灯组，大都是仿真
版的带动作、带音乐的
人或物。

在“龙飞凤舞”大型
组灯焊接旁，一位戴防护镜的老人吸引了
记者注意。老人名叫徐志田，今年61岁，是
方元花灯厂的“总技术师”。徐志田告诉记
者，每年冬闲时节，村民们就会自费制作花
灯。现在花灯的骨架都是钢架焊接的，一般
都是直接安放在景区、公园进行展示。

让徐志田感慨的是，现在花灯销售已
经走出滕州，推广到甘肃、四川阿坝藏族自
治州、新疆阿克苏、黑龙江绥化等地，花灯
给村民“照亮”了致富路，30多位村民经过
正式培训，成为花灯厂的工人，每天都有上
百元的收入。

张汪花灯制作工艺非常复杂，精美的
彩灯需要经过焊接框架、糊布、晾干、上彩
绘画、糊裱、贴饰等近20道工序，一组花灯
往往需要花费半月时间才能完成，其制作
周期长、工艺复杂，十分考验传承人的耐心
和细心。

花灯这种传统技艺，也面临着失传的
危机，这让司冬梅很无奈。为了更好地传
承这项非遗，她积极钻研手艺和培养学
徒，最大心愿就是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并发扬光大，在她的坚持和创新中，传统
花灯中融入科技+艺术+文化+非遗民俗等
元素，转化为非常酷炫的动态效果，让
这项延续了百年的古老技艺重
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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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起锣鼓、
唱起歌，不需要
太多的专业舞
台和设施，村晚
开演了。只需提
供一个舞台，村
民就可以自编、
自导、自演一场
文艺晚会。村晚
不一定专业，但
足够精彩，它演
出了村里故事，
唱响新农村新
生活。

秦贻禄（左）和队员以走秀方式展示非遗编织。

石崮沟村村民联合附

近村子共同举办村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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