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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冬至祭孟不同于官方大

规模的“公祭”，也有别于宗亲“关

起门来”的“家祭”，而是一次民间

的“共祭”。据了解，本次祭孟大典

的参礼者既有孟氏宗亲，也有孟子

学生徐辟的后裔；既有当地文化学

者和传统礼乐爱好者，也有为邹县

古城开展历史记忆研究的浙江大学

团队；既有当地普通群众，也有外地

游玩孟庙的游客；陪祭和羽祭人员

也不再像家祭孟子那样，只由孟氏

宗亲组成，而是包括了异姓学者和

普通群众。

在举行祭祀仪式之前，所有参

与祭祀的人员，需心怀虔诚、斋戒

沐浴，遵照礼制素食忌酒。活动结

束时，参加祭祀活动的人每人分得

一块胙肉，以示敬意。

在本次冬至祭孟大典的排练

过程中，78 岁的孟祥居在每一次作

揖 、叩 首 时 都 一 丝 不 苟 。 在 他 看

来，发自内心的真诚是对祭祀先祖

最基本的要求，“它体现在人的每

一个细微动作之中。”

匡 庄 中 学 政 治 老 师 任 善 坤 ，

常 年 在 孟 府 习 儒 馆 读 经 班 义 务

讲 学 。 在 整 个 祭 孟 大 典 过 程

中 ，他 跟 随 主 祭 作 揖 、叩 首 ，毫

不 懈 怠 。“ 虽 然 我 不 是 孟 氏 后

裔 ，但 也 深 受 孟 子 思 想 滋 养 。

血 统 是 第 二 位 的 ，精 神 才 是 第

一 位 的 。”

71 岁的吕现全是邹城市一名

退休医生，同时也是孟子思想的追

随者。邹城市开办的每一次孟子

公开课，他都会准时去听。“作为一

名普通市民，能参加这样神圣的祭

孟大典，我很激动。”

据 介 绍 ，邹 城 市 将 以 这 次 民

间 祭 祀 为 起 点 ，在 孟 庙 、孟 府 、孟

林、孟母三迁祠等处，全面恢复冬

至祭孟仪式，并逐步恢复春、秋丁

日 祭 祀 礼 仪 ，实 现 祭 孟 仪 式 的 常

态化。

（孟 娟 胡 宾 陈 亭 胡雁南）

被誉为“活化石”的俚曲音乐

“俚曲是蒲松龄把自己创作的唱

本 以 俗 曲 形 式 演 唱 而 形 成 的 一 类 曲

调。”据鲁泰聊斋俚曲剧团顾问陈倩介

绍，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文言文写

成，但为了将聊斋故事更广泛地在民

间传播，他以淄川当地方言和当时的

俗曲时调为载体，改编创作了“俚曲十

五种”。其中，像《姑妇曲》、《慈悲曲》、

《翻魇殃》等虽同样取材于聊斋故事，

但内容却更通俗易懂。

“除文本部分外，曲牌音乐是聊斋

俚曲的精华。”陈倩介绍，淄川是明清俗

曲的重要流布区域之一，蒲松龄在聊斋

俚曲的创作中，为使声腔音乐世俗化，

选取了当时流行的俗曲如[耍孩儿]、[银

纽丝]、[叠断桥]、[跌落金钱]等共计 51

支，并广采俚俗民谚、歇后语，一时间，

叙事自然质朴、说表诙谐幽默的聊斋俚

曲在街衢里巷广泛传唱。

由于历史原因，聊斋俚曲的曲牌

音乐在进入 20 世纪后几近失传。“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淄博市文化局牟

仁均的带领下，当地‘挖掘整理民歌小

组’的 8 名成员到蒲家庄搜集俚曲音

乐，整理出 10 余支传统曲牌，收录在

淄博市艺术馆油印出版的《淄博市民

间音乐集》中。”陈倩介绍，这 10 余支

曲 牌 是 中 国 民 间 音 乐 的“ 活 化 石 ”。

2006 年，“聊斋俚曲曲牌音乐”被列入

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从唱俚曲到演俚曲戏

“在淄川一带，‘民间扮玩’是常见

的民俗活动，俚曲片段作为‘扮玩’的

一种形式受到观众喜爱。年节期间，

人们常装扮成俚曲中的‘大怪’‘二怪’

‘王银匠’等到城区、乡镇演出。”陈倩

介绍，历史上，说唱形式的聊斋俚曲有

人物、有故事，也曾向“代言体”的戏剧

形式发展演进，但一直未形成气候，仅

在喜爱它的小圈子里传播。

“2008 年，淄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 世 忠 卸 任 后 想 组 建 一 个 老 年 吕 剧

团，我和杨道坤拿着剧本《带着奶奶做

新娘》找到他，建议将唱吕剧改为唱俚

曲。”陈倩说，淄川区聊斋俚曲艺术团

就这样组建了起来。

“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原中国音

乐研究所研究员吴钊所撰的《蒲松龄

的俚曲》一书中，认为俚曲具备民歌、

说唱、戏曲三种成分，这种说法使我

们后来发展聊斋俚曲戏成为可能。”

陈倩介绍，剧团成立后，聊斋俚曲不

再停留于以往的说唱，而是有意识地

向舞台演剧探索。近年来，该团创排

了小戏《求骂》、《渔翁和城隍》，现代

大戏《环保卫士》等多部剧目，并屡获

省市级奖项。

2012年，淄川区聊斋俚曲艺术团更

名为淄博市鲁泰聊斋俚曲剧团，借助山

东鲁泰纺织公司的赞助支持，艺术传承

渐趋规范化。该团团长王世忠介绍，近

年来，为推动聊斋俚曲的传播与传承，

剧团依托老艺人把脉创作、政府及企

业创造合力，常年坚持下乡演出。

让新戏种融入百姓生活

“从俚曲到俚曲戏，能为观众认

可，通俗性是首要因素。要将聊斋俚

曲戏发展为有影响的剧种，剧目创作

必须与当地的民风习俗相呼应。”谈及

现今聊斋俚曲戏的剧目选材，陈倩坦

言，聊斋故事的改编仍是选材的重要

依 据 。 另 外 ，他 认 为 还 应 根 据 新 形

势，选取一些当下的热门话题进行创

作。“在《求骂》、《丫头大主任》等新剧

目创排中，我们已经有意识地将‘跑

驴’‘哭腔’等当地民俗元素融入演员

表 演 中 ，以 满 足 不 同 观 众 的 审 美 习

俗。”陈倩说。

“聊斋俚曲的十余支曲牌本身就

是 宝 贵 的 财 富 ，为 传 承 [银 纽 丝][玉

娥郎]等曲牌音乐，剧团已在学校、乡

镇 文 化 站 多 次 开 展 传 习 活 动 。 在 传

承已有经典的同时，我们仍然坚持打

造剧目。”王世忠认为，近年来剧团打

造 的 聊 斋 俚 曲 戏 具 有 浓 郁 的 地 方 特

色和受到群众欢迎的表现形式，下一

步将按专家建议，尝试音乐形式从曲

牌体向板腔体突破，同时，还要吸引

并 培 养 更 多 聊 斋 俚 曲 戏 的 优 秀 青 年

人才。

聊斋俚曲戏《墙头记》剧照。闫盛霆 摄

聊斋俚曲戏《求骂》剧照。闫盛霆 摄

祭祀亚圣孟子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植根民俗，传唱乡土“好声音”
孙丛丛 闫盛霆

俚胡声声，曲韵悠扬……在淄博市鲁泰聊斋俚曲剧团，演员们正在排演一部农村题材的新剧目——《丫头大主任》。

从原先的说唱形式，到集表演、唱念于一体的综合舞台艺术，短短6年间，这支民营剧团在老艺人的带领下，不仅挖掘、抢救了聊

斋俚曲的曲牌音乐，还实现了由聊斋俚曲向聊斋俚曲戏的跨越发展，先后创作演出了《求骂》、《带着奶奶做新娘》等10余部剧目。

孟子故里邹城

12月 22日，孟子故里山东邹城孟庙内乐舞翩翩、琴瑟齐鸣，钟鼓馔玉尽显赤诚，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民

间冬至祭祀亚圣孟子大典在这里举行，以纪念我国著名思想家、一代儒学宗师孟子逝世2303年。

“孟子于宋元丰七年五月追封邹国公，配享先圣位次兖国公下，政和五年开始祭祀，专制乐章加以赞

颂。为深入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祭祀亚圣孟子，邹城市从传统邹鲁礼乐出发，力求原味复制、完整再现

2000多年前庙堂下、古韵中的祭孟仪式。”邹城市市委副书记赵勇表示。

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恢复冬至祭孟

作为专为祭祀孟子而恢复的大

型庙堂乐舞活动，祭孟大典是集乐、

歌、舞、礼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表演

形式，主要包 括 启 户 、排 班 、瘗 毛

血、迎神、初献、亚献、终献、饮福受

胙、读祝、焚帛、彻馔、送神等仪式，

用传统礼乐、四佾舞等集中表现儒

家思想文化，形象地阐释孟子思想

中“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

实，乐斯二者”“牺牲既成，粢盛既

絜，祭祀以时”的思想，再现邹鲁礼

乐的盛况。

据祭孟大典组织者、邹城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主任米怀志介

绍，本次冬至祭孟大典素材主要是

当地文化学者对《三迁志》、《邹县

志》、《孟府档案》和《四库全书》的潜

心挖掘和研究。

本次冬至祭孟大典的音乐全部

是现场演奏。乐是来源于古代的

韶乐，由编钟、编磬、古筝、古琴等

乐器演奏。“编钟遵照礼制，使用的

是出土于邹城郭庄的编钟复制品，

古琴由当地古琴专家戴子清制作

并演奏，乐谱则由邹城市文化馆工

作人员李小雨研究挖掘。”米怀志

告诉记者，本次冬至祭孟大典所有

乐舞人员都来自邹城当地，这为今

后民间祭祀孟子活动的常态化奠

定了基础。

上 午 10 点 整 ，随 着 通 赞 一 声

“启扉……”孟庙棂星门缓缓开启，

近 200 名嘉宾佩戴绶带、表情肃穆，

缓步进入孟庙，冬至祭孟大典正式

开始。伴随着传统礼乐，主祭、陪

祭、乐生、舞生、礼生就位。青烟袅

袅中，担任主祭官的孟子第七十五

代嫡次孙、孟氏宗亲会会长孟祥居

郑 重 地 朗 诵 了 祝 文 ：惟 公 知 徳 知

言，攘剔异端。浩然之气，氤氲霄

汉；首倡仁政，岩岩泰山。七篇济

世，百代垂宪……以颂扬亚圣孟子

之功德，追思孟子对中国和世界文

化做出的杰出贡献，表达后人的崇

敬怀念之情。

据本次祭孟大典的陪祭、祭文

撰写者、邹城民间文化学者董伟介

绍，冬至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时

令节庆，有“冬至大似年”的说法，

古人认为冬至阳气生而君道长，是

乱而复治之机。冬至节贺冬最具

邹鲁礼乐的原味复制与完整再现

多方参与、共祭孟子的开放平台

特色的是“履长”与“隆师”。“履长”

是 指 晚 辈 礼 拜 尊 长 ，“隆 师 ”指 尊

崇、重视、敬侍，事奉并光耀师长、

师门之意。但由于孟子于公元前

289 年冬至这天寿终，邹城的乡亲

非常悲痛，于是废除了庆贺冬至的

仪式，素斋并隆重祭祀孟子，形成

了邹城延续至今、独具特色的冬至

废礼习俗。

“ 冬 至 祭 孟 由 来 已 久 ，但 自

1948 年孟子嫡系后裔孟繁骥离邹

迁居台湾便自行终止。尽管多年

来 ，海 内 外 均 有 不 同 形式祭祀孟

子的活动，但在冬至祭祀孟子，自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在 国 内 尚 属 首

次。”董伟说。

济宁文物局副局长杨义堂表

示，冬至作为节候甚或岁首，具有

继往开来的意义。我们在这一天

祭 祀 亚 圣 孟 子 ，亦 有 尊 古 以 传 承

之意。 
 

 

聊斋俚曲戏

用纤细的绣花针和色彩斑斓的

丝线，把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气度和

情 操 ，绣 进 日 常 的 生 活 用 具 及 服 饰

中，既美化了人们的生活，亦映现出

劳 动 人 民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以 及

他们淳朴的精神风貌和高尚的审美

情趣。

沂蒙民间刺绣与我国四大名绣

有着明显的差异。它既没有苏绣那

样工艺精致、丝缕分明，也没有湘绣

的情调豪放和明媚秀丽，而是民间妇

女在继承前辈刺绣的基础上，以自己

对生活的真实感受，用巧妙的艺术构

思，绚丽丰富的色彩，精细多样的针

法，绣出各种图案，寄托浓郁的乡思

乡情。

沂蒙民间刺绣常用的针法技艺

和 配 色 方 法 有 ：绣 扎 大 色 块 的“ 光

缠”，表现色彩层次的“掺针”，表现

花蕊和叶瓣的“棚针”，表现羽毛和

叶筋的“勾针”，绣扎图案花边的“锁

针”，表现石榴、玉米颗粒的“揭针”，

表现形象轮廓的“挑针”，表现花草

植物枝干用的“拉针”等等。总之，不

外乎“平铺绣”“平针绣”“缠针绣”“散

针绣”“打籽绣”“套扣绣”“盘金绣”等

手法。

沂蒙民间刺绣工艺品，在人们生

活中既是实用品，又是装饰品。这些

古朴浑厚、粗犷明朗、雅拙夸张的民

间绣品，既有清雅端庄、朴素健康之

美，也透出活泼浪漫之情，反映出沂

蒙人民纯洁爽朗的艺术气质。

沂蒙刺绣品种繁多，在人们的生

活中比比皆是。农村妇女多在五月

端午节时绣制“香荷包”。外形有各

种小动物、瓜果等，里面放入香料，小

巧玲珑、五颜六色，香气袭人。端午

节这天，男女老幼都在胸前挂一串香

荷包，一为庆祝节日，二是为防五毒

和驱恶避邪。“针葫芦”，即针线包，

是 沂 蒙 农 村 妇 女 存 放 针 线 的 工 具 。

从 前 农 村 女 孩 出 嫁 前 ，都 要 绣 制 许

多 针 葫 芦 ，结 婚 时 分 送 给 男 方 的 大

娘和婶嫂，以表敬意。“针葫芦”的形

状有的像葫芦、石榴，有的像金鱼、

鸟兽，上面绣着花草、鱼虫、鸟兽，再

用丝线打上穗子和挂绳。其造型生

动 ，颜 色 鲜 艳 ，观 赏 性 、实 用 性 俱

佳 。 沂 蒙 地 区 还 有 一 种 常 见 的 、具

有 多 功 能 的 民 间 实 用 艺 术 品 ——

“腰围子”，也叫“兜肚”，多为男子尤

以常出门做生意的人使用。围上腰

围子出门，既可防止肚子着凉，又可

用其盛钱物以防丢失。青年人一般

用 五 色 彩 线 绣 制 ，特 别 是 结 婚 时 新

娘 必 须 为 丈 夫 绣 制 彩 色 腰 围 子 ，用

各种图案体现出妻子的心愿。中老

年 人 的 腰 围 子 则 多 是 黑 白 花 的 ，质

朴简洁。“枕头顶”在沂蒙农村也很

普 遍 。 尤 其 是 女 子 出 嫁 时 ，要 做 多

副 枕 头 ，如 大 对 枕（枕 头 顶 为 正 方

形），为新婚夫妇自用；小耳枕要成

对送公婆及婶子、大娘等亲人，以表

敬 意 ；孩 子 的 枕 头 多 是 小 虎 头 枕 。

枕头顶的颜色多以红、黄、蓝、绿、黑

为底色，绣上各种花、鸟、鱼、虫等图

样，美观实用。此外，人们常用的沂

蒙民间刺绣工艺品还有烟包、耳套、

门帘、帐沿、手帕、围嘴、围裙、桌衣、

虎头帽、腰带、云肩、裙带等几十种。

沂蒙民间刺绣工艺来源于生活，

又 广 泛 应 用 到 生 活 中 去 ，深 受 沂 蒙

民 众 热 爱 。 由 于 其 独 特 的 艺 术 风

格 ，沂 蒙 民 间 刺 绣 工 艺 品 在 国 内 外

展 出 中 多 次 获 奖 ，并 作 为 礼 物 赠 送

给国际友人。

漫
话
沂
蒙
民
间
刺
绣

孙
玉
汉

沂 蒙 刺 绣 经 一

代 代 传 续 ，不 断 创

新，逐渐形成了自己

独 特 的 风 格 和 完 整

的 体 系 。 其 内 容 丰

富 ，构 图 严 谨 ，色 彩

艳 丽 ，针 法 多 样 ，具

有 鲜 明 的 地 方 特 色

和浓郁的民族风情。

甲午冬至祭祀亚圣孟子大典现场。陈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