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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12日，王先生带着儿子在济南市宝贝剧
场观看了儿童剧《我的麦哲伦海峡》。这是济南市儿童艺
术剧院为备战“十艺节”今年新创排的剧目。

2011年是备战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的推进年，济南市文
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借此契机，着力抓好文艺精品和主旋律
作品的创作生产，努力创演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俱佳
的艺术作品。为此，年初以来，济南市文广新局调动一切
力量，列出专项资金1500万元打造精品剧目，全力有序推
进艺术创作生产工作。有了卓有成效的举措，一系列精品
佳作问世：文化旅游剧《齐风鲁韵》，京剧《辛弃疾》，
杂技剧《粉墨》，儿童剧《我和我的影子》，吕剧《阳光
大姐》,曲艺剧《茶壶就是喝茶的》、《明湖曲韵》等一
大批优秀剧(节)目与观众见面，并受到热烈欢迎。

其中，杂技剧《红色记忆》已累计演出67场；京剧
《重瞳项羽》参加第六届中国京剧艺术节，荣获二等奖；
歌舞剧《大舜》受到泉城观众和业内专家的广泛关注；吕
剧《泉城传说》、儿童剧《我的麦哲伦海峡》、曲艺剧
《泉城人家》也于11月11日起陆续推出。

济南市力推文艺创作

1500万元打造精品剧目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
会精神，促进我省群众文艺作品创作繁荣，
繁荣群众文化生活，力争在十艺节“群星
奖”评奖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展现我省近
年来社会文化创作的崭新成就，由第十届中
国艺术节筹委会、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文化
厅联合主办的全省社会文化新创文艺作品调
演11月10日至18日在济南举行。

本次社会文化新创文艺作品调演规模宏
大，共举办初赛120多场，全省新创作600多
个节目，各地初赛报省337个优秀节目，省
里选拔调演237个，共1800多名演职人员参
加。这是我省近年来社会文化领域新创作作
品数量最多、演出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演活
动，在全国和全省引起了广泛的影响。此次
入选省里调演的237件作品，全面反映了全
省各地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歌颂了齐
鲁儿女在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崭新风貌。

调演作品的突出特点是既注重吸收优秀
传统文化，又与现代时尚文化相结合，体现

地方特色、民间特色和时代特色，在舞蹈语
言、唱腔技法还是地方剧种挖掘、作品矛盾
冲突方面都精益求精，涌现出一批精品。

为提高本次调演活动的水平，打造社会
文化创作精品，在文化部支持下，调演评委
全部聘请文化部“群星奖”评委，专家在为
节目评奖的同时，还要对每个节目作出点
评，使演出与点评结合，边演出边提高，创
新了社会文艺创作和演出的方式。

此次调演活动的主旨是惠及群众，各地
初选的600多个节目已在基层演出2500多场，
观众达120多万人次，得到广大群众的一致
好评。调演中涌现出的优秀节目，还将进农
村、社区广泛进行演出，服务群众的同时，
也进一步提高节目的质量。

据悉，全省迎接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群
星奖”作品类节目评选工作，分为组织发动
和创作征集、排练加工、作品上报、汇演选

拔、提高冲刺、集中录制阶段和推广巡演阶
段。其中第一、二阶段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此次调演工作属于第三阶段。

此后的提高冲刺阶段(2011年11月至2012
年6月)，初选优秀作品将邀请省内外高层次
专家逐一审看指导，根据专家提出的修改意
见，打造成为精品力作。作品将在2012年6月
至2013年3月进行汇演提炼，广泛征求社会各
界的意见和建议，不断修改提高。在此基础
上，根据文化部的参赛时间，省文化厅从每
个门类中选拔优秀节目上报文化部，参加全
国“群星奖”评选。

2012年6月至2012年12月，是集中录制阶
段。全省上报文化部优秀节目确定后，组织
入选节目到省城进行集中录制，统一制作成
为制式规范、符合要求的光盘上报文化部。
同时，作为群众文艺优秀节目向全省发行。

其中，推广巡演将贯穿全过程，对“群
星奖”各类节目初选、比赛入围作品制定长
期演出计划，纳入各地重大文化活动当中。

我省举办全省社会文化新创文艺作品调演，喜迎第十届中国艺术节

600多个新作节目冲击群星奖

★十艺节场馆建设巡礼——— 诸城博物馆★

国内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县级博物馆
新落成的诸城博物馆建筑面积22000平方米，馆内设有诸城通史、书画揽珍、石刻艺术、佛造像艺术、陶瓷艺术、文房珍宝、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和诸城历代名人展等内容，是目前国内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县级博物馆。形象地介绍了诸城历史沿革、名名胜古迹、珍贵

文物、历代名人等。博物馆高贵典雅、融中国古代文化与现代设计风格于一体的装修风格，别具特色。

□记 者 申 红
通讯员 马双军 丁家智 报道

本报烟台讯 12月4日，在烟台开发区
大季家街道初旺村文化大院，记者看到这样
一幅热闹的景象：上到六七十岁的老人，下
至不足十岁的孩童，大家都在唱歌、跳舞、
扭秧歌。

在街道文化站，仲崇乾站长告诉记者，
这里几乎每天都是这样热闹，文化大院如今
已成为群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
初旺，附近的邹家、大赵家等村居，农家书
屋同样受到居民欢迎，每天总有许多村民在
这里读书“充电”，浓郁的书香滋润着每位
读者的精神家园。

一个个“书香四溢”的农家书屋，一处

处“欢歌笑语”的文化大院，体现了烟台开发
区这两年着力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
城乡文化一体化、推进文化大院和农家书屋
“双百”工程的初步成果。截至目前，通过
社区共建、资源共享，全区93个村居已经实
现村居文化大院和农家书屋两个100%覆盖，
为促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提供了良好舞台。

当地文化部门负责人介绍，从2008年开
始，开发区管委逐年加大对基层文化建设投
入，进一步完善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村居文
化大院、农家书屋等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其中，仅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投入就达
130多万元。各街道办事处、各村居4年来累
计投向文化建设的资金达1000多万元。古
现、八角、大季家三个街道综合文化站已建

设室内外活动场地10000多平方米，图书
室、健身室、文化信息共享服务点、歌舞排
练室等文化服务设施一应俱全。截至目前，
各村居“农家书屋”总藏书量累计超过20多
万册。

同时，烟台开发区还着力推动群众文化
活动的常态化。春节秧歌汇演已成功举办10
余届，成为全区节日群众文化的一个知名品
牌；农历正月十三、十四的渔灯节一年盛过
一年，今年的渔灯节观赏群众达10万余人；
夏季群众文化广场活动好戏连台，场场都吸
引数千名观众；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实现一月
一村一场，4年共放映电影5136场。“好日
子就要唱着过！”初旺一位村民随意说的一
句话，表达了百姓对现实文化生活的认可。

烟台开发区以丰富文化艺术活动为抓手，着力提升群众生活质量

村居文化大院农家书屋100%覆盖

儿童剧《我的麦哲伦海峡》。

本报讯 为庆祝“十艺节”倒计时两周年，日照实验
高中等中小学校，设置宣传栏，展示中国艺术节有关图片
内容，普及中国艺术节相关知识。

另外，借“十艺节”东风，日照实验高中等中小学校
进一步推动校园文化建设，弘扬京剧国粹，让京剧走进校
园，全面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使更多的学生了解和学唱
京剧。日照实验高中等中小学校还组建了京剧课外兴趣小
组，经常性地举办各类京剧活动。

日照弘扬国粹艺术丰富校园文化

请十大京剧票友
为学生讲授京剧知识

图说十艺节

五音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它源于章
丘、历城一带，传于济南、淄博、滨州、潍
坊等地。原名肘鼓子（或周姑子）戏，以唱
腔优美动听，语言生动风趣，表演朴实细腻
而著称，地方特色浓郁。由于所流传地域的
方言、风俗等差异，划分为东西北三路。

五音戏表演时一般是先吐字，后行腔，
曲调口语化，腔调旋律变化较多。其演唱用
本嗓，女腔尾音旋律延长，后尾用假嗓翻
高，称为“云遮月”，曲调优美质朴，适于
抒发多种感情。

二百多年历史五音戏

日照实验高中高级教师、“山东省十大京剧名票”桂

冠获得者张敏在课堂讲授京剧知识。

本报讯 11月，我省召开全省艺术创作工作会议，对
各门类艺术创作工作作出了全面安排和部署。全省艺术创
作势头良好，一批优秀作品脱颖而出。

舞台艺术创作方面，在2010年征集200余部剧本的基
础上，今年4月份又面向全国征集优秀剧本123部，经专家
评审后，确定备选剧本23部。现在各院团参赛、参演剧目
正在排练和二度修改，有的已经上演。省京剧院的《铁血
鸿儒》、省歌舞剧院的《赵氏孤儿》、省吕剧院的《乱世
鲁商》已在今年8-9月份上演；省话剧院的《大兵无战》
计划近期上演，《嫂子》将于12月投入排练；省柳子剧团
的《国之慧眼》、省杂技团的《聊斋遗梦》，正在进行排
演筹备。济南市的《重瞳项羽》、青岛的《男人宋江》、
淄博的《换魂记》、烟台的《如姬情》、临沂的《沂蒙女
人》、聊城的《萧城太后》、菏泽的《古城女人》等剧目
创作取得积极进展。其他各市也正在加紧剧目创作，积极
备战十艺节。

社会文化艺术创作方面，从全国征集备战“群星奖”
的优秀作品100多个，并组织专家进行了初评；举办“群
星大讲堂”，聘请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四个门类的知
名专家讲课，培训群众文艺工作者和编创人员520人。目
前，各地已创作排练一批备战“群星奖”群众文艺节目。

美术创作方面，以山东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等
重点创作活动为切入点，推动全省美术创作工作的开展，
一批能够冲刺十艺节美术展评的优秀作品正在创作中。

我省对艺术创作作出全面部署

艺术创作势头良好
优秀作品脱颖而出

山东首部惊悚悬疑小剧场话剧《古宅幽幽》

□ 本报记者 薄克国

12月1日，青岛举行迎十艺舞台剧目创
作签约仪式，许锐、王舸、程远、黑继文、
贾璐等剧作家、导演、作曲家汇聚岛城，分
别与青岛市专业文艺院团负责人签下“军令
状”——— 创排工作协议书，正式启动舞剧
《画壁》、话剧《微尘》和京剧《田横五百
士》的立项格局及创排方案。此举标志着青岛
市迎接十艺节舞台剧目创排工作正式启动。

2013年10月青岛将承接第十届中国艺术
节“文华奖”全国新创作剧目评比演出和颁
奖仪式暨闭幕晚会等活动，为全面展示岛城
舞台艺术创作成果，青岛市确定推出《画
壁》等三个剧目参评“文华奖”，决心打造
一批体现青岛城市特色，具有青岛艺术水
准，与城市文化发展相适应，深受群众喜爱
的精品剧目。

《画壁》：“穿越”至美柔情

签约舞剧《画壁》的对象来头都不小：
编剧许锐是舞蹈学博士；总编导王舸的作品
曾三次获得“桃李杯”大奖，在前不久举办
的第九届全国舞蹈大赛上他是唯一金奖获得
者；作曲程远曾任廖昌永演唱会音乐总监、
宋祖英演唱会编曲、春晚编曲、飞天奖颁奖
音乐作曲等。

青岛歌舞剧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港介
绍，《画壁》取材于《聊斋志异》，里面融
合了《聊斋》里的多个故事。以舞剧的形式演
绎《聊斋》，是之前从未有过的舞蹈形式，堪称
第一部《聊斋》舞剧，里面会用到当下大热的
穿越手法，进行更为大胆的艺术创作。

舞剧《画壁》编剧许锐说，《画壁》旨
在通过虚幻的人鬼恋，来展现生活中的至美

柔情，让观众学会珍惜现在、珍惜生活。

《微尘》：再现城市精神

微尘凝聚了青岛人无私奉献的精神，继
电影《寻找微尘》之后，青岛人的爱心故事
将以话剧的形式进行生动再现。

话剧《微尘》将故事发生地浓缩为最具
老青岛风情的里院里。青岛话剧院院长王可
说，里院住着各色人物，包括饭店女老板，
在青岛打工的新市民，卖水果的小贩，他们
在演绎自己悲欢离合的同时，都化作小小的
“微尘”，传递出互助、有爱的城市精神。

话剧版《微尘》邀请到了国家一级编剧
黄伟英前来捉刀，他的代表作《我那呼兰
河》曾获得第九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大
奖”、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获得文
化创作奖。

《田横五百士》：扬齐鲁气节

青岛京剧院院长郭建青介绍，京剧版的
《田横五百士》正在搜集资料和构思阶段，
计划明年2月份完成初稿。他说，用京剧来
展现“田横五百士”，是最为契合的一种形
式，人物的设置、情感均可从京剧的唱念做
打中找到合适的表现方式，很好地展示出京
剧中的各个流派的魅力。

为京剧《田横五百士》执笔的是来自河
南的国家一级编剧贾璐。他创作的大型剧本
《曹操父子》、《刘邦与萧何》等，被全国
多家院团排演，多次获得曹禺戏剧文学奖、
“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等奖项。

贾璐认为这是一个能够张扬齐鲁气节的
故事：“该剧发生在齐鲁大地，展现民族气
节，既有山东特色，又具人性之光。”

青岛三台大戏签下“军令状”
诚邀国内知名编剧、导演加盟创作，打造十艺节精品剧目

■各地初赛报省337个优秀节目，举办初赛120多场

■已在基层演出2500多场，观众达120多万人次

■2012年6月-2013年3月进行汇演提炼，选拔优秀节目

上报文化部，参加全国“群星奖”评选

古老声腔柳子戏
柳子戏是流行于以菏泽、济宁、徐州为

中心的鲁苏豫皖冀五省交界的三十余个县的
地方戏曲剧种。又名弦子戏，黄河以北有
“糠窝窝”、“百调子”、“吹腔”之称
呼，是中国戏曲古老声腔之一。我国戏曲史
上曾有“东柳、西梆、南昆、北弋”之称中
的“东柳”就是山东柳子戏。

柳子戏表演程式粗犷豪放，风格独特；
人物动作设计，惟妙惟肖，生活气息浓厚。
如武将出场，先在台上表演踢腿、打飞脚、
亮相；发怒时双脚跳起，表示急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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