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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梁利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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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红军 实习生 张冠超

“只有传承好，这些宝贵的艺术才不会丢
失。”作为山东快书“杨派”第二代传人，年近70
的高绍清已经收了100多个徒弟了，还不断有全
国各地的学生慕名前来学习，“接下来，我将招
收更小年龄段的孩子，从小进行培养。”

7月24日，在学习了“非遗”保护的相关
知识之后，由省文化厅主办的“省级非遗传承
人培训班”组织与会的传承人交流切磋了自己
的“非遗”传承经验。

专项资助———

非遗传承“久旱逢甘霖”
过去的一年，年近古稀的张吉福又圆了一

个心愿，那就是让县里小学的孩子们学上了他
的花鞭鼓舞，“俺就是个农民，再能也置办不
了这么多鼓，多亏了政府补贴，现在鼓和服装
都有了，俺还在学校教着课呢。”在传承人培
训班上，张吉福笑着说。

自2009年开始，我省财政开始对200名省级
传承人进行专项资助。用张吉福的话说，这是
“久旱逢甘霖”，让花鞭鼓舞的推广成为现
实。拿到钱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坐火车远
赴天津，购置了大量制作花鞭鼓的牛皮条，这
种牛皮条在山东已买不到了。

“花鞭鼓舞创于清末，在建国初期的商河
县地区极为盛行，但近十几年逐渐衰弱，除了
过年演出平时几乎不演了。”想想祖上留下来
的东西濒临消失，张吉福心急如焚，“家里人
都务农，即便想传承这戏也是有心无力，现在
多亏政府重视，要不这戏真不行了。”

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大“非遗”保护力度，
各级文化部门积极开展非遗传承人命名、模范
传承人评选表彰、传承基地认定等活动，支持传
承人授徒传艺和教学交流，并对传承人开展传
习活动提供经费补助，为非遗传承营造出良好

环境。目前我省共有省级传承人262名，市级传
承人766名，县级传承人2976名，各级传承人共收
徒19570多名，有效促进了保护传承工作的开展。

把产品向市场引导———

“生产性保护”势在必行
在培训班上，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传承人

发现，虽然有着专项资金的扶持，但一些地方
传统戏曲、曲艺，依然面临经费困难的窘境，
只能被传承人当成副业，逢年过节演出几场。

流行于济南市平阴地区的王皮戏传承人梁
广斌表示，虽然非遗专项补助对王皮戏传承起
到了很大的帮助，但若想演出、收徒、教学都
按部就班地进行，这些钱远远不够。“演一场
王皮戏，需要演员30多人，每位演员演一场补贴
30元，一年一万元就打不住，还有交通费、服装
道具等。另外，我也想找专家来提高音乐，现在
用的都是老腔老调，这些事都得花钱。”

与之不同的是，手工艺、医疗技术、地方小
吃等非遗项目，在成功推向市场后，不仅获得了

较大盈利空间，也得到了很好地传承和发展。
聊城市东昌葫芦雕刻传承人李玉成和肥城

市梁氏中医正骨传承人梁盛兴，着实尝到了
“看家本领”的甜头。李玉成雕刻葫芦年收入
4万到5万元，对梁盛兴来说，非遗资助对该项
目的作用也不大，经营专科医院为他带来了不
错的收入，他下一步还打算斥资扩建医院。

对此，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周小璞表示，“对于濒危的戏曲、曲
艺，没法往市场上推的，我们要争取稳住原有
观众群，实在不行的要抢先把音像文字资料整
理出来。而作为手工艺、食品制作技艺、医学
技艺等较易推向市场的非遗项目，政府应积极
将产品向市场引导，支持其从事生产性保护，
帮助其在市场上发展壮大。”

周小璞强调说，最重要的是通过政府行为，
把具有市场价值的非遗项目积极推向市场。”

传承人难寻———

让社会认识“非遗”的价值

“目前，非遗传承人正面临着老龄化和‘青
黄不接’的局面。”周小璞介绍说，“我们调查的
数据显示，国家级非遗项目超过70岁的传承人
已占到1/3，许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学，而且新一
代非遗传承人学历和文化程都不是很高。”

李玉成在谈及是否让儿子传承手艺时则面
露难色，“孩子都读到研究生了，出来再做这个
活收入算不上多，其实我也希望他毕业后找个
好单位。”

无论是作为职业还是副业，传承人难寻，
几乎是所有非遗项目面临的难题。花鞭鼓舞的
下一代传人是张吉福的两个儿子，除农忙时节
在家务农外，平时俩人都要外出打工，“现在进
城做瓦匠一天都能挣近百元，两个孩子过年和
春种秋收时回来，就用这个时间跟我学跳舞。”

“传承人的生活条件确实困难，但也有社
会认识的问题，包括传承人在内的许多人都觉
得这个行当不好，所以政府要主动引导，让社
会认识到‘非遗’的价值，比如各级文化馆可以
将文艺传承人聘为特聘馆员，不但提高他们的
收入，也增强他们的社会自豪感。”周小璞说。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徐
向红强调，全省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将加大对非
遗传承人、民间艺人开展传习活动的扶持力
度，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资助传习经费，支
持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开展授徒传艺、教
学、交流活动；研究落实对学艺者的助学、奖
学等政策措施，鼓励他们掌握传统知识或技
艺，培养更多的后继人才。

●目前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正在考虑出台一
系列过渡性保护措施，我们希望这些保护措施能
给国产影片创造一个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对国产
影片给予一种巩根固源的支持，从而增强国产电
影抗衡进口大片的能力。

事实上，国产电影也亟待摆脱一成不变的、传
统的、原始的原理。中国电影正在急迫地呼唤一场
极大的思想解放，需要大胆地在理论和观念上进
行突破。

——— 2012年上半年，整个中国电影产业都在
经历阵痛。上映的百余部国产影片中，除了5%
左右基本保本以外，其他影片全部亏损，几乎跌
破了所有中国电影人的心理底线。在谈到国产电
影面临的阵痛时，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
宏森表示在政府“保护止痛”的同时更需电影业
自己“强身健体”。

●幻想文学兴起的社会背景是政治开明，环
境宽松，思想自由，表达畅通，而网络时代为幻
想文学拓展了空间，幻想文学正在以一种旺盛的
发展趋势吸引主流文化界、出版机构和影视界的
重视，甚至有一些大学专门开设了幻想文学的课
程，北京师范大学还开设了科幻硕士专业。

而伴随着青少年巨大阅读市场的形成，幻想
文学的空间也越来越大，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学类
型，它被人们所关注，被大众所熟知，出现了一
个前所未有的创作高峰。当前不论是从国外还是
国内的情形看，幻想文学在创作、出版和接受领
域都热潮不减，越来越受到重视和认可。

——— 中国幻想文学创作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召
开，许多作家和出版机构认为，当代中国正在见证
渐渐走热的幻想文学潮，并呼吁抓住这一机遇。

●十年间，中国网络游戏出版产业由最初市
场总收入不足10亿元的细微行业，已发展成为直
接市场规模超过400亿元，带动电信、媒体等相
关产业收入超过700亿元，消费人数上亿的巨大
产业。今年上半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实际销售
收入达248 . 4亿元。与此同时，中国民族原创网
络游戏出版产业已经连续7年牢牢占据国内市场
主导地位，发展速度和规模令世界瞩目。

——— 亚洲最大网络游戏盛会——— 中国国际数
码互动娱乐展7月25日在上海揭幕。据一份最新统
计称，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网民人数达到5 . 38亿，
而网络游戏用户达到3 . 3亿，占六成以上。这意味
着网络游戏已经逐渐成为大众化的娱乐方式。

●“我曾经对‘转企改制’抱有疑虑，担心
‘政府不管了，传统曲艺难以发展’，但后来看
到一些其他院团‘转企’后更具活力，年轻人的
创作积极性更高了，心里一下就敞亮了。”在谈
到中国评剧院等三家文艺院团“转企改制”时，
年近七旬的评剧表演艺术家谷文月表示，对生活
工作了50余载的院团获得“新生”十分期待。

——— 近日，中国评剧院、北京市河北梆子剧
团、北京市曲剧团依法注册为企业，并将分别获
得北京市政府5000万元注资，用于扶持剧目创
作、人才培养和场地建设。据了解，今后这三家
文艺团体将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
理结构、改进文艺创作机制和薪酬分配机制，努
力推出更多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佳作，以
全新的面貌、全新的思路走向市场。

（梁利杰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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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为备战2012
中国当代青年戏剧国际交
流会，演员在表演孟京辉
导演的喜剧《两只狗的生
活意见》片段。这部戏将首
次以全英文演出版本亮相
英国爱丁堡艺术节。

□新华社发

中国青年戏剧
将集体“走出去”

由著名舞蹈家杨
丽萍推出的大型舞剧

《孔雀》全球巡演将于
8月底开始，昆明市将
是首站。图为杨丽萍
(左)和艺术家叶锦添
共同介绍舞剧的创作
历程。 □新华社发

大型舞剧《孔雀》
将全球巡演

第九届全国高校
京剧演唱研讨会暨全
国高校京剧艺术周7
月20日晚在兰州正式
拉开帷幕。图为京剧
演员表演京剧《丝路
花雨》。

□新华社发

全国高校
京剧艺术周启幕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实习生 王倩玉

如今，公交车上，公园的长椅上，聚会的
餐桌边，尤其是大学校园里，会看到越来越多
捧着电子书阅读的人，一个新的电子书阅读群
体正在形成。那么，电子书会不会挤走传统书
本的那一缕“墨香”，电子书市场如何规范有
序地发展？本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电子阅读”风靡大学校园

7月11日，K764列车上，烟台大学大二学
生沐海佳刚找到座位坐下来，就从兜里拿出手
机，继续看她追了很久的一篇小说。

作为电子书的忠实粉丝，沐海佳称：“电
子书是我打发空闲时间的最好工具。”从高中
有手机开始，沐海佳就逐渐养成了阅读电子书
的习惯，常常在网站上下载一些古代宫廷、穿
越类的小说看，这些小说占内存很小，篇幅却
足够长，“尤其像坐火车，选一本电子书看，
时间不会白白浪费了，而且比随身带重重的书
本方便多了。”

电子书越来越受大学生们的欢迎，每个人
都有自己喜欢的理由。

上大二的魏丽华常常在晚上睡觉前拿出手
机，打开自己喜欢的网络小说看上一会。魏丽
华不仅用电子书看《唐七公子》、《八月长
安》等网络写手的小说，还下载了大部头的

《红楼梦》。“我并不觉得电子书没有保存价值，
相反它方便收藏，现在阅读软件又很给力，喜欢
的可以随时翻阅，也可以推荐给朋友。”

电子书确实有不少优点。阅读时间灵活，
电子书大多能免费下载和浏览，能在第一时间
获取网络小说更新内容，常可以看到实体书店
没有上架的书……这些也是越来越多大学生喜
欢电子书的重要原因。

因部分阅读价值低遭抵制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电子书虽然目前有了

越来越多的粉丝，但相当一部分大学生表示，
自己还是更习惯阅读纸质书。

大学生陈昕卓以前也常常阅读电子书，但
现在“重回传统”。“网络上的很多小说，连载一
段时间莫名其妙就不更新了。尤其是一些文章，
开始看着不错，最终却落个残缺不全的结果，心
里特郁闷。”

张娜正读大二，在她看来，电子书读起来
往往都是走马观花，只读在口，没读进心，对
阅读并没有很大好处。“我还是更喜欢翻开一
页书的感觉，纸质书看起来更有亲切感。”

除了一种淡淡的怀旧情怀，电子书市场的
鱼龙混杂，也是一部分人固守纸质书阵地的一
个重要原因。大二学生温煦就认为，电子书里
的奇幻、玄幻、言情、穿越等网络小说，大部
分内容都比较简单甚至低俗，缺少营养和阅读

价值，导致她对电子书印象不佳。

电子书市场亟待调整与培育

随着电子书的流行，不少人担心，纸质图
书会否慢慢退出市场？难道以后只能到图书馆
里才能见到纸质书？

中国发展出版社社长包月阳认为，中国数
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的消长关系很难预料。在未
来，电子书可能成为人们日常阅读的选择，但
是纸质书不可能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可能会有
一天，纸质书只用来作为礼品。

烟台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谭诚训分析说，
“从一般性阅读来说，大学图书馆的书籍与资
料足够了，但是大学生如果为了研究或工作，需
要查阅与下载资料，还是电子书更为便捷。”他
对电子书的未来发展前景很乐观，“包括电子书
在内的电子媒介取代印刷媒介是大势所趋。”

不过，谭诚训也表示，当前的电子书市场
亟待调整与培育，应该加以规范和整治，让更
多的好书通过这个平台发布出来。“只有这
样，才能吸引更多的读者群。除了开发更多的
正版中文书库之外，清理那些未经版权许可的
图书上传行为也是迫在眉睫。”

■ 文化前沿

电子阅读平台成校园读者新宠

◆ 文化风向
政府抢救，市场“养大”

——— 我省扶持市县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收徒传艺
◆自2009年开始，我省财政开始对200名省级传承人进行专项资助。虽然有专

项资金的扶持，一些地方传统戏曲、曲艺依然面临经费困难的窘境。专业人士认
为，“对于濒危的戏曲、曲艺，没法往市场上推的，政府要积极抢救，争取稳住原有
观众群。而作为手工艺、食品制作技艺等较易推向市场的非遗项目，政府应积极将
产品向市场引导，支持其从事生产性保护，帮助其在市场上发展壮大。”

◆电子书越来越受大学生们的欢迎，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理由。但电子
书市场鱼龙混杂，部分电子书里的奇幻、玄幻、言情、穿越等网络小说内容简
单低俗，缺少营养和阅读价值，遭到不少人抵制。

◆当前的电子书市场亟待治理与培育，通过规范和整治让更多的好书通过
这个平台发布出来，同时清理那些未经版权许可的图书上传行为，“只有这
样，才能吸引更多的读者群。”

7月24日，邹
平县临池镇高旺村
农民在庙会上举行
庆丰收仪式。7月24
日是农历六月初
六，邹平县临池镇
举行了“六月六”红
庙庙会，十里八乡
的农民纷纷赶到庙
会看大戏、观民俗、
品小吃，参加夏季
丰收庆祝仪式，祈
愿风调雨顺、幸福
平安。

□董乃德
摄影报道

▲7月24日，由南方出版社出版的《三沙文
丛》丛书第一辑在海口市图书馆首发，这是献给
三沙市挂牌成立的一件文化礼物。图为工作人
员展示《三沙文丛》丛书。 □新华社发

每年七八月，约农历
六月二十四日左右(择吉
日而定)，四川大凉山腹
地布拖县众多乡镇都要自
发举办以彝族选美、斗牛
等文体娱乐为内容的彝族
火把节（如图）。

□新华社发

“火把之乡”布拖
欢庆火把节

◆ 导 读

柳子神话剧《鱼篮记》在济汇演
十艺节·16版

四百多年的柳林花鼓焕发新生
公共文化·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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