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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王迪 郭洪恩

在冠县柳林武训希望小学，每周都有20多
名小学生穿着花鼓服，在操场上练习柳林花
鼓。51岁的柳林花鼓传承人赵同环，在一旁细
心指导。

“民间文化也是有生命的东西。”赵同环
说，“柳林花鼓曾经辉煌过，但差一点就悄无
声息地消失了。幸亏有了‘非遗’保护，现在
又走进了校园，看来，柳林花鼓又能焕发新生
命了。”

流传冠县柳林的“文武秧歌”

柳林花鼓，又称“柳林秧歌”，是流传于
冠县柳林一带的民间歌舞。2008年，柳林花鼓
被列入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据传，柳林花鼓起源于明朝，距今已有
400多年的历史。其表演形式，是武术动作和
民歌演唱相结合，以腰鼓和小锣伴奏，载歌载
舞，优美动人。

柳林花鼓所演绎的故事取材于《水浒》，
讲的是河北大名府卢俊义为奸人所害即将问
斩，宋江、吴用等梁山好汉化妆成花鼓艺人混

进大名府，劫法场救下卢俊义。百姓将这一故
事与本地流传的鼓子秧歌结合，变成固定的表
现形式延续下来，最终发展成这种独特的民间
舞蹈。柳林花鼓原来有两部分，第一部分表现
梁山好汉化装进城、一路上边歌边舞的情形；
第二部分表现劫法场大闹大名府，救出卢俊义
的战斗场面。现在保留下来的仅是第一部分。

柳林花鼓以花鼓为主要道具，在伞、锣、
鞭的配合下，载歌载舞。全队为固定的14人，
每个人都有固定的角色，演出时缺一人不可，
少一人不行。表演时，伞头持伞，头鼓、二鼓
挎长带腰鼓，头锣、二锣提小锣，和尚拿棒
槌，其余三人持鞭。

柳林花鼓的鼓最具特色，鼓带特别长，舞
者挂于右肩，鼓则垂在左膝下，无论舞者如何
翻、跳、打、扑、转，鼓总是紧贴于小腿部，
而舞者就在这些剧烈的动作中有节奏地击鼓，
堪称绝技。柳林花鼓的舞蹈动作带有很浓的武
术风格，整个表演由“武场”的舞蹈和“文
场”的演唱组成，称为“文武秧歌”。武场只
舞不唱，文场只唱不舞。柳林花鼓的演唱基本上
和《大名府救卢俊义》无关，曲调也比较庞杂。舞
蹈具有浓厚的武术色彩，演员需具有一定的武
术功底。演唱则属于朴拙的原生态唱法。

曾是全国民间文化的旗帜

赵同环说，建国后，柳林花鼓曾一度兴
盛。1953年，柳林花鼓队代表当时的堂邑县
（当时柳林属堂邑县建制）参加“华东民间艺术
会演”获一等奖，被授予“文艺向导”锦旗，著名
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亲自设宴款待全体队
员。成为全国民间文化艺术的一面旗帜。

随后，柳林花鼓又参加“祖国亲人慰问
团”赴抗美援朝前线进行慰问演出，从此名声
大噪。此后，柳林花鼓一直活跃在民间文艺舞
台上，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历史上柳林花鼓为娱神的表演活动，是当
地庙会庆典等不可缺少的艺术表演活动。柳林
花鼓活动地点是每年农历四月临清的碧霞宫庙
会，该庙会是临清周边数百里规模最大的庙
会，每年农历三月三十开始，到四月底结束。
庙会头一天，临近9座大庙的舞队抬着本庙的
神像同时出动，称之为“泰山奶奶出行”，随
后是“奶奶进驾”、“送驾”，这一连串的表
演中，柳林花鼓担任重要角色。表演时,各种
“玩意儿”排序严格,“头行”是“扛箱子”,
“二行”是“架鼓队”,“三行”便是柳林花
鼓。而高跷、龙灯、狮子、花船、渔家乐等各

种民间舞蹈均位列其后，可见柳林花鼓的影响
和地位。同时，柳林花鼓也在农闲时演练，年
节、庙会、庆典或应邀在红白事上演出。

传承人校园免费传授“非遗”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柳林花鼓开始走
向衰落，仅凭当年一些老人在支撑着花鼓的延
续。而现在的花鼓队成员大都在50岁以上，中
年人已寥寥无几。而且，柳林花鼓仅存于柳林
镇柳林村，其他地方至今未发现有掌握此项技
艺者。”赵同环说，随着演员的体力下降，致
使许多高难度动作无法完成，柳林花鼓特有的
威猛火爆的气势再难展现；整个表演的艺术水
平和美感均大不如前。

赵同环很愿意将自己的技艺传授给别人，
却无人来学。由于柳林花鼓没有规定的传承方
式，没有繁琐的清规戒律，学习中也没有严格
的师徒关系，柳林花鼓在传承过程中并没有形
成一套完整的传承体系。也正是由于他们大多
只是凭借着口传心授，以相当脆弱的方式代代
相传，一旦没有传承人，就如断线的风筝，即
刻消失，化为乌有。

“柳林花鼓地方特色非常浓厚，很多唱腔
都带有柳林方言特征，除了柳林当地人，外人
很难学会。因此也有了学不走的‘九腔十八调,
七十二哼哼’这一说法。这更限制了花鼓的传承
范围。”赵同环说。“曾经有北京、上海、济南等地
的专业艺人前来学习柳林花鼓，学习了半年后，
除了能学到一些动作外，唱腔根本掌握不了。”

另外，当地百姓特别是青少年对于这种古
老传统、土味十足的民间艺术失去了兴趣，柳
林花鼓的商演场次太少，收入太低，无法维持
“花鼓队”的必要开支，这一点也严重影响了
演员的积极性。

今年2月，柳林镇当地政府将柳林花鼓纳
入了青少年素质教育的一部分，并逐渐建立起
一系列长效机制。

目前，该镇出资20万元购买了道具，将“非
遗”引进校园，让有兴趣的学生学习柳林花鼓，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探索出一条行
之有效的路子。

对柳林花鼓走进校园这件事，赵同环等一
批花鼓艺人感到十分欣喜。他们无偿教授学生
花鼓。为此，赵同环还放弃了自己的熟食店生
意，从2月份到现在，他就少收入了2万多元。
“只要能让花鼓继续传承下去，我的这点付出
不算什么。”他说。

□薛伟伟 徐丽娜 报道
本报高唐讯 高唐县梁村镇梁村社区农民徐丙

铎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都要到社区的农家书屋坐
坐。徐丙铎是一个养鸡专业户，养殖肉食鸡六年多
了，他说：“这些年来，农家书屋真是帮了我大忙，我
在这些书里学到了养鸡技术，现在家里鸡棚每年肉
鸡出栏12000只，是我发家致富的‘摇钱树’。”

不只是在梁村镇，在整个高唐县农民群众看书
难、看报难现象已经得到改观，这得益于该县加强
了农村文化建设，将文化阵地建到村中，该县投资
62万元在适合的村庄建起农家书屋，完善了农家书
屋建设，农村文化阵地标准越来越高。

该县充分利用村文化大院、党员远程教育室等
场所建设农家书屋，不断丰富农村文化服务的内
容；书屋建设的多样化既充分利用了现有设施，整
合了资源，又为农民群众借阅图书提供了方便。同
时，该县文化部门定期召开会议，加强同计生、科
技、远程教育等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整合各方面
的资源，使农村文化阵地的内容丰富多彩，成为农
民群众的“精神家园”。为确保农家书屋建设的实
效和可持续发展，该县还举办了农家书屋管理员培
训班，就图书管理作了系统辅导，帮助管理员对图
书进行分类、编号、建档，建立了图书借阅登记
簿，既防止图书流失，又便于查阅图书。有条件的
一些书屋还建立了图书登记数据库，既防止图书流
失，又便于查阅图书。

□任惠平 王义合 报道
本报单县讯 在单县湖西文化广场，每天都有

近500名老年人载歌载舞，笑语欢声，把全县“夕
阳无限好”文化健身主题活动推上高潮。

近年来，单县针对老年人的文化生活需求，坚持
“教、学、养、乐、为”相统一，打造“文化养老”寿乡新
名片，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目前，该县已
建立各级老年活动中心、活动室23处。

在文化活动中心，乒乓球室、台球室、象棋
室、扑克室、麻将室、阅览室、健身室、医务室、
会议室、多功能厅、室外门球场和健身活动场等
“九室一厅二场”成为老年人学习、活动、健身、
休闲的温馨家园。单县依托活动中心建立的老年课
堂，设有微机室，配有投影仪、电视机、液晶电脑和远
程教育卫星接收装置，开设的书画、摄影、保健、戏
曲、舞蹈、音乐等14个专业课程，年受益者达2万人
次。他们还先后成立了老年人空竹、门球、书画、象
棋、乒乓球、太极拳等各种协会和老年腰鼓队、秧歌
队、模特队等文体队，每个队配备1—2名辅导员，各
乡镇、办事处相应建起了分会，形成了上下联动、
组织化管理，方便了各项活动的开展。

■ 守望非遗

冠县柳林花鼓———

四百多年的民间歌舞焕发新生
高唐将文化食粮

送到村

单县打造

“文化养老”寿乡新名片

◆柳林花鼓整个表演由“武
场”舞蹈和“文场”演唱组成，
称为“文武秧歌”。武场只舞不
唱，文场只唱不舞。演员需具有
一定的武术功底，演唱则属朴拙
的原生态唱法。

◆建国后，柳林花鼓曾一度
兴盛，成为全国民间文化艺术的
一面旗帜，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初都活跃在民间文艺舞台上。

◆当地政府出资将花鼓等
“非遗”引进校园，赵同环等一批
传承人十分欣喜，不惜放弃自己
的生意无偿教授学生花鼓。

柳林花鼓进校园受到学生欢迎

第五届山东省“泰山文艺

奖”评选会议于2012年7月召

开。本次评奖共有戏剧、音乐、

曲艺、舞蹈、杂技、电影、电视、

美术、书法、摄影、民间文艺、

艺术理论研究等12个艺术门

类的515件作品参加了评选。

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印发

〈山东省“泰山文艺奖”评选奖

励办法 (试行)〉的通知》(鲁办

发〔2007〕29号)文件规定，经省

评选委员会认真严肃、公开公

正、科学规范的评审，共评出

“泰山文艺奖”艺术作品奖157

项。其中，一等奖15项，二

等奖45项，三等奖75项，单

项奖22项。现将第五届山东

省“泰山文艺奖”拟获奖名

单公示如下：

戏剧类
表演作品奖：

京剧《铁血鸿儒》

申报人：刘建杰

申报单位：山东省文化厅

莱芜梆子《儿行千里》

申报人：李桂英

申报单位：莱芜市文联

京剧《铁血鸿儒》

申报人：翟萍

申报单位：山东省文化厅

导演作品奖：
豫剧《大明贤后》

申报人：陈贻道

申报单位：山东省文化厅

编剧作品奖：
豫剧《大明贤后》

申报人：刘桂成

申报单位：山东省文化厅

作曲作品奖：
歌舞剧《鲁川情》

申报人：高鼎铸

申报单位：山东省文化厅

舞美作品奖：
京剧《重瞳项羽》

申报人：于鹤咏

申报单位：济南市文联

地方小戏奖：
一等奖

吕剧《砖头记》

申报单位：山东省吕剧院

推荐单位：山东省文化厅

二等奖

吕剧《闹猪场》

申报单位：阳信艺术团

推荐单位：滨州市文联

京剧《追龙缸》

申报单位：滨州市京剧团

推荐单位：滨州市文联

三等奖

吕剧《英雄老倭瓜》

申报单位：东营市吕剧团

推荐单位：东营市文联

山东梆子《乡里乡亲》

申报单位：泰安市山东梆子剧

团

推荐单位：泰安市文联

聊斋俚曲《渔翁和城隍》

申报单位：淄川区聊斋俚曲艺

术团

推荐单位：淄博市文联

京剧折子戏作品奖：
京剧《杨门女将·巡营》

申报人：陈琛

推荐单位：山东省京剧院

京剧《杨门女将·探谷》

申报人：杨洋

推荐单位：山东省京剧院

京剧《贺后骂殿》

申报人：段晓羚

推荐单位：山东省京剧院

京剧《洪洋洞》

申报人：崔伟杰

推荐单位：滨州市文联

京剧《八大锤》

申报人：宋柏珑

推荐单位：山东省京剧院

京剧《汉宫惊魂》

申报人：孙卫安

推荐单位：山东省京剧院

京剧《滑油山》

申报人：吴雪靖

推荐单位：山东省京剧院

京剧《状元媒》

申报人：张倩

推荐单位：山东艺术学院

音乐类
一等奖：

歌曲《大秧歌》

申报人：李云涛

推荐单位：山东艺术学院

演唱《山东美》

申报人：刘金华

推荐单位：山东歌舞剧院

二等奖：
歌曲《蓝色经济扬帆远航》

申报单位：潍坊学院

推荐单位：潍坊市文联

歌曲《亲亲西藏》

申报单位：青岛广播电视台

推荐单位：青岛市文联

歌曲《黄河入海流》

申报人：孙伟亮

推荐单位：济南市文联

歌曲《碧云天》

申报人：宫富艺

推荐单位：山东艺术学院

歌曲《春天说来就来》

申报单位：滨州市音乐家协会

推荐单位：滨州市文联

演唱《军人情结》

申报人：黄雅萍

推荐单位：济南军区政治部宣

传部

三等奖：
歌曲《山水文章》

申报人：刘成华

推荐单位：滨州市文联

歌曲《梦里的地方》

申报人：孙倩

推荐单位：山东艺术学院

歌曲《春来了》

申报人：谭建国

推荐单位：潍坊市文联

歌曲《最爱沂蒙山小调》

申报人：赵晓婷

推荐单位：德州市文联

歌曲《爱在你我心中》

申报人：李淑明

推荐单位：淄博市文联

歌曲《舞动蔚蓝》

申报单位：日照市音乐家协会

推荐单位：日照市文联

歌曲《中国红》

申报人：辛翠

推荐单位：曲阜师范大学

演唱《爱在中国》

申报人：谭爱华

推荐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曲艺类
编剧作品奖：

小品《面试》

申报人：姜力琳、田昊

申报单位：济南军区政治部宣

传部

表演作品奖：
一等奖

单弦《胡琢磨》

申报人：闫磊、刘钦发

推荐单位：济南铁路局文联

济南市文联

二等奖

相声《大喇叭》

申报人：孙程刚、于明波

推荐单位：泰安市文联

相声《大学那点事》

申报人：刘炳耀

推荐单位：青岛市文联

三等奖

小品《未来姐夫》

申报人：张瀛、王斌、薛晓冬

推荐单位：济南市文联

相声《迷失自我》

申报人：许昆、刘人源

推荐单位：淄博市文联

山东琴书《会亲家》

申报人：刘士福

推荐单位：济宁市文联

舞蹈类
编导作品奖：
一等奖

空缺

二等奖

民间舞《小嫚》

申报人：傅小青

推荐单位：山东省文化厅

三等奖

现代舞《兰花花》

申报单位：山东艺术学院舞蹈

学院

推荐单位：山东艺术学院

当代舞《忆·十三钗》

申报人：赵青

推荐单位：威海市文联

表演作品奖：
一等奖

大型交响音画《水浒天风》

申报单位：东平县东平湖风景

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推荐单位：泰安市文联

二等奖

当代舞《乳汁救伤员》

申报人：王斐、吕莹

推荐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三等奖

民间舞《彩虹》

申报人：孟翔宇

推荐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现代舞《永远在一起》

申报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音乐

学院

推荐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当代舞《闯关东的女人》

申报单位：淄博市群众艺术馆

推荐单位：淄博市文联

现代舞《那片阳光》

申报人：张琦

推荐单位：济南军区政治部宣

传部

民间舞《羿》

申报人：姜琦

推荐单位：烟台市文联

民间舞《金簸箕》

申报单位：滕州市文化馆

推荐单位：枣庄市文联

杂技类
编导作品奖：

杂技《蹬人》

申报单位：山东省杂技团

推荐单位：山东省文化厅

表演作品奖：
杂技《杆上技巧》

申报人：孔海涛

推荐单位：济南市文联

杂技《三人顶碗》

申报单位：济宁市杂技团

推荐单位：济宁市文联

杂技《力量》

申报人：张宇昊、李大志

推荐单位：德州市文联

杂技《地圈》

申报单位：东阿县杂技团

推荐单位：聊城市文联

杂技《绸吊》

申报单位：泰安市杂技团

推荐单位：泰安市文联

魔术《移形幻影》

申报人：张云峰

推荐单位：山东省杂技艺术家

协会

口技《双人口技》

申报单位：青州鲁艺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推荐单位：山东省杂技艺术家

协会

电影类
微电影作品奖：
一等奖

《崂山传奇—王七学艺》

申报单位：青岛农业大学艺术

与传媒学院

推荐单位：青岛市文联

二等奖

《一米阳光》

申报、推荐单位：聊城大学

《卡纳蓝蝶恋》

申报单位：山东艺术学院戏剧

影视学院

推荐单位：山东艺术学院

《苹果的酒窝》

申报人：高强

推荐单位：鲁东大学

《72小时》

申报单位：青岛碧玺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推荐单位：青岛市文联

《传道治学——— 学者张道一》

申报、推荐单位：山东工艺美

术学院

三等奖

《蓝印花布》

申报人：王虎

推荐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甲蚊流》

申报、推荐单位：山东师范大

学

《三岔口》

申报、推荐单位：山东工艺美

术学院

《醉驾惊魂》

申报单位：山东财经大学文学

与新闻传播学院

推荐单位：山东省电影家协会

《岔路口》—电影《我们》主题

曲MV

申报单位：烟台大学团委

推荐单位：烟台大学

《空的城》申报、推荐单位：曲

阜师范大学

电视类
一等奖：

专题文艺节目《在灿烂阳光

下》——— 山东省暨济南市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90周年文艺晚会

申报、推荐单位：山东广播电

视台

直播节目《济南第三届电视观

众节跨年狂欢夜》

申报、推荐单位：济南广播电

视台

二等奖：
综艺晚会《2011山东军民春节

联欢晚会》

申报、推荐单位：山东广播电

视台

纪录片《宣言》

申报单位：东营市广播电视台

推荐单位：东营市广播电视

台、东营市文联

主题晚会《永远跟你走——— 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申报、推荐单位：青岛市广播

电视台

综艺晚会《飞向2011——— 第五

届全球华人网络春节联欢晚会》

申报、推荐单位：山东广播电

视台

综艺晚会《春暖人间》

申报、推荐单位：潍坊电视台

三等奖：
文艺栏目《歌声传奇》毛阿敏

专辑

申报、推荐单位：山东广播电

视台

综艺晚会《春暖威海——— 2011

春节联欢晚会》

申报单位：威海市广播电视台

推荐单位：威海市文联

主题性综艺节目《颂歌献给

党——— 济南市庆祝建党90周年文

艺晚会》

申报单位：济南广播电视台

推荐单位：济南市文联

综艺晚会《2011年“咱老百姓

的春节晚会”》

申报单位：淄博电视台、淄博

市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

推荐单位：淄博市文联

纪录片《孙长林》

申报单位：山东广播电视台国

际频道、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推荐单位：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电视文学《冰心与烟台》

申报人：崔家强

推荐单位：烟台市文联

文化栏目《锦绣梨园——— 2011

年度总决赛》

申报、推荐单位：菏泽电视台

动漫《古城故事》

申报单位：聊城市广播电视总

台(集团)

推荐单位：聊城市文联

美术类
一等奖：

国画《峥嵘岁月》

申报人：刘书军

推荐单位：山东省文化厅

国画《山水庙音》

申报人：曹新刚

推荐单位：淄博市文联

二等奖：
油画《船厂交响曲》

申报人：许青

推荐单位：威海市文联

雕塑《齐鲁民俗》

申报人：张志朴

推荐单位：山东大学

国画《千佛崖造像》

申报人：刘喜欣

推荐单位：山东省美术家协会

国画《梅待妆》

申报人：李晓光

推荐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国画《林业新兵》

申报人：宋磊

推荐单位：青岛市文联

油画《步行街》

申报人：孙永国

推荐单位：烟台市文联

三等奖：
国画《虎丘古塔》

申报人：李庆杰

推荐单位：济南市文联

国画《韵》

申报人：朱磊

推荐单位：山东省美术家协会

油画《正月正》

申报人：谭智群

推荐单位：山东艺术学院

漫画《漏油之灾》

申报人：侯晓强

推荐单位：临沂市文联

国画《家园》

申报人：刘仲原

推荐单位：山东省美术家协会

国画《晨钟》

申报人：云门张岩

推荐单位：山东省美术家协会

国画《早春》

申报人：褚志伟

推荐单位：山东省美术家协会

国画《初夏》

申报人：李萍

推荐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书法类
一等奖：

行草书《孟浩然诗五首》

申报人：黄斌

推荐单位：济南大学

篆刻《东岳逸墨堂倪和军印

痕》

申报人：倪和军

推荐单位：泰安市文联

二等奖：
魏碑册页《荒古楼翰墨》

申报人：许晓斌

推荐单位：潍坊市文联

章草四条屏《翰墨春秋》

申报人：许好成

推荐单位：东营市文联

隶书《桃花源记》

申报人：肖军

推荐单位：济南市文联

行书《苏东坡论书》

申报人：李建水

推荐单位：德州市文联

行草书《陈奕禧论书》

申报人：荆德杰

推荐单位：淄博市文联

行草书《抄录古诗》

申报人：景彪

推荐单位：山东广播电视台

三等奖：
篆刻《陈陀篆刻印像记印屏》

申报人：陈陀

推荐单位：济宁市文联

行草书《古人书论》

申报人：孙云层

推荐单位：青岛市文联

篆刻《贾长庆朱迹》

申报人：贾长庆

推荐单位：济南市文联

行草条幅《袁中道散文节录》

申报人：曹仕强

推荐单位：淄博市文联

行草书《龚自珍诗一首》

申报人：王兆会

推荐单位：济宁市文联

草书条幅《陶弘景论书启》

申报人：许传良

推荐单位：潍坊市文联

草书《唐诗数首》

申报人：郭强

推荐单位：青岛市文联

草书《东坡论书选》

申报人：郭保军

推荐单位：德州市文联

摄影类
一等奖：

纪实摄影《残缺的完美》组照

申报人：张伟

推荐单位：山东省卫生厅

二等奖：
风光摄影《神塔星雨》组照

申报人：王海梦

推荐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纪实摄影《玉树神·殇》组照

申报人：郭建政

推荐单位：大众报业集团

纪实摄影《小店》

申报人：姜玉树

推荐单位：枣庄市文联

纪实摄影《城市边缘》组照

申报人：刘书彤

推荐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纪实摄影《我的青岛》作品集

申报人：杨光

推荐单位：青岛市文联

三等奖：
纪实摄影《忙秋》组照

申报人：常城

推荐单位：潍坊市文联

纪实摄影《木偶人生》组照

申报人：张泉刚

推荐单位：济南市文联

纪实摄影《赶路》

申报人：李育正

推荐单位：潍坊市文联

纪实摄影《楼上楼下》

申报人：兰瑞东

推荐单位：烟台市文联

纪实摄影《巧遇》

申报人：王宁

推荐单位：潍坊市文联

纪实摄影《消失的村庄》

申报人：杨同玉

推荐单位：青岛市文联

创意摄影《秀色》组照

申报人：王传东

推荐单位：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创意摄影《名人坊》组照

申报人：彭焱恺

推荐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民间文艺类
一等奖：

泥塑《快乐农家》

申报人：高杰

推荐单位：青岛市文联

二等奖：
刺绣《日照农家画绣喜盈门》

申报人：赵家乐

推荐单位：日照市文联

剪纸《老鼠嫁女》长卷

申报人：范祚信

推荐单位：潍坊市文联

三等奖：
陶艺《圆中圆紫砂壶》

申报人：魏嘉

推荐单位：山东轻工业学院

剪纸《龙的传人》

申报人：林化强

推荐单位：临沂市文联

面塑《八仙过海》

申报人：李咏梅

推荐单位：济南市文联

年画《古风神韵·薪火相传》

申报人：徐中立

推荐单位：潍坊市文联

艺术理论研究类
一等奖：

著作《崧高维岳——— 蒋维崧和

他的书法篆刻艺术》

申报人：徐超

推荐单位：山东大学

二等奖：
著作《吕剧史论》

申报人：于学剑

推荐单位：山东省文化厅

著作《高密民艺四宝丛书》

申报单位：高密市委宣传部

推荐单位：潍坊市文联

著作《书情画意——— 中国书画

美学论稿》

申报人：傅合远

推荐单位：山东大学

著作《中国钢琴艺术史研究》

申报人：常爱玲

推荐单位：齐鲁师范学院

三等奖：
著作《口头传统新档案》

申报人：靖一民

推荐单位：临沂市文联

著作《山东梆子研究》

申报人：马永

推荐单位：山东省文化厅

论文《论电视剧<红灯记>的

美学理念和艺术功能》

申报人：张丽军

推荐单位：济南市文联

论文《非遗保护中的悖论和解

决之道》

申报人：马知遥

推荐单位：山东艺术学院

论文《以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

观为指导 促进我国视唱练耳教

学的发展》

申报人：闫震

推荐单位：聊城大学

论文《中国美声与民族唱法的

字声问题及审美差异》

申报人：张旭东

推荐单位：鲁东大学

论文《论梅西安音乐创作中的

色彩理论》

申报人：郑中

推荐单位：济南大学

著作《济南民俗》

申报人：严民

推荐单位：济南市文联

论文《20世纪考古新出土文字

遗迹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影响》

申报人：于宁 李慧斌

推荐单位：青岛农业大学

本次公示将在《山东艺术

网 》上 同 时 进 行 ( h t t p ：/ /

www.sdwenlian.com)，公示期7

天。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以

书面形式向省“泰山文艺奖”

评选委员会办公室反映，并须

签署真实姓名或盖单位公章，

匿名异议不予受理。来信请

寄：济南市经六路1 1 7号3 0 5

办公室，邮编：250001

联系人：邵华芬

电话：0531-86059025

第五届山东省“泰山文艺奖”拟获奖名单公示公告


	1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