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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红军
实习生 张冠超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26岁那年，仕途坎坷的王子安登临滕王阁，在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
美景中写就了不朽名篇《滕王阁序》。

这王子安即被誉为“初唐四杰”之首的王
勃。日前，他被淄博市京剧院搬上舞台，根据
其创作的京剧《诗杰王勃》在桓台文体中心大
剧院首次亮相，博得专家和观众的热烈掌声。

“一代诗杰”首登京剧舞台

《诗杰王勃》由淄博市京剧院为备战“十
艺节”精心打造，是首部将王勃搬上京剧舞台
的艺术作品。该戏以王勃坎坷的仕途经历和苦
情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再现了这位诗坛巨子短
暂而传奇的一生，透射出中华文化在五千年历
史长河中不因时代而变迁的永恒意义。

“这是王勃首次被搬上京剧舞台，我们将
再现他的仕途与情感历程。”淄博市京剧院院
长刘新玲介绍说，《诗杰王勃》的导演是著名
京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京剧院导演高牧坤，王
勃的扮演者田磊是淄博人，虽然只有32岁，但
已获得过梅花奖、文华奖等重要奖项。

据史料记载，王勃6岁能作文，14岁即中
科举进入沛王府做修撰，可谓才名鼎盛。但因
无为官场经验又恃才傲物，他从中举到26岁离
世的12年间仕途一路坎坷。“王勃先是因作
《檄英王斗鸡文》触怒高宗被逐出府，后又因

杀死官奴触犯死罪几近丧命。剧中选取的正是
从他‘仕途得意’到内心‘空空如也’的一段
历程。”高牧坤说。

“王勃一改六朝诗风，我们希望用京剧的
传统技艺展现这位开启一代之风的诗人，唤起
观众对人生价值的些许思考。”谈及创作初
衷，高牧坤表示，“用我们的京剧艺术歌颂文
学巨匠，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这正是我
们这部作品的精神诉求。”

写实中增添“浪漫主义色彩”

除了王勃短暂又波澜的生命轨迹之外，该
剧还主要展现了王勃与女子落霞由相知到相许
的情感历程。戏中，落霞虽然是精诗词、擅音
律的大家闺秀，但柔弱的外表下却深埋着传统
女性少有的坚韧与刚毅，成为王勃坎坷仕途中
的精神支柱。

“如果对王勃的描写是遵照史料塑造，那
么对女主人公落霞的塑造则是基于诗词的大胆

想象，这可以说是该剧浪漫主义色彩的原
点。”高牧坤表示，王勃两次入世遇挫，与落
霞的爱情也逐渐走向悲剧，这些都使他心理产
生了复杂的变化，“《滕王阁序》正是抒发了
王勃这种羁旅之情和怀才不遇之感，至此全戏
也达到最高潮。”

唱腔是抒发人物情感的重要手段。谈及音
乐创作，高牧坤表示，该戏用充满情感的音乐
取代了“起唱锣鼓”和琐碎的唱段“过门”，
在继承了传统板式旋律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不
仅使戏剧节奏更为紧凑，也从听觉上满足了人
物的情感表达。

同时，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秋夜长》、《采莲曲》、《滕王阁诗》等名
篇均在戏中以直接或伴唱形式吟唱，“力求以
音符曲调诠释词句之美，透射出超越词句本身
的内涵与意境。”而舞台的色彩韵律和背景布
局也是该戏一大亮点。“舞台布景要为情所
用，做情感宣泄的推手，从而形成流动的诗情
画意般的动态画面。”高牧坤说。

“南北派京剧文化”融汇其中

新编京剧《诗人王勃》总共七幕，从第一
场的高音到第二场的醉酒舞剑，再到第三场的
二黄原板、第四场的大段反二黄、第五场的昆
曲元素以及第六场的快板，几乎场场都有亮
点。王勃的饰演者田磊汲取了老生各流派的唱
腔精华。

在首演后的专家研讨会上，该戏获得了省
内外专家的普遍好评。省艺术研究所所长姜慧
认为，《诗杰王勃》既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厚
重，又有小桥流水的柔婉清新，将两者紧密结
合，给观众强烈的审美体验。同时，两场临别
戏也让观众产生强烈的心理共鸣。

在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于学剑看来，《诗
杰王勃》的唱腔和格局恪守传统风格，属北派
戏风，但舞台表现却非常现代，融入了南派戏
剧元素，做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田
磊没有故意拔高音等方式去讨好观众，扎实地
体现了自己的功底，艺术造诣超过了年龄。”

滨州市戏剧创作室原主任王新生则表示，
这部北方京剧作品富有海派艺术特色，将南北
京剧文化融汇其中，文化底蕴深厚又不乏现代
气息，是一部有大家气象的京剧作品。

“王勃只活了27个春秋，但他却编撰《汉
书指瑕》十卷，《周易发挥》五卷，《次论
语》十卷，《舟中纂序》五卷，《千岁历》若
干卷……对于这样一位不仅仅会写诗的诗人，
我们希望用京剧独有的技艺手段来诠释这位英
年早逝却开一代诗风的诗坛巨匠。”高牧坤
说。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主办的“李

凤荣国画展”，将于9月15日至16日在省美术馆举行。
李凤荣曾用笔名“风龙”，现任山东工艺美院

副教授，省美协会员，师承著名画家郭志光、杨
耀，其多件作品曾在全国大赛中获奖。

此次展览共展出李凤荣精心创作的作品100余
幅，题材以山水、花鸟、走兽为主，风格大气开
阔，设色用笔在继承传统中颇多大胆创新。尤其多
幅画虎、狮的作品，形神兼备，意趣独具。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山东春秋拍卖公司2012秋季拍卖

会将于9月16日在济南开槌，本场拍卖会分中国油
画和中国书画两部分，9月14日至15日开始预展。

中国油画作品汇集了当代油画名家罗中立的
《洗澡》，冉劲松的《茉莉花》、《暇思》，郭润
文的《男男》，忻东旺的《石榴》，以及毛岱宗的
《台湾邵族风情》、《篱前菊花》等作品。中国书
画分为聚贤书屋、重要私人珍藏、古代书画、现当
代书画四个专场，涵盖了名家黄胄、李可染、李苦
禅、谢稚柳、陈少梅等名家作品。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在我省全力筹备“十艺节”暨孔

子诞辰2563年之际，由中国孔子基金会、省文明
办、省文化厅联合主办的“和谐天下——— 首届国际
《论语》知识大赛”，近日正式启动报名工作。报
名截止时间为9月25日。

本次大赛以“和谐礼天下，道德秀中华”为主
题，内容以《论语》知识及孔子生平事迹等为主，
参赛方式分为团体和个人两种。初赛分济南、济宁
两个赛点，每个赛点分别选拔5个团体代表队、10
个成人选手、10个少儿选手参加在省图书馆举办的
决赛。

□记者 王红军 通讯员 付永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十艺节省筹委会大型

活动部获悉，自9月初启动以来，十艺节倒计
时一周年宣传活动门票派送工作，吸引了众多
市民的关注和参与。许多群众致电抢票媒体，表
示将积极参加广场宣传活动，参与十艺节活动。

十艺节倒计时一周年宣传活动将于9月29
日至10月2日在山东博物馆南广场举行。齐鲁
晚报派发活动门票的报道刊发后，市民纷纷致
电报社索票，仅半天时间先期准备的200张票
就被一抢而空。“‘十艺节’是咱山东的大事，能
到现场参加倒计时一周年的活动，我觉得特别
有意义。”早早打来电话报名索票的济南市民刘
先生表示，他想要9月29日的票，就是为了能参
加倒计时一周年启动仪式。“到时候带上孩子
一起去，让她看看咱们的传统艺术和文化。”

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乡村频道在每天四档
直播节目中开设了“幸运抢票”活动，每个时
段发10张票，每天发放40张门票。济南市民于
先生说，“十艺节是全国的盛会，特别在山东
召开，我们老百姓都非常期待，像我们的节日
一样。在山东博物馆举行的倒计时一周年宣传
活动我一定会积极参与。”得到活动门票的聊
城董先生表示，“我们得专门去济南一趟，感
受一下‘十艺节’的氛围，也很期待这次倒计
时的活动。”

济南电视台“都市新女报”栏目在敲门送
惊喜、短信抽奖等多个环节启动派票工作后，
反响也非常热烈。济南市民郭女士获得门票后
说，“十艺节倒计时一周年活动为我们国庆长
假休闲娱乐提供了一个好去处，我们将度过一
个更有文化意义的假期。”

□记者 王红军 实习生 于丽凡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0首宋词，10米长卷，以书法形

式承载了我省书法家沈承俊对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的
祝福。经过几个月的策划，沈承俊精心创作书写了
李清照词10米书法长卷，捐献给“十艺节”以表达
其对盛会的关爱和祝福。

沈承俊现任济南市文广新局巡视员，中国书法
家协会会员，省书法家协会理事，济南市文联副主
席。多年来，在工作之余，他潜心对传统书法文化
的研习与实践，从篆书入手，便临历代名帖，尤其
对“二王”书法情有独钟，还对颜真卿、米南宫、王铎
等历代名家名帖进行过深入地研究与探讨，并对汉
简、章草多有涉猎和浸淫。其书法作品多次在全国、
省级展览中获奖和入展，并由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
了《沈承俊书法作品集》，还作为省、市书法家协会代
表团成员赴韩国、澳大利亚进行书法交流活动。

作为济南市章丘人，沈承俊此次创作的10米书
法长卷，选取了一代词人李清照10首脍炙人口的
词，其书法作品线条流畅，法度严谨，受到不少同
仁的赞许。

■ 备战“十艺节”·精品剧目巡礼（18）

《王勃》：一代诗杰的“诗化人生”
◆“用京剧艺术歌颂文学巨匠，弘扬中

华民族文化，是我们这部作品的精神诉求。”
◆“如果对王勃的描写遵照了史料，那

么对与其从相知到相许的女子落霞的塑造，
则是该剧浪漫主义色彩的原点。”

◆“这部北方京剧作品富有海派艺术
特色，将南北京剧文化融汇其中，文化底
蕴深厚又不乏现代气息。”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14日，济南市曲艺团将在明

湖居启动曲艺剧《泉城人家》百场演出活动。本次
演出以公益性、交流性为主要特色，不仅邀请广大
市民前来看戏，还设置了很多互动环节，让市民真
正参与到艺术创作中。

本次演出活动将于每周五到周日晚在明湖居举
办，演出新版曲艺剧《泉城人家》。该剧从去年下
半年开始提升打造，修改后的剧目在对白上融合了
更多的现代元素和喜剧笑料，导演的构思颠覆了原
剧的风格，整个剧目写实与写意结合，增强了艺术
张力和感染力；音乐设计和灯光设计也都有了新的
突破，更加符合观众的欣赏水平。

据主办方介绍，凡是持有老年证、教师证和军
人证的观众均可在周二到周四免费领取门票，其他
市民观众购票价格为10元。同时，交流性是本次活
动的另一特点，来看戏的观众将会领取一份“观众
意见调查表”，为打造和提升该剧打下基础。

《诗杰王勃》剧照 

十艺节倒计时一周年

活动门票受追捧

工艺美院四大设计扮靓“非遗会”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枣庄讯 9月6日至10日，在枣庄台儿

庄古城举办的第二届中国“非遗会”上，由山东
工艺美术学院设计的会标、吉祥物、礼仪专用服
装、手艺山东馆四大设计项目分外引人注目，成
为本届非博会的一大亮点。

会标由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师李啸海设
计，图形创意取自中国非遗标志，外部圆形象征
着“循环，永不消失”。会标整体是汉字“文”的意
象，又似舞动的人形，体现非遗是以人为本的活
态文化遗产的概念。吉祥物石榴娃由山东工艺
美术学院顾群业团队设计。石榴娃形象源于闻
名于世的枣庄万亩石榴园。石榴多子，喻示着多
子多福，寓意着非遗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石榴
娃的外形借鉴洛房泥塑中的不倒翁形象设计而
成，寓意着非遗的传承及光大。

礼仪服装“榴开百子”套装由邹渊服装工
作室的师生设计。整套服装以中国传统旗袍为
载体，采用民间吉祥剪纸图案“榴开百子”的创
意母题，进行对称图案和均衡图案两种形式的
组合搭配，寓意非遗是传统文化的基因种子。

“手艺山东”展由“往日重现”、“盛世春
晖”、“化茧成蝶”三大展区组成，以山东工艺美
术学院“山东农村文化产业调研”项目为基础，
以镟、缝、捏、搏、拼、插、印、烙、编等手工技艺
形式，通过现场手艺演示、实物陈列、多媒体演
示等多种展示手段，再现原生态保护基础上
的传统手艺精品。


9月7日，在第二届中国“非遗会”上，青岛即

墨艺人将展位布置成“农家炕头”，传承人在”炕
头上”展示并制作当地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虎
头鞋、虎头帽等手工艺品，让人有亲临农家现场
之感 □记者 汤序民 报道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历史上的潍坊就是工艺名

城，民间文化和民间工艺丰富。在“十艺
节”倒计时一周年系列广场活动中，潍坊市
的核雕、刺绣、布玩具、寿光草编草碾子、
高密剪纸、嵌银髹漆技艺将集中亮相，向全
省观众展现民间工艺的流光溢彩。

潍坊核雕主要是以桃核为主，巧妙地利
用桃核上的纵横无序、深浅不定的麻纹，雕
刻出栩栩如生的景物形象。潍绣是鲁绣的分

支，为潍坊地区的代表性刺绣，构图简练、
朴实、匀称、夸张，有较强的装饰性、实用
性，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潍县布玩具”
起源于绣房中少女少妇用碎布片做成的针扎
或针姑子。其特点是随意设计，因材成形，
特别具有原始文化意味儿，成为具有浓郁乡
土色彩的民间工艺。

寿光草碾子草编制作技艺自明洪武二年
（1369年）延传至今，将浓郁的乡土风情、
流动的生活气息融为一体，根据需要制作成

草帽、果篮、茶垫、坐垫、果盒、纸篓、拖鞋等实
用品和工艺品。高密剪纸被誉为“高密三
绝”之一，表现题材广泛，传说、神话、故
事、历史戏曲人物、花鸟草虫无所不包。

潍坊嵌银髹漆技艺至今已有近200年的
历史，是世界上独有的工艺品。1915年，曾在
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被授予“最优奖”。该技
艺以名贵红木、天然漆和金银丝为主要原料，
将传统的雕刻、嵌银、木工技艺有机地融为一
体，作品洒脱简练、秀美飘逸、流光溢彩。

■ 喜迎“十艺节”特色展示

潍坊民间工艺展现“流光溢彩”

沈承俊向十艺节捐献

十米书法长卷

首届国际《论语》知识大赛

启动

《泉城人家》将推

百场惠民公益演出

李凤荣国画展

将亮相省美术馆

春秋秋季拍卖会

即将在济开槌

据新华社北京电 由文化部、北京市政府主办
的中国艺术品产业博览会将于９月２６日至１０月２日在
北京举办，国内外９００余位艺术家的近５０００件作品
将参展。

本次艺博会将举办８项展览，开放２００家工作
室、画廊，９００余位国内外艺术家的近５０００件作品
将参展。艺博会设有开幕式、艺术品展览、高峰论
坛和主题活动四大板块。八项主题展览分别是中国
国家画院美术作品展、“当代艺术”展、“四海一
家”驻华使馆藏品展、艺术产业展、艺术生活展、
服饰设计展、工艺中国展以及街区雕塑装置艺术作
品展。

据了解，艺博会的展品来自国内艺术创作领域
的各个群体，代表了国内艺术的发展成就和水平。
同时，艺博会还涵盖了当前我国艺术品产业的各种
元素和形态，全面覆盖艺术品产业链，贯通艺术品
生产、流通、消费、艺术批评、艺术教育和研究等
环节。

中国艺术品产业博览会

将在京举办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齐笔、刘氏布偶、黄河口

民间草编、佛头黑陶、芦苇画、枣木杠子乱
弹……在十艺节倒计时一周年广场活动中，
这些有着悠久历史的非遗项目将集中展演展
示，其中，做工精美堪称“一绝”的刘氏布
偶，更是值得期待。

刘氏布偶起源清末光绪年间，主要在刘
氏家族内部口传身教。刘氏布偶的题材内
容、艺术形式都是为适应农村特点而产生
的，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多以
“福、寿、大吉”等字和吉祥寓意的蝙蝠、
蝴蝶、金钱、如意等做装饰，还有以牡丹、
菊花、竹子来表现。

黄河口民间草编发源于垦利县，用黄河口
生产的庄稼秸秆为原料，经过扎、胚、削、剪、

烤、粘、弯、上色等三十几道工序，纯手工编制
而成，尽显黄河口文化的内涵。

东营刘氏布偶亮精美“一绝”

▲潍绣

▲潍坊核雕
▲东营刘氏布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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