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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本报通讯员 蒋涛涛

10月11日晚，十艺节在济南省会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拉开帷幕。作为开幕式大戏，由省吕剧院创作
排演的《百姓书记》，演出获得圆满成功。

在简单的开幕式上，在《百姓书记》中，都有来自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舞蹈学院的同学们参加表演，给
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虽然辛苦，心里很高兴，这可是全国的艺术盛
会！”2011级舞蹈表演专业的千云山同学一脸兴奋，

“能够参与其中，对我们这80名同学来讲，是一次终
生难忘的经历。”

接下排练任务后，每到下午5点，刚刚走出课堂
的学生，就赶紧奔向印有“十艺节”标识的班车。

这些参加演出的学生们，需要从东往西跨越整
个济南城区，奔赴省会文化艺术中心进行彩排。

7月份，十艺节山东省筹委会决定，十艺节开幕
式将取消大型文艺演出，代之以简短仪式，并将演出
一台山东冲击十艺节的重点剧目。当时，吕剧《百姓
书记》是备选节目之一。在此前提下，有专家提议，可
以在《百姓书记》中融入舞蹈成分，既为剧情增加一
种观赏性更强的表达方式，又可以为这一文化盛会
的开幕烘托气氛，传达齐鲁大地的热情。建议获得赞
同。这一任务落到傅小青身上。

如何用独特的舞蹈语言深层次解读故事，丰富
其思想内涵和视觉时空，成为傅小青全部的所思所
想。“将舞蹈与戏剧融为一体，应该算得上是一次转
型和创举。”傅小青坦言，“这是一次全新的艺术挑
战，心里既兴奋又深感压力。”

为了使舞蹈表演和剧目水乳交融，更加自然流
畅，他翻阅了大量资料，认真研读剧情内容。经过20
多天的紧张构思，舞蹈的雏形基本成形。

“舞蹈语言主要在戏曲和故事之余，达到烘托氛
围和阐述时代背景的作用。”傅小青介绍说，“在全剧
开篇，舞蹈主要展现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群众对新事
物、新生活的无限憧憬和期待，中间的舞蹈集中展现
抗洪抢险中的感人事迹，在全剧的最后，则恰如其分
地烘托出这位百姓书记身处人民群众爱戴的海洋。”

8月中旬，学校拉起了一支由80名学生组成的舞
蹈阵容。“学生们都挺不容易，全国各地都有，假期也
都安排了艺术实践。”领队老师张亮说，“接到通知
后，大家二话没说，迅速到校集合。”

虽然正值暑期，各部门全力以赴，无论是餐饮住
宿还是安全保卫，全部安排妥当。

假期期间，学生们集中精力、刻苦训练，天天泡
在学校大排练厅，一遍遍地钻研动作，一个眼神一个
表情都不放过。正式开学后，为了不耽误正常上课，
学生们就利用中午和晚上排练。

近两个月繁重的排练中，为了保证人员安全，保
证排练质量，舞蹈学院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坚持每
日小结和周末例会制度。其间，没有一人违反纪律，
没有一人请假缺席。集体排练之余，同学们自觉加班
加点练功、排练，始终保持良好的技能状态。

舞蹈和戏剧的第一次合练彩排就达到了极佳的
艺术效果。山东省吕剧院院长段雨强说：“感谢山青
院的演员们，他们的舞蹈使故事冲突更加激烈，人物
刻画更加鲜明。”

山青院舞蹈引发关注并非仅仅因为成功参与排
演《百姓书记》这部“十艺节”开幕大戏。作为创办于
1988年、省内最早开设的专业，取得了累累硕果，并
曾经实现了山东省舞蹈界在全国舞蹈专业比赛“荷
花奖”和“桃李杯”两个奖项上零的突破。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实习生 王均会

“只要是老百姓的事儿，不管大小，我们
都要当成爹娘的事情去办。”

“你只有真心真意，老百姓才会信你；只
有信你，老百姓才会跟你。”

“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共
产党永远的根基。”……

朴素的话语，普遍的真理。１０月１１日晚，
省吕剧院创排的现代吕剧《百姓书记》在十艺
节开幕式上精彩上演。这部取材于真人真事
的剧目，让全场观众感动落泪。

“一台文华奖参评剧目，而且是一台地方
戏，能够作为中国艺术节的开幕演出，这源于
我们‘节俭办会’的理念，也源于我们精益求
精的创作追求。”省吕剧院院长段雨强说。

全国众多剧目中“脱颖而出”

《百姓书记》根据原寿光县委书记王伯祥
带领寿光人民致富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

段雨强表示，这部戏的人物灵感最初源
自２０１０年，“在庆祝建党９０周年前夕，我们准
备推出一部现代吕剧，山东的英模人物王尽
美、孔繁森、焦裕禄等都考虑过。在这个过程
中，正好看到了《大众日报》对王伯祥先进事
迹的报道，我们感觉这就是最好的题材。”

“要想真实地刻画王伯祥这个人物，就必
须与他本人进行深入的交流。”当段雨强与编
剧韩枫第一次到寿光进行采访时，王伯祥本
人毫无架子的风格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王伯祥待人亲切和善，没有官腔官架，无论
是谈话举止还是所作的事情，就跟普通老百
姓一样。”采访结束后，这部戏也有了一个至
今未改的名字“百姓书记”。

在摈弃奢华排场的开幕仪式后，谁能担
当起“主角”重任？选一台优秀参赛剧目当成
开幕式演出，成为大家的共识。全国还有７０多
台参加文华奖的精品剧目，就我省来说，还有
柳琴戏《沂蒙情》等地方戏。最终《百姓书记》
在众多剧目中“脱颖而出”。

“‘百姓书记’就是这部戏最真实、最贴切
的称呼。”段雨强表示，十艺节在山东举办，这

部戏讲的是山东的真人真事，反映的是我们
党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时代精神，这个题
材在全国现代戏中是独一无二的，最终被选
定为开幕式演出剧目。”

有专家评价说，“《百姓书记》这部戏精彩
真实，能够在开幕式上演出也是实至名归。”

一部艺术精品的华丽“蜕变”

自２０１０年首演以来，《百姓书记》先后演
出近百场，并作为全国２７台现实题材优秀剧
目之一参加了“建党９０周年——— 全国现代戏
优秀剧目展演”。

段雨强表示，旧版《百姓书记》较多地停
留在描写王百祥为民做实事的层面上，而新
版本则着重挖掘了王百祥在改革开放初期引
领寿光走在时代前沿的深层原因。“到现在，
光是扮演王百祥的演员前后就换了三次，整
个剧本也反复推翻重来达三次之多，前后变
化很大。”

段雨强说，在再加工过程中，这部戏向着
艺术精品的方向“蜕变”。“由于该剧的原型人
物就在身边，如何把握好艺术创作与现实之
间的平衡，也给编剧创作带来了困难。为此，
我们先后组织了２０多次剧本论证会，找出‘不
真实的地方’进行再创造。”

去年，省吕剧院特意邀请在国内多次获
得全国大奖的著名编剧杨林、导演李利宏等
艺术名家加盟，对该剧进行深度修改。“《百姓
书记》从王伯祥这一原型出发，但并不局限于
真人真事。”杨林表示，“因此，该剧在一些生
活细节的处理上适当运用了艺术虚构，以便
更好地反映时代背景，塑造人物形象。”

经过几次大的改动，《百姓书记》以多
点串联、点线结合、情景闪回、虚实交融的
艺术结构方式，真实又不失生动地刻画出了
王百祥这位新时期的县委书记形象。“我希
望将以王伯祥为主要代表的山东汉子，在这
块土地上无私奉献的精神表达出来。”李利
宏说。

吕剧传统上“有很多创新点”

当晚的演出中，《百姓书记》在故事上进

行了艺术提升，舞美设计简单新颖，服装制作
更有时代气息，但最明显的变化却是对吕剧
传统音乐唱腔进行的创新。

“重新打造《百姓书记》的唱腔，就是因为
过去老的吕剧唱腔，再放在这部戏上已经不
合适了。因为，剧中的故事和人物在随着时代
而变化，戏的内容和形式也都不一样，仅用旧
有的唱腔已经不行了，必须在这个基础上有
发展有创新。”段雨强说。

为了能在开幕式上呈现出最佳的演出效
果，《百姓书记》的配乐和唱腔由著名作曲家
栾胜利全新打造。“这部戏的曲子不好写，以
往曲目的唱腔有男有女，这部戏大部分都是
男唱腔，如果按照常规谱曲，观众就容易听觉
疲劳。”为此，栾胜利在男唱腔中恰当地融入
了女声伴唱，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也使曲目
生动了很多。

音乐是一个剧中的灵魂。栾胜利说，《百
姓书记》主要运用了一些主题音乐的创作，

“主题音乐贯穿始终，老百姓的音乐主题节奏
感强，反映老百姓的力量感和他们对未来的
追求。王百祥和老百姓的音乐主题相互交融，
深刻反映主人公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主题。”

段雨强说，当年《李二嫂改嫁》让吕剧唱
响全国，这次《百姓书记》在十艺节开幕式上
演出，再次让全国观众眼前一亮。“我们一定
会继续演出，打造出一部久演不衰的艺术精
品。”

相关链接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姓社姓资”纷
争不休，“市场经济”谈之色变，主人公王
百祥担任寿光县委书记后，顶住压力冒着风
险，在寿南推广蔬菜大棚，在寿北开发盐碱
滩。其间，他受到过审查，也有过困惑，但
他对百姓的忠诚始终未变，为百姓干事创业
的信念不移。

□记者 于国鹏 通讯员 于霞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11日讯 10月12日，十艺节全国优

秀美术作品展览将在山东省美术馆新馆开幕，与此
同时，山东省美术馆为公众精心准备的十艺节系列
文化惠民活动也将陆续亮相。其中，在省美术馆新馆
推出艺术惠民亲民系列学术讲座，邀请著名学者每
周举办一次，时间为周六或同日的上午9：30开始，讲
座内容与展览内容紧密结合，以进一步加深观众对
相关展览和文化、艺术背景的了解。

讲座时间与内容具体安排如下：
10月13日，讲座题为《从十艺节美展看当代中国

美术价值构建》，主讲人是艺术史学博士、中国美协
理事尚辉，将从较宏观的视角，与观众分享一位艺术
史学家眼中的十艺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

10月19日，讲座题为《欣赏中西美术的三个要
点》，主讲人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美术学院院长、文
艺学博士生导师孔新苗，将以贴近观众的角度，就欣
赏美术作品的相关问题为公众答疑解惑。

11月9日，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山东艺术学
院副院长、教授王力克作题为《在历史与现实的边缘、
大型历史画创作甲午·1894创作谈》的讲座，将从艺术
家的角度，与观众分享自己创作“山东省重大历史题
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甲午海战》的过程与心得。

11月3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中
国雕塑院院长吴为山将带来题为《我雕塑艺术中的
文化观》的讲座，他将以雕塑创作者和研究者的角
度，阐释自身如何在雕塑作品中体现文化关照。

据了解，有意听讲座的观众，可以提前与山东省
美术馆公共教育部预约，并携带本人身份证参加，预
约电话18888357566。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实习生 王均会

一身灰色的中山装，瘦削的体形，舞台上
的柏绪民把“王百祥”刻画得逼真传神。而现实
中，他总是面带着微笑，一件普通的运动上衣，
藏青色的长裤，再加一双布鞋，和舞台上塑造
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有几分相像，又有几分
不同。

１０月１１日晚，吕剧《百姓书记》在十艺节开
幕式上演出，饰演主角儿王百祥的就是东营市
艺术馆戏曲辅导员柏绪民。“我不想接受采访，
我就想演好戏。”在演出之前，本报记者经过数
次探访《百姓书记》排练现场，才让柏绪民开了
口，“演戏是我该做的事儿。”

东营是吕剧的发祥地。作为东营市一名群
文辅导员，柏绪民常年跑基层、进社区、下农
村，先后在东营区、牛庄镇、大杜村、史口镇、安
子张村、姜家村、东营市残疾人学校举办吕剧
培训班，培训学员５００多人次，为基层培训了大
批文艺骨干。

与此同时，柏绪民还兼任着东营市吕剧团

主要演员。从吕剧《潮涌黄河口》、《孙武》、《乡
人俚曲》、《情洒北川》，到柳子戏《风雨帝王
家》、吕剧小戏《马书记上任》，他出演的戏总是
被戏迷们津津乐道，多次参加重大演出比赛并
获奖。

柏绪民说，“我在１９７５年初就参加工作，那
时候通过考试，有幸进入了垦利县毛泽东文艺
思想宣传队，从此开始学习吕剧，自己也特别
喜欢，一唱就唱到了今天。”

在今年确定成为十艺节开幕演出“备选剧
目”后，《百姓书记》面向全省选拔优秀吕剧演
员，柏绪民以优秀嗓音和酷似的外形成功出演
王百祥。“王百祥作为一名新时期的县委书记，
质朴、睿智，顶住各方压力冲在改革第一线，带
领全县人民开发蔬菜市场、发展日光大棚、开
发寿北盐碱滩，最终带领着寿光百姓走上了致
富的康庄大道。”

柏绪民说，要演好王百祥这个形象，需要
极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修养。“我饰演的‘王百
祥’是一个英模人物，要想演好这个角色，首先
就要学习人物精神，提升自我思想境界，才能
真正在舞台上赋予人物活力，将人物演得活泼

感人而又不失真实生动。”
再就是，这部戏的主要情节都是围绕着王

百祥，剧情跌宕起伏，人物情感复杂交织，柏绪
民需要设身处地融入到当时的环境背景中去。

“只有这样，我才能感同身受，才能按照自己的
理解去演绎，才能准确地表达出‘王百祥’这个
人物的精髓。”

这次出演，也让５２岁的柏绪民背负着重大
压力，“这部戏的道白、唱词都是‘空前绝后’的
多，我只能在排练之余加班加点‘背台词’，才
能赶上其他演员的进度。最终，自己很高兴也
很荣幸在十艺节开幕式上表现出自己的最佳
状态。”

在十艺节开幕式这样的舞台上“亮相”，柏
绪民依然不失质朴谦和的本色，“我称不上是
文艺工作者，文艺属于大文化范畴，其实我就
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文化工作者，不是什么大
腕、不是什么明星，演戏就是我该做的事，观众
信任我，我才能够出演这个角色。”

“我希望自己在舞台上的努力，能够传递
‘正能量’，为吕剧的传承发展尽自己的一点微
薄之力。”柏绪民说。

不放过绽放绚丽
的每一个角落

一、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
时间：10月12日至12月30日
地点：山东省美术馆新馆
主办单位：文化部、山东省人民政府
二、第十届中国艺术节2013中国（山东）演艺

产品交易会
时间：10月12日至13日
地点：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
三、10月12日晚“文华奖”展演剧目
1、剧目名称：京剧《瑞蚨祥》
演出单位：山东省京剧院
演出地点：济南梨园大剧院
2、剧目名称：越剧《柳永》
演出单位：福建省芳华越剧团
演出地点：百花剧院
3、剧目名称：京剧《飞虎将军》
演出单位：浙江京昆艺术中心
演出地点：济南群星剧场
4、剧目名称：歌舞诗《魅力西藏》
演出单位：西藏自治区歌舞团
演出地点：青岛广电影视剧场
5、剧目名称：五音戏《云翠仙》
演出单位：淄博市五音戏剧院
演出地点：淄博剧院
6、剧目名称：湘剧《谭嗣同》
演出单位：湖南省湘剧院
演出地点：淄博山东理工大学会堂
7、剧目名称：龙江剧《鲜儿》
演出单位：黑龙江省龙江剧艺术中心
演出地点：淄博齐盛剧院
8、剧目名称：歌舞《放歌长白山》
演出单位：吉林延边歌舞团
演出地点：烟台莱山五彩中心
9、剧目名称：说唱剧《解放》
演出单位：山西戏剧职业学院
演出地点：烟台牟平文化中心剧院
10、剧目名称：歌剧《土楼》
演出单位：福建省歌舞剧院、福建大剧院
演出地点：潍坊大剧院
11、剧目名称：秦腔《花儿声声》
演出单位：宁夏秦腔剧院有限公司
演出地点：德州大剧院

省美术馆

推出系列学术讲座

□记者 于国鹏 房贤刚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11日讯 十艺节今天在济南开

幕，为纪念本次盛会，中国邮政特别发行《第十届
中国艺术节》纪念邮票1套1枚，今天起在全国正式
发行。1987年第一届中国艺术节曾发行过纪念邮
票，这也是时隔9届后中国邮政再次发行以中国艺
术节为题材的邮票。

十艺节组委会、山东省邮政公司、山东省集邮
公司等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努力争取，《第十届中国艺
术节》邮票发行终于列入2013年邮票发行计划。

此次发行的《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纪念邮票，由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副院长何洁创意、设计，整体构
思方面，将齐鲁大地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鲜明的地
域文化特色与十艺节的特色结合起来，融入了我省

“岱青海蓝”的元素，并加入丰富的十艺节文化元素，
既展现出山东的文化神韵，又艺术地诠释了十艺节

“文化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的办节宗旨。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

纪念邮票在济首发

一篇大众日报报道引出一台十艺节开幕表演

《百姓书记》，真情为百姓

一边辅导基层文艺骨干，一边在《百姓书记》中饰演主角———

柏绪民：从草根演员到明星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１０月１１日讯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

山小”，伴随着杜甫《望岳》诗的朗诵，由济南军
区前卫文工团创排的大型民族交响音画《泰山》，
昨晚和今天下午在八一礼堂激情上演，参加了十艺
节文华奖的角逐。

《泰山》由合奏《云海观日》、合奏《碧霞寻
梦》、古筝二胡琵琶与乐队《盘道听松》、埙独奏
《林间戏鸟》、二胡齐奏《龙潭吟瀑》、打击乐
《挑夫放歌》、弹拨乐《天街踏雨》、合奏《石敢
当赞》、合奏《岱顶揽胜》、交响合唱《天地交
泰》等十个乐章组成。

据介绍，该剧融合了舞蹈、合唱、舞美、朗
诵、服饰等多种艺术形式，以磅礴大势，从不同角
度、不同侧面反映了泰山雄浑峻极的风貌；以富有
全新的民乐演奏形式和创作理念，集中反映了泰山
的悠久历史、丰厚文化、逸闻传说。

民族交响音画《泰山》

激情上演

10月11日晚，在济南市省会文化艺术中心举行的十艺节开幕式上，由省吕剧院创排的现代吕剧《百姓书记》作为开幕大戏精彩彩上演。
□记者 房贤刚 报道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10月10日从十艺节组委会美

术展览部了解到，十艺节期间我省先后推出“十艺
节·山东省三大主题性美术作品展览”。此外，
“唱响中国梦、喜迎十艺节”系列美术展览也陆续
举行。

据介绍，三大主题展览包括“山东省重大历史
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美丽的传说——— 山东省民
间文学中国画创作工程”、“齐鲁画风——— 山东省
中国画大展”。

其中，山东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
展，已于7月下旬在山东博物馆展出。这个展览由
省文化厅、省财政厅主办，省美术馆承办，展出中
国画、油画、版画、雕塑优秀美术作品约64件。参
加这次展览的20多件精品入选十艺节全国优秀美术
作品展览。

“齐鲁画风——— 山东中国画大展”由省委宣传
部、省文化厅、省文联主办，将于10月25日至30日
在山东博物馆展出。共将展出作品100—150幅，文
献资料300幅。

“美丽的传说——— 山东省民间文学中国画创作
工程作品展”由省文化厅主办，将于10月27日至11
日2日在省艺术馆新馆开展，将展出中国画作品82
幅。除作品外，同时附有非遗项目及传说故事介
绍、作者介绍及写生资料等文献版面。

“唱响中国梦、喜迎十艺节”系列美术展览
既包括外请的欧州经典美术大展，也有我国著名
艺术家参加的美术展，还有少儿作品展。预计展
出书画作品3000多件，展览时间将涵盖十艺节前
后。

十艺节期间

将推出系列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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