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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艺节虽然闭幕了，
但艺术节的魅力不减。近
日，日照市先后举办金秋
艺术节、合唱艺术节等文
艺活动，不断放大艺术节
的效应。

□高兴宇 报道

日照放大

十艺节效应 日前，在平阴县东阿镇
赵庄村文化大院里，说唱团
的演员们表演的《日子越过
越有味》赢得了观众的阵阵
喝彩。今年以来，她们自编自
演山东快书、三句半等节目
20多个，深受群众欢迎。

□王化琦 报道

老年说唱团深受欢迎

10月28日，高青县民
间艺人李磊向学生传授葫
芦雕刻技艺，展示传统文
化的魅力。他被当地学校
聘为“艺术辅导员”，每周
都给孩子们上一堂富含民
俗风情的葫芦雕刻课。

□刘元阁 报道

葫芦艺人传承民俗

11月2日，由聊城市委
宣传部选派的“第一书记”
邀请市京剧院，在冠县柳林
镇大梨园头村开展了为期两
天的京剧专场表演，吸引了
数百名村民前来观看。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送戏下乡来

群众乐开怀

旧城改造的提法

“不科学也没文化”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现在一些地方

都热衷于国际招标，几十个登陆中国的设计师事务
所，对城市历史文化环境几乎毫不知情，带着在别
的城市已经投标、中标甚至已经建设的方案，抛出
能够吸引城市领导的新、奇、怪建筑，屡屡得
逞。”

——— 11月5日，在第二届杭州世界遗产国际会
议上，单霁翔说，旧城改造中的大拆大建导致历史
性城市文化空间破坏、历史文脉割裂、社区邻里解
体，最终导致城市记忆消失。

他认为，旧城改造和危旧房改造的提法“不科
学也没文化”，“把有千百年历史积淀的街区当作
改造对象，忘记了保护，而且还把旧和危并列。”
尊重每个城市的个性和特色，城市文化建设才能良
性发展。

中国观众追看美剧进入2 . 0时代

●爱奇艺业务发展部高级总监张语芯说：“新
上线的美剧，往往在北美地区播出后的一两个小时
后就更新发布。”

——— 新一届艾美奖“大赢家”《摩登家庭》在
北美荧屏上回归不足10小时，中国“摩登迷”就通
过国内视频网站在线看到了更新。所以，影迷们感
叹，从“盗版下载”到在正规平台“准同步”观
看，中国观众追看美剧进入2 . 0时代。

闭门造车写不出

《梁祝》这样的名曲
●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国说：“不下力气，不接

地气，不在继承的基础上下苦工夫，在房间里憋是
憋不出来的。”

——— 近日，盛中国在品《梁祝》时说，有中国民间
传说，有越剧唱腔为依托，有作者何占豪、陈钢对小
提琴和越剧的熟悉，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
孟波在女民兵、大炼钢铁和梁祝这三个方案中最后

“大胆”圈了梁祝，这些都是《梁祝》成功的原因。
盛中国坦言，目前的音乐创作有两个倾向，一

个是完全追求原始，一个是彻底解体和声、解体旋
律，这样就无法感动听众。

日前，莒县“新宇琴行吕剧团”的演员正在表
演《姐妹易嫁》。据悉，当地地方戏曲集中展演将
从10月份一直持续到明年初。

□记者 卢鹏 报道

□ 王红军

这些天，十艺节全国美展和欧美经典美
术大展依然在展出，依然有观众在排队，但
已经没有了此前千米长队的盛况了。同样的
艺术展览，观众热情为什么会下降呢？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借助十艺节搭建起的全
媒体营销平台已经不在了。

十艺节的筹办过程，是全省文化繁荣发
展的过程，也是宣传发动和推广营销的过
程，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其中，仅
省筹委会就筹集了社会资金8000多万元，用
于十艺节的社会宣传和氛围营造，为文化艺
术的繁荣发展插上了市场的“翅膀”。

在这个平台上，全省报纸、广电、网
络、手机报等各类媒体，不惜版面、不惜时
段全力助阵，不断加大宣传报道的密度和力
度；全省17市都在城区显要位置设置了道
旗、宣传栏、宣传展板、电子屏、桥体广告

等，营造出了全社会竞相欣赏艺术的氛围。
但是，我们依赖的这个市场营销体系是依

托十艺节建立起来的，在艺术节后自然会出现
效应递减。长期以来，我们更多地强调艺术表
演内涵的提升，更多地将目光停留在艺术本体
创新上，而缺乏对现代市场营销体系的思考，
致使我们的演出市场始终不能令人满意。

在十艺节文华奖参评剧目中，儿童剧
《想飞的孩子》、汉剧《宇宙锋》以及黄梅
戏《徽州往事》等，均在济南借助十艺节平
台上举行发布会，以多种形式来推介自己的
剧目。但是反观我们的15台参评剧目，坐拥
主场之利却少有对外营销的意识。

中文版《妈妈咪呀！》为什么火爆？这
不仅在于它是艺术精品，更重要的是还有它
的运营模式。在每一个城市，《妈妈咪
呀！》至少演出一周，一方面节约演出成
本，另一方面就是集中营销，一部音乐剧背
后有着集经纪、推广、票务等为一体的营销

平台在支撑。
过去，有一场演出、一个展览，我们就

是简单地开一个发布会、挂一个展板了事，
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仅要让观众了解
演出和展览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让观众理解
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欧美经典美术大展
上，一幅达·芬奇的《自画像》能有多高的艺
术价值？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一件单纯的艺
术作品了，它背后有更多值得观众回味的东
西。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电影产业，制片人有
着几乎跟导演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我们的戏
曲制作人还很少，缺乏对戏曲质量和票房销
量的同等关注。有业内专家表示，“一名合
格的营销人员不仅要做剧目推广，还要能对
演出市场有比较准确的预测。”

观众需求与艺术精品之间有文化场馆，但
要使三者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还需要现代化
的市场营销体系。如今，“联盟院线”逐渐成
为演艺行业“抱团”打市场的主流模式，山东

演艺联盟也在尝试打造“演出机构、票务系
统、剧场院线”平台，这都是积极的探索。

2012年，全省城市营业性演出市场实现
8 . 7亿元产值收入，其中直接票房收入达到
6 . 3亿元。我省演出层次不断提高，频次也在
不断增加，尤其是在十艺节后，省会大剧
院、历山剧院以及省美术馆等文化场馆的演
出、展览不断。可是，依然有人在问：我们
在哪儿能看到演出(展览)？

实际上，我们不是缺少演出，而是缺少
市场营销意识。只有真正把优质的演出资源
经营出去，让观众有的看、让演出公司有的
赚，这才是十艺节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营销意识何其重
——— 十艺节成功后的思考之一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作为“2013台湾·山东经贸文化周”的重要
专题活动之一，由省政府主办、省文化厅承办的

“相聚基隆一家亲——— 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演暨民间交流活动”，10月30日在基隆市举
办。活动一共举办了三天，山东带去的文化瑰宝
让当地观众赞不绝口，山东非遗传承人现场

“秀”绝活，更引得观众热情追捧。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徐向红

说，山东与台湾，两岸承一脉，同根同情怀。这次
非遗展演活动，通过静态展示与现场演示结合
的方式，全方位、近距离、生动形象地向广大台
湾同胞呈现山东民间的传统文化。“真诚期待此
次活动能够成为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平台
和契机，期待两岸共同携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守护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让中华
文明永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6个项目各具特色

每个项目都有特点，每项技艺都有传统，每
个传承人都有绝活，前去参加非遗展演活动的

“山东瑰宝”，处处惹眼。
省文化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姜慧介绍

说，这次展演主要汇集了山东传统美术、传统技
艺类德州梁子黑陶、高密剪纸、聂家庄泥塑、杨
家埠木版年画、潍坊风筝、东昌葫芦、莱芜锡雕、
潍坊嵌银、曹州面人、青州红丝砚、潍县布玩具、
郯城木旋玩具、楷木雕刻、济南微雕、栖霞棒槌
花边等16个项目共上千件展品，并邀请诸城派
古琴、泰山皮影戏等项目的18位国家级、省级代
表性非遗传承人，进行现场演示和现场演出。

泰山皮影戏传承人范正安现场表演了《泰
山石敢当》、《西游记》等节目，仅仅是那些精致
的皮影，已经令人大加赞赏。等他隐身幕后，展
示“一人一台戏”的功夫，一个人身兼多个角色，
手要操纵皮影戏偶，脚踩锣鼓，口里还要说唱讲

故事，更让观众惊叹不已。
范正安并未只展示泰山皮影传统的一面，

还加入了许多新元素，比如，他把红遍全球的鸟
叔“骑马舞”的动作也加到了表演中，更是引来

众多围观者。泰山皮影着实火了一把。
楷木雕刻艺术家孔繁彪把自己制作的孔子

雕像带到现场展示。他是孔子第74代后裔，也是
孔门楷木雕刻的第五代传人。很小就跟着家人
学艺，现在尤以透雕“如意”人物为特长，开发新
的旅游工艺品300余种。他至今已经雕刻过数不
清的孔子像。

孙秀兰则展示了潍坊布玩具的风采。她的
布玩具作品构思新颖，造型简练，色彩明快，工
艺精巧。她现场缝制布老虎，许多观众都是第一
次见到制作过程，纷纷表示大开眼界。

此外，面人、泥塑、微雕等项目的现场展示，
无不让观众体验到这些非遗项目的独特魅力。

传递文化暖了乡情

姜慧用“有声有色”来形容这次展演交流活
动。无论是挑选节目，还是现场布展，都通过静
态、动态结合的方式，让观众对山东传统文化有
一个彩色的、立体的印象。

为了观看这个展演，不少观众特意从台北
等地冒雨赶过去。其中有不少还是山东老乡，有
的很长时间没有回老家了，因此，一见面，大家
就热情攀谈起来。他们特意要求，山东的客人多
讲山东话，听起来亲切。而且一定要细细地介绍
山东的发展变化。浓浓的乡情，瞬间暖了人心。

文化的交流同样没有障碍。一对在台湾表
演皮影戏的母女，专程前来观看范正安的表演，

“我们传承的不是真正的皮影，皮影还是用塑料
做的。这才是正宗的皮影戏，希望你来台湾举办
一次个人展览。”

台湾书法家、山东籍老乡姜培坤，特意书写
了一幅“创艺唯妙”的作品，祝贺活动的举办。

台湾家长会的吉祥表示，“鲁台交往很密集
也很长久，希望这种交流活动能不断扩大。”

交流的是文化也是感情。前去参加展演的
艺术家们，像高密剪纸的齐秀花，曹州面人的穆
绪建等，决定把自己的作品捐赠给当地。穆绪建
说：“合适的时候，他们可以陈列出来，搞展览，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非遗项目，促进传承。”

姜慧认为，这次活动提升了齐鲁文化的社
会影响力，对两岸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起到
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对山东非遗保护工作
将起到推动作用。她说：“近年来，我省非遗保护
取得丰硕成果。目前，全省共有剪纸、古琴艺术、
皮影戏等8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
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全省共
有国家级名录153项，省级名录555项，市级名录
1607项，县级名录5635项。”她表示，今后将争取
举办更多类似的交流展演活动，通过走出去等
方式，为非遗保护搭建更多载体，使那些有杰出
价值的非遗项目获得更有效的传承和保护。

两岸承一脉，同根同情怀

山东文化瑰宝热了基隆

临沭：欲打造白垩纪
“恐龙公园”

艺术鉴赏·16版

11月4日，东营市东营区胜利街道幼儿园学生开展“我是京剧小戏迷”活动，举手投足唱念做打有板有眼。 □刘智峰 娄红侠 报道

泰山皮影传人范正安正在教小朋友们演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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