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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当法律顾问 晚上疯狂玩摇滚
律师出身的“济南鸟叔”芦心洁，带着乐队把《济南怪谭》唱遍全国

生活日报11月23日讯 近日，

在省城某大型音乐酒吧举行的一

场演唱会，现场从大学生到中年

人，满满当当数百人，打破了济南

小型演唱会的新纪录。本次开演

唱会的乐队是地地道道的“济南

土著”，主唱是山东大学法学院毕

业的芦心洁，他有一个响亮的名

号———“济南鸟叔”。令人称奇的

是，他白天的工作是一个企业的

法律顾问。这两年，他们乐队四人

唱遍了全国，也把“济南怪谭”这

首歌带到了全国。

高二组乐队，现在已17年

“1998年10月，当母亲亲手将

一把180元的‘红棉’吉他交到我的

手中，从那时起，我的生活方式开

始了转变。有关于理想、懵懂的情

感、以及愤怒的情绪都在难以入耳

的琴弦和指甲盖碰撞所发出的噪

音中得到了释放。”芦心洁说，对于

音乐，他可能是天生的喜爱。

他说，当时组建乐队还是高

二，“感谢班主任没有将这颗摇滚

萌芽扼杀在摇篮里。”经过短暂的

练习，芦心洁骄傲地站在了学校迎

澳门回归前一周年的舞台上，结果

反响一般，但“葫芦”这个名字，却

又改变了芦心洁。

“首次登台难免紧张，介绍自

己时我说我姓芦，葫芦的葫，爆笑

全场。至今葫芦哥、葫芦弟，葫芦娃

几乎全被我包圆。”芦心洁笑着说。

大学期间，山大开始有了一个

特色的乐队，但主唱并不是芦心

洁，但这对他的影响很大。“我觉得

首先校园里是有这种氛围的，我开

始用弹唱‘走穴’，基本解决了温饱

和学费问题。”他说。

工作后，芦心洁在一档洗发水

赞助的选秀节目中当音乐编辑，但

没搞几期，赞助商跑路，节目黄了。

“我想了想还是学以致用吧，便来

到一家公司，至今已工作了第十个

年头。”但是，芦心洁并没有“老实

工作”，在此期间，他已经从隔三差

五有演出变成了有稳定收入的酒

吧驻唱。

白天上班晚上玩摇滚

“在济南，可能很多人都认识

我，各行各业，三教九流。我白天是

一个朝九晚五，循规蹈矩的上班

族，重复着证据、判决、笔录的文字

游戏，这份工作‘失之毫厘谬以千

里’，为此也受到过批评和代价。”

芦心洁说，到了晚上或者周末，他

就不再是那个白天的“企业法律顾

问”，舞台上啰里啰嗦，有人甚至把

他当做一名相声演员。

“我想让更多人知道摇滚乐不

光是愤怒口号，最主要的是倾诉。”

芦心洁说，在济南，其实很多人都

喜欢最原始的乐队形式，但有些人

把“原创”和“翻唱”当成势不两立

的音乐表现形式，其实他对于这些

没有去北漂的人来说，坚持原创梦

想却没有一个好的物质基础是行

不通的。“在没有降低自己身价的

同时，又额外赚取了一笔收入，何

乐而不为？”芦心洁说，他很满意现

在的生活。

把《济南怪谭》唱到全国

记者了解到，中国有“迷笛”

“草莓”两大音乐节，也被公认为摇

滚界的“春晚”。在经历了多年的沉

淀磨练，芦心洁和他的“上层社会

乐队”终于在2012年和2015年走上

了这两个舞台。

“曾经有人说过，我们的乐队

现在已经不仅仅代表自己，更多出

去代表整个济南。使命感油然而

生，《济南怪谭》这个名字自始至终

在我脑海里晃悠，我觉得作为一个

普通市民，我们写写小市民的身边

事儿，接地气才是更重要的。”他说，

歌曲里出现的元素都是济南人熟知

的“泉水、油旋、小么哥、齐鲁晚报、金

山老师乃至吕剧里的马大保，都活灵

活现地出现在这首歌里。用朋友的话

说，那叫“楞赛楞而立”。

今年十月份，芦心洁和他的乐

队启动了全国巡演，已经走过了很

多城市，将《济南怪谭》等原创歌曲

唱到了全国。

“济南鸟叔”芦心洁在表演中。 记者 于洋 摄

23年义务教太极 300多居民受益
舜玉社区居民庄同济成了社区健身带头人

□记者 施雪琼 通讯员 马俊伟

“纵放屈伸人莫知，诸靠缠绕

我皆依。”每天早上，舜玉公园里都

有一帮居民弓腿、移步、推掌，练习

太极。带头老师是舜玉北区居民庄

同济，老人曾因身体不好自己苦练

太极，后来因为一个偶然机会组建

拳剑健身队，义务帮带别人强身健

体，执教23年，300多位居民从他这

里受益。

组建健身队 义务教居民

1992年，庄同济举家搬到舜玉

北区。因为常在南区练太极，逐渐

地有居民发现，庄同济打得很好，

便提议让他教教大家，他二话没说

就把这事应下来了。

“我搬过来以后，发现我的一

个老朋友郝敏老师已经先我几个

月到了这里。郝老师舜玉公园那时

候在公园里练健身功。”庄同济介

绍，后来两人一合计便在郝敏练功

的地方成立了一个健身队。“队名

还是办事处给取的，就叫舜玉拳剑

健身队，当时只有8个人。”

从那之后，每天早晨6点半，庄

同济都会准时到达练习场地，为学

员授课。由于学生们年纪偏大，而

且大部分都是身体有了毛病以后

才来的，庄同济在教学时就格外用

心。

很多慕名而来的新学员都会

给庄同济买点礼品，但是庄同济做

人有个原则———“不吃请、不收

礼”，“收了礼反而觉得浑身不自

在”。跟着庄同济练了8年太极的舜

园社区居民张宝云告诉记者：“老

年人学东西学得慢，这么多年来，

庄老师耐心地教，从来不嫌烦。庄

老师为这个团队付出了很多，不过

他从来没有收过一丁点费用。”

时至今日，健身队已经成立了23
年学员，前后大概有300余人。有很

多学员现在已成了老师，义务传授

太极。

纪律严明，“差生”享“优惠”

“我上课比较严厉。”庄同济笑

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纪律是庄

同济最看重的，也是他经常在课上

强调的。

上课过程中，有的学员偶尔会

窃窃私语。庄同济看到以后，总会

及时提醒一声。“我通常会问问他

们在聊什么，用开玩笑的口吻提醒

一下。”庄同济说道，“因为其他人

很容易受聊天人干扰，影响课堂秩

序，也耽误别人学习。”

严归严，庄同济在上课时依然

会考虑到学员的自身状况，对症下

药。老年人学得慢，他就放慢速度

讲，一遍学不会，他就多讲几遍。而

今，庄同济已经教授了二三十套拳

法、剑法、扇法，每一套都讲了不下

10遍。

对于情况比较特殊的学员，庄

同济还特意为其“开小灶”，家住槐

荫区凯旋新城的田爱珍就是其中

一例。田爱珍现年68岁，患有心脏

病，跟不上集体练习的节奏。为此，

庄同济主动提出单独给她上课。而

今，田爱珍已经跟着庄同济练习了

20年。

降低音量，23年从未扰民

近几年，随着广场舞的风行，

广场舞扰民的新闻也层出不绝。然

而，23年来，庄同济带领的健身队

却从未收到过居民的投诉。

此前，跟健身队一起锻炼的还

有一个舞蹈队、一个元极功队。3个
队伍在一起锻炼，各自的音响很容

易影响彼此。为此，3个队伍协商后

各自调小了音量。而今，3个队伍

中，只有健身队还坚持每天早晨出

来锻炼。

在庄同济的带动下，健身队成

员们也都化身雷锋，开始义务为小

队服务。每天早晨，徐秀机、高凤坤

两位老师都会提前一段时间来到

场地，为队员们准备好练习要用的

音响设备；每逢庄同济讲解新的课

程，爱好摄影的韩敬礼都会自备摄

影机，将庄同济的讲课过程拍下

来，回家整理好再刻成光盘，分发

给每位队员；担心下雨天淋湿，吴

显特意做了小橱子，专门用来装音

响。

23年来，庄同济免费教授市民学习太极。 记者 施雪琼 通讯员 马俊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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