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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了房卖了粮，也要听两夹弦的站花墙。”这是在菏泽市定
陶区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可见群众对地方戏曲剧种两夹弦
的喜爱程度，而两夹弦也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半碗蜜”。

两夹弦因它的主要伴奏乐器四弦是每两根弦夹着弓上所系的
一股马尾，因而得名。经过二百多年的成长和发展，逐渐形成了特
色鲜明的地方戏剧种——两夹弦，且表演艺术形式趋于完善。

“两夹弦已经在定陶传承和发展了百余年，一直深受当地人
民群众的追捧和喜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定陶两夹弦
传承人侯彦丽说，从濒危剧种到如今在定陶区遍地开花，两夹弦
这个稀有剧种历经了无数的风风雨雨。

上世纪 90年代，受文化多样性的冲击，全国各个剧团开始走
下坡路，定陶两夹弦剧团也不例外。“台口越来越少，由于演员工
资得不到保障，他们大部分都外出自谋生路了。”侯彦丽说，不甘
心让两夹弦在定陶销声匿迹，为了召回演员，她一次不行就多去

几次，最终剧团的老演员们被她这种为两夹弦宁愿放弃一切的精
神所感动，纷纷回到了团里。此后，为更好地弘扬和保护传承两
夹弦剧种，她把培养青年演员的传承作为重中之重，和菏泽当地
的戏校相结合，吸收了一批优秀学员，为两夹弦的传承栽上了“新
苗”，注入了新的活力。

“唱念做打基本功是两夹弦的必练之技，手眼身法步是舞台
上演出的重要体现。”今年 18岁的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
心青年演员王瑞琦介绍，侯团长教我们学戏是倾囊相授，从吊嗓
子、下腰、踢腿、前桥等基本功，到上台化妆、身法、唱腔，她每天都
要陪着我们练习从未间断。她先后完成国家级非遗项目申报和
院团改革，排演传统剧目，带领剧团坚持常年送戏下乡，年均送戏
500余场，开展戏曲展演、票友大赛、消夏演出等 200余场。自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自发组织 2场网络戏曲演唱会，并组织演员在
家先后录制 40余段戏曲、快书等小视频，用于传播防疫知识和为
抗疫一线人员加油助威。

据了解，菏泽市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是目前全国
唯一的国有两夹弦专业院团。200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

“非遗”名录；2012年 6月，定陶县两夹弦剧团改制为定陶县两夹弦
非遗保护传承中心，为两夹弦剧种的保护管理单位；2016年 4月，
因定陶撤县设区，更名为菏泽市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
心；2017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院团。 文/图 记者 孙 涛

在成武县大田集镇东南三里许的
地方，有一个不足千人的小村——四刘
庄村。

在该村村西的刘氏祖茔前，竖立着
两根直刺苍穹的清代旗杆，无言诉说着
曾经的故事。其中一根旗杆的石头底
座上，刻着一行秀丽的楷书小字“乙未
进士”。据考证，此旗杆为清代官员刘
彤光所立。据村民介绍，这里的旗杆曾
有七根之多，经历百年的风云，但只保
留下来了两个，委实不易。

四刘庄一带历史悠久，村东曾有一
高大堌堆，叫做刘堌堆，经勘探属龙山
文化遗址。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尚高
丈余，新中国成立后，因群众取土，逐渐
挖成了面积约三亩的坑塘。2012年，曾
在地平面三米以下处挖出古代人类尸
骨四具和一处陶井遗址，并出土汉代瓦
片。从尸骨叠压的姿势来看，疑为洪水
溺毙。可以想见，汉代某年，洪水初来，
周围居民逃避不及，被水溺毙，尸体冲
积至此，被堌堆阻挡，散乱叠压，洪水消
退后，被泥沙淤积在地下。像刘堌堆这
样的土丘在菏泽市分布广泛，是先民为
避洪灾而堆筑的高台，水患过后，人们
下台而居。为了便于躲避水患，只好居
住在堌堆附近，形成了居民点。此后，
人们为了祈福襄灾，就在堌堆上修建庙
宇。清道光时期，刘氏族人曾在堌堆上
修建白衣观音庙一座，现仅存“重修白
衣观音庙记”石碑一通。

四刘庄成村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明
初。因明军北上进攻河南开封的元军，
为躲避战乱，刘氏始祖刘海从开封鼓楼
大街迁居于今四刘庄村北二里立村，名
刘庄，村属巨野，为巨野县和成武县的
交界地带。当时，村东有一大坑。某日
一猪贩夜行，不慎掉入坑中溺毙。刘氏
始祖惧官府追究责任，遂连夜把家搬至
南二里处重新立村，因此地已属成武县
管辖，根据当时“隔县不拿人”的惯例，
官府未追究此事。后来，刘氏一族人丁
兴旺，分为东西前后四个小自然村，故
名四刘庄。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刘氏族
人刘彤光考中乙未科三甲第 178名，赐
同进士出身。同年五月，他与戊戌变法
领袖康有为一同受到光绪帝召见，后来
任户部主事。在任户部主事期间，武定
府发生水灾，百姓流离失所。在京城的
山东籍官员纷纷募捐赈灾，并推举刘彤
光去发放钱物。他到灾区后，“亲历调
查，分上、中、下户为三等，不使一人缺
漏、一人冒领。沐雨栉风九十余日，活
人四万余口。武定来者言，乡间设长生
禄位祀之。”1900年，刘彤光到山西文水
县任知县，后来又负责永宁州的事务，
为当地做了不少好事，并著有《梦蝶草
堂杂著》。

1979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该
村青年刘保健时任解放军某部副连长，
在一次作战中，他身先士卒，带领其他
战士先后攻克 6个高地，他一人毙敌 8
名，并指挥全排毙敌 43名，为我军围歼
敌人作出了重大贡献。战后，他荣立一
等功，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
号，并参加了建国 35周年国庆观礼，受
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张长国

本报讯（记者 王振宇）由常健、王
保国撰写的长篇纪实文学《乾元烽火》，
近期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
原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

员长田纪云为本书题写书名。
《乾元烽火》一书共 16万字，记述了

20世纪 30年代鲁西南的解元集镇，一个
名字叫做常天绪的华籍工头，带领 70多
名村人在马来半岛的日营龙运铁矿做劳
工。“七七事变”爆发后，当得知自己生产
的钢锭被日本帝国主义用来制造屠杀祖
国同胞的枪支大炮时，村民们决心与敌
人不共戴天。随后，他们秘密破坏矿区
设备、杀死日本监工，集体参与了震惊中
外的龙运铁矿大罢工。此后，解元集村
回国的众多劳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或本人或组织家人，积极在家乡乾元
区一带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参加人民解
放战争……

本书以此为时代背景，讲述了鲁西
南抗日根据地南华县地方武装的革命斗
争历程。该书是我市第一部以村庄革命
历史为题材的纪实性文学著作，具有重
要的史料价值。

儿歌曰：小鲤鱼，撒个欢，蹦到锅里冒
股烟；颤条子，尾巴摇，红烧一盘当酒肴。
大鲶鱼，一斤半，糟它一夜当顿饭。滑泥

鳅，两头尖，洗吧洗吧用盐淹。小虾米，蹦
蹦跳，酱油一沾好味道。小鲫鱼，味道鲜，
放到锅里用油煎。天天吃鱼不住嘴，头上
长了条蛤蟆腿。

农村集市风味小吃不少，糟鱼就是较为
流行的一种。劳作了一晌的庄稼汉，蹲在糟
鱼摊前，斟上一壶老酒，买上几尾糟鱼，叫上
一盘花生米，就是神仙般的享受了。

制作糟鱼一般选择野生的杂鱼，有鲫
鱼、鲶鱼、黑鱼、鲤鱼、鲢鱼等大小不一，味
道鲜美，香味醇厚。早些年，没有工业污
染，水多鱼也多，有水的地方就有鱼。大
雨过后，坑壕盈满，不几天水位退下，林间
的一个小水坑，把水剐干，就能捕到半杓
鱼。这些鱼个头不大，种类繁杂，一般吃
法刺多肉少，制作糟鱼最为实惠。

糟鱼的制作有许多道工序，先是要将
鲜鱼刮磷、破肚、去鳃，然后再挂在阴凉处

晾晒一两天，这样吃起来肉质才筋道不黏
腻。第三道工序是过油，把浸过一些面糊
的鱼进行油炸，这时要求火候要大，要把
鱼刺炸的焦酥，到时摆放起来才不至于糟
烂一团。刚过完油的鱼不要急于下锅，等
凉透后才进入第四道工序——炖制，选一
口大锅，锅底先铺一层厚厚的大葱叶子，
然后码鱼，一层层码满一锅，放入葱姜、大
蒜、花椒、大料、盐醋等，添足水，炖鱼需慢
火，一般要炖上一夜。好的糟鱼形好，味
香，骨酥刺烂，鱼刺入口即化，骨肉通吃，
香味浓郁，营养丰富。

世间食材，有些东西吃法简单，越简
单越能吃出它的本味，譬如清蒸鱼，即便
不放材料也鲜美可口。而有些食品，必须
经过一道道手续的加工，经过漫长时间的
炮制，不如此就不会有醇厚的味道。

文/丁明烨 画/王世会

城湖故城在西周、春秋时期为郜国都城，战国时为郜邑，
秦至汉代为成武县治所。故城址位于成武县新城以北，旧城的
护城堤以内的广大范围，面积号称万亩。这一地域较堤外低2.5
米，由于地势低洼，常年积水，故而称之为“城湖”。1992年 6月
12日，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57年文物普查时，曾在城湖之内发现两个堌堆遗址，一
为大台，史称东台；一曰文亭山，又名云亭山，并且在两个遗址
上都采集到龙山文化、商周时期的遗物。1986年秋，菏泽地区
文展馆和成武县文化局对城湖故城进行了调查和文物钻探工
作，初步摸清了城湖故城范围，即西起城关镇窑场之西，东到西
刘楼村，南至南护城堤以内，北达北护城堤，东西长 3525米，南
北宽 1800米，总面积 632.5万平方米。在此范围内的坑塘、水
渠、壕沟中均可以采集到其文化特征基本相同的遗物。面积之
大的古文化遗存，在全市目前首屈一指。

在南隅 1万平方米的鱼塘内，发现陶圈井竟达 20余座，并
对 17号井（Jl7）进行了清理。该陶井用陶井圈一节节叠砌而成，
陶井圈高26—42厘米，直径70—90厘米，壁厚4—4.5厘米（中部
厚 3厘米），外饰竖绳纹或左右斜绳纹，内壁抹平，有指印痕。制
作陶井圈时，陶土内掺有少量的杂草，井圈制作比较规整。

城内采集的陶器标本多为残片，以泥质陶为主，夹砂次
之；灰陶、灰褐陶、浅灰陶最多；红陶少量，黑陶部件。纹饰以粗
绳纹、中绳纹为多；凸凹旋纹、瓦纹、素面亦占一定比例；乳钉
纹、菱形方格纹、回纹仅见建筑材料。最常见的陶器有豆、盂、
圜底罐、壶、盆、洗、釜、瓮、爵、鬲等。

在南隅鱼塘中还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并有大
量的建筑材料暴露，譬如筒瓦、板瓦、瓦当、陶水管弯头和空心砖等，其年代为西周至
汉代。这里的瓦片数量达几十万片之多，充分证明南隅一带为宫殿区或者建筑群。
这一古建筑群的发现，为认定其为故城址提供了佐证。

城湖故城的发现和确认，不仅增添了我国古城址研究的新资料，填补了菏泽市
周代设防城市的空白，而且对研究郜国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特别是对研究郜国的
经济史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纠正了郜国都城在成武县东南 18里郜鼎集一
带的误载。 市委党史研究院 供稿

历经风雨历经风雨育新苗
———访国家级非遗项目定陶两夹弦传承人侯彦丽—访国家级非遗项目定陶两夹弦传承人侯彦丽

●菏泽地名前世今生●

四刘庄

糟 鱼 摊

长篇纪实文学《乾元烽火》出版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田纪云题写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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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颦一笑皆功夫一颦一笑皆功夫，，侯彦丽侯彦丽（（中中））带领演员们练习带领演员们练习““精气神精气神””

台下台下，，侯彦丽指导演员们练习基本动作侯彦丽指导演员们练习基本动作

往里一抖往里一抖，，往外一甩往外一甩。。演员们练习水袖演员们练习水袖““蝴蝶翅式蝴蝶翅式””

4月 20日，一位中等身材、头发花白的农艺师正在曹
州百花园内忙着给牡丹母本套袋授粉，培育新品种——彩
叶蓝玉。每年这个季节，他都是最忙碌的，园子里的每个
品种生长情况他都了如指掌。他就是园内的高级农艺师
孙文海。

64岁的孙文海是牡丹区牡丹办事处百花社区的居
民。高中毕业后，就跟着父亲孙景玉学习栽种牡丹。培育
牡丹已经成为孙文海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孙文
海的工作日记里，清清楚楚记录着不同季节、不同品种的
牡丹的花色、花型、叶片颜色和发芽时间等。30多年来，跟
随父亲孙景玉参与培育了 300个牡丹新品种。父亲去世
后，以他为主培育的牡丹新品种达到 100多个，仅 2017年
就申报了90多个新品种，花协批准发证书的有13个品种。

“这棵花朵硕大、花开如白雪的品种就是‘景玉’，为白
色系列中最受欢迎的，是 1978年以我父亲孙景玉的名字
命名。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看到父亲得到这样的荣誉，
才明白了自己努力的方向。2017年，中国牡丹芍药协会
又以我的名字‘文海’命名了一个牡丹新品种，这是红色系
中的一个优秀品种。”在交谈中，记者体会到了孙文海成功
背后的苦涩和不易。在 2019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上，

“文海”牡丹以花大色艳征服了评委，最终获得了银奖。
自孙文海担任曹州百花园农艺师后，在牡丹盛开的

季节，他几乎天天住在园子里，周围的乡亲纷纷来购买新
培育的牡丹种，新品种一经推出，深受市场欢迎。看到乡
亲们能致富，孙文海脸上洋溢着自信与希望。

“从我爷爷那一辈就开始培育牡丹，我还是希望有更
多年轻人加入培育这个行业中来。”现在孙文海很担忧，
因为培育牡丹新品种的过程枯燥而又艰辛，从授粉、育
种、选种再到规模化种植一个品种需要 4-6年，甚至更
长。技术员一般不愿意干这个活，吃不了这个苦。所以，
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牡
丹培育工作中来，培育出更多的新品种，为菏泽牡丹增光
添彩。 文/图 记者 李保珠

孙文海孙文海：：道不尽的牡丹情道不尽的牡丹情

向游客介绍牡丹品种向游客介绍牡丹品种

孙文海正在给孙文海正在给““文海文海””牡丹品种修剪牡丹品种修剪

每棵新培育的牡丹上都饱含着孙文海无数的汗水和心血每棵新培育的牡丹上都饱含着孙文海无数的汗水和心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