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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广播电视台制作的三集广播连续剧
《特殊“账本”》，获得今年省精品工程优秀
奖第一名，目前正参评中宣部的“五个一工
程”奖。该剧讲述了革命者为保护《共产党宣
言》而与敌人英勇斗争的故事，鞭挞了反动派
破坏党组织、杀害共产党员的丑恶罪行，反映
了普通民众不断觉醒的过程，讴歌了共产党员
“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共产主义精
神，是一部题材独特、情感饱满、思想深遂、
结构紧凑、人物形象感人，具有震撼人心的思
想艺术魅力的优秀剧作。

《特殊“账本”》全剧洋溢着浓厚的理想
主义色彩，处处彰显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剧中
的英雄人物，信仰坚定，意志刚强，虽遭受严
刑拷打、威逼利诱，也决不向以刘局长为代表
的国民党反动派投降。所谓“特殊账本”指的

是“共产党宣言”，其流传的过程，代表着马
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火种在齐鲁大
地上广泛传播的过程。刘葆辰以及儿子刘世海
为保护《共产党宣言》英勇牺牲；秀芬嫂接过
丈夫未完成的使命，冒死保护《宣言》并最后
将之交给党组织；韩福根为从秀芬嫂那里取回
《宣言》而被叛徒杀害。他们为党的事业，抛
头颅、洒热血可歌可泣的壮举，生动形象地诠
释了革命者“舍小家，顾大家”的英雄主义气
概和为信仰而奋斗的牺牲精神。

广播剧还生动地呈现了普通群众不断觉
醒、不断成长的过程。秀芬嫂，虽然不识字，
也不明白什么叫“共产党宣言”，革命到底意
味着什么，但她一直支持着丈夫的革命工作，
积极辅佐丈夫做好党的外围工作。丈夫牺牲
后，她保护《宣言》，历经十几年，最后成功
地将其交给上级党组织。刘葆辰的儿子刘世
海，从小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最后为保护
《宣言》而牺牲。该剧中的这两个典型形象，
是普通民众在党的影响下觉醒并不断成长的代
表，是对中国共产党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
历史的形象阐释。

《特殊“账本”》对反面人物的塑造也很
成功。剧本以血淋淋的事实揭露了各种反动势
力的罪恶行径。胡局长、王大队长和刘葆顺，
代表了反动势力的阵营，他们采用各种手段，
破坏党的组织，屠杀革命者。刘葆顺是刘葆辰
的胞弟，原是革命阵营中的一员，后因经不住

考验成了叛徒。胡局长是铁杆的反共分子，王
队长是心狠手辣的反共急先锋，他们都是反动
恶势力的典型代表。广播剧对这些人物形象的
刻画，没有脸谱化和简单化，而是从各个层面
呈现与揭示他们性格、心理与人性的特征。这
些反面典型还从另一个层面衬托了刘宝辰、杨
书记等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进一步凸显了他
们的英雄主义精神。

艺术上，《特殊“账本”》充分发挥了广
播剧这种艺术形式的魅力，剧情紧凑，声音美
学效果浓郁，具有扣人心弦的艺术感染力。全
剧采用单线发展的传统故事模式，故事有头有
尾、首尾续接，但又情节曲折，悬念迭出。每
一个情节都各具特色，独立成章，所有人物和
故事片段都在一个场景中发生。故事发展环环
相扣，线性发展的情节随着各种悬念的设置与
破解而跌宕起伏。全剧人物关系清晰，善恶分
明。剧中人物分属两个阵营，即以刘宝辰、秀
芬嫂、杨书记为代表的革命阵营，以胡局长、
刘葆顺、王队长为代表的反革命阵营。“善
恶、美丑、忠奸”这样一种简单的人物性格表
现模式，适应了广播剧“情节单纯，人物集
中，适合听众收听”的特点。与此相关，全剧
以“账本”(《共产党宣言》)为叙事线索并贯
穿始终，纵向上串联起了党的完整的发展历
程，横向上引出两个阵营的人物，并在情节展
开的过程中交代其各自的命运结局，将历史的
烟云与形形色色的人物融为一体，给听众以思

想和艺术上的强烈震撼与启迪。
除此而外，《特殊“账本”》在广播剧

的场景设置、人物对话(自白、对白、旁白)、
主题音乐等方面，也独具匠心，很好地渲染了
氛围，刻画了人物性格，突出了中心。剧中的
人物对白和自白以地方口语为主，具有鲜明的
地域色彩，也契合人物性格和身份，对刻画人
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不
同风格主题音乐灵活地融进情节发展的过程
中，既增强了全剧的艺术效果，也满足了剧情
的发展和人物性格发展的需要。全剧每一节设
置一个具体的地点，为人物出场和故事讲述营
造一个具体的环境。如对“广饶广集村外河
滩”、“广饶县警察局”、“刘葆辰家”、
“县监狱审讯室”、“村外芦苇丛”、“刘葆
辰坟地”等具体地点的设置，就较好地串联起
了故事发生的地域背景，清晰地勾画了人物命
运的发展轨迹，展示了不同角色之间错综复杂
的关系。在剧中，对场景的描写与展示还深入
到了具体的生活细节和人物内心真实的心灵景
观中，极有艺术效果。比如：秀芬嫂在“刘葆辰坟
前自白”的场景就很有情感与思想的冲击力。

总之，《特殊“账本”》以生动的艺术形
式呈现了我党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精神标
本”，既是对历史的深情守望，又是对现实的
深刻警示与启迪。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十艺节省筹委会艺术创作演出

部日前召开工作会议，专题研讨艺术创作演出部
近期重点工作。会议确定，要制定科学的选拔办
法，运用激励奖励机制，推动十艺节重点剧目创
作。从现在开始到明年3月份，分三轮对重点剧
目进行选拔。

据了解，第一轮选拔将于今年6月进行，第
二轮选拔将于今年10月进行，第三轮选拔将于明
年3月进行。选拔剧目将严格标准、严格要求，
邀请北京专家参加评审。把真正好的剧目选出
来，重点打造；基础较好但还需要继续修改、提
高的可以列为待定剧目，参加下一轮遴选；基础
不好、质量不高的剧目坚决淘汰。

对入选的重点剧目省里可给予资金扶持，但
创排投入仍以各市为主，对最终参加十艺节并取
得优异成绩的剧目要予以重奖。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十艺节省筹委会财务部

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要求本着务实节俭的原
则，编制好十艺节省筹委会预算，尽量少花钱、
多办事，保障合理需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据介绍，省财政厅成立十艺节财务工作协调
小组，由预算处、教科文处、政府采购管理处、
资产处、投资评审中心参加过十一运会财务管理
工作的人员组成，努力为十艺节省筹委会提供专
门、细致、高效的财务服务。省财政厅协调小组
的人员将积极主动配合驻会人员做好工作，优先
处理涉及十艺节的事务。

会议要求，抓紧建立健全十艺节省筹委会财
务制度，为做好财务工作奠定制度基础。建立健
全财务部内部工作规程，保障财务工作有序高效
进行。同时，要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引导、帮
助市场开发部做好社会筹资工作，广泛动员企业
赞助十艺节，增加省筹委会收入，为办好十艺节
提供资金保障。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28日晚，由山东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研究生高志毅创作、导师张泉君教授指
导的原创舞蹈诗《天地人和》，在山东剧院举行
首演。高志毅编创的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
舞蹈比赛等奖项，为中央电视台等创作舞蹈节目
百余个。

原创舞蹈诗《天地人和》采用了现代舞的编
创手法，分为《天》、《地》、《人》、《和》
四幕，从新的视角出发，通过舞者丰富的肢体语
言，抒发了对师长的感恩，对大爱的咏叹，对美
好生活的祝愿，对天地万物的礼赞。

■ 文化杂谈

守望“精神的标本”
——— 评广播连续剧《特殊“账本”》

□ 吴义勤

◆艺术上，《特殊“账本”》剧情
紧凑，声音美学效果浓郁，具有扣
人心弦的艺术感染力。“善恶、美
丑、忠奸”这样一种简单的人物性
格表现模式，更适应了广播剧“情
节单纯，人物集中，适合听众收
听”的特点。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晾上了网，刷完了舱，羊皮鼓敲得响当
当……”5月23日上午，济宁市运河音乐厅
里，舞蹈《微山湖上端鼓声》正在紧张排练之
中，备战6月份全省“群星奖”选拔赛。

与其一起的，有软弓京胡《乡村小景》、
平派吹打乐《赶山会》，还有广场舞蹈阴阳板
《雩》等近10部作品，而这些项目都跟济宁市
“非遗”项目有关系。济宁市文广新局社会文
化科科长刘凤来表示，“我们通过现代手法对
这些‘非遗’传统艺术进行创新，让老祖宗留
下的东西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保护“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

作为十艺节的重要奖项，群星奖也是各地
争夺的目标。据介绍，这次有8件代表济宁市
群众文化艺术水平的文艺作品准备参加角逐，
力争在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这次同时排练的有五个节目，三个音乐
类，两个舞蹈类，音乐类的有《赶山会》、
《乡村小景》和独唱《山东老乡》，表现山东
人的质朴性格。”刘凤来表示，在三个音乐类
作品中，第一个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平派鼓吹
乐，第二个是市级非遗软弓京胡。

据刘凤来介绍，在两个舞蹈类节目中，有
一个名叫《微山湖上端鼓声》，“这个节目是
通过舞蹈，来展现青年男女在微山湖边跟老艺
人学习端鼓，表现了对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发
扬，还展现了微山湖开湖季节丰收的劳动场
面，而端鼓刚刚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
录。”

与此同时，邹城阴阳板《雩》也入选了此
次群星奖广场舞蹈类的选拔赛。“这个舞蹈起
源于邹城山区，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有一
个很美丽的传说。明朝时期天下大旱，一个神
仙云游至此，看到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就
用神力把柳树劈开，用柳树做成阴阳板，教给
人们击板祈雨。”刘凤来说：“上世纪80年
代，阴阳板被重新挖掘出来，还被收入中国民
间舞教程，但它的影响面并不宽泛，真正得到
重视还得益于非遗保护，现在是省级非遗项
目。”

为什么编排这么多跟“非遗”有关的节
目？刘凤来表示，在1999年和2002年两届“群
星奖”评选中，济宁市根据山东琴书、济宁渔
鼓等创排的节目三度获奖。“在‘非遗’保护
之前，我们就意识到这些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
东西，我们要保护好。”

群众文艺创作“越来越唯美”

5月20日下午，当记者走进济宁市山东梆
子剧院排练厅时，《微山湖上端鼓声》的16名
舞蹈演员正在紧张地排练。随着“端公腔”的
唱词，这些演员们左手持鼓，右手敲击鼓面，
跟着鼓点晃动鼓柄下端的铁环子，端鼓叮咚作
响。

“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的端鼓腔，本身就
包含着舞蹈这种艺术形式，我们将之单独提炼
出来，表现了微山湖老百姓开湖、撒网、祈福
丰收等日常生活。”舞蹈编舞、济宁市群众艺

术馆的李争艳表示，这支舞蹈音乐的开篇和结
尾，是由端鼓腔的第九代传人、省级非遗传承
人杨成兴所唱，风格粗犷豪迈、古朴优雅、清
丽委婉，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据介绍，《微山湖上端鼓声》从去年6月
份排练至今，已经大幅度地修改了3次。“现
在演员排练的舞蹈与第一次编排的舞蹈相比，
最大的不同是增加了舞蹈的戏剧性、故事

性。”李争艳说，为了参加群星奖的演出，舞
蹈演员缩减到16人，表现的故事更细腻、感情
更深切。

与以往相比，群众文化艺术作品越来越突
出艺术性。刘凤来说，“无论是根据‘非遗’
改编的节目，还是其他的相声等节目，现在人
们的审美层次越来越高，越来越唯美，我们必
须精雕细琢，这样才能力争在艺术节上取得优

异的成绩。”

传统艺术要适应现代人审美

据统计，济宁市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13
项、省级35项，组织评选市级非遗名录210项，
国家级和省级非遗数量在省内名列前茅。这也
成为济宁市备战十艺节的优势。

“我们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在
现代舞等方面，跟全国一二线城市还有很大距
离，所以我们要扬长避短。”刘凤来表示，济
宁历史文化渊源深厚，我们有责任将传统文化
原汁原味地传承下去，并通过现代手法对传统
艺术进行创新，使传统艺术更适应当代观众的
审美，让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更好地发展。

对于“非遗”应该如何保护，刘凤来认为
最基础的工作是完整地记录、保存，“我们要
把艺人、乐器、曲目等完整地整理保存起来，
做成数字化的资源库。如果没有人来做这一部
分基础性的工作，随着传承人的去世，这种艺
术就断了，这是非遗保护的根本和基础。”

就在此基础上，《微山湖上端鼓声》、
《乡村小景》、《赶山会》等一大批跟“非遗”有关
的群众文艺作品搬上了舞台。“如果没有创新，
就等于一个东西没有了生命，就只能进博物馆
了。我们必须要把老艺术做成人们喜闻乐见的
形式，以此来适应现代人的审美观。”

刘凤来说：“现在的河南豫剧，开始借鉴
美声的发音方法，还加入了西洋乐器伴奏，就
是因为年轻人喜欢。我们的‘阴阳板’一方面
要建立传习基地，保持原汁原味，另一方面要
有舞台创新，适应现代人的审美观点，才能继
续保持非遗项目的生命力。”

十艺节重点剧目

要进行三轮选拔

十艺节倡导

少花钱多办事

原创舞蹈诗

《天地人和》首演

■ 备战十艺节·精品剧目巡礼⑿

从国家级非遗端鼓、平派鼓吹乐，到省级非遗阴阳板，再到市级非遗软弓京胡———

“非遗”创新变身迎“十艺”

□ 本报记者 张子扬 王兆峰
本报通讯员 孟庆剑

李玉成是个大忙人。刚从韩国参加
“2012地球村友谊庆典”表演归来，又着手
翻建自家的院落——— 这将是他的雕刻葫芦精
品展厅。

被称作“葫芦李”的李玉成今年56岁。5
月17日，在聊城市东昌府区闫寺办事处李什
村李玉成的家中，记者看到大大小小、形状
各异的葫芦挤满了一屋子。葫芦上雕刻图案
线条流畅、构图巧妙，鸟儿几欲飞出，人物
惟妙惟肖、栩栩传神。

从年幼时单纯的兴趣爱好成长为葫芦刀

刻领域的领军人物，李玉成直言自己是搭了
政策的东风：2007年，东昌葫芦成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东昌府区成为中
国葫芦雕刻文化艺术之乡。而他本人，2009
年被纳入省级非遗项目传承人名单，2010年
又获得“山东省文化行业高技能人才”的称
号。

受益于此，原来默默在家刻葫芦的李玉
成频频受邀外出表演交流。2010年7月去世博
会；9月在法国参加孔子文化周，法国前总理
拉法兰捧着他的作品爱不释手，李玉成就赠
送了他一个；2011年到澳门展演，他的绝活
引来一批订单。

成功来源于对传统技艺的坚守。李玉成

说，刀刻是个传统技法，需要几年甚至几十
年的潜心揣摩和磨炼才能掌握要领、运用自
如，而着色也是个细致复杂的步骤，不能潦
草。比如他把新鲜麦秸捆好烧成灰后，加上
食用豆油搅拌均匀，然后填入少量油墨，深
抹在雕有图案的葫芦上，这样的图案清晰逼
真，能保持100年以上不褪色。

李玉成说，现在市场上出现了雕刻机，
但他不用，因为雕刻机生产出来的只是工艺
品，而成不了艺术品。

但李玉成并不排斥创新。他现在的作
品，已经从单一的刀工发展到刀刻与炮烙、
镂空、平涂四技兼用，多管齐下，大大丰富
了葫芦雕刻的表现方式和感染力。

让李玉成欣慰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喜欢上了葫芦雕刻。李玉成带着记者到
了办事处一栋别墅前，门前两块牌子分别是
玉成雕刻葫芦艺术有限公司和玉成雕刻艺术
传习所。公司着眼于发展葫芦雕刻产业，李玉
成以技术持有20%的股份；而在传习所，他免费
传授技术和秘诀。自开办以来，学员已达100多
人，其中有两人成为了李玉成的正式弟子。

由于再也不用背着尼龙袋子到北京、天
津兜售产品，李玉成现在有了更多精力的研
究雕刻。他说，现在葫芦雕刻的市场很大，
他本人正打算系统整理一下传统的京剧剧目
和古典名著，做成系列精品，给后世留下点
“老物件”。

◆传统艺术如果没有创新，就
等于一个东西没有了生命，就只能
进博物馆了。

◆我们必须要把老艺术做成人
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以此来适应现
代人的审美观。

▲舞蹈《诗经 蒹葭》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捧着他的作品爱不释手；到澳门展演他的绝活引来一批订单———

“葫芦李”的坚守与梦想
◆葫芦刀刻的领军人物李玉成

说，刀刻是个传统技法，需要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潜心揣摩和磨炼才能
运用自如。

◆而着色也是个细致复杂的步
骤。比如他把新鲜麦秸捆好烧成灰
后，加上食用豆油搅拌均匀，填入
少量油墨，深抹在雕有图案的葫芦
上，能保持100年以上不褪色。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了使广大读者更好地利用图

书馆，提高文献检索、信息咨询、专题服务能力，5
月29日，在“全国公共图书馆服务宣传周”到来之
际，省图书馆正式启动“叩响知识之门”——— 教您
如何利用图书馆免费读者培训活动。

在宣传周期间，省图书馆首期推出四场读者
专题培训，具体内容包括5月29日万方数据库检
索应用培训、5月31日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专题培
训、6月2日新东方多媒体数据库学习培训和6月3
日藏书组织与利用专题讲座。

省图四场

免费培训惠读者

□记者 于国鹏 李彩红 报道
本报济南5月31日讯 今天下午，由省财政

厅、省民政厅、省文化厅主办，省话剧院承办的
2012年“播撒爱心，欢乐成长”儿童剧走进儿童
福利院公益演出活动，在济南市儿童福利院启动。
此后，省话剧院将赴全省17市儿童福利院展开公
益巡演，为特殊群体的儿童带去温暖和关爱。

启动仪式上，省话剧院的演员们为儿童福利
院的孩子们表演了经典童话剧目《青蛙王子》，
在演出过程中的互动环节，台上演员与台下的孩
子们热烈互动，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在这次活
动中，主办方还赠送给孩子们丰富的节日礼物，
祝愿孩子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据介绍，启动仪式结束后，省话剧院将带着
《灰姑娘》、《海的女儿》、《青蛙王子》三个
剧目，展开17市儿童福利院的巡回演出活动。

省话剧院启动

17市公益巡演

▲5月30日，来自内蒙古乌兰牧骑的演员在
奥地利维也纳向观众敬献哈达和美酒。当日，由
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和内蒙古文联组织的内蒙古
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乌兰牧骑演出团在维也纳演
出，受到当地观众好评。 □新华社发

▲李玉成(右一)在聊大校园里雕刻葫芦。（王兆峰 摄)


	1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