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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梁利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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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利津县陈
庄镇薄家村的庄户剧
团自己编排了腰鼓舞

“龙抬头”，活跃了群
众的文化生活。

□卢鹏 段宗斌
报道

“腰鼓舞”

舞出新风尚
枣庄东湖书画院的

书法家，近日为参观雷
锋事迹展览的市民书写

“雷锋日记”及关于雷锋
的书法作品并赠送，深
受市民欢迎。

□岳增群 报道

枣庄书法家书写

“雷锋日记”赠市民
由日照市文广新

局创新的文艺进基层
创新品牌“梦想大舞
台”系列活动，自去年
启动以来，深受群众
好评。 □蒋兴坤

梁辉 新健 报道

“流动舞台”

进基层
无棣县的市级

“非遗”三弦书的创始
人朱延安，每年定期
到县里小学义务指导
学生弹奏三弦书。

□蒋惠庆 侯钦营
报道

无棣民俗文化

进校园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实习生 钟倩 李翠华

全省多数剧场一段时间以来都在依靠出
租场地勉强运营。3月8日，山东演艺联盟在
济南揭牌成立后，这一运营窘境将会得到改
观。随着山东演艺联盟的成立和文化体制改
革的深化，山东专业剧场的经营管理、社会
服务等都需要重新定位，力争把剧场转换为
盈利主体。

“从2004年以后，淄博剧院演出市场萎
缩得相当严重，几乎没接过商业演出，基本
是靠出租场地勉强运营。”淄博剧院副经理
张立新表示，“山东演艺联盟成立后，大批
量的演出将会降低演出成本费用，给剧场带
来的好处会很明显。”

上世纪80年代，我省火爆的演出市场令
人羡慕。“当初，全省的演出活动非常频
繁，但是在1986年以后逐渐衰落了，本土的
演出再也看不到了，外埠的剧团来演出就更
看不到了。”青岛演艺集团董事长童季平表
示，这里面有若干原因，当然电视、电影的
兴起是主要原因，剧场普遍地衰败了。“一
个城市20年没有剧场，也就意味着一到两代
人看不到演出了。”

童季平表示，“我们演艺集团的主要任

务是培育城市的文化氛围，提升一个城市的
艺术素质和品质，给老百姓提供较好的精神
食粮，让这个城市不再那么浮躁。为此，我
们提升节目品质，要让观众看了不后悔；要
培育观众，让演艺市场逐渐回暖。”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我们应如何
拓宽剧场经营思路？其实，相比于电影院
线、书店等文化经营单位，我们的专业剧场
不属于盈利主体，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
发展。

山东演艺联盟副理事长于剑认为，“我
觉得把专业剧场变成一个盈利的主体，这样
不仅能使我们的员工更有责任心，我们的管
理更有目的性，而且能让我们在文化体制改
革、建立山东演艺联盟以后，有更多的可以
和市场直接接触的机会。”

山东演艺联盟成立后，全省各地剧场如
何实现更好地发展？“借助十艺节在山东举
办的良机，我省文化场馆建设正在全速推
进，但对于参加艺术节比赛的剧场来说，关
键是要建立全省的网上电子售票系统。”十
艺节省筹委会场馆建设部郝建军表示。

这个售票系统，将全省联网售票。郝建
军表示，票务管理具体到设备来讲，就是要
一台计算机、一台打印机，但关键是由演艺
联盟提供统一的技术支持和服务。“十艺节
之后，我们将彻底告别过去传统的手工印售

票。一场热门演出，全省的剧场都是你的售
票点。”

据了解，山东演艺联盟成立后，除了将
向各成员单位提供政策、宣传、资源调配、
服务与管理等方面的支持与服务，还将重点
做好推广精品佳作、搭建信息平台、共享演
出资源、共同运作演艺项目、推进剧院建
设、加强行业自律等方面的工作。

“演艺联盟成立以后，剧场、专业艺术
院团和经营单位三位一体，再加上报业、广
播影视、网络等媒体公司为联盟，以这套网
络信息系统作保障来做大做强。”于剑说，
“过去剧场是‘躺在政府怀里’等着，现在
变成了‘搂着政府的腰’来发展。”

“山东演艺联盟不光是让我们生产的产
品有地方销售，还能在很多地方产生它的巨
大的作用。”省话剧院院长柳玉林表示，
“现在大家老觉得有劲使不上，打出去没有
力量，但联盟能把我们整个利益捆绑起来，
发挥它最大的优势，解放剧团，激活剧
场。”

“山东演艺联盟将实现全省剧场的标准
化连锁化经营。”山东演艺联盟副秘书长林
凡军认为，“演艺联盟有规模化的优势，可
以批量引进剧目，让演出不间断，剧场也由
原来的坐收场租，变为主动经营，在降低演
出成本的同时，将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前几年，有人提出，依托济南大明湖秀美的景色，能
否打造一台类似《云南映象》的实景演出？最终，这个方案
搁浅了。原因在于，大明湖冬天无法演出，夏天蚊虫叮咬，
真正能够演出的日子还有多少？这是由演出市场决定的。

正因如此，我们有许多承担旅游驻场演出的剧场，
正饱受季节和地域限制之苦。以泰山实景演出《封禅大
典》和临沂水上实景演出《蒙山沂水》为例，前者在泰
山之巅，冬季受气温影响，而后者处于沂河湖心岛之
上，自然会受到雨季河水上涨的困扰。

2008年奥运会后，青岛市打造了大型海景实景演出
《蓝色畅想》，积极做好奥运场馆青岛奥帆中心的赛后
利用。同样，受制于北方旅游的季节性特点，《蓝色畅
想》仅仅在5月至10月演出。旅游淡季，奥帆中心的海
上剧场只能尝试引进剧目演出。

说起来，有驻场演出的剧场，还不是闲置最严重
的。就全国来看，国内剧场有九成处于常年闲置的窘
境：除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大剧院外，全国大部分剧场
使用率仅在5%左右。“有院没戏”，是眼下不少城市
剧院所共同遇到的难题。

表面看，我们演出市场的困境可归结为影视、网络
等新兴娱乐方式的冲击。实际上，我们每年又总是有一
些经过精心策划的剧目，获得了相当好的市场收益。所
以，我们不是“没戏”，而是“院”如何用的问题。

多年来，我们的场馆在城市文化生活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剧场与艺术院团割裂的情况比较普遍，游离于
文化艺术产供销的链条之外，缺失长期稳定的演出规划
运营机制，只是在“坐享场租”，而艺术院团承担更大
的风险，有时甚至无力进入剧院进行演出。

我们都清楚，剧场的经营是一个世界性的管理难
题，尤其是大型剧场的经营，几乎没有完全按照企业化
经营成功的案例。作为演出市场的销售终端，剧院经营
性的本体功能必须强化，服务质量必须提高，机制改革
必须加快。尤其是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剧院发
展必须与院团改革统筹起来，这既是完善演出产业链的
需要，也符合演出市场的发展规律。

新成立的山东演艺联盟，其主体也必然是剧场。在
可预期的未来，《封禅大典》、《蓝色畅想》等实景演
出，都可以在全省落地演出，观众可以看到想看的演
出，剧院能卖出大量的票，支付昂贵的建设费、维护
费、折旧费等，真正“养得起”自己。

借着十艺节在山东举办的契机，我省有大量剧院新
建或改造完成，也有许多县级城市在建设剧院。真正的
演艺联盟，应是除了带来丰富多彩的剧目外，还有成熟
的剧院管理理念，改变过去由财政出钱修院馆、养院
馆、养人的老路，走出一条新的发展之路。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实习生 王洪靓

《大羽华裳》、《重瞳项羽》、《沂蒙
情》……3月8日，山东演艺联盟在济南揭牌成
立，联盟成员单位带来了这些耳熟能详的剧
目，以推介的方式促进演出与市场的对接。

“山东演艺联盟成立后，将完全采用市场
化运作方式。”山东演艺联盟副理事长于剑坦
言，联盟成员应虚心向市场上的演出公司学
习，“不下海锻炼，早晚会被淹死”。

联盟“抱团”走市场

“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今年2
月，烟台市为迎接十艺节创排的歌舞《海市蜃
楼》，在创排之初就计划进入负责烟台大剧院
运营的保利院线进行全国巡演。

“从2009年烟台大剧院试运营开始，我们
就提出利用烟台大剧院的平台，推动当地专业
艺术院团进入保利院线，《海市蜃楼》是我们
的首次尝试。”烟台市歌舞剧院院长姜明表
示，山东演艺联盟的成立恰逢其时，将会弥补
艺术院团在演艺市场中遇到的困难。

无独有偶。泰安市山东梆子艺术研究院也
希望借演艺联盟推出自己的大戏。“泰安是旅游
城市，我们在做好山东梆子传承发展的同时，创
排了许多泰山文化的旅游演艺项目，但是都没
有很好地推出去。”院长宋福斌表示，“联盟成

立后，这些项目都应该能走上市场。”
当前，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国

家对演艺产业的大力扶持，演出市场日趋繁
荣，艺术团体由过去单兵作的战运营模式发展
为互惠互补的大型演艺联盟，实现生产要素合
理流动、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已成为演艺业
发展的必然选择。

“演出业务的开展是与同行的合作密不可
分的。”山东世博演艺公司总裁刘卫东认为，
“原来那种松散、局限于一时一地、局限于某
一个项目的合作将成为过去式了。山东演艺联
盟将是我们一个资源共享、互惠互利、优势互
补，共同发展的平台。”

改进作品以“贴近群众”

剧团编排什么，剧院演出什么，最终服务
的是观众。而演出剧目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
着票房收入，也影响剧院的未来发展。

2006年，以中国古典戏曲服饰为中心的
《大羽华裳》惊艳亮相。“传统艺术需要现代
的表达方式，《大羽华裳》就是如此，既国际
化，又时尚化。”北京大羽华裳文化传媒公司
艺术总监张宁表示，“我们的演艺市场非常

大，关键是我们的剧目要为观众来生产。”
如何用现代的、国际化的语言来表达传统

艺术？张宁认为，在舞台艺术创意之初，就要
充分了解市场，有充分的市场调查。“我们的
创意一定要坐在观众席中去思考，而不是站在
舞台上去搞创意。现在的年轻人不爱看传统艺
术，这是因为他们不会欣赏。而我们的传统艺
术博大精深，这就需要我们去培养观众，在剧
目中让他们学会欣赏。”

但是在演艺联盟成立之前，大部分艺术作
品的生产与销售是脱节的。“加入演艺联盟，
情况就不一样了。”于剑表示，“我们将通过
市场调查，对观众欣赏偏好进行分析，再将结
果反馈给剧院及作品供应方，从而改进作品以
贴近市场、贴近实际、贴近群众。”

对于演出机构在市场中面临的困难，山东
演艺联盟副理事长郑少华表示，这取决于有没
有好的作品，“我们要创作出一流的、观众喜爱
的艺术精品给老百姓看。有了好的演出场所和
好的作品，老百姓才能真正走进我们的剧场。”

以“资源”开拓省内市场

繁荣演艺市场，关键是要有消费者。但

是，我省的演出市场却难以令人满意。“现
在，传统戏剧的观众越来越少，基本上没有40
岁以上的男性观众了。”招远市吕剧团一负责
人表示，“我们一年演出200多场，但有100场
是在演出歌舞节目。”

刘卫东表示，“我们演出类的公司，基本
上没有自己的剧场和媒体阵地，有时候找到一
个适合演出的剧场都很费周折。因此，我们的
演艺联盟应该实现战略合作，有人去宣传，有
人去经营，有人专门搞演出，才能共同把山东
演艺市场做大。”

“前几年，我们基本上是大做大赔、小做
小赔，毕竟山东的话剧市场还很不成熟，但是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摸索了经验，培养了完善的
演出链条，还引进了许多国内知名的话剧节
目，观众也越来越多。”山东舜宜文化传播公
司法人王倩的话语赢得了阵阵掌声。

青岛东方万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王哲认
为，山东许多市的观众没有观看剧场演出的习
惯，“演出市场小，好的项目就很难引进，山
东演出市场就更难打响。成立演艺联盟使我们
的‘资源’更多样化了，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源’
开拓省内市场，是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

谈及未来发展，山东演艺联盟理事长雷岩
表示，演艺联盟是省内首家跨区域联合运营的
演艺组织，“我们预计将用5年时间，打造成
年产值达5亿元、净利润1亿元的上市标准企
业。届时，全省每个市预计年均演出可达到
1 . 5万场，观众750万人次以上。”

随着山东演艺联盟成立，演艺机构将“抱团”探路市场———

“不下海锻炼，早晚会被淹死”
随着演出市场的日趋繁荣，

艺术团体由过去单兵作战的运营模
式发展为互惠互补的大型演艺联

盟，实现生产要素合理流动、资源
共享和优化配置，已成为演艺业发
展的必然选择。

◆ 艺闻快评

“有院没戏”之囧
表面看，我们演出市场的困境可归结

为影视、网络等新兴娱乐方式的冲击。实际
上，我们每年总有一些经过精心策划的剧目
获得相当好的市场收益。因此，我们不是“没
戏”，而是“院”如何用的问题。

山东演艺联盟成立后，专业剧场的经营管理、社会服务等将重新定位———

从“躺在政府怀里”走向盈利主体

3月12日至13日，
被誉为“杂技界的革
命”的肩上芭蕾杂技剧
《天鹅湖》在青岛大剧
院上演。

该剧是广州军区战
士杂技团的金牌节目，
根据俄罗斯著名芭蕾舞
剧《天鹅湖》改编而
成。全剧采用杂技形式
演绎经典芭蕾，堪称
“最美的杂技、最险的
芭蕾”。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最美的杂技

最险的芭蕾

《诗杰王勃》南下巡演铸精品

十艺节·16版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3月14日讯 “三魂一心·于希宁诞

辰一百周年艺术展”将于3月15日在中国美术馆
开幕，展出于希宁教授创作的精品力作200幅，
展览将于3月24日结束。随后，中国美术馆和山
东艺术学院还将联合举办艺术研讨会，来自全国
美术界的专家学者将围绕于希宁教授的艺术道
路、艺术成就和画学思想等主题展开研讨。

本次艺术展由国家文化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
主办，山东省文化厅和山东艺术学院承办。据了
解，于希宁教授曾先后向国家、山东省、山东艺
术学院和故乡捐赠书画作品400余幅。这次展出
的200件精品力作，都是于希宁教授所捐赠的作
品，包括中国美术馆馆藏于希宁捐赠作品100
件，山东艺术学院图书馆、山东博物馆、潍坊于
希宁艺术馆馆藏于希宁捐赠作品100件。在这些
作品中，从1934年创作的《工笔花鸟草虫册》，
到2007年12月最后创作的《冰魂颂》等作品，不
仅贯穿起于希宁艺术创作的全部历程，而且也代
表了他在不同时期的最高艺术成就。这些艺术精
湛、个性鲜明的作品，也同样生动地体现出这位
德艺双馨的艺术家的人格魅力和时代风骨。

于希宁出生于1913年，2007年去世，山东潍
坊人。早年于上海习画，受业于黄宾虹、潘天寿
等艺术大师门下。终生从事艺术教育事业，为山
东艺术学院教授、原名誉院长。2007年被山东省
委、省政府授予“山东省文化艺术终生成就
奖”。他是我国著名花鸟画大师，是我国当代卓
越的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是具有诗、书、画、
印和史论研究全面修养的学者型艺术家。他以
“才德勤修养，三魂共一心”为座右铭，在绘画
中强调国魂、画魂与人魂的统一，拓宽了传统花
鸟画的人文境界，成为20世纪中国花鸟画半工半
简语体推陈出新的杰出代表。尤其自上世纪80年
代以来，他以梅花为主要创作题材，在立足传统
的基础上，以新的艺术语汇将浓郁的人文情愫与
拳拳爱国情怀相融，形成了壮美明丽的艺术风
格，既弘扬了民族绘画的艺术精髓，又体现出强
烈的时代精神，达到了中国花鸟画艺术的新高
峰。

于希宁也是山东省高等美术教育的第一代开
拓者和学科创建者，他将山艺校训“闳约深美”
提升为教育思想和方法，在艺术教育领域辛勤耕
耘70载，桃李天下，为祖国的文化艺术事业作出
了突出贡献。

据介绍，与艺术展同期出版发行的《三魂一
心·于希宁精编作品集》、大型系列画集《百年
希宁》（一至六卷）、《百梅百诗集》、《于希
宁艺术文集》、《于希宁艺术研究》和《于希宁
研究文集》，较为全面系统地体现了于希宁在中
国画、书法、篆刻、诗词歌赋及艺术史考察研究
等方面的艺术成就。

（于希宁诞辰一百周年
艺术展的详细报道见
14～15版）

于希宁艺术展

中国美术馆举行

◆ 导 读

▲《岁岁攀缠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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