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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源院兼具多个朝代建筑特色。（本报视觉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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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垣县老物件博物馆用心用情守护地方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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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党梆子、潞安大鼓、黎侯虎、武乡顶灯融入蛇年造型——

上党堆锦牵手长治特色非遗上党堆锦牵手长治特色非遗

充满温情的家居生活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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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报记者 李盼 图/刘恒瑜

放映机、黑白电视机、老式电话、凤
凰牌“二八大杠”自行车……2 月 25 日，
记者走进襄垣县老物件博物馆，各式各
样的老物件让人目不暇接。一件件藏
品、一个个生活场景，镌刻下岁月的痕
迹。众多游客穿梭在各个展厅，近距离
感受地方历史文化的魅力。

“看到这些老物件，仿佛又回到了
小时候。”从市区专程赶来参观的张晨
尧对着一件件展品细细观摩，不时举
起手机拍照，感慨万千，“小时候滚过
铁环、集过邮票、睡过土炕，只有当我
们回顾这些老物件时，才能深切感受
到长治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内涵，留住
乡愁记忆。”

步入馆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襄
垣最古老的南北老街，上寺戏院、古

韩客栈、红脸烧饼、张记杂货、南街铁
铺等，均按照真实场景还原。一个个
商铺在眼前陈列，置身其中，仿佛能
听到热闹的叫卖声，浓郁的市井生活
气息扑面而来。在时光流转中，向慕
名前来的参观者讲述着关于襄垣老
街的故事。

来到展柜旁，墙上挂满了各种各样
的农具，展柜里陈列着老百姓衣、食、
住、行、用各个方面的老物件。参观者
通过了解农家用具的发展、人们生活的
变化，看到时代进步和历史变迁。

“老家就有这样一把镰刀，是奶
奶过去用来割草的。”襄垣县太行小
学五年级学生崔佳瑞对博物馆里的
镰 刀 很 感 兴 趣 ，“ 过 去 ，农 民 伯 伯 用
镰刀在地里收割庄稼，是农户必不可
少的好帮手。现在庄稼都用上了联
合 收 割 机 ，镰 刀 已 经 成 为 历 史 。”老

物件博物馆是辖区中小
学 生 研 学 的 首 选 之 地 ，
学生们在这里可以感受
社 会 发 展 和 时 代 变 迁 ，
了 解 襄 垣 的 文 化 特 色 ，
激发他们对家乡的热爱
之情。

走上二楼，地上摆放
着老式柜子、桌椅和各种
生活用品，四个不同年代
的“家”呈现在眼前。一
台缝纫机，是母亲送给女
儿的嫁妆；一块手表，是
情侣间的定情信物；一个
玩具，是与伙伴友情的见
证。每一件旧物都藏着
一段时光，承载着一个时
代的生活，记录着最温馨
的回忆。

为更好地保护和传
承地方历史文化、民俗文
化，襄垣县积极筹建老物
件博物馆，并于 2019 年正
式开馆。该馆以“留存民

间物件，展示农耕文化”为主旨，立足本
乡本土，通过再现过去生活场景，留住
乡愁乡韵，让传统民俗文化根植于心。
馆内展览面积 600 平方米，展区分为

“城”“乡”“家”“人”四个板块，收藏各
个年代老物件 3200 余件，均来自民间
收集或收藏家捐赠。老物件博物馆通
过历史场景再现、民俗物件展览、现代
科技还原、现场互动体验等形式，充分
展现 20 世纪 50 到 80 年代以来广大群
众的生产生活状况，集中反映襄垣的历
史风貌、地域特色和人文精神。

“博物馆开馆以来，已接待参观者 4
万多人。”老物件博物馆工作人员表示，
这里既是展示襄垣历史文化的窗口，又
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
地，也是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的重要基地。它致力于成为襄垣
人民延续文化根脉、追寻文化情感的精
神家园，同时也是广大游客了解襄垣文

化、品味襄垣民俗的好去处。
春节期间，老物件博物馆围绕“乡

愁”“老物件”主题精心打造特色展厅，
让更多年轻人走进博物馆，感受厚重文
化底蕴和农耕文化魅力。

大学生孙佳佳对老物件博物馆充满
浓厚兴趣，已先后多次进馆参观。“这些
老物件展现了家乡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深
厚的民俗文化，将激励我去了解更多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孙佳
佳说。

“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老物件
博物馆，重温对乡村历史文化的记忆和
情感。”老物件博物馆负责人张素峰说，
开馆以后，工作人员积极寻找、收集老物
件，也收到众多社会人士的捐赠藏品。
集中展示老物件，就是要让更多人知晓
它们背后承载的岁月故事与特殊意义，
进一步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让老物件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上党堆锦，是一种以丝绸为
主要原料，经剪裁、堆叠等繁复工
艺制作而成的艺术品，具有软体
浮雕的特点，享有“立体国画”之
美誉，展现了我市民间传统手工
技艺的文化创造力。2008 年被国
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

蛇年春节，当上党堆锦与上
党梆子、潞安大鼓、黎侯虎、武乡
顶灯等国家级非遗与民间艺术融
为一体，会擦出怎样的火花？作
为申遗成功后的首个春节，我市
潞缘堆锦研究所创新表现形式，
丰富表达载体，以卡通蛇与特色
非遗相结合的艺术表现形式，推
动上党堆锦传统非遗技艺创新融
合发展，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
放新光彩。

指尖艺术上党堆锦与舞台传
奇上党梆子相映成趣。作品《上党
梆子》运用上党堆锦技艺打造蛇年
造型，融入身披紫衣、头顶凤冠、背
插靠旗等上党梆子艺术特点和形
式，将戏曲的视觉符号与堆锦的凝
固动态美学巧妙融合，实现艺术与

表演动静合一的效果，让人们在欣
赏精美堆锦作品的同时，唤起对戏
曲艺术魅力的情感共鸣。

潞安大鼓是具有我市鲜明地
域特色的传统鼓曲形式，曲调丰
富，旋律优美，在全国鼓曲中极具
影响力。作品《潞安大鼓》设计新
颖，鼓手为卡通蛇造型，鼓架以木
材着色制作，鼓板、鼓身用丝绸堆
制，纹理精心勾勒，呈现木质质
感。潞安大鼓、蜿蜒蛇形与堆锦层
叠美学完美交织，呈现独特生动的
艺术效果。

作品《黎侯虎帽》憨态可掬、活
灵活现，运用上党堆锦的立体制作
手法和搭配技巧完美构造卡通蛇
造型，同时保留黎侯虎传统的红、
黄、黑主色调，增加色彩的层次感，
使虎头帽形象既具有传统布老虎
的质朴形态，又增添了堆锦的精致
与华丽。两者的有机结合为传统
工艺注入新活力，也为现代艺术设
计提供更多思考。

武乡顶灯是武乡县独特的民
间社火表演形式，承载着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作品《武乡顶灯》
运用堆锦技艺精心打造出精美的
灯碗装饰，置于卡通蛇造型的头
顶，立体的堆锦图案与传统的顶
灯造型相得益彰，让观众仿佛置
身于武乡顶灯的民俗表演中，在
火光映照下，灯碗散发出绚丽多
彩的光芒，充分展现长治多姿多
彩的非遗魅力。

“这是一次非遗技艺的创意
结合，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是文
化与艺术的交融，更是传承与创
新的有益尝试和深入探索。”望着
蛇年新作，上党堆锦省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韩玲深感责任在肩，

“我们将进一步提升创新水平，做
大做强非遗代表性项目，推出更
多设计鲜明、具有长治特色的文
创产品和伴手礼，推进非物质文
化遗产活化利用，让传统技艺绽
放时代光彩。”

“咚咚咚——”激昂的鼓点声
从长子县石哲镇龙兴村党群活动
服务中心传出。一支身着鲜艳服
饰、手持鼓槌的队伍正在进行排
练。队员们个个精神抖擞、英姿飒
爽，气势雄壮的鼓声迸发出活力与
激情。他们就是石哲镇文艺爱好
者组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鼓乐志
愿服务队——古槐鼓舞团。

作为传统艺术形式，鼓舞有着
悠久的历史。随着时代变迁，逐渐
演变成为民间庆祝丰收、节日狂欢
时的表演形式，承载着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民族情感，深受广大群众喜
爱。古槐鼓舞团的诞生，源于龙兴
村民们对这一传统艺术的热爱与
传承。

古槐鼓舞团成立于2023年，领
队李向丽与几位村民在龙兴村古
槐树下以鼓乐为伴，丰富业余生
活。鼓声阵阵，吸引越来越多村民
加入。在镇政府支持下，周边十里
八乡的村民也踊跃参加，鼓舞团队
伍不断发展壮大。

舞台上，古槐鼓舞团的表演气
势磅礴。舞台下，队员们反复钻研
动作、节奏及情感表达。回顾排练
时的情景，李向丽记忆犹新，“从最
初的节奏混乱到现在的整齐划一，
背后是无数次的刻苦练习。但看
到台下观众的笑脸，感觉一切付出
都值得。”

彩旗飘扬，鼓声雷动。如今，在
乡村集市、节日庆典等各种场合，都
能看到古槐鼓舞团活跃的身影，他

们为群众献上精彩演出。在县乡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中，古槐鼓舞团凭借出色表现，屡获佳
绩，不仅为团队赢得了荣誉，更激发了群众参与
基层文化建设的热情。村民解金付自豪地说：

“看到咱们自己的队伍在舞台上大放异彩，心里
特别骄傲，这些节目既好看又接地气。”

在众多精彩节目中，《精忠报国》作为古槐
鼓舞团的代表作，极具感染力。演出时，整齐
有力的鼓点如万马奔腾，刚劲豪迈的动作似苍
松傲立，将深深的爱国情怀与强烈的民族自豪
感展现得淋漓尽致，每一次演出都能赢得现场
观众的热烈掌声。

“每次演出，我们都会全力以赴，用激昂的
鼓点、磅礴的气势，展现新时代人民群众坚韧
不拔、勤劳奋进的精神风貌。”李向丽表示，今
后，鼓舞团将深耕乡村文化土壤，不断创新表
演形式，提升艺术水平，以更加精彩的节目回
馈群众，展现鼓舞这一艺术形式的独特魅力。

□ 本报记者 梁家秀

春回大地，古寺幽深。北良侯村位于武乡县西
北，村口矗立的石碑上记载着这座古村的历史。村
中阡陌纵横，屋舍俨然，极具古村落的典雅古朴。

“北良侯是个古老的村庄，有 1400 多年的历
史。”武乡县文物保护和旅游发展中心李鑫介绍，许
多年前，这里发现北朝时期一座名曰“梁侯寺”的古
寺庙残碑。由此推知，当时村名为“梁侯”，后逐渐
演变为“良侯”，后来发展成了北良侯、东良侯、西
良侯、南良侯（现大寨）四个村。

福源院建在北良侯村北面的山坡上。整座寺
庙依山而建，因寺前一道名为卧龙泉的泉水从西向
东流淌而过，故名为管泉院。一直到北宋嘉祐年
间，将“管泉院”改名为“福源院”，这个名称已有近
千年历史。

步入福源院，主楼及东西配殿赫然眼前。主
楼坐北向南，依山而建。缓步沿殿内木梯登上二
楼，临窗而立，整座村庄近在眼前。“过去殿前是大
片农田，随着人口增加，这里村居渐渐多了起来。”
顺着李鑫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炊烟袅袅升起。

院内，一块清晰可见的石碑讲述着福源院的历
史：清雍正三年（1725年）重修。现存主楼及东西配
殿。西配殿为元代遗构，主楼为明代遗构，东配殿
为清初遗构。

“福源院兼具多个朝代建筑特色，对于研究我
国寺庙建筑具有重要价值，2019年被国务院公布为
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李鑫介绍，主楼建
于高1米石砌台基之上，面宽三间，五架梁构架，单
檐悬山顶，一层架设有楼板，柱头科、平升科均设有
斗栱，共七攒，均为三踩单昂，二层前檐设有四扇六
抹格扇门及四扇灯笼窗。西配殿面阔三间，进深四
椽，单檐悬山顶，前檐设有四朵柱头铺作，四铺作单
下昂，明间辟双开板门，次间设直棂窗。

时光荏苒，石刻记言。在福源院东面有一石
刻造像，为北齐遗物。“这是一座大型菩萨立像，身
材修长，面相丰满。石像高 3.45 米，取材于当地黄
白沙石料，背北面南，跣足立于 0.44 米高的石雕莲
花座上，是艺术价值很高的北齐造像代表。”李鑫
介绍，整座菩萨像神姿端庄、面容慈祥。头戴花
冠，发髻由前向后卷曲，两耳下垂，头部微微向左
倾斜。石像披巾搭胸，刻线清晰，棱角分明，衣褶
折叠平行，线条流畅，概括洗练，多用平直刀法，圆
雕技法，北齐造像风格显著，与唐代的衣褶繁缛明
显有别，在个体造像中极为罕见，为我国古代石刻
珍品。1965 年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我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也是石窟寺
和石刻艺术发展最普及、最兴盛的一个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
统治者在山西兴建了许多佛教寺院，雕刻了大量石刻造像，北良
侯石刻造像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随着寻访古建的游客增多，前来福源院打卡的人络绎不绝，
这座古寺在游客镜头下焕发新生。”李鑫表示，期待更多人能够来
到武乡，来到福源院，感受长治历史的厚重和古建不朽的魅力。

小时候，我生活在乡下，扁担是家家户户的必用之物。听父
亲说，我们的“家”就是曾祖父从河南林县（现为林州市）用扁担一
担一担挑到平顺落户的。

扁担，朴素简单，一根木头从中锯开。长约五尺，宽约三公分，
赤条条一根，像山里的汉子，站着是一竖，躺着是一横，重担百斤也
不弯。

最初，我家用的一根桑木扁担，是从桑树上锯下来加工而成，
韧性极好，用了多年也不弯曲。儿时，家家户户都用扁担。扁担
担在肩上挑柴禾、挑谷物、挑石头、挑青草、挑农肥…… 每当清
晨，天色刚亮，林中雀鸟在叽叽喳喳地叫，村中井边便站满了担水
的乡邻。当一桶桶水从井里吊上来后，人们再用扁担担回去。

还记得小时候大人们教我的童谣：“小扁担，五尺三，姐妹们
挑上不换肩。一行儿排开走得欢，好像那大雁飞上天。”

母亲 38 岁去世，当时我才 10 岁，父亲带着我们 5 个兄弟姐妹
生活，开始让我学挑水。大人挑一担水，我挑半担水，我的肩膀被
扁担压得生疼，而扁担总是颠不起来，水桶乱晃，水也洒了出来。
父亲抚摸着我红肿的肩膀说：“用扁担担水，腰要挺直，抬脚时让
扁担上扬，落步时让扁担自然坠弯。”我按父亲说的去做，果然觉
得那半担水不是很重了。

过去生活条件差，我从 10 岁便开始担东西，一直担到 40 多
岁。如今，家家户户生活条件变好，农村用上自来水，儿时的老井
已然成为一种久违的记忆。拖拉机、三轮车、摩托车、小汽车等交
通工具，代替了肩挑背扛的历史。退出历史舞台的扁担基本没用
了，人们把它悄无声息地竖立在墙角、屋檐下。扁担布满了尘埃，
却依然保留着曾经的光泽，仿佛是在默默地诉说着曾经生活的艰
辛与不易。

其实，人生又何尝不是一根扁担：无论酸甜苦辣、风雨坎坷，
我们都要义无反顾地挑起来，大步向前走。

悠悠扁担情
□ 谷春生

农耕用具见证时代发展与变迁。

一家家商铺讲述着襄垣南北老街的故事。

《《黎侯虎帽黎侯虎帽》》 《《上党梆子上党梆子》》

《《武乡顶灯武乡顶灯》》

《《潞安大鼓潞安大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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