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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字碑》———

六字“为官” 一生为民
十艺节·20版

◇“很难从电影中看到文化”

●“当我20几岁时在电影学院学电影的时
候，确实是被电影感动。我相信这里面最核心的
就是一部电影在文化方面的感染力、影响力。的
确，我们的票房可能越来越多，但是能够真正打
动观众情感的影片越来越少，现在电影更多的是
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有文化，没有
影响力，这个文化没有意义；只有影响力，没有文
化，这样的电影就是赚钱的商品。或许，现在的中
国电影的确需要破题来解这道迷局了。”

——— 政府主导、商人之道与观众需求使得中
国电影愈发众口难调，不仅是从观众主观认知上
来看主旋律与商业片更加泾渭分明，更重要的是
如不少专家所说“现在很难从电影中看到文
化”。近日在本年度中国(北京)电影年会上，到
场的唯一一位在创作线上的电影导演金铁木的一
番话颇有意味。

◇申遗“原真性”最重要

●“老祖宗的东西是中华民族的遗产，首先
我们自己要珍惜并保护起来。申遗的认定标准
中，原真性是最重要的。比如，我们的木结构建
筑很容易坏，坏了以后要重修，‘十大名楼’已
经不是原物，另外，一些‘名楼’是现代新修
的，如果这样也可以申遗，从古到今多少建筑，
那我们一年里就可以造出多少‘名楼’，连春秋
战国的我们都可以造出来。”

——— 近日，关于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等
“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楼”计划集体联合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的消息引起极大关注，针对网
友质疑申遗背后的商业利益，清华大学文保专家
陈志华如是说。

◇“新汉学”应面向当下面向世界

●“新汉学”在2010年左右开始从不同的角
度被提出，相较于以往的汉学研究，“新汉学”
这一概念正被广泛提及。其中一种提法是基于中
国的迅速发展对整个亚太乃至全世界格局的改
变，提出要超越“旧汉学”只注重经史子集等研
究的传统，应对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等各领域加以研究，即“新汉学”。同时，
我们不应将从事域外汉学研究称作‘自我殖民
化’，针对西方中国学中存在的问题，建议建立
一种批评的中国学，使国内学术界与国外汉学界
展开学术互动。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针对西方
的强势地位，中国文化要有能力成为东方文化的
代表走出去。”

——— 多年以来，汉学或西方中国研究由于种
种原因，有忽略中国本土学术的倾向。日前在北京
召开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上，众专家学者围绕

“汉学与当今世界”的主题展开了研讨和交流。

◇博物馆对无形资产的重视还很不够

●长期以来，相对博物馆文物、古建等有形
资产而言，博物馆对无形资产的重视不够。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建立和发展，无形
资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无形资产同样可以
为使用者带来效益，有时甚至是较大的经济利
益。博物馆利用无形资产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既
有成功的范例，更有产生不良后果和影响的教
训，给博物馆名誉等带来无形损失。面对不良后
果，博物馆要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但
有时也会面临法律规定不甚明确、条文过于简单
笼统等问题的困扰，给博物馆合法维权造成困难
和障碍。今后，故宫博物院将加强对无形资产的
保护利用，使博物馆的无形资产发挥出更大的作
用来。

——— 故宫博物院11月7日在北京举办“博物
馆与法律学术研讨会”，以探讨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博物馆无形资产如何保护等值得研究、探讨
的新情况。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出席研讨会
时这样讲。

（梁利杰 辑）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本报通讯员 孟迎霞

11月2日晚，济南北洋大戏院流光溢彩，在
一派喜庆气氛中举行修缮落成开业庆典。由北
京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张慧芳
领衔主演的京剧《谢瑶环》，在修缮一新的北洋
大戏院演出。这是历经一年修缮后，北洋大戏院
重启舞台的首场演出。随后两个晚上，《连环
套》、《香莲案》两场大戏接连上演。戏院门前闪
烁的霓虹灯光，戏曲名角倾情捧场，戏迷们热烈
的喝彩声，票贩子叫卖戏票的喊声……熟悉的
景象中，如今又添了许多新鲜韵致，无不让人期
待这家“百年戏院”重现昔日辉煌。

名角频现“百年戏院”舞台

“百年戏院”的魅力，就在这点点滴滴中
生动呈现出来。北洋大戏院位于济南经二纬三
路通惠街1号，始建于清光绪三十年，即1905
年。这里是济南市最早的戏剧演出场所，又因
为众多戏曲名家在此登台，在梨园界享有很高
声誉。2007年，北洋大戏院还被确定为济南市
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北洋大戏院经理白晶琦，出生于梨园世
家，其父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白玉昆先生，
与梅兰芳、周信芳等并称梨园“八骏”。她对
北洋大戏院的过往耳熟能详。

白晶琦介绍说，北洋大戏院最初叫“兴华
茶园”；1923年改建后命名为“商乐舞台”，
1932年又改名“聚华戏院”。“1934年，历城
人马寿荃出任经理，定名为北洋大戏院。济南
解放后不久，1951年，马寿荃向政府申请停
业，后由山东省文化局出资购买，更名为实验
剧场。1954年重建后改为人民剧场。1992年恢
复为北洋大戏院。2001年，加盖三层小楼和内
部装饰后一直使用至此次修缮前。”

据记载，北洋大戏院班底平常以协助小有

名气的流动艺人演出为主，但也经常以重金礼
聘著名演员来北洋大戏院登台，由此也使戏院
在梨园界的声名渐隆。

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著名艺术家程砚
秋、尚小云、荀慧生、马连良、谭富英、奚啸
伯、杨宝森、金少山、余叔岩、李万春、袁世海、张
君秋、方荣翔、侯宝林、小白玉霜、新凤霞、常香
玉等赫赫有名的名角儿都在此献艺。

上世纪四十年代时，武生袁金凯、武旦俞砚
霞、花脸蒋少奎加入了北洋的班底，更让北洋如
虎添翼，成为济南城首屈一指的京剧舞台。

白晶琦介绍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
经过几次改建，北洋大戏院坐席仅有400余
个，受舞台场地限制而无法承接小型以上演
出。尤其是近三四年来，这里没再接过院团演
出。2008年，中国京剧艺术节在济南举办，北
洋大戏院因舞台场地和设备太陈旧而丧失了接
待演出的机会。”

白晶琦2002年接任北洋大戏院经理。为了
让这家“百年戏院”尽快走出颓势，她不停地
邀请“明星级戏曲名家”前来为戏院造势。上
任不久，她就请来了中国京剧院著名青年表演
艺术家、“梅花奖”得主张火丁到北洋演出。
“当时票价高达上百元，但两场演出依然场场

爆满。”随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于魁智、
李胜素、孟广禄、张建国等也都应邀到戏院进
行过演出，同样受到戏迷热烈欢迎。

然而受中国戏曲发展大环境影响，再加上
戏院年久失修，设施陈旧等诸多原因，北洋大
戏院已经渐渐没有能力接待中小型以上的演出
团体。这座“百年戏院”渐渐沉寂。

重启帷幕保留民族古典风

山东承办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给北洋大戏
院重新焕发生机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2011年6
月，十艺节济南市筹委会召开了第二次会议
后，济南市文广新局积极向市里争取，终于把
修缮恢复北洋大戏院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
迎十艺节文化场馆建设和改造的工程项目中。

事实上，近百年来，北洋大戏院历经几次
不同规模的维修和改造。最初的北洋大戏院，
仅是由一个木料场改建而成的“大席棚”。
1953年的改造建设，原剧院全部拆除重建，改
建后的剧场建筑是钢筋水泥结构，外貌为仿古
建筑的民族形式，观众席1209个，其中楼下815
个，楼上394个。

1953年的北洋大戏院改建，是工程规模较

大的一次。此次修缮，正是按照1953年的施工
标准进行。

济南市文广新局基建办公室主任邢红彦介
绍说：“北洋大戏院修缮工程项目总投资约
1800万元，将过去的主体建筑木质结构改为钢
筋混凝土结构，同时进行室内装修。戏院于2011
年10月底开工。今年2月底，戏院完成了室内的
一系列拆除工程，4月底完了舞台的改造，5月13
日屋面工程改造封顶。此后，又进行了室内精
装、舞美、中央空调以及外墙施工等工程。”

邢红彦表示，大戏院修缮恢复的原则，经
过多次研究论证，最后形成了按照文物“修旧
如旧”的标准进行。“因为大戏院属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施工需要由有相关资质的公司承
担，所以我们选择了专业古建队伍济南齐鲁园
林古建筑工程公司来承担修缮工程，这家公司
曾实施济南府学文庙大修工程。”

另外，这次改造是按照1953年改建时的标
准施工，保留着民族古典艺术风格。北洋大戏
院的外饰保持原貌，正门、琉璃瓦等都按照原
样修缮。琉璃瓦还是专程到曲阜、北京采购
的，因为只有这两个地方有专门的技术，能够
烧制出这种琉璃瓦。如今，出现在大家面前的
北洋大戏院，正门上方为庑殿顶，上覆绿色的
琉璃瓦，古朴厚重，美观大方，气势磅礴。

邢红彦说：“改造后戏院观众厅重新恢复
为两层，座位从400个增加到653个。舞台也重
新落到一楼，同时上空挑高5米，舞台顶部由
原来的12米达到17米，增加20道电动吊杆。重
新更换音响、舞台灯光和空调设备，使演出场
所完全能够适应现代化院团演出要求。”

济南市文广新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修
缮恢复后的北洋大戏院，可以满足京剧、豫剧、
曲艺等多个剧种的大型演出。”据了解，北洋大
戏院除将邀请各地表演院团来此演出外，同时
考虑将戏院打造成观赏各种戏曲电影和放映主
旋律影片的特色放映场地。另外，还将通过各种
形式，充分挖掘这座百年戏院丰厚的文化底蕴，
在进一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等方面进行开拓。

11月5日，由北京人艺
导演顾威执导，由“80后”
演员出演的青春版北京曲
剧《歌唱》在北京首演。该
剧根据歌曲《歌唱祖国》的
词曲作者王莘创作这首歌
时的真实故事改编。

□新华社发

青春版北京曲剧
《歌唱》首演

11月5日，在韩国全州市的一
家韩纸艺术品店，店主展示用韩纸
制作的传统工艺品——— 假面。

位于韩国全罗北道的全州市是
韩国传统纸韩纸的发源地。韩纸韧
性十足，经久耐用，广泛应用于制作
工艺品，逐渐成为了韩国传统文化
的一张名片。 □新华社发

韩纸上的“韩流”

11月4日，苏州市儿
童少年基金会“兰芽小昆
班”的23名小学员走进昆
曲发源地江苏省昆山市千
灯镇，与“千灯小昆班”
的学员们切磋技艺，共同
感受昆曲艺术的魅力。

□新华社发

小昆班“寻根”
江苏千灯古镇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有
一家民艺博物馆，收集了
3000余件民间艺术品，藏
品涉及十个种类。该馆免
费对外开放，并成为山东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
地。图为该馆收集的木偶
及傩戏面具。□新华社发

民艺馆珍藏民间记忆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群星”熠熠，舞台生辉。11月6日晚，
由文化部和山东省政府主办的第十届中国艺术
节“群星奖”音乐门类作品复赛正式拉开帷
幕。至11月9日第5场比赛结束后，将产生进入
最后决赛的名单。

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全国总
工会等35个单位的106件作品参加角逐。

“群星奖”是我国社会文化领域政府最高
奖项，本次复赛除邀请来自音乐领域的7位专
家评委现场打分外，还通过“抛香囊”随机挑
选出14位群众评委，给节目当“裁判”，更加
彰显出“群星奖”的特色。

为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根据规则，比
赛期间评委们不能随意与外界接触，评委们对
节目的印象和评价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所
有参赛节目都纷纷给自己亮出了大拇指，对晋
级决赛信心满满。

舞台上“炫”出民族风

参加本次复赛的节目中，相当一部分都具
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其中，植根于民族民间文
化、反映各地风土民情的作品，占总数的35%
以上，很多是对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的挖掘、改编而成。

在首个晚上的比赛中，广西壮族自治区带
来的侗族大歌《侗不离酸》登台亮相，富有民
族特色的表演获得热烈掌声。

广西文化厅公共文化处副调研员潘龙江11
月8日接受采访时说：“目前三场比赛看下
来，我觉得进决赛应该没什么问题。”

潘龙江从事流行音乐创作，他的《醉美天
下》由凤凰传奇演唱后，颇受歌迷欢迎。他全
程参与了广西参加“群星奖”音乐门类作品的
评选。

潘龙江介绍说，所谓大歌，其实就是很多
人演唱的意思，一般是16到20人。此次之所以
选拔侗族大歌来参加“群星奖”比赛，就是因
为其民族特色非常鲜明，“侗族大歌已经入选
国家级非遗名录，主要特点是无伴奏、无指
挥、多声部。我国各地民歌非常多，一般是两
声部，三声部的很少有，侗族大歌就是多声部
演唱的。另外，这个节目还保留了很多原生态
的特色，形式非常自然。”

广西此次还带来了一首瑶族群众表演的小
组唱《盘古歌》，属于极有瑶族特色的“蝴蝶
歌”，风格欢快，“其中大二度和声，听起了
非常和谐。”

黑龙江省则带来了朝鲜族打击乐合奏《四
物游戏》和赫哲族歌舞组合《打鱼的哥哥回来
了》。

该省群众艺术馆馆长李春盛介绍说，四物
游戏，即朝鲜族的四物乐，由于使用朝鲜族的长
鼓、鼓、锣、镲等四种打击乐器而得名。

李春盛说：“四物游戏原来只是属于民间
自娱自乐，经过整理后才逐渐在室内或搬到舞
台上演出。出现的时间虽然比较短，但已经迅
速成为在朝鲜族舞台上出现频率最高，也最受
广大朝鲜族人民所喜爱的艺术形式。”

李春盛表示，朝鲜族能歌善舞，其实打击
乐也非常有特色，“我们选取《四物游戏》这
个节目，就是因为它非常有民族性，又有地域
性。这个节目，把握准节奏，表达出韵味来其
实挺难的，而且又非常消耗体力。从演出现场
看，效果很不错。”

传统元素“秀”出时代感

“群星奖”是社会文化领域的奖项，整体
上体现着民间性、民族性的特色。就此次参赛
节目来看，在传统音乐元素、民族文化艺术元
素的使用中，又在题材、技巧上进行了诸多创
新，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时代特征。

我省共有8件作品参加复赛。其中菏泽市
有两个节目参赛。菏泽市群众艺术馆馆长李玉
坤说：“我们的两个节目，风格不太一样，
《唱大戏》粗犷一些，《乡音和鸣》典雅一
些。但都很有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

李玉坤介绍说，《唱大戏》以流行于鲁西
南一带的唢呐演奏为艺术表现形式，融入当地
的地方戏元素，歌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来
的新变化，表现群众的幸福生活。

《乡音和鸣》则是一个弦索乐节目。李玉
坤说，这是流传于菏泽的古老艺术形式，已经
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通过古筝、软弓京胡、
坠琴、擂鼓等民间乐器，配以扬琴、琵琶、笙

等演奏，来表达音乐主题。“一方面，观众可
以从乐器和鸣中获得艺术享受；另一方面，也
生动表达出和谐生活的丰富喻意。”

李玉坤对这两个节目冲击决赛非常有信
心。“无论是节目质量还是现场表演，表现上
佳，参加决赛应该没什么问题。”

济宁邹城市文广新局带来的平派鼓吹乐
《赶山会》也是一个融合了传统与创新的节
目。济宁市群众艺术馆馆长刘辉介绍说，平派
鼓吹乐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这个节目通过
音乐讲故事，表现了群众赶山会的场景和喜悦
情怀。最大的特色，是使用铜杆唢呐，与木杆
唢呐相比，音乐更嘹亮、更纯静，情感表达更
细腻、生动。”

刘辉说，平派鼓吹乐曾参加过上海世博会
的展演，受到观众的广泛好评。《赶山会》创
作已历两年多时间，中间不断修改完善，效果
越来越好，“现场演出掌声不断，尤其是中间
一处华彩段落，需要很高的技巧来控制，观众
的热烈掌声最能说明问题。”

“群星奖”舞台上绽放民间奇葩

北洋大戏院：再舞“长袖”震梨园

2012中国国际文化艺术博
览会近日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
闭幕。本次博览会的逾千幅(件)
展览作品涵盖了油画、国画、书
法、版画、雕塑、装置艺术和艺
术瓷等门类，其中包括了吴作
人、萧淑芳、田世光、白雪石等
名家名作。

图为11月2日，观众在文化
艺术博览会上参观雕塑作品。

□新华社发

逾千幅作品添彩

国际文化艺博会

▲整修后的北洋大戏院华丽雍容，成为迎接十艺节的一道风景。 □记者 卢 鹏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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