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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将于2013年10月在山东举办。
为举办一届“更具特色、更加成功”的中国艺术节，第十
届中国艺术节山东省筹委会从即日起向社会公开征集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吉祥物、志愿者标志。有关事宜如
下：

一、征集作品要求
1、应征作品须体现中国艺术节内涵，体现“艺术的

盛会、人民的节日”的宗旨，体现艺术特点和文化创新，
体现深厚的齐鲁文化底蕴。

2、创意及构图新颖独特、内涵丰富、色彩明快、引
人注目，具有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文字或形象元素。

3、吉祥物应是活泼可爱的卡通形象，易识别、易制
作。

4、志愿者标志体现“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者精神；应与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标志相互映衬，成为
密切关联的标识体系；适合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志愿者
旗帜、服装、胸牌等使用。

5、附简要《设计说明》，阐述设计思路、基本理念和
表现意图。

6、作品必须是原创，此前未以任何形式发表，并不
得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

二、作品规格
采用A4幅面，彩色图形设计。附电子设计图光盘，

标明所用软件名称、版本号和文件名。有条件可提供三
维演示。

三、提交方式
请将作品装裱在黑色底板上，一式两份，并附带详

细个人（单位）信息、通讯地址、联络方式、个人有效证
件复印件及本人签署的著作权确认书（请查阅十艺节
官方网站下载：http://www. 10yijie.cn/），以邮寄或直接
送达方式投稿。

请在函件上注明“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吉祥物、志愿
者标志作品征集”字样。

四、截稿日期
2012年4月30日（邮寄以收到邮戳时间为准）
五、评选方式
本次活动由国内专家组成评委会对作品进行评

选。
评选结果将在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官方网站及相关

媒体公布。
六、奖励办法
吉祥物入围作品获奖金人民币5000元。
志愿者标志入围作品获奖金人民币4000元。
吉祥物入选作品获奖金人民币30000元。
志愿者标志入选作品获奖金人民币8000元。
在同项中如同时获得入围和入选，则按照入选作

品奖金发放。请获奖者按照国家规定自行纳税。
七、注意事项
1、作品入围后，作者为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山东省

筹委会提供高精度Tif文件、延展设计图例。
2、所有应征作品均不退稿，请应征者自留底稿。
3、在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山东省筹委会公布评选结

果之前，作者本人不得自行发布或者发表参评作品。
4、应征者参与本征集活动产生的一切费用自理。
5、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山东省筹委会对本次征集活

动具有最终解释权。
八、投稿地址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16787号翰林大酒店421

房间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山东省筹委会宣传活动部
邮政编码：250014
联系人：赵静雅
联系电话：0531-81695992 0531-81695997（传真）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山东省筹委会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吉祥物、

志愿者标志征集公告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繁荣我省舞台艺术，迎接第十届

中国艺术节，省文化厅面向全国征集戏曲现代戏剧本。
截稿日期为今年4月2日。

征集剧本为多场次戏曲现代戏剧本，应可供舞台
演出2小时左右。剧本题材要反映现实社会生活，时间
界定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重点反映改革开放和
建设小康社会伟大实践，表现新时期新人物新的精神
风貌。作品要努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彰显时
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突出山东地域特色，贴近实际、贴
近群众、贴近生活，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
性。应征剧本须是具有独立完整版权，且为原创、未曾
排演过的作品，受演出院团委托创作的剧本不在此次
征集范围内。

据介绍，征集方将组织专家对应征剧本进行评选，
入选剧本将予以公布，并在三个月内拥有优先使用权。
入选剧本如被确定为立项创作剧目，将由创作演出院
团与作者协商签署合作协议，给予作者相应报酬。

来稿通过发送剧本电子文本的方式报送，在主题
栏内注明“山东省现代戏剧本征集”字样，须写明作者
的真实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码、本人简介、工作单位、
详细通讯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sdsxdxzj@163 .com
联系电话：（0531）88900906

我省面向全国

征集戏曲现代戏剧本

□ 本报记者 于向阳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孙霞

行程5000公里，足迹踏遍全省17个地市，
2009年的全省巡演让2万多名党员干部的心灵
受到震撼。3月5日，为备战“十艺节”数度打磨的
莱芜梆子大型现代戏《儿行千里》，将赴淄博、潍
坊等市开始第二轮全省巡演，在此期间还将赴
北京、杭州等地演出。

“这个戏老百姓都愿意看，也能从中受到教
育。我觉得社区应该多演出这样的戏，他们能天
天来就好了。”2月28日，《儿行千里》在莱芜市高
新区鹏泉街道办孔家庄村进行了巡演之前的专
场演出，63岁的村民张志国激动地说。

八年磨一部剧

据介绍，《儿行千里》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着
力塑造了一位既严厉又慈祥的母亲“忠子娘”。
剧中，官员郑耀忠回老家为母亲祝寿，送礼者借
机蜂拥而至，引起了老母亲的警惕。风雪夜，她
带着别人送来的“祝寿礼”，赶往儿子下榻之处，
以送自己血汗钱的特殊方式对儿子进行教诲。
儿子收受贿赂出事后，母亲怀着“多还一分赃
款，就减儿一分罪”的朴素心理，向乡亲们借钱
替儿子还赃款。利用探监机会，母亲再次对儿子
谆谆教诲，终使郑耀忠彻底醒悟，戴罪立功。

谈起创作初衷，《儿行千里》编剧兼导演、国
家一级编剧张丽华说：“这个剧本构思了三四年
的时间。当时，我在报纸上看到贪官王昭耀‘最
后的陈述’的报道，几天几夜没睡着，我就考虑，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到了真面对铁窗的时候，什
么金钱、名誉都抛到后面去了，他的母亲都80多
岁了，天天在流泪，在高墙之外难以相见，只有
亲情难以割舍。”

张丽华表示，这部戏的主题既有“儿行千里
母担忧”的意思，更重要的是阐述母亲与儿子道
德观上的远近。“母亲的心，是希望儿子两袖清
风、好好做人。‘如果咱娘俩心贴心，儿行千里也
在眼前，如果你变了心，咱娘俩就是面对面，儿
也行了千里。’”

“一个母亲，不管儿子到了何种地步，母亲
都会伸出手来救儿子。我就是想塑造一个充满
大爱的母亲形象。”张丽华说：“这个剧本从酝酿
到创作用了4年时间，现在又演出了近4年的时
间，八年磨一部剧，九易其稿，这才诞生了一部
好戏，我认为很值得。”

有观众在观看后，发短信说：“母爱无疆惊
天地，人间大爱鬼神泣。主题好，生动感人，唱词
唱腔优美，震撼人心，催人泪下，艺术感染、廉政
教育双丰收。”

“两记耳光”感人肺腑

在孔家庄演出时，台下的观众不时地交流
着，但随着剧情的发展，尤其是到忠子娘扇郑耀
忠耳光时，观众彻底被征服了。

“在剧中，‘两记耳光’感人肺腑。”张丽华表
示，“当忠子娘打一巴掌时，本应打在儿子脸上，
但她打在了自己脸上，责怪自己没有教育好儿
子。第二记耳光，‘啪’一下打过去，是又恨、又
痛。恨的是，儿子忘记了党的培养，走了邪路。痛
的是，儿子将要被判死刑，在刑场上谁也救不了
他，就算是娘想管也管不了了。”

“在写这个情节时，我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
了。当时，我觉得儿子对母亲感情的伤害，太深
了，我都不忍心了。母亲来探监，无可救药的儿
子还想报复别人，母亲一记耳光狠狠打在儿子
脸上，才使儿子大彻大悟，并把儿子从生死线上
拉了回来。”张丽华说。

在第二记耳光背后，还有一段感人的细节。

饰演郑耀忠的莱芜梆子剧团团长李长生表示，
这打耳光是一个“巧技”，观众听着很响但是不
疼。“不过，在我们巡回演出时，我是真被打了18
场，在舞台上感觉不出来，一下场就发麻，最后
脸都被打肿了。”

“未开演的时候，我心里想着别真打，他太
疼了，但一到了演戏的时候，我就控制不住自
己，都是真打他。”饰演忠子娘的国家一级演员
李桂英表示，老太太对孩子从小教育，但他还是
犯了错误，确实是很痛心。“一到这个时候，我就
控制不住，非打他一巴掌不行。”

“在台下，他是团长，但在台上，我是他的长
辈，在全省巡演时都是真打，打得他的脸都肿
了。”李桂英说：“他的爱人都说不真打行吗？我
就说不真打，戏不够、火候不够。为了演出效果，
让观众看得更真切，给观众更大的警示教育，还
得真打。”

“三洒泪水”引发共鸣

“在这部戏中，有‘三洒泪水’，那就是编剧
泪洒稿纸、演员泪洒舞台、观众泪洒剧场。”张丽
华表示，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儿行千里》是用良
知和心灵救赎的情感打开一个剖面，是一个编
剧与官员进行的心灵对话。”

“我是边掉泪边写的，那真是泪洒稿纸。”张
丽华说：“有时候唱词写出来以后，那种人性、那
种故事，首先是打动了我。比如说剧中的母亲，
把钱一点儿一点儿地拿出来，到最后跪下求乡
亲们借钱替儿子还赃款，乡亲们从不理解到理
解，真正能够引发大家的共鸣。”

作为莱芜梆子的传承人，57岁的李桂英是
演员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剧中需要动感情的戏
份特别多，每一场都是泪水、汗水顺着脸颊往下

淌。在日照演出结束时，她不慎磕伤了肋部，但
还是咬紧牙关，强忍剧痛，坚守在舞台。

李桂英说：“我以前在剧团里演花旦，这是
第一次演老旦角色，特别是要演一个80岁的老
太太。但在接受这个角色之后，我就努力地塑造
她，在农村演出的时候，我就找一些比较接近人
物的老太太，模仿她们的形体、举止，到后来把
握得还可以，观众们都比较喜欢。”

莱芜市文广新局局长亓祥云表示，作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莱芜梆子必须要有好的
剧本，要有好的演员，“用身边的人演身边的事，
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在演出时才能真正
拨动人的心弦，这也是观众喜欢《儿行千里》的
重要原因。”

在德州，两位退休的白发老人激动地拉着
巡演人员的手说：“太感人了，哪个当妈的不希
望孩子好，贪官太伤家人的心了。”

■ 备战十艺节·精品剧目巡礼③

《儿行千里》，母爱无疆

▲《儿行千里》剧照。

□ 本报记者 王建

“柳子戏是中国四大古老剧种之一，已经
有500多年的历史了，是研究中国戏曲发展史
的‘活化石’……”2月27日，记者采访了省
柳子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陈媛，与
她一起走近柳子戏这门古老的艺术，听她讲述
自己艺术生涯的酸甜苦辣，感受她对柳子戏那
种发自肺腑的爱。

梅花香自苦寒来

受家庭熏陶，陈媛自幼喜欢戏曲，七八岁
时便已登台唱戏。偶然的一次机会，陈媛在收
音机上听到了一段柳子戏，那优美的旋律让她
痴迷不已。16岁时，陈媛考入省柳子剧团，从
此开始了持续一生对柳子戏孜孜不倦的追求。

“我没有上过戏校，不是科班出身，学起
戏来更加刻苦。”陈媛对学戏时的情景仍然记
忆犹新，当时剧团的演出任务重，老师教戏的
时间相对较少，舞台边上便成了陈媛学戏最主
要的“课堂”，“老师在舞台上表演，我就在
舞台边上看，一点点记，就这样把好多戏学会
了。”

那个年代演戏的条件非常差，陈媛记得她
经常是打着背包到农村工矿演出，不论酷暑严
寒，非常辛苦。条件差一些不算什么，更让人
揪心的是原本就不大的柳子戏市场受到流行歌

曲的冲击还在不断萎缩。“那时工资很少，到
月底就没钱了，都是靠父母接济。”陈媛回忆
说她也曾想过放弃，“当时有政策，演员可以
选择调离，很多人都走了，但我太爱柳子戏
了，我坚信柳子戏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正是这种对柳子戏的爱让陈媛坚持了下
来，她一边好好练功，一边学唱起了流行歌
曲，“我就想弄明白大家为什么都喜欢流行歌
曲。”陈媛说，学习其他艺术形式，归根到底
是为了让柳子戏更好，更受观众喜欢。今年省
“两会”期间，作为政协委员的陈媛在分组讨
论的间隙，在没有话筒没有音响的情况下现场
演唱，优美的唱腔博得了满堂喝彩，和在大剧
院中的演出效果比起来并不逊色，陈媛说这得
益于她有扎实的基本功。

做演员一定要德艺双馨

辛苦的付出最终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陈媛
先后获得了“梅花奖”和“文华表演奖”等奖
项，然而当提起这些时，陈媛却非常谦虚：
“奖虽然给我了，但这是全团同志们共同努力
的结果，是团里的荣誉。”

在采访过程中，陈媛反复强调做演员一定
要德艺双馨，这是从老一辈艺术家身上学到
的，也是自己的切身体会，“艺德好业务才能
更好，才能得到同志们的支持，才能成为一个
好演员，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德艺双馨正是陈媛所一直追求的，除了苦

练基本功，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外，她还从事大
量的社会公益活动，一年到头演出不断。而不
论大小角色，陈媛都乐于接受，哪怕是在穷乡
僻壤的土台子上演出，她依然兢兢业业、一丝
不苟，“不管什么时候，心里都要想着观众，
不管什么样的条件，都要为观众演出。”陈媛
说，自己要用柳子戏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唱
山东的山美水美，弘扬齐鲁文化。

传承弘扬柳子戏是责任

陈媛是柳子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她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柳子戏。

“传承柳子戏是我们的责任。”陈媛告诉
记者，她一有时间就会指导团里的年轻演员，
无论是唱腔还是表演方法，她还会经常提醒这
些年轻人注意提升品德和文化素质的修养，
“只有这样才能压得住台，才有角儿的范
儿。”陈媛说，年轻人需要榜样，而她要好好
唱，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

除了教学生，陈媛还积极参加戏曲进校园
活动，每年都会到大学里宣传推介柳子戏，全
国许多高校的校园里都留下了她的身影，“连
讲带演，大受欢迎。”陈媛说，她非常高兴能
参加这样的活动，义不容辞。

在今年的省“两会”上，陈媛提出了关于
保护传承柳子戏、培养年轻演员的提案，她
说：“传承弘扬柳子戏，不论困难多大，我们
都会坚定地走下去。”

■ 文化人物

唱咱山东山美水美
——— 访省柳子剧团国家一级演员陈媛

▲陈媛在柳子戏《风雨帝王家》饰演的韦
后。

人们可以丈量出山的高度和路的远近，却
无法丈量出母爱有多深。大型现代戏剧莱芜梆
子《儿行千里》就上演了一出非常富有廉政教
育意义的母爱故事。

人们常说膝下有黄金，然而黄金有价爱无
价。当我以及其他观众看到八十岁的母亲跪借
赎罪时，心灵不由受到震撼，情到深处热泪长
流。白居易说：“感乎人者，莫先乎情！”寓教于
情、以情动人正是该剧的最大特点。

以情动人体现在对母爱淋漓尽致的渲染

上。在物质生活优裕的今天，忠子娘的母爱不
仅是唐孟郊《游子吟》所歌颂的那种普遍担忧
孩子衣食住行的爱，更是对儿子为官能否走正
道的担心。这种朴实无华的母爱是教导孩子服
务人民、报效国家不忘本的一种爱，包含着深
沉的社会责任感，是一种超越自我的大爱，是
一般母爱的升华。

以情动人体现在人物形象塑造的复杂多
变上。整部戏人物形象没有贴标签脸谱化，而
是从复杂多变的心理和行动变化上凸显人性

的复杂。忠子娘没有因为儿子贪赃枉法就划清
界限，或是托关系四处求告，而是从母子亲
情的角度，出现了缠绵交织的复杂情怀，把
一个母亲进退两难的痛苦心理展现得淋漓尽
致。

郑耀忠的蜕变充满着深刻的矛盾，他暴躁
的脾气显露出内心的恐慌和自责，出事后他又
紧张慌忙，想逃跑拒绝伏法，又觉得放心不下
老娘，令人可气、可恨而又可怜，演员犹豫彷徨
的表演凸显出人性复杂变化的心理。

情到深处泪长流
□ 尹祚鹏

■ 链接

陈媛简介
陈媛，1959年生于济南。国家一级演员，山东省

政协委员，山东省文化系统优秀人才，山东省戏剧家
协会副主席，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第
二十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十二届文华表演奖、省
直机关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陈媛1976年考入山东省柳子剧团，从事柳子戏表
演已三十余年，师从柳子戏名家李松云、李艳珍等老
师，主攻闺门旦。多年来陈媛潜心研磨技艺，并结合
自身条件加以融会贯通，改革创新，渐致形成了她质
朴高雅、潇洒婉约、明媚清丽的艺术风格。她扮相俊
美，嗓音甜润，刻画人物生动传神，在柳子戏《观
灯》、《玩会跳船》、《金箭媒》、《御碑亭》、《恩仇记》、《孙
安动本》、《法魂》、《江姐》、《风雨帝王家》等剧目中担任
主要角色。近年来陈媛频频在国内各大电视台上亮
相，为柳子戏的宣传作出了巨大贡献。

陈媛多次荣获“优秀共产党员”，并七次被山东
省委宣传部评为“三下乡”先进个人，2003年被评为
山东省文化系统优秀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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