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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梁利杰
大众文化QQ群：１１３９７９１８９

□ 王红军

“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这是将于
明年10月举行的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的办节宗
旨。在十艺节倒计时一周年之际，山东省筹委
会及17市纷纷举办盛大的庆祝活动，吸引更多
的群众关注和参与这一艺术盛会，使十艺节的
筹备过程变成文化惠民、文化利民的过程。

作为国内最高水平的综合性艺术活动，中
国艺术节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繁荣社会主义
文艺、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振奋民族精神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来说，十
艺节是“人民的节日”名副其实，我省更是将
其作为宗旨，在筹办过程中真正落到实处。

9月28日至29日，十艺节省筹委会将在山
东博物馆南广场举行倒计时一周年宣传活动。
为了有效实施文化惠民，活动主办方做细做实
工作，确保更多群众都能参与到展演中来，在
9月初就启动了倒计时一周年宣传活动门票派

送工作，吸引了众多群众参与。
在电台“幸运抢票”活动中，济南市民于

先生表示，“十艺节是全国的艺术盛会，特别
是在咱们山东召开，我们老百姓都非常期待，
就像我们自己的节日一样。”聊城的董先生在
获得宣传活动门票后，专程赶到济南以“提前
感受一下十艺节的氛围”。

在十艺节筹办过程中，省筹委会明确提
出，要广泛进行十艺节社会动员，让广大人民
群众了解十艺节、参与十艺节、支持十艺节，
让中国艺术节这一艺术盛会走进普通大众、走
入千家万户，让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基层群众
共享筹办十艺节、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丰硕成
果，真正将十艺节办成“艺术的盛会、人民的
节日”。

倒计时一周年活动现场，除了剪纸、泥
塑、黑陶、木板年画等非遗项目展示外，省筹
委会在白天、晚上都安排了鼓子秧歌、戏曲歌
舞等丰富多彩的群众文艺演出，全省各地具有
代表性的民间文艺团队悉数亮相。同时，观众

还可参与活动互动，现场体验风筝、年画等传
统手工艺制作和参与现场抽奖，有机会获得十
艺节开幕式门票兑换券，真正参与到艺术节盛
会中来。

我们平时总是说，要把人民群众作为文艺
创作的表现主体和服务主体，但这还远远不
够。我们还应该如实地把人民群众看作文艺创
作的主体，充分尊重他们的参与性和主动性。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发挥人民
群众文化创造积极性”。人民群众是文化的
“推动者”。要实现科学发展，推动文化强省
建设，就必须寻找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积极
性的切入点，想法设法让群众有更多的“精
力”和“意愿”参与到文化建设活动中来。

自成功申办十艺节以来，我省各级各部门
“喜迎十艺节 全民共欢乐”、“喜迎十八大

相约十艺节”、倒计时两周年和一周年活动
等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从来没有间断
过。全省社会文化艺术创作也有序展开，两年
来，全省新创作群众文艺作品1100多个，并已

确定有37件音乐舞蹈类优秀作品将代表山东参
加全国“群星奖”比赛。

正是这种关注文化民生、打造“人民的节
日”的不懈追求和努力，不仅使全省基层文化
队伍得到了极大锻炼，而且推动了普通群众从
文化活动的“看客”到文化活动参与者的转
变，为基层群众文化的创新和繁荣发展打开了
新局面。

文化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激励文化
艺术工作者的创造力，不断推出文化精品力
作，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而文
化产品消费的持续增长，也将极大地推动我省
文化建设，传媒演艺影视集团挂牌成立，全国
“五个一工程”评选实现“大满贯”……

“人民的节日”人民来“唱”。以十艺节
筹办为契机，我省各级党委政府加强文化基础
设施建设，提升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人民群
众的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真正享受到
了文化发展带来的欢乐。

新闻出版业要启动第二步改革

●“经过十年的改革，经营性出版单位基本
完成了转企改制任务，但是内部经营管理机制还
不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还没完全建立起来，活力
没有完全激发出来，因此我们要迅速启动第二步
改革。在完成转企改制的基础上，按照‘三改一
加强’的要求，继续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加
快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继续打造和培育一
批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型出版传媒集团。

———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２０１２年出版传媒集团
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上，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
表示，到目前为止，包括印刷、发行、出版在内的经
营性新闻出版单位转企改制的任务基本完成，新
型市场主体地位初步确立，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改
革任务。但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出版传媒集团改革
发展还存在着许多不适应，急需启动第二步改革。

故宫反对“宫”“院”分离

●“故宫博物院106万平方米的古建筑群和
180万件文物藏品是天然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
‘宫院一体’的特性具有重要的遗产特色、文化标
志，也是故宫之所以吸引全球目光的魅力所在，将

‘宫’‘院’彻底分离是对故宫完整性的一种误读，
是在泯灭故宫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最终会
使故宫在某种意义上消亡。”而为调和“宫”与“院”
矛盾，故宫博物院正在进行建立新院区的可行性
研究，以科学、有机地将古建筑与宫藏文物进行一
体化展示，维护和强化“宫院一体”。

——— 北京市政协常委会近日提议故宫应考虑
将“宫”与“院”分离，新建博物院专门展示馆
藏文物。相关建议引发了各界热议，支持反对者
各有之。故宫方面近日对此作出回应。

北京为当代艺术品办“身份证”

●北京市将逐步推广当代艺术品实名登记制
度，建立当代艺术品数据库和艺术品市场信用管
理机制，为进入市场的当代原创艺术品建立身份
证制度。未来消费者、艺术家将通过检索系统查
询当代艺术作品资料，对市场流通的作品进行初
步鉴别。画廊和拍卖公司经营的作品要出具艺术
家的作品证明或画廊开具的真品证明，以挤压假
画的生存空间。同时，北京市将加强艺术品市场
信用体系建设，推行艺术品经营企业信用承诺制
管理，企业如有违约行为将给予警示，出现欺诈
行为将列入信用“黑名单”。此外，市政府已将
艺术品市场立法纳入今年的立法调研计划。

——— 针对当今艺术品市场存在的赝品泛滥、
市场失衡等突出问题，北京文化部门将逐步推广
当代艺术品实名登记制度，为进入市场的当代原
创艺术品建立“身份证”，确保登记作品的唯一
性、真实性、来源的合法性。

中华艺术宫国庆试展将“限额预约”

●考虑到国庆长假因素，预计两馆将迎来较
大客流。为避免参观人流饱和、影响观展质量，
中华艺术宫将对观众采取“团体预约”与“网上
预约”两种方式，实行错时参观，每天发放预约
券１万张，共发放７天。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仅
接受网上预约，每天预约数量为6000人。上海
“东方网”上为此设立了专门的预约平台。而原
世博会中国馆“镇馆之宝”——— 多媒体《清明上
河图》现藏于中华艺术宫内，但因为技术调试原
因，国庆长假期间暂不对外展出。

——— 据悉，中华艺术宫开馆之后将焕发新
姿，荟萃世界艺术佳作，以《海上生明月》、
《来自世界的祝贺》、《锦绣中华》、《上海历
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作品展》、《名家馆》五大
重磅展览迎接观众。而作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开馆展览的第九届上海双年展，则将以“重新发
电”为主题，寓意当代艺术的重新出发，分为溯
源、复兴、造化和共同体四大板块展出。

（梁利杰 辑）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实习生 张冠超

9月27日晚，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吉祥物
“凤舞东方”正式揭晓，她将与9600多万齐鲁人
民一起，“办好艺术盛会，建设文化强省”，热情
期待来自全国的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

“‘凤舞东方’既源于中国艺术节节徽中
的艺术凤鸟的形象，不仅有效地延展了中国艺
术节的文化形象，更生动地体现了齐鲁大地作
为东夷文化富集区的地域文化符号。”十艺节
吉祥物“风舞东方”设计团队负责人、山东工
艺美院副教授顾群业说。

源于“凤鸟至，河出图”的灵感

今年2月27日，十艺节山东省筹委会开始
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吉祥物设计方案，以公开征
集和单位邀稿两种方式同步进行，在社会上引
起了热烈反响。

在两个多月时间里，十艺节省筹委会共收
到应征作品1000余件，应征作者遍及全国20多
个省市地区。经过三轮评选，这些应征作品虽
然反复修改，但是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难以得到专家评委的普遍认同。十艺节吉祥物
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形象？省筹委会有关负责
人表示，她应该既能符合国家级艺术节，也能
表现齐鲁文化深厚底蕴。“一张唯美的图画，
一个可爱的卡通形象，但如果跟齐鲁文化、艺
术节内涵不能吻合，也没有说服力。”

正当创作似乎陷入困境的时候，省筹委会
再次对吉祥物创意集思广益。省委宣传部副部
长、省文化厅厅长、省筹委会常务副秘书长徐
向红提出，是否可以用凤凰作为本届艺术节吉
祥物来进行设计和突破？凤凰形象在民间观念
中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它是象征吉祥的瑞鸟，
民间也有“百鸟朝凤”的说法。

据《说文》记载，“凤，神鸟也”，“出
于东方君子之国”。孔子也有“凤鸟至，河出
图”的说法，象征着文化盛世的吉祥和瑞。
“凤凰鸣矣，于彼高冈”。

顾群业表示，“十艺节吉祥物以凤凰的形
象出现，预示着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伟大复兴
和繁荣发展，也体现了十艺节全民参与、文化
事业百家争鸣的盛况。”

从前卫“乐豆”到厚重“凤凰”

经过多方论证，充分考虑齐鲁文化内涵，
“凤舞东方”的创意形象逐渐明晰起来。但
是，吉祥物的具体设计应该交由谁来完成呢？

山东工艺美院主创设计师顾群业、三维设
计师张光帅、平面设计师惠岩等8人组成的专
业设计团队进入省筹委会视野。省筹委会大型

活动部副部长张积强表示，由于前期设计展现
出来的实力，省筹委会选择了顾群业团队，
“他们有朝气、有创意，最初的设计方案就征
服了不少专家评委。”

在前期头脑风暴的过程中，顾群业团队做
过“龙娃”的方案、“荷花宝宝”的方案，还
有一个叫做“乐豆”的方案，前前后后设计了
18套不同风格和内容的原创形象。“今年3
月，我们收到省筹委会的创作邀请，就开始进
入了吉祥物创作状态。”

据顾群业介绍，山东工艺美院为此成立了
四个团队，以实践教学的方式参与到吉祥物征
集活动中，“我们是以教师带学生来做，既为
学生提供了参与实际设计的机会，也有机会以
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十艺节当中来。”

顾群业表示，“最初的‘龙娃’是结合龙
的元素和高密泥塑的造型特点创作的吉祥物，
后来设计了结合荷花元素、水元素、舞蹈元素
的‘荷花宝宝’。为了强调时尚以及艺术节定
位，我们又以音乐符号为元素创造了一个虚拟
的形象‘乐豆’，具有较强的现代感和时尚
性，但是这个抽象的形象过于前卫，不如‘凤
凰’能表现厚重的齐鲁文化。”

“‘凤舞东方’将传统的凤凰形象化身为
伸展凤翼、踏歌起舞的小女孩形象，又像一位
可爱的小天使，新颖独特、可爱大方，为人民
群众所新闻乐见。”顾群业说。

一个方案修改近百遍版本

根据凤凰的创意理念，经过团队的反复讨
论，顾群业团队选择了七套方案，其中融合了
京剧脸谱、舞蹈动作等元素以及艺术节节徽中
的凤鸟等进行了创新。

顾群业表示，“吉祥物‘凤舞东方’身体
的图案及色彩均取材于十艺节节徽标志，既是
标志图形的延展应用，也寓意群众文化生活丰
富多彩，既体现了吉祥物的亲和力，又能最大
程度上彰显‘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的办
节宗旨。”

据了解，在“凤舞东方”设计初稿中，凤
凰的嘴巴是尖尖的，有点像小鸡仔一样，经过
数次的修改最终形成了人脸的样子。“在最后
两套备选方案后，我们听取了省筹委会领导的
建议，并向多位知名艺术家虚心求教，围绕吉祥

物的翅膀、鼻子、线条等各方面细节一再斟酌，
才确定了最终的方案。”顾群业说：“因为经历了
反复修改，仅最后一个方案就有近百个版本。”

顾群业表示，在“凤舞东方”设计过程
中，设计团队还着重考虑了吉祥物的延展应
用。“吉祥物一经确定，设计团队立即启动了
延展设计，同时完成了动画和三维展示，可转
换应用到平面和立体、户外大型圆雕和小的印
刷品等多种媒体物上。”

“接下来，我们还会考虑将‘凤舞东方’
设计成QQ表情，强化吉祥物的视觉影响
力。”顾群业表示，“吉祥物的发生过程就是
要通过策划和设计来制造大众的视觉焦点，通
过吸引大众视线推广某个社会项目，这样才能
增加她的商业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凤舞东方 艺展齐鲁
———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吉祥物揭晓

◆十艺节吉祥物应该既能符合
国家级艺术节，也能表现齐鲁文化
深厚底蕴。而以凤凰的形象出现，预
示着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伟大复兴
和繁荣发展，也体现了十艺节全民
参与、文化事业百家争鸣的盛况。

■ 文化杂谈

让人民大众唱响自己的“节日”

“凤舞东方”，作为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的
吉祥物，既源于中国艺术节节徽中艺术凤鸟的
形象，也意喻以凤凰为图腾的东夷文化艺术之
滥觞。十艺节吉祥物以凤凰的形象出现，喻示
着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伟大复兴和繁荣发展。

吉祥物“凤舞东方”，将传统的凤凰形象
化身为伸展凤翼、踏歌起舞的小女孩形象，又
像一位可爱的小天使，新颖独特、美丽大方，
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借喻第十届中国艺术
节全民参与、文化事业百家争鸣的盛况，体现
了“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的宗旨。

9 月 2 0 日 ，
“当代·剧场·三十
年”戏剧人深层对
话在北京人艺实验
剧场举行。图为戏
剧导演林兆华在活
动现场发言。

□新华社发

戏剧人对话
当代·剧场·三十年

第二届全国新
农村文化艺术展演
近日在四川达州市
大竹县庙坝镇长乐
村闭幕。全国31个
省市区的近千名文
艺者同台献艺。

□新华社发

全国新农村
文化艺术展演闭幕

9月26日，2012年东
平第三届国际龙舟邀请赛
在东平湖激情开赛，包括
葡萄牙、台湾、香港等6
支境外龙舟队参赛的国内
外29支队伍劈波斩浪、展
开角逐。

□陈淑锋 报道

9月24日，
随着第四届潮剧
节开幕，潮剧也
正 式 启 动 申 报
“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

□新华社发

潮剧申报“非遗
代表作名录”

龙舟赛东平湖开桨

吉祥物“凤舞东方”设计说明

▲9月27日，青岛群艺馆演员董蕾演唱歌曲《踏歌起舞》，表达喜庆十艺节倒计时一周年的喜悦心情。
当日，青岛市在五四广场举行十艺节倒计时牌揭牌仪式，并在全市中心广场启动“祝福祖国”十艺节倒计时一周年国庆庆中秋大型群众文

艺天天演等系列群众文化活动。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凤凤舞舞东东方方””

□唐桂艳 毕晓乐 王珂 报道
本报曲阜讯 9月26日，由山东省文化厅、中

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的“《论
语》回故里——— 历代《论语》珍本展”在曲阜开展，
以此活动喜迎十八大，纪念孔子诞辰2563周年。

2509年前，孔子开始周游列国，将儒学思想
传布四方。如今，《论语》回归故里，珍品云
集，以“集大成者”的宏富，回馈圣人桑梓。展
品既有来自中国国家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的一
二级珍本，又有近几十年海内外出土或出版的
《论语》珍本的高仿品、照片；内容上，既有
《论语》的白文本，又有历代注释本、研究著
作；版本上，既有竹木简本、石经拓本、敦煌卷
子、宋元旧椠、明清精刻、名家手稿，又有稀见
的日本刻本；语种上，既有汉文，又有满文、日
文、英文、俄文。可谓内容宏富，规模空前。

历代《论语》珍本

曲阜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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