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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月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作为十艺节系列展览之一，在山东博物馆

举行的欧美经典美术大展从策展到开幕，受到极大关注，著
名国际策展人温琴佐·桑弗正是这个展览的策展人之一。10
月23日，桑弗到山东龙图美术馆参观时，对一批年轻画家的
作品从主题到技法进行了点评。

桑弗对张淳大宝、赵建军的画不乏赞美之词，“如果张淳
大宝的作品在艺术史上留下位置，那么我相信很重要的一点
是，他创作的这些图像，表现自然、生态的主题，并极富独立精
神。”他对山东艺术学院老师董俊超的写生作品也非常欣赏。
桑弗说：“他知道自己想要表达什么并且能清楚地表达出来，
个人风格明显，有自己独特的水墨创作体验和传统特色。”

高玉琦的大写意花鸟画风引起了桑弗的浓厚兴趣，认为
其作品画面简洁高雅，具有国际极简主义的风格。而对于张望
的都市和仕女系列，桑弗幽默地说，张望画得美女固然漂亮，
但更吸引他的是张望“极具现代性的水墨技巧和尝试”。

□记者 王红军 通讯员 井井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25日讯 作为十艺节系列文化活动之一，

“在这里读懂一座城”历史文化大型图片展今天下午在济南
市图书馆新馆面向公众正式开展。展览将持续至2014年3月
31日。此次展览从“千年沧桑”、“老城古韵”、“新城印
象”三个角度深度梳理济南的人文历史、发展变迁与城市新
面貌，让更多市民、读者和国内外游客了解济南的城市发
展、风土人情、人文面貌。

据了解，济南市图书馆新馆由法国设计师设计，是省会
文化中心“三馆”之一，于十艺节期间正式启用，首日接待
读者5000多人次。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通讯员 王均会 于 霞

正在山东省美术馆新馆举行的十艺节全国
优秀美术作品展览，人气持续火爆，10月12日开
幕，截至10月25日，观展人数已经达到19万。

看画展，同时还为了看新馆，大家都有这么
个想法。新建成启用的山东省美术馆新馆，为艺
术品提供了一个最佳展示平台，也为公众营造出
一个高品位的艺术空间。与此同时，省美术馆还
举办了系列教育推广活动，主动担当起服务公众
的“艺术导师”角色。

山东省美术馆馆长徐青峰说：“美术馆从设
计、装修，到功能发挥，所有细节处理都经过深思
熟虑，提供全新视觉体验的同时，还极注重实用和
舒适。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教育推广、文化惠民是
美术馆的重要职能，也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这
也将成为山东省美术馆的一个亮点。可以说，山东
省美术新馆不仅是展示艺术、欣赏艺术的殿堂，也
是艺术知识学习、艺术素质养成的课堂。”

丰富藏品提升“软实力”

新建成启用的山东省美术馆新馆，无论是外
观建筑造型还是内在艺术品性，处处张扬着引领
风气之先的时代风采，也呈现出与山东美术大省
地位相称的高端、大气与开放、包容的艺术气质。

徐青峰说，省美术馆新馆的硬件设施达到国
际一流水准，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将是努力提升软
实力，“一是通过各种渠道丰富馆藏藏品，二是引
进举办高水平展览，从而真正形成与一流硬件设
施匹配的软实力。”

徐青峰表示，增加藏品数量可以通过多个途
径解决。一是购买，但作为一家公益文化单位，每
年的收藏经费有限，所以这并非主要办法。二是
争取更多艺术家无偿捐赠，这将是主要努力方
向。徐青峰说：“美术作品只有放在美术馆里展

览，让更多的公众参观欣赏，才能真正实现其价
值。我们具备一流的展览展示条件，可以提供最
好的宣传推介服务，争取让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认
可并把好作品留在这里。”

充分利用民间资源，打造“美术馆银行”，也
是徐青峰“增加”藏品的设想之一。徐青峰表示，
有些私人藏家手中有好的藏品，但又缺乏库房保
存，也没有地方展示，这就给双方形成了合作的
机会和空间。“我们可以为这些藏家提供无偿保
管服务，不过要签订一份协议，保管期间我们可
以使用这些藏品办展览。这相当于‘增加’了我们
的馆藏，同时还能让公众有机会欣赏到这些艺术
品。”

山东省美术馆还将引进举办更多高水平展
览。徐青峰说：“下一步，我们还将争取承办中国
文联主办的全国美展。”目前，山东省美术馆已经

与中国美协各单项艺委会联系，几个高水平展览
将会陆续亮相省美术馆。明年5月份、7月份，将分
别与中国美协水彩画艺委会、油画艺委会合作，
举办“中国青年水彩画展”和“吾国吾民油画展”。
与版画艺委会的合作正在商讨中。中国雕塑艺委
会主办的“全国雕塑大展”，已经确定永久落户山
东省美术馆。

个性十足彰显“艺术范儿”

前来观看展览的山东艺术学院研一学生李
慧，用“一流水准”来评价十艺节美展和省美术
馆，而美术馆的“艺术范儿”让她感触尤深，因为
就连大厅里供观众坐着休息的凳子，都称得上是
一件很有味道的艺术品，“设计巧妙，表面很光
滑，坐着很舒服，看上去还挺原生态。美术馆里这

些小小的陈设，都能让人感受到浓浓的艺术气
息。”

正因此，徐青峰把山东省美术馆新馆形容为
是一个“非常有审美情趣的地方”。他说，“不仅是
美术馆的建筑本身在设计、建筑过程中经过反复
论证、多方考虑，就连美术馆内部的所有细节，小
到一个凳子、一个标识的设计、制作，都经过千挑
万选、深思熟虑，为的是给观众营造一个舒适、高
雅的环境，一个品位化的视觉空间，同时带给观
众愉悦的审美体验。”

就拿受到观众一致称赞的休息凳来说，它们
造型简洁大方，轻便实用，是山东省美术馆特别
邀请济南大学艺术学院的教师周伟华设计的。简
约的休息凳与美术馆简洁现代的建筑构造相契
合，在风格上达到统一。考虑到新馆的公共空间
很大，所以单个凳子的体量不能太小，60cm的方
形设计既与建筑体量相符合，又能够背靠背坐两
人，还可根据需要自由组合，极为实用。表面凹形
坐面的灵感来自于传统的马扎，3cm的凹度是设
计者在马扎上反复体验的结果，而40cm的高度则
是考虑到在没有靠背的情况下，人体能放松下
来，腿部得到休息，符合人体工学原理。

徐青峰说：“看似简单的一个凳子，凝结了美
术馆、设计者无数的心血。美术馆里的点滴细节，
都要提供给观众不同于别处的视觉经验，观众本
能地也会有这个诉求，像这样富于个性和特点的
凳子，在市场上买不到，通过政府采购方式也无
法获得，而只有经过艺术家的专门设计，量身定
做，才能达到现在的效果。”

在山东省美术馆内，每一个空间的设计，每
一个角度的呈现，每一处设施的装饰，每一处工
艺的雕琢，因为有了这种“艺术范”的审美追求，
到处充满了打动人心的灵动意趣。

教育推广名家“接地气”

徐青峰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中国共产党建党

九十周年之际，省美术馆曾经举办了一个庆祝展
览，随后举办了一个座谈会。当时，随机从现场挑
选了一部分普通观众，请他们谈一谈对参展作品
有什么评价。这些观众不认识这些画家，所以他
们谈起自己的观点来也直言不讳，表扬和批评都
无所顾忌，“当时，被观众提到名字表扬的画家
们，就连单应桂这样的老艺术家，都异常的兴奋，
因为他们感觉这是听到了群众真实的心声。”

徐青峰说，从这件事上，能发现一个问题，就
是现在的艺术家们，所处环境过于封闭，交往又
囿于一个小圈子，往往缺乏与公众的交流，因而
不知道大众欣赏的是什么，创作很难“接地气”。

于是，山东省美术馆就有了一系列教育推广
计划，开展一系列文化惠民学术讲座等活动。在
徐青峰看来，开展这些活动的好处是多方面的，
艺术家可能通过这种活动接地气，公众可以从这
些活动中接受艺术教育获得艺术知识，而美术馆
的功能也能获得更大范围的拓展。

名家讲画是教育推广活动之一。山东省美术
馆特别邀请一些艺术名家担当志愿者，到展览现
场为观众讲解。徐青峰说：“名家讲画，能够讲得更
专业更准确。其实，对艺术家来说，这绝对不是单
向的付出。一方面，他们会在讲画的过程中与观众
互动交流，了解到很多东西，对丰富自己的创作是
有益的。另一方面，义务为公众服务，还可以升华
自己的思想和境界。我参观卢浮宫的时候，印象特
别深的，除了艺术品，还有志愿者的笑容，感觉那
些志愿者的笑容都特别美，特别有气质，这份美、
气质，来自于他们强大的、纯净的内心，他们因为
感到有益于社会而内心强大。艺术家具备了这样
的心灵，对创作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省美术馆还推出了系列学术讲座。目前，讲
座已经举办过两场，反响良好。

为了给教育推广创造更好的条件，徐青峰介
绍说，山东省美术馆新馆在规划功能区时，“教育
空间”占到5 . 82%的面积，与国内包括中国美术馆
在内的其他美术馆相比，这个比例也是最高的。

带您与艺术无距离对话
——— 山东省美术馆馆长徐青峰专访

山东省美术馆(新馆)一楼主展厅人气火爆.。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看动画片、听周杰伦的歌，玩 i P a d游
戏……有这样一群年轻人，看起来和大多数
同龄人没什么不同，但传承的却是中国舞台
艺术的传统精髓，唱的是西皮二黄，舞的是水
袖功……

十艺节舞台上，他们是小荷初露的青年
戏曲演员，但更是挑起文华奖参评剧目的“骨
干”力量，担负着振兴戏曲艺术的重担。

以６００多年的昆曲演绎２００多年的文学名
著《红楼梦》，这会有怎样的艺术呈现？最终，
一群“８０后”主演的精彩演绎，让古老的剧种
和名著都具有了青春气息。

从创作之初，北方昆曲剧院就打破院团
界限，在全国举办演员选拔活动，北昆新秀朱
冰贞饰演上本林黛玉，邵天帅饰演上本薛宝
钗和下本林黛玉，上海昆剧团的优秀青年小
生翁佳慧饰演上本贾宝玉，来自江苏演艺集
团昆剧院的青年小生施夏明饰演下本贾宝
玉。

苏州昆剧院院长蔡少华表示，２００２年底，
青春版《牡丹亭》开始酝酿时，该剧主演沈丰
英和俞玖林这两位如今的“梅花奖”得主当时
年仅２３岁。他说，“如果一个剧种都是60岁的
演员在演，那是很危险的，年轻靓丽也是艺术
表演非常重要的一个形态，这是一个非常好
的现象。”

俊俏甜美的赵艳蓉一亮相，就赢得了观
众一片喝彩，圆润清亮的嗓音一出口，又让
观众甜到了心里……在汉剧《宇宙锋》演出
中，王荔扮演的赵艳蓉着实让人“惊艳”了
一把。

作为文华奖参评戏曲剧目中年龄最小的
女主角之一，武汉汉剧院的王荔在重新编排
的全本《宇宙锋》中饰演女一号赵艳蓉，除在

“装疯”演唱中淋漓尽致地展示了“陈派”艺术
的精华外，特别注重人物内心和性格的刻画，
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个“８０后”年轻演员。

这样的表现，来自于王荔“每天练功四个
小时”的热爱和刻苦，也来自老师们的栽培，

“作为汉剧大师陈伯华的第五代弟子，她的耐

心指导，让我受益匪浅。在剧中，一个眼神、一
个动作、一句唱腔，都尽心尽力地教，让我与

‘赵艳蓉’真正融为了一体。”
在湖北省京剧院，“天下第一丑”朱世慧

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但这次参加文华奖
角逐的《建安轶事》，大胆地让两位“８０后”新
秀挑大梁，实现了“华丽转身”。

据了解，《建安轶事》中，也是万晓慧、王
铭等青年演员挑大梁。在剧中，饰演蔡文姬的
万晓慧扮相俊美、唱作俱佳，是“张派”传人薛
亚萍的弟子；王铭是“叶派”小生，原是山东省
京剧院的演员。以严厉著称的著名戏剧导演
曹其敬称赞王铭说，“年轻有朝气，很有上进
心，与人物形象比较匹配。”

梨园新韵，春色如许
——— 青年演员十艺节小荷初露担当重任

策展人桑弗到山东龙图美术馆

感受中国新名家风采

济南历史文化图片展举办

□记者 于国鹏 通讯员 于霞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25日讯 今天上午，山东省美术馆新馆的

建设者们应邀回到美术馆参观十艺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
这也是山东省美术馆文化惠民、艺术惠民系列活动的又一新
举措。

来到自己亲手建设的场馆中看画展，建筑工人倍感振
奋。山东省美术馆工作人员介绍说，美术馆是山东省第一个
公共建筑代建项目，由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代建，由济南
四建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工程总包，从开工到投入使用仅用时
一年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建成国内一流的美术场馆，
与工人们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这次请他们回来看展览，
既是让他们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同时也是为了表示美术馆
对他们辛勤劳动的敬意和诚挚谢意。

省美术馆建筑工人

参观全国美展

□高绪红 报道
本报胶州讯 10月14日晚，十艺节参评剧目《红军花》

在胶州市会展中心举行。为了保障演出顺利进行，胶州市供
电公司安排专门工作人员在现场保电，同时做好电力应急准
备，以保证十艺节舞台的璀璨。

当天下午，胶州市天气骤变，刮起大风，气温下降。下
午4点钟，胶州市供电公司两名现场保电人员，就连同应急
发电车一起来到现场，做好电力应急准备。同时，三名用电
检查员来到会议中心的地下配电室，与该中心电工一起对配
电设备进行了检查。

现场保电为了舞台更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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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红军

32件作品类群星奖、4个项目类群星奖、6
人“群文之星”称号……10月25日晚，十艺节
群星奖颁奖仪式举行，我省群星奖比赛成绩
在全国遥遥领先。

十艺节组委会群文活动部部长李宗伟
说：“由于十艺节的促进带动，山东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上了大台阶，群众文化精品创
作也上了一个大台阶。”

据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司长张永新介绍，
本届“群星奖”共有884件作品、157个公共文
化项目和117个“群文之星”候选人参评，经过
初选、复赛和决赛等环节，共决出220个作品
类“群星奖”、110个项目类“群星奖”以及100
位“群文之星”。

在作品类比赛中，我省在音乐、舞蹈、曲
艺和戏剧类比赛中分别有7件作品获奖，还有
2个合唱、2个广场舞节目获奖。在项目类比赛
中，我省有垦利县“村村唱戏村村舞”等4个项
目获奖，还有张荫松、王子华等6人夺得群文
之星。

省艺术馆馆长王寿宴表示，在以前的群
星奖比赛中，山东虽然在全国处于上游位置，
但都没有这次这么“出彩”。“从群文节目的创
作，到加工排练，再到进入复决赛，全省群众
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了。”

在颁奖仪式上，年近古稀的老群文工作
者张荫松，担任着现场演出导演的任务。本届
群星奖比赛，他编导的舞蹈《舒心的日子扭着
过》、少儿舞蹈《爷爷教我踩高跷》以及广场舞

《幸福像花儿一样》夺得群星奖，也将他个人
夺得群星奖的次数增加到了9次，而双鬓斑白
的他也荣膺“群文之星”的称号。

在《爷爷教我踩高跷》中，张荫松搬来10
多年前获奖作品《娃娃高跷》的舞蹈元素,并
加入了爷孙之间文化传承的情节。“我们传统
的民间文化，需要我们群众工作者去推广、去

传承。”张荫松说，这个节目就是以孩子娱乐
的形式，展现山东的地域文化特色，用现代意
识去认识、理解和传承传统文化。”

在张荫松看来 ,创作群文作品的目的不
是为了一次比赛 ,而是为了群文工作的长期
开展。“在创作《舒心的日子扭着过》的过程
中，我们同时把节目向各个社区推广，现在烟
台市有很多人已经在跳这支舞蹈了。”

李宗伟说，在筹办十艺节的带动下，山东
培养了一大批群文创作队伍，凝聚了一大批
群众创作专家，形成了一批支持群文创作的
政策资源。

李宗伟认为，这些获奖作品只是“金字塔
尖的明珠”，没有获奖的还有大量精品。“我们
要看到这些获奖作品，也不能忘记那些没有
获奖的作品，那些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群众

中蕴藏着巨大的创作热情，这是群星奖的基
础。”

李宗伟表示，基层群众有着巨大的文化
潜在需求，现在变成了现实需求。“原来我们
各方面的条件可能并不具备，现在这个潜在
的需求将在未来3到5年里更好地释放出来，
迸发出文化创作的积极性，催生新一轮群众
文化发展的繁荣。”

32件作品和4个项目获群星奖、6人获“群文之星”，我省成绩遥遥领先

璀璨耀齐鲁 群星誉满天

10月25日，“群星奖”颁奖仪式在威海举行，烟台市群众艺术馆的演员在颁奖仪式上表演舞蹈。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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