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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张蓓 本报记者 戴玉亮

在寿光双王城，这个以“生态、旅游、文
化”为发展定位的经济区内，找不到任何工业
项目。

自成立以来，双王城在建设高端生态区和
精品旅游区的同时，还注重融入文化资源，挖
掘地域传统、天然资源，不断在文化项目建设
和文化品牌创建上下功夫，形成有特色的原生
态文化旅游形象。

9月25日10时许，在洰淀湖的芦苇荡中，
来自博兴县的游客王立勇，摘下一片苇叶，放
到嘴里一吹，清脆的声音在秋日的微风中飘
荡。

洰淀湖位于双王城生态经济区西南部，是
省级湿地公园。芦苇，是双王城的灵秀之物，
洰淀湖拥有潍坊市唯一的成片芦苇湿地。双王
城在建设湿地运动公园、湿地文化展馆、芦苇
荡湿地文化长廊的同时，还依托芦苇、荷花等
天然资源，打造湿地文化品牌。

在牛头镇，村民过去利用芦苇编制遮盖大
棚用的席子。近几年，随着洰淀湖景区的开

发，部分村民开始用芦苇编草鞋、草帽、扇子
等工艺品。“夏天游客戴草帽、穿草鞋，穿行
在芦苇荡中，感觉别有一番风情。”双王城生
态经济区党工委书记燕黎明介绍说，下一步将
鼓励村民大力开发芦苇画和其他编织品。

双王城还借助寿光林海生态博览园的“千
亩荷花，万亩芦苇”，打造荷文化。截至目
前，林海生态博览园已成功举办了五届荷花
节，今年的第六届荷花节正在如火如荼地举行
中，将于10月17日闭幕。

来洰淀湖的游客，不忘品品洰淀鸭蛋，尝
尝洰淀鱼面，吃个洰淀泥鳅。双王城打造的湿
地美食文化，让游客流连忘返。“洰淀湖泥
鳅”最近刚刚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寿光是盐业之都，双王城盐业遗址发现被
列为200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寿光投
资2亿元，在双王城开工建设国家级盐业遗址
公园和盐业博物馆，再现寿光煮海为盐的历
史。博物馆建成后，将成为环渤海区第一家盐
业博物馆。

除湿地和盐外，双王城还注重发掘当地历
史，开发相关旅游项目。

走进洰淀湖景区，一座高8米的汉武帝雕
像映入眼帘。

双王城历史悠久，《汉书·武帝纪》中有
“征和四年，三月，上耕于洰淀湖”的记载。

融入汉文化，双王城专门建设中华汉文化
产业园。据介绍，该园是潍坊市重点文化产业
项目，计划投资15亿元，目前已投入3亿元。
汉文化主题公园、汉文化商业街等项目正在施
工。

“我们现在经过的这片湖区，就是当年马
保三领导的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
在芦苇荡中打击日军的故地。”9月25日上
午，载满游客的小船穿梭在一片片芦苇荡中，
导游的解说，让那段红色历史再现眼前。

寿光作为山东省农村党支部的发源地，红
色文化资源丰富。双王城生态经济区内，留下
了张玉山、马保三等诸多英雄人物的足迹，还
有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等大量历史印记。双王
城建起了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纪念碑、洰淀湖
革命纪念碑广场、牛头镇村革命烈士纪念馆
等，还将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指挥部旧址———
马保三故居进行了修缮。牛头镇村革命烈士纪
念馆被命名为山东省国防教育基地、潍坊市统
一战线教育基地。

今年夏天，“抗日英雄们”驾驶小木船和
驾驶汽艇的“日本鬼子”在湖面和芦苇荡中进
行了激烈的战斗。这是寿光京剧团70多名演
员，在洰淀湖景区为大型水上实景演出《洰淀
烽火》进行排练。“我们在搭建演出舞台，明
年夏天开演，游客可以免费观看。”燕黎明告
诉记者，《洰淀烽火》再现的是马保三带领游
击队抗日的场景。

寿光双王城崛起文化旅游

□记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李慧 报道
本报潍坊讯 9月28日上午，潍坊大剧院正式

启用并举行开票仪式。开启当天，大剧院向市民免
费开放，供市民参观。

记者了解到，潍坊大剧院位于人民广场南邻，
占地面积4 . 9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500多名观
众，每年将安排高水平艺术类演出100余场。

潍坊大剧院正式启用

◆双王城历史悠久，《汉

书·武帝纪》中有“征和四年，

三月，上耕于洰淀湖”的记

载。除湿地和盐文化外，双王

城还注重发掘当地历史，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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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都镇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建设一条清明上河水街，再现

北宋市井盛况，这是中国(潍坊)文化产业总部基
地计划中的一部分。据悉，位于潍坊市高新区的中
国(潍坊)文化产业总部基地，总投资38 . 5亿元，建
成后将成为“潍坊第一、省内一流”的综合性文化
产业基地。项目分三期建设，将于2017年完工。

据介绍，中国(潍坊)文化产业总部基地是以
文化旅游、演艺娱乐、广告会展、艺术培训、健康休
闲、商务居住等为主的文化产业项目，将为国内外
致力于文化产业发展的企业打造总部及展示交流
平台。

该基地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项目建设，将建
设一条清明上河水街，在500米的水系底部雕刻北
宋著名潍坊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浮雕画
卷，将北宋时期清明上河街的盛况再现世人面前。

潍坊文化产业总部基地

2017年完工

□侯德华 王金凤 报道
本报诸城讯 日前，诸城市第四届社区文化

节颁奖晚会在该市中心广场举行，为期近3个月的
社区文化节落下帷幕。借助社区文化节这一平台，
该市的文艺爱好者找到了大展才艺的舞台。

为推动社区文化活动的普及提高，统筹城乡
一体化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诸城市以举办
社区文化节作为重要手段，活跃社区文化活动氛
围。今年以来，该市235个社区、500多名文化工
作者和文艺爱好者踊跃参与，通过在镇街、社区
巡回演出，为群众搭建了一个展现自我的艺术舞
台。

诸城搭起

群众文化大舞台
金秋洰淀湖，景色迷人。十一黄金周期间，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区水生态特色旅游景

点，共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

□ 本报记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张 鹏

9月26日，第四届中国(高密)红高粱文化节
“莫言作品的乡土情结”学术研讨会在高密市
举行。与会专家认为，乡土情结是莫言文学创
作的重要特色，他在作品中树起了“高密东北
乡”这一独特的文学地标，用富有想象力的笔
触讲述了以农村为载体的中国乡土生活，无论
是语言、故事，还是立场、精神，都洋溢着浓
郁的乡土色彩。

作品来源乡土又超越乡土

《红高粱家族》在呈现给读者万亩红彤彤
的高粱地时，还刻画出了九儿、余占鳌、罗
汉、豆官等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他们敢
哭、敢笑、敢怒、敢骂，性格特点跃然纸上。
而这些人物的依托地——— “高密东北乡”，既
是一种实存，又是一种臆造，既是创作的驱动
地，更是莫言精神理想的发酵地。

“莫言的成功在于抓住了乡土这个创作的
根。”解放军艺术学院原院长陆文虎少将认
为，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文学还是乡土文学，莫
言恰恰是能将乡土情结演绎最真切的作家。

然而，“莫言并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乡
土作家。”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表示，莫言
的灵感来自于乡土，但他只是从乡土出发，而

不是拘泥于乡土的精细写实和原貌复制，其笔
下的乡土是野性的、梦幻的、恣肆的、血腥
的、超验的，是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结合，是洋
与中的结合，是超越乡土的。

“当代乡土小说家最大的问题是乡土作品
难以为继，题材转换快，有的作家写了一辈子
乡土小说，但是上部和下部内容变化并不
大。”在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志忠看来，莫言
既能坚守乡土又能拓展乡土，在作品内容上又
不断有新的探索和追求，是作品具有持久魅力
的奥秘所在。

以平等身份观察乡村百态

“莫言的主要贡献是真正把文学的禁忌打
破。”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吴义勤说，
莫言作品的品质在新时期作家中独一无二，作
品更多的是打破生活本身的禁忌，并在作品中
消除了人物道德伦理语言上的等级差异。

吴义勤进一步说，当代大多文人写作都是
在禁忌里的写作，包括政治的、社会的、历史
的、意识形态等的禁忌。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等
的影响，作品人物多被道德化的呈现。莫言将
生活还原为生活本身，将生活丰富饱满的一面
非道德化呈现。莫言作品中“村话”、“脏
话”写的很多，莫言将这些自然地表现出来，
并将之审美化，粗而不俗，人物也没有了道德
伦理语言上的等级的差异。生活中客观存在
的，生活中有忌讳的东西，都在其作品中成为
文学审美的对象。

“以平等的身份观察乡村的各色人生，原
始乡村社会的生活只有在莫言的笔下才能找
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说。

对莫言的代表作《红高粱》进行再思考，
是雷达一直坚持的。雷达认为，《红高粱》是
艺术变革的“信使”，作品在真实观、历史
观、战争观、艺术观上都带有明显的反传统的
挑战性、叛逆性，都在努力超越以往既辉煌又
拘谨的革命战争作品。他带动了革命战争题材
创作中的审美意识转变，莫言不再将历史作为
主体参与下的历史，而是将历史作为小说的主
体，作家与历史的间距几近消失，浑然一体，
出现了“浑一”状态，完成了审美方式的转
变。 让莫言作品走出“圈子”

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陵说起自己身边的一
件事颇有感触。自从莫言获得诺奖后，想了解
莫言及其作品的人很多，但在一次文学讨论会
上，张陵给大家讲起《檀香刑》的故事，发现
很多人都没有读过这本书，结果大家听得如痴
如醉，大为赞赏。

“我之前参加的一次莫言研讨会中，参会
的听众有一多半没有读过莫言的作品。”张志
忠也失望地表示。

张陵说：“现在读莫言作品的人中，很多读
者都是浅读，对莫言的讨论局限在文学专家的
圈子里。对莫言作品的解读必须走出圈子，文学
专家要通过作品内容的转化，使人民都享受到
这份优秀的文化产品。”他认为，让莫言作品的
精神真正成为人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元素，这
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价值所在。”

谈到莫言作品的艺术性，吴义勤说：“莫言
的叙事能力很强。他的作品在叙述、描写、修辞
等各方面都发挥得极好，可谓是‘极品莫言’。他
将叙事的各种艺术手法都运用到位，展示出文
学的魅力。这既是后天的学习，又是先天的生活
背景和经历奠定的基础，这值得我们学习。”

在“莫言作品的乡土情结”学术研讨会上，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陵提出———

“解读莫言必须走出专家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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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张鹏 报道
本报高密讯 9月26日，在第四届中国(高

密)红高粱文化节开幕式上，莫言被授予“高
密人民勋章”，这是高密市的最高荣誉。莫言
表示一定写出更好的作品，回报家乡人民。

从高密市长手中接过沉甸甸的“高密人民
勋章”，莫言说：“我只是一个写小说的，也流不
了多少汗。真正的人民功勋、高密的功勋，是那
些在土地上辛勤耕耘的父老乡亲们。在各行各
业辛勤工作的人们才是真正的功勋，是他们把
从前贫困、闭塞的高密建设成今天的样子。”

“我是一个在外地工作的高密游子，尽我
所能写了一些小说，一不小心得了奖项，提高
了一点知名度，如此而已。”莫言说，今天获
得的这个荣誉，代表了高密人民的深厚情谊和
委托，自己接受勋章就像接受了一种鞭策，今
后一定写出更好的作品，回报家乡人民。

■相关报道

莫言获颁

“高密人民勋章”

隔记者 王佳声 报道
9月26日，以莫言文学作品改编的电视剧《红高粱》在高密正式开拍。图为剧中人物九儿与

余占鳌的定装照。

莫言(中)在学术研讨会现场发言。 隔记者 王佳声 报道.

□ 郑颖雪 戴玉亮 王新杰

在青州市政府门前喧哗的街道旁，可以看见
一个牌坊，由此拐进一条石板路街。街的两旁是明
清时期风格的老房子，青砖黛瓦，木檐重阁，这就
是改造后的北门大街。

在北门大街生活了50多年、今年68岁的侯秀
真老人告诉记者，“听以前的老人说，这条街清朝
和民国时是重要的商业街，但后来就不行了。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陆续有些字画装裱店、古玩店
开门做生意，但顾客稀少。现在好了，重新改造后，
来玩的各地游客很多，开店的生意也好做了，整条
街都热闹起来了。”

2012年6月青州市古街保护提升指挥部成立
后，首先对北门大街、东门大街沿街房屋进行了立
面改造、道路铺装、景观改造等，目前整个工程已
基本结束。现在的北门和东门两条古街不但焕然
一新，还增设了雕塑、牌坊、门前石墩等。加上经营
业户的增加，古街达到了“既要恢复好，又要有人
住”的目的，体现了历史街区的特色风貌。

青州不仅对古建筑进行了保护，还不断挖掘
丰富古城文化内涵。该市先后组建了古城艺术团
和非物质文化艺术团，将青州花毽、挫琴、刺绣等
50余项文化遗产项目，在古城区进行展演。让这些
濒临灭绝的文化遗产走出博物馆，走向公众，促进
了非遗文化的“活态传承”。

与此同时，青州还对与古城相关的老字号进
行了发掘与传承。9月30日下午，记者在东门大街
东头的老字号“隆盛糕点”商店看到，买点心的人
络绎不绝。“国庆长假想出去旅游，顺便走走亲戚。
想想现在大家什么都不缺，能代表咱青州特色的
就是这老字号了。”家住益王府小区的韩国祥说。

清真风味的隆盛糕点创始于清道光年间，借
着古城修复的东风，市里免费帮其进行了门面外
部的装修，制定了统一的仿古牌匾。

为进一步展示古街文化内涵，青州有关部门
组织人员对古城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度挖掘，整理
成册文史资料200万字，旧照片、文物400多件，收
集旧砖料一批，收购保护古树20多棵。

根据总体规划，青州在主城区划定了总面积
为12平方公里的古城保护风貌控制区，包括偶园、
昭德古街、范公亭、博物馆等历史遗存在内的核心
区5 . 8平方公里，过渡协调区6 . 2平方公里。青州明
确规定，在古城保护风貌控制区内，任何人不准对
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进行破坏，对传统
民居和标志性建筑物进行全面保护，对列入各级
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文化遗存进行重点保护。

通过修复挖掘，目前青州已形成了一条串联
博物馆、范公亭、偶园、天主教堂、真教寺、宋城、昭
德古街等景点的古城旅游文化线路。

青州再现古城风貌

□郑颖雪 报道
修复后的青州古城国庆期间迎来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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