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0日—13日，由山东省文化厅、中
华曲艺学会主办、山东省艺术研究所、山东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山东省曲艺家
协会、济南市曲艺团共同承办的全国首届曲
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演暨经验交
流会在济南举行。

交流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曲艺研究专
家、曲艺表演艺术家、曲艺院团领导以及全
省各地17个曲种、25个曲艺项目的负责人或
传承人，围绕曲艺传承保护经验、面临的问
题及对策建议进行了讨论。

曲艺面临边缘化境地

“随着现代化、城镇化及全球化进程的
加快，传统曲艺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挑
战。”中华曲艺学会会长、著名相声表演艺
术家姜昆指出，曲艺具有文学、审美、社会
学、民俗学等多重价值，对于保持民族文化
独特性、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具有重大意
义。应采取切实有力的保护措施，保护曲艺
遗产。守住精神家园，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
要使命。

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陈鹏认为，作为一
门古老艺术，曲艺艺术能充分调动人体能
量，最具表演性，在艺术上最多变。曲艺这
种灵活性正被其他艺术样式所借鉴，我国的
艺术呈现出泛曲艺化倾向。但是，曲艺却面
临被弱化、边缘化的境地。

目前，中国曲艺发展还面临一系列其他
严峻问题。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曲艺创作人
员匮乏，新作品产生缓慢，不能很好地适应
当今社会的发展节奏，致使老艺术与新生活
脱节，曲艺作品创新力不足；公共文化空间
狭窄，缺少演出空间；观众面缩小，缺乏广
大人民的参与。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有些传承人年龄偏
大，不方便外出演出，不利于开展传承工
作；演员阵容不稳定，难以吸引年轻人，从
业者后继乏人；保护边缘化，保护人和传承
人感觉从事的具体工作没有被社会认可和尊
重。

此外，曲艺保护经费匮乏，资金不到
位，难以开展具体工作，菏泽等地保护经费
一直没有落实；有些保护机构是临时性的，
不便长期开展工作，保护机构缺乏专业保护

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缺乏培训和提高。

保护方言是传承地方曲种的关键

“保护地区曲种，方言保护是个关
键。”中国艺术研究院原曲艺研究所所长蔡
源莉认为，曲种的个性主要来自方言，没有
个性的曲种必将消亡。我们要对地方曲种使
用的地方方言有自信心。不应将普及普通话
同保护方言对立起来。在保护地方曲种过程
中，地方曲种要确立文化自信。

中央广播说唱团著名山东快书表演艺术
家赵连甲也指出方言对曲艺有重要作用，应
该好好挖掘一下方言相声。用方言说相声，
山东是最早的。现在小品中常用方言，方言
相声却不多。没有方言，地方曲种的生存将
很危急。赵连甲认为保护遗产，必须要熟悉历
史，熟悉历史才能更尊重遗产。

创新才能吸引80、90后观众

中国艺术研究院包澄洁研究员指出，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传者

和承者身上。通过他们传承的过程，将传统
技艺保存下来。传承者一定要将传统技艺作
为谋生技能或者爱好来对待。对传承者的认
定一定要将素质的因素考虑在内。

甘肃省曲艺志主编徐枫认为现在曲艺不
景气，不是艺术品种的衰落，而是从事这种
艺术的人的衰落。出人、出书、走正路，对
我们曲艺类非遗保护起着指导作用。没有
人，没有书，就没有出路。

创新才能吸引80、90后观众。北京工商
大学姚振声教授认为，要继承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精髓，只有在形式内容上再有创新，才
能谈得上传承发展，才能吸引年轻的80、90
后观众。曲艺演员演的是精神、人、魂、心
和情，只有这样，才能感动观众。在这些方
面，青年演员还应不断深化。要考虑到80、
90年代的观众，要古代和现代相结合，要有
时代语言，才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曲艺保护的“山东模式”

徐枫认为，山东省艺术研究所不仅仅是
将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一项工

作，而是作为科研项目来做，非常值得称
赞。山东省艺术研究所曲艺类非遗保护取得
了斐然的成绩。

保护经验方面，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山
东加强组织领导，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做
好普查和理论研究工作。做好普查、归类、
整理、存档，成立专门研究会，出版一系列
理论书籍。加大传承力度。建立传承机制，
保护传承人，举办培训班。省内多个地方都
认为推广曲艺进校园、进社区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山东非遗保护工作
坚持两条腿走路，既要保持原汁原味，也要
不断创新。济宁非遗保护工作在保护端鼓腔
时注意保持了它原始祭祀的内容，但同时也
做了一些舞台化的改革创新，让大家在欣赏
舞台表演的同时再去接受原汁原味的端鼓
腔。金乡县传承人张青敏推出了“对口落
子”，表演形式新颖，获得一致好评，还将
要登上央视舞台。

吸引年轻人传承曲艺

对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会专
家学者提出了一些建议。

在保护经费方面，应进一步细化、量化
资金使用项目。传承人有传承经费，学员也
要有经费。以前学员学习是为谋生，现在单
纯的学习不能谋生，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
政府应该对此对学员也拨付一定的学习经
费，具体操作方面可以再细化。对经费的使
用进行考核，设立具体考核细则，使保护单
位工作中有抓手。要加大对经费使用的考
核，要全面考核，区分责任，分级考核。直
接给保护单位账户拨款，简化资金拨付渠
道，保证经费到位。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在机构配置方面，
可对各级的非遗保护中心从机构、人员、工
作任务到设备的配置出台一套切实可行的评
估标准，工作时方便具体操作。

山东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孙立生认为，弘
扬曲艺文化，培养曲坛新人很重要。在保护
政策方面，主动学习曲艺的人越来越少，能
否有相关的奖励政策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对年龄偏大、可以继续传承的从业人申
报传承人时能否给予适当照顾？

全国首届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会上，中华曲艺学会会长姜昆认为———

传统曲艺生存面临严峻挑战
◆创作人员和保护经费匮乏 ◆从业者后继乏人，观众面缩小 ◆建议加大奖励培养新人

□通讯员 李 磊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1月21日，由省文化厅举办的“全省舞

美设计高级研修班”结业典礼在中国戏曲学院小剧场举
行。此次研修班定位为强化提高班，为期30天。参加培训
班的37名学员，分别来自省直文艺单位和15市文化系统，
都有多年舞美或灯光设计实践经验，其中绝大多数人员还
是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这次培训班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
月时间，但课时安排紧凑，教学内容丰富，先后举办了68
课时的舞美设计理念及实践课、48课时的艺术理论课，28
课时的专家讲座，以及多次的艺术观摩学习。

省文化厅与中国戏曲学院合办此培训班，旨在提升学
员艺术水平和创作能力，推进全省舞美设计人员队伍建设。

省文化厅与中国戏曲学院合办

省舞美设计研修班结业

热线电话：0531—85193432 Email：dzwhwhysb@163 .com

2011年11月25日 星期五 试刊第3期

“剧团定下来，再定赶会日期”
◆茌平豫剧唱响周边乡村 ◆改“养人”为“养戏”，剧团由一年演7场变为一年400多场

□ 本 报 记 者 吴宝书 齐淮东
本报通讯员 孙洪峰

离县剧团的演出还有半个多小时，舞台
前已经坐满了人。70岁的刘传金骑着电动三
轮车，带着老伴从五里外的家中赶到现场
时，只能在距舞台三十多米远的地方停住
车。两位老人一个坐在车座上，一个坐在车
后斗的横梁上，等着戏开场。

舞台搭在一辆大型演出车的后车厢上，
旁边的小黑板上用粉笔写着当天的演出豫剧
节目：上午9：30，《穆桂英挂帅》；下午2：30，《少
国公》；晚上7：00，《清风亭》。

这是11月10日下午，记者在茌平县冯官
屯镇王老村看到的情景。在鲁西北一带，豫
剧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一听锣鼓响，心
里痒得慌。”刘老汉笑着说。

当天，王老村主办的“物资交流会”开
幕。此前，有不少民间演出队伍来找村支书
董振海联系，可他担心那些“草台班子”演
出的内容不健康，甚至有的靠黄色低俗的节

目招揽观众，都被他拒绝了。他说，还是县
剧团的豫剧唱得好，演出内容也都是弘扬传
统美德的经典曲目，老百姓最喜欢。

10月初，董振海就联系县剧团，可还是
联系得有点晚，剧团的演出日期已经排到了
11月，好说歹说，总算定下11月9日到王老
村。“我们是先定下了剧团演出的日期，再
定赶会的日期。”董振海说，“剧团在东阿
县农村演了十多天，昨天才回来，当晚就在
咱村开戏了。”

各村纷纷请县剧团来演出还有一个重要
的原因：不用村里掏钱，只需为演职员提供
简易住所，条件好的适当给点生活费，老百
姓看戏也不用花钱买票，县财政直接给剧团
补助，演一场补750元。“这可是剧团的救
命钱。”茌平县文体局局长仇长义说。茌平
县剧团成立61年了，是整个聊城市现存唯一
坚持正常演出的县剧团，但在2008年以前剧
团也几乎生存不下去了，最少的一年只演出
了7场。那时剧团演不演经费都一个样，下
乡演出价格太低，有时连费用都挣不出来，

没人愿干。
为探索文化单位的改革路子，2008年

起，茌平县改“养人”为“养戏”，在本县
演出由财政补贴，同时出资20多万元更新了
道具、服装、灯光、音响、电子显示屏等设
备，投资43万元购置了一辆下乡流动演出舞
台车。“这太方便了，搭起舞台只需一个小时，
而以前人工搭台，没有半天功夫不行。”剧团
团长周克泉说。政策调动了积极性。从2008年
开始，剧团一年下乡演出都在400场以上，现
在他们的演出预约已经排到了下月了。

除了在本地免费演出，剧团也到外地搞
商业演出。河南是豫剧的“老家”，演出市
场大，竞争也很激烈。但茌平县剧团每年都
上门“打擂”，有时还跟当地剧团唱“对台
戏”。剧团“台柱子”、业务副团长范在民
告诉记者，他们一年要抽出两个多月到河
南、河北演出，一为增加收入，二为切磋交
流：“我们的豫剧在河南能立住脚，没真本
事可不行。”

说话间，演出已经正式开始。现场观众

四五百人，有女儿扶着父母来的，有奶奶抱
着孙子的，以中老年观众居多。

和台下的观众相似，剧团目前演出人员
也是“老”人多，年轻人少。记者看到，49
岁的郭清华刚刚在剧中扮演一个十几岁的小
姑娘，撤到后台赶紧化妆、换衣服，下一出
戏又成了一名带刀校尉。剧团中最年轻的演
员是20岁的肖圆圆，两年前从郑州一家戏曲
学校毕业来到剧团。她是外聘人员，靠拼演
出场次一月收入2000多元。周克泉介绍，茌
平县剧团正式在编的演职人员只有9人，其
余30余名演职人员都是外聘的。

“单靠政府补贴只能解决生存问题，完
全市场化又不现实。我们是边唱边走，只要
唱下去，总会有办法吧。”说起未来，周克
泉还是很有信心。

县剧团在王老村演6天，一天三场。开
演第二天，就有村民找到董振海，问能不能
协调一下加演两天。董振海说，“人家忙着
哩，加演恐怕不行了，还是早点预约明年的
戏吧！”

□通讯员 石运忠 魏平贵 报道
本报沂源讯 初冬时节天已寒，但在沂源南麻镇西台

村文化大院，村里老人正玩得“热气腾腾”：或打扑克，
或下象棋，或在挥诗泼墨，或在健身……80多岁的刘学伦
大爷笑眯眯地说：“俺村这个高标准的文化大院可是全镇
第一个，村里投了55万多呢。瞧俺们这群老伙计，不出村
就能聚在一起乐呵乐呵，甭提有多高兴了！”

近几年，南麻镇文化惠民舍得投入，该镇先后投资
360余万元，在全镇76个村(居)建起12个文化大院、76个文
化室，做到村村有文化阵地。全镇已建成农家书屋14处，
各村(居)农家书屋配备1名管理员，聘请县图书馆、新华
书店专业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每逢节假日，该镇组织20余
支游艺队伍，常年开展“文艺下乡、进社区”。此外，镇
上投资30多万元，建设镇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示范站
点，被评为“省级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示范站点”，目
前村(居)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已覆盖全镇各村。

沂源南麻镇文化惠民舍得投入

文化阵地村村有

列出单子 按需服务

宁阳“文化菜单”惠百姓
□记者 姜言明 通讯员 张培国 报道
本报宁阳讯 国庆假日期间，在县城金阳公园的小剧

场内，一场场乡土味十足的演出正在进行，没有大腕明
星，没有华丽的舞台灯光，但乡亲们的本色演出却吸引了
上千观众驻足观看。

宁阳县不断探索文化浸润在社会管理中的引领和支撑
作用，通过调研全县百姓文化需求，每年制定“文化菜单”，
进行统筹安排并兼顾个性需求，确定了送演出、送图书、送
电影、送培训、送服务等措施。从高雅艺术到草根文化，老百
姓只需“点菜”，政府便会将这些“大餐”配送到百姓身边。仅
今年的“为宁阳喝彩”系列群众性文化活动，县里就根据百
姓需求，安排了企业文化艺术节、校园文化艺术节、农村
文化艺术节等活动，将欢乐送到百姓身边。

宁阳县从加大文化基础设施入手，按照百姓出行
“500米见街头绿地(小游园)”进行合理布局，先后建成了
20多处规模适宜的高档次活动场所，给市民茶余饭后文化
休闲娱乐提供了好去处。目前，全县12个乡镇(街道)全部
建立综合文化站，建立村级文化大院230个，涌现文艺宣
传队50多支，吸引了上万农民、居民自发参与。近三年
来，共组织112个文明单位与76个村结成对子，累计投入
资金1000多万元，建成60多个新型社区文化服务中心。

□CFP供图
在潍坊市区一家茶馆内，当地草根曲艺社团——— “鸣春社”的小演员们，为观众送上相

声。现在，学习传统曲艺的年轻新人，正越来越少。

茌平投资43万为剧团配流动舞台车。 每次演出，台下看戏的乡亲多得跟赶集似的。 茌平剧团签约演员在演出中。

□通讯员 闫盛霆 报道

世界最大巨型陶瓷九龙瓶近日在淄博问世。龙瓶高

6 . 3米、重达7 . 7吨，经1280度高温烧制，9名艺术家历时两

年半完成。

□记者 王红军 通讯员 井 晶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自“书香泉城”24小时自助图书馆在泉

城广场亮相以来，短短几日便有数百名市民办理了读者
证。11月21日，济南市第二部自助图书馆在赤霞广场亮
相，每台自助图书馆内置图书450册，可提供自助办证、
查询、预约、借书、还书等服务。

“书香泉城”24小时自助图书馆是由济南市政府出
资、济南市图书馆承建的大型多功能图书自助服务设备。
作为一个全新的图书馆服务项目，24小时自助图书馆以占
地面积小、运行成本低被誉为“第三代图书馆”，能有效
缓解传统图书馆受开放时间限制、座席不足、通借通还基
层网点不足等问题，进一步提高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利
用率。

“书香泉城”24小时
自助图书馆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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