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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7日讯（最泰安全
媒体记者 张芮）近日，泰山区省
庄镇亓家滩村委文化广场上，锣
鼓喧天，人潮涌动，热闹非凡，乡
村好时节 端午艾草香—泰山区
首届“泰山之艾”文化节活动在这
里举行。

舞台上，大鼓《开门红》、扇子
舞《珊瑚颂》、舞蹈《新龙船调》等
文艺节目精彩纷呈，引得现场观
众掌声不断。舞台下，艾草产品、
泰山女儿茶、泰山黄精、泰山非遗
项目、豆制品、有机蔬菜等现场
展销产品琳琅满目，供不应求。
在艾产品展示区，市民纷纷驻足
了解，争先体验艾灸。为进一步
增加活动的趣味性，主办方还组
织了体验包粽子活动，台下观众
纷纷参与，不一会，一个个精致
的粽子呈现在了大家面前，大家
纷纷拍照留念，现场一片欢声
笑语。

今年以来，泰山区充分发挥

坐拥泰山、山城一体的独特资源
优势，打好“城市+乡村+景区”组
合牌，串珠成链，做好“泰山+”的
文章，持续打响了“首善泰山区、
尽善尽美地”文旅品牌。亓家滩
村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成立乡
村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合
作社+企业+农户”的运营模式，
开发艾草系列产品，打造樱桃、猕
猴桃采摘游，举办艾文化节、农民
丰收节等系列节庆活动。同时，
为进一步丰富旅游业态，新增环
湖观光带、研学基地等旅游项目，
打造全市首个村级无动力滑翔伞
基地，形成集游玩、品尝、互动为
一体的乡村旅游新业态，成为全
区乡村旅游的一大亮点。

据了解，泰山区文旅局将发
挥部门职能作用，持续优化服务，
指导亓家滩村打造新产品、塑造
新品牌，努力做好“乡村+旅游”文
章，助力全区乡村旅游健康快速
发展。

本报 6 月 27 日讯（通讯员
金学文）20日，我们的节日·精神
的家园 2023 年泰安市“夏色倚
青艾 百戏庆端阳”主题戏曲展
演活动在市山东梆子艺术研究
院文化遗产展演厅举办，增添了
节日气氛，丰富了群众文化
生活。

活动的演出剧目是市山东梆
子艺术研究院近期挖掘复排的优
秀山东梆子传统戏《桃李梅》。据
工作人员介绍，这部剧目讲述了
集宁县令袁如海有3个女儿——
大女儿玉桃、二女儿玉李、三女儿
玉梅，总兵方享行依仗权势欲强
娶二女儿玉李为妾，袁家夫人不
同意并与其周旋，玉梅女扮男装
进京告状巧得状元后，回集宁县

清除总兵方享行，自己也找到了
如意郎君，最终皆大欢喜。精彩
的山东梆子艺术表演幽默诙谐，
寓教于乐的故事情节令现场观众
赞叹不已，来自凤台村、訾家灌庄
村、花园社区、双龙社区的居民观
看了演出，大家对演出给予了一
致称赞。“能看到咱市山东梆子剧
团展演的大戏太高兴了，演出很
精彩，希望这样的活动能经常开
展。”观众刘先生高兴地说。

据了解，此次展演由市文化
和旅游局主办、市山东梆子艺术
研究院承办。市山东梆子艺术
研究院有关负责人表示，研究院
将继续挖掘排演更多群众喜闻
乐见的优秀传统剧目奉献给
观众。

本报 6 月 27 日讯（通讯员
王苗）22日，市图书馆在一楼少
儿馆举办了“端午书香伴粽香”花
样庆端午主题活动。

活动开始后，少儿馆的老师
与孩子积极互动，让孩子快速
融入活动中。“端午节是每年的
农历五月初五，它由驱毒辟邪的
节令习俗衍生出各地丰富多彩
的祭祀、游艺、保健等民间活动，
主要有祭祀屈原、吃粽子、赛龙
舟……”在观看端午故事视频后，
小读者声情并茂地讲述了从故事
中获取的有关端午节的知识。“原

来我们的节日有这么悠久的历史
文化，今后我们一定好好学习，让
传统文化代代相传。”一名小读
者说。

在亲子手工包粽子环节，孩
子们学着大人的样子卷粽叶、包
糯米、放蜜枣、系五彩绳，有的包
成三角形，有的包成菱形。此次
庆端午主题活动营造了浓浓的节
日氛围，既培养了孩子们的动手
能力，又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
节日的魅力。最后，工作人员向
小读者发放了健康香包，祝福大
家端午节安康。

端午书香伴粽香

市图书馆开展花样庆端午活动

■小读者体验包粽子。 通讯员供图

我市开展“夏色倚青艾
百戏庆端阳”主题戏曲展演

包粽子、赶大集、看演出

泰山区举行首届“泰山之艾”文化节

■戏曲展演。 通讯员供图

会馆始设于明代前期，最初
是同乡人在异地建立的一种社会
组织，兴盛于明代嘉靖、万历年
间，鼎盛于清代中期，到清末几乎
所有的府、州、县城都有分布，甚
至某些乡镇也有设置。会馆多冠
以省名，如山西会馆、福建会馆，
有的冠以相邻省份之合名，如山
陕会馆、山陕甘会馆、湖广会馆，
还有的冠以府、州名，如绍兴会
馆、芜湖会馆、徽州会馆等，在所
有会馆中最有名且数量最多的大
概要数山西会馆。据考证，最早
的山西会馆始建于明朝隆庆、万
历年间。明代为吸引商人运粮到
边防，充实边境军粮储备，鼓励商
人输运粮食到边塞换取盐引，给
予贩盐专利。晋商以“极临边境”
的地理优势捷足先登，逐渐成为
明清时期最有势力的商人群体。
西北至伊犁、西南到打箭炉、东北
的宁古塔、东南的台湾岛等地都
曾留下晋商的足迹。

泰安地处山东省中部的泰山
南麓，北依山东省城济南，南临圣
城曲阜，东连瓷都淄博，西接京杭
运河。金天会十四年（1136），设
泰安军治所，该地始有“泰安”之
名。大定二十二年（1182），泰安
军改为泰安州，明代泰安州隶济南
府。清雍正二年（1724），泰安州
升为直隶州，与府同级，十三年
（1735）升为府，设泰安附郭县。
泰安这次行政上的升格极大促进
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随着明代中期以后经营范
围的扩展，具有敏锐商业洞察力
的晋商开始逐渐察觉到这里的
商机，并陆续到此经商。到明朝
末年，泰城的山西商人已经有一
定数量。因为和关羽有桑梓之
谊，他们重修并扩建了泰山红门
原有的一座关帝庙，一方面在此
虔祭关帝，另一方面作为相互之
间联系商业情况、沟通同乡感情
的场所。庙西附建有一些客房
厅舍，即为他们聚会、议事之处，
所议内容主要与所从事商业活
动有关，旨在维护晋商利益，此
外还要商讨行业内部事务、研究
祭祖演戏事宜等，故被称为山西
会馆，因该地的山西商人主要经
营盐业和典当业，也被称为盐当
会馆。清代康熙以后，由于在泰
城经商的山西商人日渐增多，他
们所经营商业规模越来越大，在
关帝庙举行的活动也愈来愈多，
庙内建筑已远远不能满足各种
活动的需要，曾进行过多次重修
和扩建。关帝庙坐北朝南，依山
而建，高低错落。极盛时期由山
门、戏楼、拜棚、正殿、憩亭、东西
配殿、过亭、后殿组成。正殿祀
关羽，东西配殿祀关兴、周仓。
每到关帝祭期，祭礼完毕后都要
开戏，金碧与舞衣争辉，笙歌与
朱弦并奏，场面宏大，热闹非
凡。从留存下来的重修碑文看，
历次的主持者、参与者绝大多数
为当时居住于泰安的山西商人，
且以汾州府汾阳县、平阳府洪洞
县人居多。捐资数额从几百两

到数千两不等，由此亦可看出不
同时期晋商的经营状况，乾隆、
道光年间捐资额竟多至 800 余
两、4000多千文，标志泰城晋商
事业达到鼎盛。今天的红门关
帝庙仍大致保留了鼎盛时期的
规模和布局。作为登山盘道第
一庙，它与泰山的其他古建筑群
一起，已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晋商在泰安设立的第二家会
馆位于古镇大汶口，该镇地处著
名的大汶河北岸。大汶河发源于
泰山东麓一带，牟汶、嬴汶、石
汶、泮汶、柴汶为其5条支流，至
大汶口“五汶”会齐。地名大汶
口，乃因其地为“五汶”总汇之口
的缘故。这里河面宽阔，水势平
缓，是著名的汶河古渡口。《诗
经·齐风》称：“汶水汤汤，行人彭
彭。鲁道有荡，齐子翱翔。”可见
春秋以前，这里就已经是齐鲁的
交通要道，并逐渐成为泰安、宁
阳、肥城、新泰等地农产品的重要
集散地。但长期以来跨河运输只
能依靠舟楫摆渡，货物的外运颇
成问题，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商品
贸易的发展。明隆庆年间横跨汶
河的大汶口石桥的建成，彻底解
决了摆渡运输运量小、时间慢的

问题，极大便利了南北货物往来，
为明末以后大汶口城镇经济的繁
荣奠定了基础。

明朝末年，大约与进驻泰城
同时，晋商也来到大汶口，积极参
与当地的商贸活动，为这座千年
古镇的繁荣作出了贡献。据了
解，清代该地有大牙行、小牙行、
姜麻行、粮行、鱼行五大行商，负
责牲畜、毛猪、姜麻、粮食和水产
品的交易，有大小货栈近百家，可
见当时商贸活动之繁盛。这其
中，有很大一部分货栈由晋商经
营。当时大汶口镇的商业规模在
泰安县范围内仅次于泰城，镇上
有东大街、山西街、升平街、吉祥
街、粮食市街、文化街、寿春胡同、
石家胡同、侯家胡同等街巷。大
约在来到大汶口不久，山西商人
在西南门里路西创建了关帝庙，
该地出西南门便是石桥，交通极
为便利。康熙三十二年（1693）、
雍正三年（1725）重修和扩建关帝
庙。乾隆二十四年（1759）扩庙
基，修墙垣，置地建戏楼。与泰城
山西会馆一样，大汶口山西会馆
的格局也是庙馆合一。建筑布局
北为关帝庙，有钟鼓楼、过厅、东
西厢房、大殿和东西配殿，大殿主
祀关羽，配祀为关兴、周仓，东配

殿为财神，西配殿为火神。南为
戏楼及客房厅舍，戏楼分前后台，
前台东、西、北三面敞开。后台有
两门，东为出口，西为入口。台前
空地甚为宽敞，能容纳数百人。
整个建筑占地2000多平方米，规
模宏大、结构严谨、雕梁画栋、金
碧辉煌。从碑文看，历次重修的
捐资善士多为山西人，原籍遍及
山西各府州县。今天，会馆因具
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已被
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泰安东南方，距泰城约
百里之遥的楼德，是晋商在泰安
的第三个聚居地。该地因处徂徕
山之阳，故又称徂阳。汶河的主
要支流之一柴汶河穿境而过。“楼
德”之名最早见于明万历《泰安州
志》，为当时泰安州75处镇店之
一。清雍正十三年（1735），泰安
州升为泰安府，楼德属泰安府属
之泰安县，此时的楼德凭借经济
之发达、贸易之繁荣以及位于两
府（泰安、兖州）三县（泰安、泗
水、宁阳）交界处的重要地理位
置，成为泰安府仅有的府级派出
机构——泰安通判的驻地。通
判为知府之佐官，位居知府、同
知之下，秩正六品，掌粮盐、督
捕、河工、水利等，通判衙门的设
置进一步促进了楼德经济的
繁盛。

当时过往楼德的官宦、客商、
百姓很多，流动人口的大量聚集
推动了服务业等商业活动的发
展。商业贸易的繁荣也促进了楼
德的城镇化，其市镇格局逐渐完
备。清末楼德有东、西、南、北4
个哨门，镇上有兴隆街、朝阳街、
二衙街、会馆街、万全街、前纸坊
街、后纸坊街等街道，颇具小城规
模，当时的商业店铺主要分布在
这些街道上。业商者多为外地
人，主要来自山西、济南以及泰安
的其他州县。据考察，当时在此
经商的山西商人多来自汾阳、洪
洞、平遥等地，主要经营酒坊、油
坊、土产杂货店等，坐商兼赶四
集。楼德山西会馆位于西哨门
外，坐北朝南，内有大殿、钟鼓
楼、戏台等，规模宏大，院内有数
通创建、重修碑（建筑及碑刻均已
无存）。山西会馆创建时间现已
无考，但从楼德市镇经济的发展
情况来看，应在清代康乾之间。

以上就是泰安的3处山西会
馆。尽管这些会馆的整体规模以
及社会影响无法同北京、苏州等
大都市、大商埠的山西会馆相比，
但一个县同时存在 3 座晋商会
馆，在当时的山东省乃至全国范
围内都是不多见的。晋商积极参
与泰安的商业贸易，与当地百姓
和谐相处，促进了泰安与其他地
区的商贸往来，与其他社会组织
水乳交融，给明末和清代的泰安
社会带来深刻影响，为明清晋商
创业史以及清代泰安经济史、社
会史留下了丰厚史料。山西会馆
作为明清时期泰安经济繁荣、商
贾云集的标志，永远载入了这座
城市发展的历史篇章。

山西会馆在泰安
□市文物保护中心 田承军

□市博物馆 张晓雯

罐 高 21.4 厘 米 ，口 径
11.1厘米，底径9.5厘米。罐
直口方唇，鼓腹，四桥形耳，
饼足，平底。耳之间有贴花
4朵，腹上部饰贴花8朵和凸
弦纹一道，腹下部饰一周莲
瓣突楞。内外施青釉，内壁
满釉，外施不到底，有蜡泪
状垂釉。此罐纹饰规整秀
丽，风格质朴庄重，是一件

北朝青瓷中的杰作。
北朝青瓷以实用器为主，

普遍胎体厚重、粗犷、质朴，釉
色青中微黄，器物多装饰以莲
花瓣纹、忍冬纹，装饰方法有
堆贴、模印、刻划等多种特
征。受当时佛教盛行的影响，
器物的造型与纹饰风格上一
般具有一些佛文化特征。

北朝青瓷胎体一般是灰

胎或浅灰胎，多采用浸釉或
荡釉法施釉。瓷器内壁满
釉，内底积釉现象较为明
显，外壁施釉不到底（称为
半釉），多数只在肩部或中
腹以上施釉，成蜡泪状的流
釉现象比较普遍，有的积釉
部位釉层较厚，色调较深，
甚至呈现黑褐色，有强烈的
玻璃质感。

北朝青釉贴花四系瓷罐

■泰城关帝庙山门。 通讯员供图

■泰城关帝庙戏楼。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