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塔回民舞狮活动主

要分布在古塔区回民集中

居住的保安街道。

回民舞狮最早见于明

宣德三年，距今已有 500

余年历史。相传伊斯兰教

阿訇哈奉先于 1428 年率

骆驼队到锦州定居，在古

城南门外火神庙修建清真

寺时，就有舞狮舞龙活动。

当时的舞狮活动仅限于回

民的“开斋节”、“大尔代

节”和“古尔邦节”，其目的

就是为了消灾除害、求吉

纳福。至清代，回民舞狮队

便有了汉族舞狮艺人，舞

狮活动不再限于回民的三

大节日，春节、元宵节或喜

庆之日都可见到回民舞狮

队巡街表演。到了民国年

间，舞狮队头领谢绝汉人

加入，重新调整队伍，在原

有基础上提高表演技能，

名气大振，继而走南闯北

在全国各地巡演。解放后

在政府的支持下，相关部

门对回民舞狮技巧进行了

大胆改革，在继承传统技

巧的基础上，创作了难度

更大、更加惊险的动作，使

回民舞狮的表演更具感染

力。

古塔回民狮子舞火爆

热烈，风趣撩人，紧张惊

险，洒脱漂亮。舞狮表演一

组为 3人，两人前后配合

演狮子，另一人为“引狮

郎”。表演的内容有：开场、

狮子乐、狮子滚、四面斗、

睡狮朦胧抓、高桌争球等。

表演道具有：狮子皮两具、

五色绣球一个、八仙桌一

张、高桌两张。舞狮的打击

家器有大鼓、镜、名表。演

奏的曲牌为“求雨调”，节

奏分快、中、慢板式变化。

狮子造型独特，雄壮魁梧，

双耳肥大，头额宽广，双眼

镀金，牙解银，腹部长毛垂

动。舞动之时更是活灵活

现，栩栩如生，能闭眼、瞪

眼、翻白眼、耳动尾摆，形

如真狮。动作技巧主要有：

腾翻、扑、跌、跳跃、滚、爬、

打、逗、俯、仰、跑、蹬、搔、

摇、蹲、晃、喘气、抖毛、梳

毛、啃球、吐球、争球、骗球

等，双狮同时从 3米高桌

上下翻动。

锦州古塔回民舞狮表

现方法特色鲜明，具有独

特的地域、民族审美取向，

是锦州地区多民族文化相

融合的艺术结晶，是民间

文化瑰宝。

古塔回民舞狮于 2007

年 2月入选第一批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

性传承人：白树桐、常玉

国、洪德元；项目保护单

位：锦州市古塔区文化馆；

项目负责人：张志炎。

摘自《锦州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概览》

[作者简介]

吴三桂,（1612-1678），高邮（今属江苏）人。明

朝任辽东总兵，驻防山海关，降清后受封平西王。

锦 州 之 最

题名：三燕演义

主编：王志国

主要内容：本书所讲述的故

事，发生于两晋十六国和南

北朝时期，描写的是慕容氏

鲜卑人从崛起、兴盛到衰亡

的过程，展示的是一段三起

三伏、跌宕起伏、威武雄壮

而又荡气回肠的历史，品味

的是流传千年之久的那些

脍炙人口的传说。

题名：大辽悲歌

主编：王志国

主要内容:本书从契

丹族发祥起笔，中经

大辽建国、达至鼎

盛，一直写到大辽帝

国走向衰败、灭亡，

皇皇四十二万言，前

后跨越二百多年，兼

具了文学的丰盈和

历史的真实。

锦 州 最 早 的 党 支 部

本 报 文 章 均 摘 自 锦 州 市 图 书 馆 地 方 文 献 部 所 藏 资 料

JIN ZHOU REN WEN
锦州市图书馆地方文献部主办 内部发行

2017年第 2期 总第 91期 2017年 4月 20日出版

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7年 4月 20日4

地方文献精品图书推荐

本 报 文 章 均 摘 自 锦 州 市 图 书 馆 地 方 文 献 部 所 藏 资 料

名人诗锦

吊古
□ 吴三桂

[作者简介]

张祥河，字诗龄，清朝江苏娄县人。嘉

庆庚辰进士，官至兵部尚书，谥温和。

调马

□ 张祥河

古 塔 回 民 舞 狮

柳阴最喜牧场宽，调马平开路几盘。

一自大凌河上过，从臣多半锦州鞍。

本报责

刘慧

1922年唐山工人运动

蓬勃发展，为了保存革命

力量，开辟新的革命基地，

中共唐山地委有计划地往

关外派一部分党员，欧阳

强受地委书记邓培指示，

于 1922 年末来到京奉铁

路关外段开展工作。

他先在锦州落脚，很快

与先后从唐山南厂等地来

沟帮子的共产党员取得了

联系。根据唐山地委指示，

他把原有几名党员组织起

来，在 1923年上半年建立

了党小组，1924 年初建立

了京奉路关外段第一个也

是 辽宁省 最 早的党 支

部———中共沟帮子铁路支

部，欧阳强任书记，党员有

程海华、孙帝华、李加晓、

陈里英、冯昌等 7名。

1925年由于党员增多，

支部成立了干事会，书记

仍由欧阳强担任。1927年

10月中共满洲省委成立，

不久沟帮子支部归满洲省

委领导。1928年,随着组织

的扩大和党员的工作调

动，大虎山、彰武等地建立

了党小组。支部组织活动

发展到营口、锦州、通辽、

北票，遍及辽西各地、北宁

路各钱。

中共沟帮子支部建立

之后，在上级党的领导下，

领导铁路工人为维护工人

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

向反动派当局开展过多种

形式的斗争，如成立工人

夜校，秘密学习三民主义，

传播马列主义，抨击黑暗

势力，配合国民军阻止日

军西进；在刘少奇

示下，领导了震撼

的“争取年关花红

等等。由于斗争中

讲策略，均取得了胜

中共沟帮子铁路

辽宁省对我党早期

义传播，扩大党的影

大党的组织，点燃

伟大的工人运动，

可磨灭的功绩，为

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摘自《锦

小凌河水清又清，辽左自早为古城。

自古征战皆社稷，金击蒙古征张鲸。

辽金激战武朝旭，多战几何难指清。

强兵自来宜金国，清水浇灭火赤明。

古 塔 回 民 舞 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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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我锦州 三字经

赵率教(? -1629)，明万历年间延绥参将。明

天启 7年(公元 1627年)，后金主将皇太极西征中

原逼进锦州，赵率教任锦州总兵，巧施缓兵之计，

赢得时间以整顿军备，与宁远(今兴城)明援军配

合，与金兵大战 24天，后金未能攻破锦州城，皇

太极无奈退兵。

赵率教 卫锦城
陆善格(1848-1919)，晚清锦州人，官至六品工

部主事。1912年辛亥革命后归隐锦州，多行善事：

协助锦县（即今锦州）知事修小凌河堤、植树造林，

创办电灯厂、电话局，兴办学堂，参与编修《锦县志

略》，深得社会赞誉。

陆善格 多善行

李善祥(1880-1959)，锦州早期爱国实业家，浙江

人 1912年来锦州“东大荒”经营“天一垦农公司”后改

为恒康农场，他采用西方先进技术，科学种田，试种

水稻；又陆续创办了万生酱园、生生果园和耕余学

院。解放后将果园和学校无偿奉献结锦州市人民政

府。

李善祥 办农场
黄吉甫(1878-1952)，凌海人。早年在天津

经商成功，后回锦州经商，善行义事，多次捐

赠丝绸、粮食和救济款，并设粥棚救济锦县

灾民，帮助灾民解决生计。黄吉甫还创办“黄

氏义学”(即现凌河区安富小学)，办学 35年，

免费培育学生 5000多名。

黄吉甫 义经商

连载（四）

三

星

对

语

石

医巫闾山

著名景点———

大芦花顶峰的

悬崖上耸立着

三块石头，那形

态很象三位鹤

发银须的仙翁。

他们围坐在一

起，正兴致勃勃

地谈论着什么。

传说这三位仙

翁分别是：福

星、禄星、寿星。

因此, 这三块石

头被称作“三星对语石”。

相传当年天上的神仙们

都下到凡界去普渡众生, 拯

救人类,玉皇大帝只把福星、

禄星、寿星留在天宫里。

那时候，医巫闾山是块

绝世的风水宝地，在间山的

沟沟岔岔住着许多户人家，

靠开垦荒地、采摘山果为生。

天上的王母娘娘第一个来到

了医巫闾山，一眼看中了大

芦花那块向阳宝地。真武大

帝下凡来也相中了那块地

方。两位仙人一先一后住进

了大芦花。接着道教教主太

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

也都在闾山深山峡谷里凸起

的平台上建起了庙宇。东海

的八位仙人也慕名来到医巫

闾山，在深山里戳石开洞住

下来。金木水火土等神仙都

相继到了医巫闾山，他们各

自选择了好去处。

各路神仙到医巫闾山

后，不辞劳苦，终日给山民们

讲经诵道。

原先，因为大山的阻隔

山民们很少与外界往来，每

天只知道日出而作，日落而

归，除了吃喝拉撒睡，对其它

事情知道很少，对天下大事

更是一无所知。自从神仙们

来到闾山后,，听了神仙们讲

经说道,他们感悟很深，把自

身的愚昧、野蛮和惰性去除

得干干净净。方圆百十里的

俗民都纷纷来到闾山脚下听

神仙们讲说，受感悟的人越

来越多，有的山民放弃俗念

甘愿出家做仙人们的徒子徒

孙。信徒们为答谢神仙们教

化的功德，在闾山林间的道

场上修建了许多庙宇、大殿

和禅堂。他们拜请神仙们永

久住在这里，让凡夫俗子们

世世代代领悟教诲。

医巫闾山一带香火旺

盛，香烟一直飘进天宫里。福

星、禄星、寿星正在聊天，忽

然闻到一股浓浓的香气，禁

不住手搭凉篷，朝凡间观望，

发现这缕香气是从医巫闾山

方向飘过来的。三位仙翁正

在兴头上，相互携手驾着祥

云直奔医巫闾山而来。仙翁

们轻轻飘落在医巫闾

脉一美丽的大芦花

见山上的庙宇、禅堂

外坐满了善男信女，

些樵夫和农人，正拿

的家什往这里走。善

们端坐在堂外，专心

神仙们讲经说教。

三位仙翁见此

叹不己，看来拯救俗

希望啊! 仙翁们觉得

打扰，就在附近找了

坐下来歇息，边歇息

着人间的凡事俗情，

盼天下的俗民百姓

获福、长寿。后来这三

化成石头，永久地留

为后人称作“三星对

摘自《闾山民间

粹》

清白玉牌子
径 5.2x4.1 厘米，椭圆

形。白玉，一面雕梅花，另

一面刻有印迹，1974 年 6

月，于北宁市闾阳镇闾阳

二校院内出土。二级品。现

藏锦州市博物馆。

清雕四螭纠缠
直径 5.6 厘米、厚

米。饰品，形制似扁圆形

4条螭纠缠盘结，螭头

方，螭尾均盘于螭颈上，

盘花。1956年 8月，于

业试验站范子和墓出土

品。现藏锦州市博物馆

清翠牌子
通长 6.5厘米、宽 4.5

厘米。翠质极佳。长方形。

顶部雕莲藕，中上部透雕

狮子，下部雕莲花，造型

美观，雕工精细。三级品。

现藏锦州市博物馆。

清雕葫芦翠
通长 5.5厘米

厘米。饰品，形制

体，通体透雕。蔓梗

枝叶间有大葫芦

葫芦 2 只，脉纹

1973年 1月，于锦

区刘屯出土。二级

藏锦州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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