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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本命年又逢60大寿的王成强是北京

石景山区模式口村里的老人儿，老王穿着红

袜子，踩着千层底儿，每天在村里忙前跑

后，被大伙儿称作“忙活人儿”。他是村里

的热心人，村里的老礼儿，老讲儿，老规

矩，老王对这些都门儿清。村里无论是红、

白事儿，还是小孩儿的满月、百天，很多都

是老王张罗的。

他是村里有名

的“大拿”“总

管”，官称知

客。

石景山模式

口村，历史上是

联系都城和塞外

的重要通道，被

称为驼铃古道，

不仅商业繁华，

还是军事重镇。

如今老村周边的

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过街楼

遗址、古老的庙宇、老宅还在诉说着当年的

故事，许多老北京的风俗，也还在默默传承

着。

老王家是模式口的大户，到他孙子这辈

儿已经是第七代了，他的五个兄弟和两个叔

叔家都住在村里。说起模式口村的事儿，老

王滚瓜烂熟，历史上街面上的买卖铺子，老

王也能按着顺序从村头东数到村头西。许多

民俗专家、画家、学者要对模式口村进行研

究，都要先到他这儿来请教。

老王是石景山太平鼓区区级代表性传承

人，早年活动经费紧张的时候，他就自费为

太平鼓队买服装道具。为了能让太平鼓传承

下去，他现在每周还去石景山小学担任校外

指导老师，教授学生太平鼓。

老王张罗过村里最热闹的一次活动，是

2007年自己孩子的一场传统民俗婚礼，他专

门请人定做了全套的仪仗，其中还包括接送

新娘和亲戚乘坐的三台大花轿。仪式当天，

新娘坐上八抬花

轿，新郎登上高

头大马，前有旗

手和乡亲们鸣锣

开道，后有外请

的秧歌、舞狮、

舞龙、花鼓等表

演助兴，队伍数

百米长，堵了有

半条街，好不热

闹。前几天村里

一 个 孩 子 过 百

天，老王又到村

里的馒头铺子做仪式上用的“大脖穗儿”。

脖穗是用发面做的一种类似项圈的装饰，取

“百岁”的音，上面依次点缀着一个花朵、

两个石榴、一对鱼，分别寓意荣华富贵、子

孙万代和富贵有余。孩子百天那天，把它套

在孩子脖子上，前来祝福的亲朋好友，从上

面掰一块吃，以此祝福孩子健康成长。

老王传承老礼不是因循守旧，更多的是

一个普通老北京对传统的一种坚守。老王同

时希望人们在接受更多现代文明的同时，更

应懂礼，做事要讲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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