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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的彩色老照片

“这组老照片太难得了，我
拍了很多那个时期的照片，但是
都是黑白的。这么清晰的彩色
照片，非常罕见。”郭济生说。

“我是《齐鲁石化报》的记
者，用的是黑白相机。那时彩色
照片刚刚兴起，我们记者都没有
彩色相机，而且，要冲洗一张彩
色照片，必须得到济南去。”郭济
生表示，他家就住在周村大街
上，加之又是记者，因此对灯会、
扮玩等公共活动十分关注，并且
有意识地开始利用相机进行
记录。

“我最早开始接触彩色照
片的拍摄，就是在这个时间。
只有参加重要活动，或者有意
识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我才
会拍摄彩色照片。”郭济生清楚
记得，那时彩色柯达胶卷要30
元左右一卷，富士的也要20多
元一卷。最初，去济南冲洗胶
卷一卷需要8元，扩印一张五寸
照片则需要2元。

1986年的元宵节是2月23
日，周村大街搭起的灯棚遮天
蔽日，各种花灯3000余盏，挂展
历时一周，观众达到了150万
人次。

这些照片究竟是谁拍摄，又
是从哪里找到的？带着这些疑
问，记者采访了照片现在的主
人——— 济南文献收藏家雍坚。

老照片从哪里来

“去年秋天，我在济南中山
公园旧书市场发现了这些照片，
有一箱子，大约30多斤。”雍坚
说，这个旧书市场开设于2003
年，他每周六都会去逛一圈。“旧
书市场的书商一般都是从济南
各地废品收购站挑来一些旧书、
文献、照片、地图等出售，里面经
常会有一些有意思的历史文献。”

目前，雍坚已经收藏了2万
多张老照片。“这组老照片拍摄
时间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到90
年代末期，跨度十多年，部分照
片有说明，多数没有说明。”雍坚
分析，这批照片以反转片居多，
多数都有底版，从这一点来推
测，应该是由单位组织拍摄的。

反转片也叫正片，就是底片
用专用药液冲洗出来后，可以看
到与正常景物一样的色彩。

本来雍坚无法确定这些照
片的拍摄时间，但是其中一张上
有“庆祝国际和平年”的标语，这
就明确了拍摄时间是在1986年。
同时，在另一张照片上有“丙寅
春”三个字，也佐证了拍摄时间。

“关于淄博的照片有百张左
右，其中17张年俗照片最有特
色。另外，还有部分临淄车马
馆、马踏湖和蒲松龄故居的照
片。”雍坚表示，1986年，彩色照
片（彩色负片）刚刚普及，用反转
片拍得这么好，十分难得。

照片拍摄于何地

在这些照片里，两次出现了
三友饭庄（现在叫“三友饭店”）。
记者查询发现，这家饭店就在周
村，目前还在营业。

“三友饭庄门前这条街，以
前叫鱼店街。现如今，大约就在
新建中路那个位置。”郭济生说，
那个时候扮玩队伍一般在周村
观海门集合；然后从油店街由东
往西出发，先到达工业展销楼的
主席台，集中表演一次；再走到
照片中鱼店街上三友饭庄这个
位置。之后，扮玩队伍会继续西
行，经过周村大街的北头，在原
周村区政府门前停下，再进行一
次集中表演。

郭济生发现其中一张照片
中有“淄博第四毛巾厂”字样，由
此断定这张照片也拍摄于周村。

“那个时候的扮玩表演队
伍，都是由企业、乡镇、办事处负
责组织。我印象里，建筑公司、
前进大队、爱国大队、永盛大队、
长行大队的芯子很出名，除了人
物的扮相好，锣鼓敲得也好。”郭
济生清楚记得，当时两支扮玩队
伍在路口相遇，各不相让，为了
决定谁先过，就会对锣鼓。

“你先敲一通，我再敲一通。
谁的锣鼓没了新调，就相当于落
败了，必须给对方让道。胜利的
一方趾高气扬地经过路口。”那
个场面，郭济生仍记忆犹新。

学校里的芯子表演

在这些老照片中，有很多芯
子表演，既有抬芯子，也有车芯
子，更难得的是，还有撅芯子。

“这个撅芯子表演的照片，
应该是在周村二中。”拍摄撅芯
子的地点是在学校的教学楼前，
郭济生开始以为是淄博六中，为
了搞清楚地点，他又查阅了一些
资料，终于确定，这些撅芯子的
照片拍摄地点是周村二中。

“周村二中是在1984年由
原址迁到丝绸路上，扮玩队伍会
从这里经过。”郭济生通过照片
确定，崭新的操场和教学楼，应
该就是刚刚落成不久的周村
二中。

“照片中的撅芯子，表演的
是八仙过海。这支队伍应该是
西马庄的农民。”郭济生告诉记
者，相对来说，撅芯子比抬芯子
和车芯子的制作成本低一点。

明清时期，周村老艺人从高
跷和蜡烛灯台中得到启发，依靠
发达的织机技术集体创造了“周
村芯子”这种独特的民间表演艺
术形式，至今已有四百余年的历
史。芯子的演员高悬空中，脚踩
花瓶、鱼缸等尖锐易碎的物品，完
全依靠固定在“芯底”上的一条铁
棍（即俗称的“芯子”）支撑。演员
扮成戏剧人物站在几人高的细
细芯子上，在戏剧锣鼓点的伴奏
下，险中求趣，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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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里的元宵节
一组彩色照片再现1986年淄博元宵灯会盛况

周村元宵灯会的第一次高潮

这组照片为什么会拍摄于1986年？
记者没想到，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郭济生也

给出了确定的答案。
“历史上，周村的元宵灯会曾有两次高潮。最

近的一次是在1992年，全国闻名，吸引了张艺谋来
大街拍摄电影。另外一次，就是1986年。”郭济生
记得《周村区志》中对此有一段记载。

原来，1985年，中央电视台曾专题报道过周村
芯子，一下子提高了周村灯会、周村芯子在全国的
知名度。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周村在1985年11月15
日上午举行了‘三街一场’落成典礼，就是大街、丝
市街、东门路商业街和观山商场。这在当时是轰
动全国的举措。”郭济生回忆道。

“1986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到周村看花
灯和周村芯子。”郭济生说，外地游客来了之后，很
多就住进了三友饭庄，还有为了看花灯而到周村
投亲靠友的。因为中央电视台的报道，1986年，周
村花灯的规模空前，半个周村都成了花灯的海洋，
大街、丝市街等处都扎起了彩门。白天街道上遮
上绸布，晚上到处灯光明亮……

另外，这些照片中还有两张博山的照片。一
张照片上有博山区市政二队的彩门，还有博
山食品店的招牌，拍摄于新建一路，照片中
的老楼如 今还矗立在特信商城

（老百货大楼）东边；另
外一张，拍摄地点应该在

税务街南头，照片上有博山
水泵厂扎的二龙戏珠彩门，旁
边是钟表维修部，还能看到当
年赫赫有名的胜利饭店——— 在

照片右侧有胜利饭店招牌的半
个“胜”字。

记者注意到，在“庆祝国际和平
年”那张照片上，还有“工陶”两个字，
应该也是博山的照片。

那年春节，歌手张德兰唱道：“我
们在回忆，说着那冬天……我们的故
事，说着那春天。在春天的好时光，留
在我们心里……”

如今，这些彩色照片，唤醒了很多
人久已封存心底的那段时光。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兵 李波

周村大街南头。

这张照片里有周村胜利大队的旗帜。

这张照片拍摄于周村，郭济生在里面发现了“淄
博第四毛巾厂”的条幅。

扮玩队伍经过三友饭庄门前鱼店街。

周村二中里的撅芯子表演。

博山税务街南首，照片右侧是胜利饭店。

扮玩队伍经过博山新建一路。

这张照片上有“庆祝国际和平年”字样，还有“工
陶”二字。

周村二中
里 的 抬 芯 子
表演。

这张照片地点不明确，希望读者能参与进来，一
起破解。

“没错，这就是三友饭庄，大
约在如今的新建中路。”2月1日，
周村区民俗专家郭济生先生端详
着手机上的彩色老照片告诉记
者，“1986年，我是《齐鲁石化报》
的记者，一晃，35年过去了！”

郭济生先生看的这几张照
片，是济南文献收藏家雍坚从济
南一个旧书市场淘到的。这组有
关淄博的老照片，约有百张，拍摄
地点涉及临淄、桓台、淄川、博山
等地，其中17张展现淄博年俗的
照片，最为引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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