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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絮飘飞的四月，我随采风团来到
济阳区曲堤街道的北街村。与以往的
乡村行不同，北街村之行，仿佛是一场
穿越之旅。在这里，我们回到辽远的过
去，闻韶音，与孔子对话，参与农作物耕
种……又从远古一路走来，回到现在，
甚至，我们从现在又走向未来，看到了
未来我们的乡村的样子。

北街村位于济阳城区东北15公里
处，与东、南、西三街同称曲堤街，北街
村属北向部分，故名北街村。北街村现
有 248 户，968 人，党员 31 名，耕地 1260
亩。北街村内历史古迹遗址众多，有着
浓厚的历史人文气息，是一个有着悠久
历史的千年古村。

在村党支部书记郭怀福同志的带
领下，我们完成了这一场穿越之旅。

济水韶音博物馆
济水韶音博物馆是由北街村党支

部书记郭怀福同志自筹资金建成的。
2018年，郭书记带领大家修缮了村内原
有闲置院落 20 多处，房屋 100 多间，村
内废弃池塘20多亩，先后投资300多万
元，在村内修建了济水韶音博物馆。展
馆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总体以“看得
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为主线，
深入挖掘曲堤古镇3000多年的历史文
化。

博物馆建成之后，免费对外开放。
走进济水韶音博物馆，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闻韶台。仰望高台，令人肃然起
敬。一时间仿佛走进遥远的古代，音乐
声隐隐而起，或清越激昂，或低低切切
——《韶》乐失传，反而给后人留下无限
的想象空间。

闻韶台是一处具有浓郁儒家文
化特色的古代人文景观，闻名遐迩。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517年，鲁国国君
鲁昭公因为内乱弃国而逃。这场动
乱直接危及与鲁昭公私交甚密的孔
子。不久，孔子愤然投奔到齐国，这
一年，孔子35岁。孔子在齐国的日子
里，曾到曲堤讲学，第一次听到《韶》
乐时，便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孔子便
在此学习韶乐，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三月不知肉味”。
《论语》所载“子在齐，闻《韶》”中

的“闻”字，除了欣赏沉醉之外，应还
有学习之意。韶乐是舜时一种非常
高雅的乐舞，春秋时在齐国流行。孔
子听后惊叹至极，发出了“《韶》，尽美
矣，又尽善也”的慨叹。《论语·述而》
篇中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
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这段文字是说，孔子在齐国学习韶乐
时，全神贯注，真是没有想到虞舜的
韶乐如此美妙，为此三个月来废寝忘
食，连吃的肉也不知道什么滋味了。

三月不知肉味，呈现的是孔子学
习的态度，如此痴迷，如此专注，这不
正是现在的孩子们应该学习的吗？
如果能如此专注地做事，能不成功
吗？

后人在孔子学习韶乐的地方建
高台纪念，起名为“闻韶台”。所以，
走进济水韶音博物馆，仰望闻韶台，
不仅是穿越之旅，还是励志之旅，传
统治学精神的传承之旅。

接下来，我们继续穿越之旅，走
过闻韶书院、禅塔、月牙桥、黑风口、
无梁大殿、秦代烽火台等等。我们一
会儿在书院吟诗作画，一会儿在桥上漫
步，一会儿又踏上烽火台……

这些浓缩了的曲堤古镇遗迹景观，
让游客可以更直观、更全面地了解曲堤
古镇悠久的历史和人文，展现曲堤古镇
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闻韶书院里有孔子塑像，我们凝望
圣人圣人，，默默致敬默默致敬，，耳畔闪过韶音耳畔闪过韶音，，闪过闪过

““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的声音的声音。。
行至此行至此，，我们看到的还只是博物馆我们看到的还只是博物馆

的一小部分的一小部分。。再往里走再往里走，，还有更多的展还有更多的展
品品。。

郭书记向我们介绍郭书记向我们介绍，，展品共分五个展品共分五个
单元单元：：第一单元第一单元，，黄河文化展黄河文化展。。由黄河由黄河

流域人民生活、农业生产实物组成；第
二单元，曲堤镇的古代、近代、民国、50
年代至80年代生活馆，由说明展板、微
缩沙盘、实物组成；第三单元，郭氏宗
承、郭怀福个人收藏馆，由《郭氏族谱》、
相片、书籍等组成；第四单元，韶乐文化
馆、儒学文化馆、营丘书院，由老书籍、
老乐器等实物组成；第五单元，社会主
义新农村展示，古镇春秋书画馆。

在农耕文化展览馆里，我们看到各
种各样的农具，这唤起了我童年的记
忆。从乡村走出来的我，父母或自己使
用过这些农具：镢头、镰刀、锄头、锹、锨
……瞬间穿越回七八十年代。现在的
孩子，别说城里孩子，即便是乡村的孩
子，在日益机械化的今天也不一定完全
认识这些农具。在这里，他们与它们相
遇，并认识了他们。

在一间低矮的小屋里，有一个用土
坯支起的大锅，锅旁配着风箱。我跑过
去，小心翼翼地拉起风箱，还真能用，一
下，两下，三下……禁不住眼睛湿润了，
奔涌而至的是儿时的记忆，是童年的旧
时光。

济水韶音博物馆是目前山东省内
黄河以北最具民俗特色、面积最大、展
品种类最多的农耕文化博物馆。从古
代农耕器械到现代耕作工具一应俱全，
完美展示出鲁北农业、农村的历史变
迁。

在这里，我们看到各个年代的字画
书籍、民国时期以及解放前的地契文
书、粮票时代的各种粮票等等，应有尽
有，不可胜数。

济水韶音农耕文化博物馆内建有
大型餐厅，可供 500
人同时就餐。一进
门，餐厅带给人视觉
的冲击：几十张大圆
桌旁围放的几百把
椅子，椅罩齐刷刷是
红色大花的古风设
计，让我们想起多年
以前新媳妇的花包
袱。农耕文化乡土
气息扑面而来。餐
厅的墙上贴满了发
黄的报纸，有七八年
的，有四九年的，甚
至还有解放前的，年
代感特别强。置身
于这样的氛围中，研
学的孩子们自然会
对农耕文化产生兴
趣。

闻韶书院、古镇
春秋、乡村记忆等二
十多处展厅，展品种
类达 10000 余件，说
也说不完——如果
感兴趣，还是亲自去
穿越一趟吧！

在那黄瓜
盛产的地方
“在那黄瓜盛产

的地方，有我可爱的
故乡，大棚覆盖着富
饶的土地，瓜秧织成
了绿色的海洋……”
这是《曲堤之歌》，曲
堤街道盛产黄瓜，黄

瓜运往四面八方。位于曲堤核心位置
的北街村也不例外，是盛产黄瓜的地
方，四处飘着黄瓜的清香。

从济水韶音博物馆出来，再走进村
里黄瓜大棚，真的是从遥远的过去回到
热火朝天的现实。

郭书记带领我们走进大棚。一排
排黄瓜架整整齐齐，架上挂满绿莹莹的
黄瓜，顶花带刺，一看就很鲜。郭书记
告诉我们，不打药，摘下来就可以直接
吃。果然，有几个作家和摄影家摘下来
吃了，我也忍不住，小心翼翼摘下一根
成熟的黄瓜。咬一口，脆生生的，一股
黄瓜的清香，有小时候的味道。好吃！

郭书记自豪地告诉我们，北街村的
黄瓜好吃是因为占据天时地利。我想
当然还有人和，除了村民的勤劳能干，
还需要一个好的领路人。北街村地处
北纬 37°，属温带季风区大陆性气候，
四季变化分明，年平均气温15.6°C，相
对湿度52%，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达
10万个/cm³。优越的气候条件为黄瓜
的生长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同时
北街村属典型的平原地貌，地势平坦，
土地肥沃，适合果蔬种植。所以北街村

的黄瓜格外香，格外脆。黄瓜成了北街
村的一个品牌，销往全国各地，增加了
村民和村集体的收入。

北街村现在有110 个大棚，村内有
育苗场2处，村里有育苗能手，育苗技术
已经比较成熟了。

我们来到育苗大棚。工作人员为
我们讲解黄瓜的育苗知识，演示黄瓜的
育苗流程，让我们了解了黄瓜的培育和
生长过程。黄瓜苗长出来后，需要嫁接
到南瓜苗上，因为南瓜比黄瓜根系发
达，能提供充沛的营养。先要把南瓜苗
的尖拔掉，再把黄瓜苗拔下来，削尖了
插接到南瓜苗上。说起来简单，做起来
比较复杂，一般需要两个人配合，还要
长期保持一个姿势。黄瓜好吃，育苗也
不容易啊！

郭书记告诉我们，游客们可以在黄
瓜大棚里采摘新鲜黄瓜，体验采摘乐
趣，感受劳动带来的收获和快乐。现摘
的黄瓜的含水量高达 96.7%，有美容护
肤、顺发亮甲、清口气、益肾脏等功效，
脆嫩的黄瓜咔嚓咬一口，清爽的口感，
带着黄瓜的清香，瞬间就感觉到一阵舒
爽，吃出健康，吃出美丽，为游客带来绝
佳的味觉体验。

“在那黄瓜盛产的地方，有我可爱
的故乡，汗水浇灌出沁人的花香，黄瓜
运往那四面八方……啊……故乡，终生
难忘的地方……”记得住黄瓜的清香，
便记得住乡愁。

情怀与思路，通向未来
现在，依托济水韶音博物馆，北街

村大力发展研学游。博物馆主要有三
大主题文化：1.黄河主题文化，2.农业农
耕文化，3.儒家文化。这些主题文化吸
引了众多的老师和学生，更重要的，博
物馆还是免费对外开放，他们纷纷前来
参观学习。

学生们体验黄瓜采摘，参观育苗
场；到博物馆的手工制作作坊，亲身体
验制作咸菜、石磨面粉、手工馒头、面
条、豆腐皮、粉皮、粉条等制作全过程，
村里还依托济水韶音博物馆，举办闻韶
圣地农民丰收节、姜太公钓鱼比赛、闻
韶文化节、农民文艺晚会、幻彩灯光节、
美食节等特色活动，吸引周边大批游客
前来游玩……人来了就有消费，北街村
的知名度打出来了，村民和村集体的收
入增加了。

既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能

为村民和村集体创收，所有这一切，离
不开村党支部书记郭怀福同志的努力，
是他的思路，他的情怀，引领北街村走
向振兴之路。

济水韶音博物馆，是郭书记自筹资
金建的。到现在为止，整个项目投资了
300万元左右，其中有他自己的积蓄，也
有他从银行的贷款。

郭怀福书记是土生土长的北街村
人，对北街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曾在
济阳县纤维板厂工作过，后来在曲堤商

业街经营酒水批发，2007创建济阳县最
早最大的乡镇超市曲堤好宜多连锁超
市，2018年创建济阳区唯一民营博物馆
济水韶音博物馆，同年当选为北街村村
委会主任，2021年任村党支部书记兼村
委会主任。

曾经做过超市生意的郭书记，有些
收入后常常会用来买收藏品，为此还被
家人埋怨。不过，这没有阻挡他的热
情。在他所收的“古董”中，价格少则几
十元，多则上万元。有着收藏爱好的郭
书记看到村里闲置了不少院落，就有了
自筹资金规划建设乡村博物馆的想法，
想探寻一条乡村振兴的道路。

曲堤街道自古就是闻韶之地，闻韶
文化资源丰富，又地处黄河流域，有着
深厚的农耕文化。“儒家文化、黄河流域
农耕文化是应该传承的优秀文化，应该
让更多的孩子们学习和了解。”“让黄河
流域的农耕文化传承下去，让更多离乡
的人记得住乡愁和老家的文化。”

就这样，2018 年，济水韶音博物馆
开建了。

博物馆所在院落里每一个展厅的
设置，展厅里摆设的每一个物件，郭书
记都能讲述出来历史和背后的故事，这
些都是他自己花钱从其他地方收过来
的，博物馆的主题也是由他设计。“我之
前做生意的时候去过南方很多村庄参
观过博物馆，有过一些积累。”

现在，济水韶音博物馆已成为山东
省方志馆设在济南市的唯一分馆，山东
省孔子基金会“孔子学堂”基地，济南市
少先队员校外教育实践基地，济南市中
小学生研学基地，是济阳区首家非国有
博物馆……

郭书记的情怀，还表现在他对下乡
到北街村的知青上。1975年，济南市木
材公司的27名应届初高中毕业生来到
北街村，在这里度过了三年的时光。济
水韶音博物馆建成后，郭怀福书记又邀
请他们重返北街村。郭书记说，来到北
街村的那一刻，很多知青都落了泪。

现在，郭怀福书记在驻村第一书记
张岩的帮助下，继续走在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让北街村走向振兴的路上。

北街村之行，我的所见所闻，就是
最美的韶音，让我沉浸其中久久回味。
我看到我们的乡村正走在振兴的道路
上——乡村振兴，需要勤劳，需要汗水，
需要韧性，需要思路，更需要一个兼济
乡村的情怀！ 作者系山东省作协会员

“叮当，叮当，叮叮当当……”是铁匠打铁的声音。
几十年前，我家的大门洞里时常传出这样的声音。我家
门洞宽敞，是带接棚的那种，前后两间，平顶土屋。大门
上部花棱下部黑漆木板，几排门钉将门板牢牢固定，还
设有能挪动的门槛，门口上方几根横梁分层次排列，檐
头是长瓦片，门柱上方是叠彻砖岀檐。从外面观看，虽
然是土坏垒墙，基础也只有七八层砖但仍高大壮观。像
这么宽敞的门洞村里有十几家，除了个别富裕户宽房大
院，大多是因生活需要修个大门洞，其实院子很小。

我们家的院子其实只有宽三米左右，长约十来米，
正房北屋三间才长九米左右，名副其实的小院宽大门。
过去车棚的用途就是为存放牲口拉的花毂轮大车，这主
要是由于我祖上是烧制黄泥盆的，需要用大车运输柴草
来作燃料。后来不烧窑了，大车也没用了就折价交与生
产队使用，门洞则用来放柴草或生产生活用品。开挖齐
济河期间，我家大门洞曾被工程部征用为民工大食堂，
前面垒土灶安两口大锅用来炖菜熬粥蒸馏，后面揉面做
窝头，相邻的两间南屋也作为食堂办公室。每当民工吃
饭时拥拥挤挤熙熙攘攘，说笑声碗筷敲打声响成一片，
简直热闹成一锅粥。这个火热的场面整整热闹了一个
秋冬季。

平日，春秋两闲的时候，几乎每年都有铁匠光顾。
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民耕种土地都是人畜奋力，
使用的锨、橛、锄头、镰刀之类的，还有耕地的铧头、耙地
用的耙齿都必须年年维修更新，这自然就给铁匠带来了

不少的活儿。他们知道我父母品行好，好说话，所以每年都有铁匠来我家门
洞摆场子干活，甚至有的年份这拨人有事提前走了，那拨人又接着来了，门洞
没有空闲的时候。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对老夫妻，他们来的最经常。初来
时两人六十左右的年纪，面容慈祥，身体硬朗，红中带黑的颜面上总浮着一层
黝黑的铁灰，身上的衣服也布满了大洞小窟窿，那是飞溅的铁花留下的印
记。夫妻二人动作相当协调，打铁过程中两人根本不用语言交流。只见老头
打上锤，老婆拿大锤打下锤，老头小锤点到哪，大锤跟到哪，只听叮当叮当，中
间还有小锤敲打砧子格外响亮的当！当！那是指挥大锤用力狠砸的号令，小

锤轻轻两下，大锤便停止了捶打。这有节奏感的捶打声音极像优美的音乐，
让我听的津津有味。敲打成型后把物件往水里一放，只听呲啦声，水就像开
了锅一样腾腾冒热气，这淬火便是成品完美的结束。

这是一对老实忠厚的夫妻，他们长年累月烟熏火燎，吃饭据来活情况难
以按时按点，却不辞劳苦不惧风吹日晒，坚持数年从不间断。离家七八里的
路程，每天早上走着来，忙活到傍晚才回家。他们热心地迎接着每一位顾客，
不论什么农具，不论大小，只要是铁器之类的，他们都能加工，活干的漂亮，收
费也合理。因此，不管是生产队里的还是农户的破损农具，多数都来找他们
维修复新。这给父老乡亲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就不用带着沉重的铁器去集
市上找人维修了，也给他们带来了比较可观的收入，俗话说铁匠冒冒烟，胜过
木瓦匠干一天。对于我们家而言，虽然给他们提供了打铁的场地，但从来不
收钱，我父亲总是乐呵呵的说，一个门洞闲着也是闲着，你们来了也方便了我
们老街坊，谈钱就见外了。这让他们很感动，家里沾点光的话，就是偶尔来不
及烧开水，于是到他们炉子上烧壶提回来，铁匠炉的火旺烧的快，可后来发现
烧的水里灰尘多味道也不佳，就不去烧水了。当然我们家那几件农用具维修
他们也从不要钱。连续七八年的光景，都是他们老两口来我家大门洞耍手
艺，后来他们人老了，轮不动大锤了，才停止不来了。接着他们的徒弟们又来
了，那是两个不小的大男人，干的活也不错，再加上老两口留下的口碑。这样
又持续了几年。但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原来落后的农具逐步被先进的
农业机械所替代，铁匠炉渐渐无人问津，打铁人也英雄无用武之地，叮叮当当
的声音随着时代的洪流永远消逝了。

由于建设年代久远，我家的大门洞也承受不住时光的消磨，被无情的岁
月毁于旦。 但每次我回老家，走到大门洞址前，仿佛还能听到那打铁的声
音：叮当、叮当、叮叮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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