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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两名校友在
南开中学周恩来中学时代纪
念馆参观。当日是周恩来入
学天津南开中学100周年纪
念日，周恩来中学时代纪念
馆在南开中学建成开馆。

□新华社发

周恩来中学时代

纪念馆建成开馆 8月18日，“舞蹈旅
行计划”舞蹈演员在烈日
下演出。当日，由十几位
舞蹈演员演绎的“舞蹈旅
行计划”在台北上演。今
年11月“舞蹈旅行计划”
还将赴香港、澳门表演。

□新华社发

舞蹈也“旅行”

8月20日，邹平县邮政
人员在展示整版首轮生肖猴
邮票。当日，珍稀邮票鉴赏
会在邹平举行，整版首轮生
肖猴邮票等珍贵邮票在鉴赏
会上与集邮爱好者见面。

□新华社发

首轮生肖猴邮票

亮相邹平 8月19日，临沂市兰山
区汪沟镇的志愿者正在教留
守儿童们跳舞。暑假期间，
该镇开展关爱“快乐暑假
关爱留守学生”志愿者服务
活动，让他们度过了一个快
乐、安全的暑假。

□卢鹏 翟正军 报道

与留守儿童共舞

◆ 文化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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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艺术品市场发展降速

●由文化部文化市场司编撰的《2012中国艺
术品市场年度报告》出炉，数据显示，2012年我
国艺术品市场整体发展降速，全年市场交易总额
为1784亿元，比2011年下滑了15%。

——— 报告介绍说，艺术原创作品仍是我国艺
术品市场的最大交易品类，交易额达954亿元。
现当代原创工艺美术品的交易额为650亿元，艺
术授权品、复制品、衍生品的交易额为180亿
元。相关政策与市场发展阶段不适应、交易诚信
体系缺失、鉴定评估缺乏行业标准和统一监管
等，是制约我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

上海书展“过度包装”图书

没市场
●“典藏版、精装版的确有一定的收藏和馈

赠价值，但我认为读书重在读内容，而非包装。
如果是因为包装精美、价格昂贵反而将其束之高
阁，那就是买椟还珠、本末倒置了！”

——— 2013年上海书展期间，一位陈姓读者这
样说。这次书展仍有少数图书存在“过度包装”
的情况，或纯红木包装、或仿丝绸封面、或全铜版
彩印、或搭售礼券，价格动辄数百上千元，不过，这
些图书看的人不多、买的人更少。不少读者表示，
让书籍“减负”，任思想“遨游”，告别奢靡，“清凉
风”可以吹得再爽快些。

贾平凹称《废都》的际遇

与自身命运很像
●“其实，书就像人，也有自己的命运。

《废都》和我很像，它的坎坷际遇与我的人生比
较契合，有点艰难的意思。”

——— 近日，著名作家贾平凹在与读者交流时，
追忆起《废都》当年激起的巨大风波，贾平凹感叹，
当年作品发表后，各种压力铺天盖地而来，不过自
己的个性倔强不服输，顽强挺过人生低谷。“我坚
持写，因为总觉得不服气，当时我的写作自信受到
了打击，唯有通过不断地写，才能重塑自信。就像
一棵小草被掐了，总得等伤口先愈合才能继续成
长开花，这有一个过程。”

(孔令伟 辑)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无论是剧目数量，还是剧目规模，十艺节第
14届“文华奖”的88台参评剧目在为全国观众带
来艺术享受的同时，也给十艺节筹办工作带来了
巨大压力。

在8月18日参评剧目站前会上，十艺节组委
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筹办十艺节的过程中，我
们要夺得剧目参赛的‘小金牌’，更要夺得组织工
作的‘大金牌’，不断健全完善服务保障方案，提
升演出场馆的管理服务水平。”

88台参评剧目远超以往艺术节

从第11届文华奖起，文华奖评奖与中国艺术
节整合。十艺节参评剧目和参演剧目经有关部门
推荐审核，并报文化部批准确定总计90台，其中
参评剧目88台。

“本届文华奖初评，文化部借鉴国家舞台艺
术精品工程评审机制，改变了以往组织专家初评
的方式，参评剧目由各地组织专家进行评选。”文
化部艺术司副司长张凯华表示，初评机制的改进
和完善，有利于推动全国舞台艺术协调发展，使
得各省都能够参与十艺节。

从参评剧目名单来看，京昆、地方戏依然是
重头，有昆曲《红楼梦》、京剧《瑞蚨祥》等44台剧

目参评，话剧、儿童剧类有《四世同堂》等19台剧
目，舞剧、芭蕾舞、舞蹈诗、歌舞、杂技类有《红高
粱》等20台剧目，歌剧、音乐剧、交响乐类有5台剧
目。

从剧种来看，除了京昆大戏外，平调落子《黄
粱梦》、晋剧《刘胡兰》、二人台《花落花开》、吉剧

《鹿乡姐妹》、龙江剧《鲜儿》、采茶戏《八子参军》
以及我省吕剧《百姓书记》、五音戏《云翠仙》、莱
芜梆子《儿行千里》等都入围参评。

“文华奖参评剧目演出，是剧目整体水平的
展示，也是艺术节期间最受关注的活动内容。”张
凯华说，“这些剧目都是近年来全国各地涌现出
来的精品佳作。无论在剧目数量上，还是在剧目
规模上，都远远超过了上几届艺术节。”

我省剧目靠前演出

为剧场“减压”
十艺节期间，我省有济南、青岛、淄博、烟台、

潍坊等地的31个剧场承担演出任务，都是我省目
前各方面条件最好的一批剧场。

据了解，为了减轻省外院团演出剧场安排的
压力，我省参评剧目中非承办会场的4台剧目全
部安排在十艺节开幕前演出。其中，山东梆子《圣
水河的月亮》将于10月7日、8日在山东剧院上演，
柳琴戏《沂蒙女人》和莱芜梆子《儿行千里》将同

时于8日、9日分别在章丘剧场和百花剧院演出，
山东梆子《古城女人》将于9日、10日在泰安文化
艺术中心上演。

除了开幕式演出剧目外，我省话剧《泉城人
家》将于10月8日、9日在群星剧场上演，话剧
《严复》将于9日、10日在济南铁路文化宫演
出，杂技剧《聊斋遗梦》将于10月9日、10日在
金奖杂技厅上演，京剧《瑞蚨祥》和《项羽》
分别将于10月10日、11日和10月15日、16日在梨
园大戏院上演，五音戏《云翠仙》将于11日、
12日在淄博剧院上演，话剧《向前，向前》将
于13日、14日在青岛人民会堂演出，吕剧《李
二嫂的新故事》将于14日、15日在鲁台会展中
心上演，山东梆子《两狼山上》将于21日、22
日在泰安文化艺术中心演出，舞剧《红高粱》将于
22日、23日在青岛大剧院歌剧厅上演。

“山东省参评剧目，参照往届艺术节管理，安
排在本地演出剧场靠前演出。不过，这些剧场在
当地并不是最好的剧场，并不影响其他省区市演
出剧目的剧场需求。”张凯华说，“靠前演出后，这
些院团的舞台技术人员将补充到新建场馆，加强
省外院团的演出保障。”

每个剧场至少25名保障人员

演出场馆是连接艺术院团和观众的重要纽

带，做好演出场馆的安全管理，也是确保十艺节
圆满成功的必要条件。张凯华表示，近年来，李克
勤上海演唱会、周杰伦深圳演唱会、罗大佑北京
演唱会等演出安全管理体系缺位问题应该引起
高度重视。“无论是剧场还是参评院团，都要高度
重视安全工作，务必责任清晰、责任到人，落实安
全工作的制度化和日常化。”

此前，十艺节组委会已经在烟台举办了剧目
演出服务管理培训班，特邀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
限公司剧场管理中心副主任苏京、国家话剧院舞
美中心主任王璞等专家，全面讲解了剧场岗位设
置及内部管理、观众和贵宾服务、应急事件处理、
参演院团服务保障等有关事项。

省文化厅艺术处处长刘敏表示，我省在筹办
十艺节过程中新建改造了一大批场馆，舞台保障
人员的配备并不齐全。“这次培训使大家对现代
化的场馆服务管理有了深刻认识，建立起了专业
的剧场管理服务机制，将有力地提升十艺节剧目
演出服务保障水平。”

“十艺节剧目演出是十艺节整体格局中最主
体、最核心的活动安排。根据‘十艺节剧场管
理规范’的要求，无论是舞台灯光音响等技术
人员，还是管理服务、安全消防、贵宾服务等
人员，我们每个剧场将至少配备25名保障人
员，真正组织好、服务好十艺节演出工作。”
刘敏说。

■十艺节·重磅

十艺节８８台参评剧目将在我省３１个剧场角逐文华奖

参赛要夺“小金牌” 办赛要赢“大金牌”

□ 王红军

不搞文艺演
出 ， 开 幕 式 咋
办？十艺节组委
会干净利落，直
接取消了大型综
合文艺演出，代
之以简短仪式和
一台山东冲击十

艺节的优秀重点剧目，开创了国内大型活动
开幕式“节俭”的新风尚。什么是节俭？就
看是否“适合”在更多的场合演出。

在筹办十艺节之初，我省就提出了“节
俭办会”的宗旨，也有过如何举办开幕式的
争论。按照原来方案，十艺节开幕式要在济
南市奥体中心体育馆举办，演员规模超过一
千人，仅明星出场费、演出制作费、编导创
作费、设计制作费、器材租赁费等就达5881

万元。最终，组委会选择了现在的“瘦身”
计划，在省会艺术中心大剧院举办16分钟的
开场仪式，剧场环境布置总计投资不足100万
元，呈现清新自然、淳朴简约之风。

其实，早在2010年的省运会上，我们的
开幕式演出就开创了先例，没有请一个外地
的明星大腕，全部由淄博当地的艺术家和普
通演职人员担纲演出。而开幕式晚会的高潮
是点燃电子火炬，会场上的电子屏幕展示电
子火炬在互联网传递的过程。

在即将开幕的十艺节上，专业舞台艺
术、社会文化艺术和美术三大门类的演出展
览活动不断，如何秉承好这个“适合”的节
俭原则，里面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把握。

在最新公布的剧目名单中，十艺节参评
参演剧目达到了90台，剧目数量远远超过了
上几届艺术节。不可否认的是，个别歌剧、
音乐剧对舞台装置和舞台需求存在着依赖
性，有的剧目必须使用规模较大的舞台乐

池，这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
在十艺节过程中，我省一批改建、新建

场馆均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平，但在建设过程
中需要考虑“赛后利用”，需要考虑日常演
出活动，不可能每一个场馆都达到大剧院的
规模和水准。“有多大的剧，就要有多大的
剧场”，这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必须承认，科技广泛介入舞台艺术创
作，是当前舞台艺术发展的一个趋势。但另
一方面，对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大于
内容、脱离艺术本体的大制作，我们绝不能
姑息迁就。有业内专家建议说，我们的剧目
制作时应充分考虑剧场因素，“这些剧目只
能在北上广、只能在大剧院演出吗？我们还
是要到普通剧场、要到基层演出的。”

目前，文化领域的供求关系还处于失衡状
态，很多城市兴建的剧院音乐厅，都没法保证
长年有一定质量的文艺演出，基层的文化活动
就更少了。“制止豪华铺张，节俭办晚会”的各

项举措，一方面让以往讲排场、比奢华的晚会
回归了艺术本身，另一方面也确保了更多资金
可以用到文化惠民活动中去，可谓一举两得。

近年来，我国文化下乡的演出场次越来
越多，但是大制作的剧目，往往是通过“简
版”下到基层，剧中很多原本该出彩的地方
也看不明白。有专家提出，“如何创作‘农
民满意、艺术精湛、喜闻乐见’而又能‘下
得去’的好戏，已成为送戏下乡的关键。”

在获得“全国优秀保留剧目大奖”后，
我有幸再次观赏了吕剧《姊妹易嫁》。这部
先后由省吕剧院五代演员出演的传统剧目，
就是有四、五个主要演员，踩着小碎步在舞
台上恣意地挥洒。一桌两椅等简单的道具，
一辆中型面包车也就可以拉着到处演出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讲排场的晚会，
不仅会助长奢靡之风，还会把艺术引入歧
途。而只有那些“适合”演出的，才是真正
回归艺术本体，才更符合我们的节俭原则。

节俭办晚会，让艺术回归本体

8月20日、21日晚，新编历史京剧
《瑞蚨祥》在济南梨园大戏院再次演出。在
听取有关专家和观众的意见建议后，该剧进
行了打磨提升，有了全新的舞台呈现。《瑞
蚨祥》讲述了清末章丘籍商业奇才孟洛川的
故事，在一系列商战矛盾冲突中，孟洛川不
断成长、成熟，所表现出的困难中的坚守、
相煎中的宽容，撼人肺腑，荡气回肠。

□王红军 李圣光 报道

8月20日，一位老人带着孩子观看沈阳铁西
工业区照片。当日，中国工业博物馆沈阳铁西馆
免费向公众开放。该馆以百年记忆为主题，从
1905年沈阳铁西区产生现代工业化的萌芽开始，
以丰富的史料记录了铁西工业的发展。

□新华社发

□记者 于国鹏 陈娟 刘安鲁 报道
本报济南讯 8月17日，第二届“环球

自然日——— 青少年自然科学知识挑战活
动”全球总决赛在上海圆满落幕。参加总
决赛的11支山东代表队表现出色，最终获得
了一等奖2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4名的好
成绩。

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山东、
深圳以及美国夏威夷地区的100支代表队、
共计300多名队员参加了总决赛。在5天的比
赛时间里，小选手们尽情发挥创造力，充分
展示着对自然科学的热情和求知欲望。

8月14日，是表演组决赛评审。在28支
代表队中，山东3支代表队表现出色，三场
表演下来，都得到了评委的高度认可。其
中，王浩天和周琰棋小朋友表演的“雪山精
灵的峭壁之旅”，更是赢得了满场赞扬，并
最终夺得总决赛一等奖。

环球自然日总决赛
山东赛区获佳绩

省柳子剧团开展服务群众

文化演出 十艺节·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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