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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于国鹏
通讯员 孟昭福 李凤国 报道

本报聊城讯 锣鼓阵阵，琴弦悠悠，梆子唱腔
优美婉转，掌声不断。日前，聊城市东昌府区道口
铺街道中心敬老院大门外的广场上，十艺节“百场
下基层”优秀邀请剧目山东梆子《萧城太后》正在
这里演出。

山东省剧协副主席、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
梅花奖“二度梅”获得者章兰参加演出，在剧中饰
演契丹太后萧燕燕。她以优美的唱腔、精湛的演
技，展现了一个少数民族女皇的决断与温情，赢得
现场观众阵阵喝彩。剧中，韩德让、宋真宗等其他
角色也鲜活丰满，让人过目难忘。

“看山东梆子《萧城太后》真是太过瘾了！梆
子高音和中音比较多，唱起来激昂高亢，很能体现
咱山东人热情豪爽的性格特点。”64岁的退休老干
部郭新奎很激动，“章兰老师的表演真是名不虚
传，看起来太过瘾了。”

“家门口上演十艺节大戏，心里怎能不高兴？”戏
台下65岁的马春锋老汉不断地感叹。

“政府掏钱、群众看戏，多好。我在河南郑州
看了场戏，买票花了不少钱呢。”村民马学槐在高
唐创业，得知家里有大型戏剧演出，早上特地从高
唐赶来观看，精彩的节目，让他感慨没有白来一
趟。

演出现场不仅有在外工作的村民赶回来，还有
不少邻村的群众也聚集到这里，希望能看上一场专
业演出团队的节目。“我早就听说这里有文艺表
演，今天特别关了店门和家人一起来看。”章晓艳
在堂邑镇上经营一家服装店，吃过午饭后，他们全
家都来到现场等候节目开始。“现场表演就是比看
电视感觉好，还是免费的，真是太好了。”

家门口唱起十艺节大戏

□记 者 于国鹏
通讯员 于霞 崔文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1月2日是山东省美术馆举办的
“视障人群参观日”，45名视障观众“参观”了十
艺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据了解，本次活动的
观众是山东省特教中专针灸按摩与康复治疗技术专
业的学生，都有视力障碍，部分是全盲学员。

为解决因视力障碍带来的问题，山东省美术馆
独辟蹊径，为视障学员量身打造了专门的“参观”模
式，通过让他们触摸雕塑作品的方式，让视障学员感
知艺术品的体量与材质，让他们的心灵与艺术对接，
从而获得第一手的审美体验。“这是我第一次来美术
馆，刚才摸到的雕塑很大，人的头发和耳朵都很有意
思，感觉很新鲜，如果不是亲手摸过，真不敢相信雕
塑能做的那么大。工作人员一对一的给我们讲解作
品，觉得很暖心。”在触摸过曾成钢先生的群雕作品

《大觉者》后，视障学员刘群兴奋地说。
带队老师黄艳华表示，因为视觉障碍，大部分

孩子无法充分地了解这些艺术精品，山东省美术馆
提供机会让他们可以通过听觉和触觉来感受艺术的
魅力，带给孩子的是前所未有的深刻体会，同时也
深切体现了山东省美术馆对残疾人的关爱和对公益
事业的担当。

山东省美术馆馆长徐青峰说：“在美术馆参
观，随意触摸作品的行为是被明令禁止的，但这次
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提供了高水平的展览作品
讲解服务，而且允许孩子们摸部分雕塑作品。归根
结底，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这些视障学员得
到更直观的审美体验。”

徐青峰表示，十艺节圆满落幕后，为进一步深
化文化惠民、艺术惠民的宗旨，十艺节全国优秀美
展将顺延至12月15日，让广大喜爱艺术的观众都能
有充分时间欣赏到这个展览。

视障学生参观

十艺节全国美展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11月7日讯 11月7日至8日晚，即将

赴江苏参加中国戏剧节的吕剧《百姓书记》，在百
花剧院进行了汇报演出，这也是该剧再度修改提升
后的全新亮相。

在刚刚结束的十艺节上，作为开幕式演出的《百
姓书记》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获得文化部颁发的

“文华大奖”，而且得到了全国专家和观众的普遍赞
誉。这是省吕剧院继《苦菜花》之后第二次获得文华
大奖，也是省吕剧院连续三届中国艺术节上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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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得文华大奖
后，该剧再次根据专家和观众意见进行了加工修改，
剧中主要演员王百祥、范维正和韩昌乐的演员调整
为国家一级演员傅焕涛、孙英杰、刘风雪担纲。

山东演艺集团董事长段雨强表示，“从2010年
春天第一次到寿光采访，到随后不停打磨剧本，更
换编剧、导演以及主创团队，到十艺节获奖和即将
开始的戏剧节，离不开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离不
开全体演职员的辛勤汗水。”

文华大奖剧目

《百姓书记》省城献演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吕永国

“这些恐龙脚印实在太逼真了。”日
前，经过一年的研究鉴定，中国、美国、瑞
士、德国、加拿大、波兰等国古生物学者宣
布，他们在山东临沭的下白垩纪地层中发现
了一个庞大的恐龙足迹动物群，临沭曹庄镇
岌山恐龙遗址成为关注的焦点。

记者了解到，岌山恐龙遗址位于山东沂
沭裂谷带上，目前临沭正在完善岌山省级地
质公园总体规划，打造完整的白垩纪“恐龙
公园”，挖掘和保护好恐龙遗迹。

“烧窑”取土

让恐龙足迹得见天日
位于临沭县曹庄镇的岌山是马陵山支脉

末端，发现“恐龙足迹”还要追溯到2007

年。当时，岌山脚下的砖厂在烧窑开山取土
时，工人们就发现一块岩石上布满了盆子大
小的坑。

当年的大年初二晚上，时任临沭县旅游
局局长的王明善，在跟朋友闲聊得知这一消
息后，就猜测很可能是恐龙足迹化石。第二
天一早，他便开车到了发现神秘脚印的岌
山，看到石壁上有许多小坑。王明善回忆
说，“当时来到发现足迹的地方，自己感觉
非常惊喜。”

2011年，王明善联系了临沂大学的一名
教授到现场勘查。随后，山东省古生物化石
专家刘书才、王先起，国家地科院教授柳永
清、旷红伟先后带领考察组进行过实地考察
鉴定，肯定了石壁上的小坑确实是恐龙足迹
化石，其种类、数量之多让专家无不惊叹。

为了保护这些恐龙足迹化石，临沭县随
即禁止在岌山周围再开采页岩，并于去年9
月成功申报岌山省级地质公园。当年11月，

临沭县邀请8名到重庆纂江参加国际恐龙足
迹学术研讨会的世界顶级古生物专家对岌山
的恐龙足迹化石进行考察鉴定，发现了1组
共5个世界罕见的第9例驰龙足迹化石，还有
一些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的有四个脚趾的恐龙
足迹。

据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恐龙足迹博物馆馆
长马丁·洛克利介绍，驰龙是一种样子古怪的
食肉恐龙，从头到脚都覆盖着松软的绒毛和
原始羽毛。驰龙足迹化石在世界上也十分罕
见，这是第9例，它的发现对于研究驰龙的生
活习性，还原古地理、地貌具有重要意义。

新物种恐龙

可能取名“岌山龙”
据专家介绍，这批恐龙足迹形成于早白

垩纪晚期，距今约1亿年，化石具有空间分
布广、层位多、种类丰富、古地理环境较为
一致的特征，而在地质公园内发现的4处化
石均为恐龙足迹化石，恐龙足迹足印有近百
个，种类达6种。

对于岌山东部发现的有四个脚趾的恐龙
足迹，马丁·洛克利表示从没见过类似脚
印。经过近一年的研究，学者们发现这些未
知脚印与发现于山东的鹦鹉嘴龙脚部骨骼类
似，很可能发现了一类新的小型恐龙。马
丁·洛克利表示，如果证实为新的恐龙，将
取名为‘岌山龙’。

为什么恐龙足迹会在临沭出现？专家们认
为，1亿年前，恐龙生活过的那片土地遍布它们
的脚印，但在漫长的变迁后都被厚厚地覆盖起
来。经过地震、火山爆发等地质运动后，临沭的
恐龙足迹重见天日，而这些恐龙足迹和诸城等
地一样，都位于山东沂沭裂谷带上。

据介绍，山东沂沭裂谷带是一条位于山
东省中部、走向北偏东的中生代大陆裂谷
(断裂带)，其走向为诸城—莒南—临沭—郯
城一线，该断裂带均有恐龙化石出土。研究
显示，恐龙足迹主要为蜥脚类、兽脚类及鸟
脚类等恐龙所留下的迁徙或栖息足迹。从足
迹规模和特征等判断，不仅有极为庞大的成
年个体，也包括幼年个体的足迹。

两年完成

公园地质遗迹保护发掘
自从发现恐龙足迹遗迹后，临沭县就把

岌山保护起来了，并在去年获批省级地质公
园建设资格，计划于两年内完成基础规划以
及公园内的地质遗迹保护、发掘。

据临沭县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介绍，岌
山省级地质公园共规划为地质遗迹景观区和
丹霞沭河古道景观区两大景观区。地质遗迹
景观区包括：岌山构造剖面及恐龙足迹景观
区、常林钻石景观区，1977年还在这里发现
了迄今为止我国最大的一颗天然钻石“常林
钻石”。丹霞沭河古道景观区包括：沭河古
道及样山景区、荞麦涧原始森林景观区。

目前，临沭县已经将岌山省级地质公园
1800多亩围起了铁丝网，在古生物足迹化石
区，一些地质较为疏松的足迹化石区域，工
作人员早已用遮雨布全部进行了覆盖。岌山
省级地质公园看守人员刘登玉告诉记者，目
前能做的就是一些基本保护，县国土局正在
与国内知名遗迹保护机构进行保护方案商
讨，通过正规严谨和科学合理的保护，向世
人呈现完整的白垩纪“恐龙公园”。

■相关链接

恐龙化石在山东
2012年7月，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科研人员在鲁东、鲁西进行恐龙化石埋藏学
地质调查时，沿山东沂沭裂谷带发现极为壮
观的早白垩纪晚期恐龙足迹化石群，其规模
中外罕见，堪称恐龙地质遗迹奇观。

沂沭裂谷带早白垩纪晚期大规模恐龙足
迹的发现表明，山东地区在白垩纪曾繁衍着
地质历史时期中规模最为庞大的恐龙动物
群。中国东部与中国西北(甘肃西部、鄂尔
多斯)地区早白垩纪恐龙动物群在属种及产
出地层等方面具有较好的对比性，这对于研
究中国北方白垩纪恐龙动物群构成、生活习
性、生物古地理与生态环境等具有重要的科
学意义。

同样处于裂谷带上的诸城市，恐龙化石
蕴藏丰富，被誉为中国北方的“恐龙之
乡”，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鸭嘴龙化石就出土
并陈列于诸城恐龙博物馆。截至目前，诸城
已探明恐龙化石点达30处，发现了鸭嘴龙
类、角龙类、暴龙类、甲龙类、虚骨龙类、
蜥脚龙类等10多个属种的恐龙化石，部分属
种为世界首次发现。

岌山地质公园总体规划将出台

临沭欲打造白垩纪“恐龙公园”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梅花 报道
本报曲阜讯 由山东歌舞剧院打造的大型原创

史诗歌剧《孔子》，日前在孔子故里曲阜上演。
歌剧《孔子》全剧分为“尼山圣晖”、“布衣

孔子”、“杏坛讲学”、“问礼老子”、“夹谷会
盟”、“堕三都”、“周游列国”、“子见南子”、
“孔子归鲁”、“大爱无疆”、“圣人颂”11场，艺
术地展现了“至圣先师”孔子波澜壮阔的一生。

该剧有近百人的合唱团，近百人的交响乐团，
60余人的歌舞团，再加上阵容强大的声乐演员联
手外国音乐家，规模宏大。剧中，编钟、编磬、
古琴、箫、击钟、磬等民族音乐与西乐管弦乐交
相辉映。在舞美、服装等方面也有很强的视觉冲
击力。

大型史诗歌剧《孔子》

曲阜首演

□ 本报记者 蒋兴坤

“汉画像石是附属于墓室、地面祠堂、阙等
建筑物上的雕刻装饰，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和
时代特征，极其生动地再现了汉代的社会生活
和文化习俗，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山东省石刻
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杨爱国在近日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汉画像石是汉代社会生活的留影，

为学者研究汉代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目前，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等地是我国

出土汉画像石最为集中的地方。山东的汉画像
石以济宁、临沂两地最为集中，许多文人将山
东的汉画像石作为收藏的珍品。据考证，上世
纪30年代，鲁迅收藏的300多幅汉画像石拓片，
大部分是山东汉画像石的拓片。

“汉代石刻艺术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
就，一方面与汉代高度发达的经济有关，另一
方面也是汉代能工巧匠创作智慧的结晶。”杨
爱国说，汉代重视“以孝治天下”，亲人离世之
后，家人都要厚葬，为死者建立墓、阙和祠堂，
汉代的石刻匠人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大汉雄风今犹在

在山东博物馆内，东汉时期的“孔子见老
子画像石”，吸引着众多的参观者驻足观赏。纵
48厘米，横112厘米的画像石分为上下两层。上
层为孔子见老子图象，老子、孔子皆宽衣博带，
孔子手中捧有一雁，神童项橐站在在孔子和老
子中间。画像石线条流畅，人物栩栩如生，孔子
谦恭、诚恳、严谨的治学态度被工匠刻画得淋

漓尽致。下层为车马出行图，矫健的骏马、威武
的骑士，向市民展现了汉代发达的交通和淳朴
民风。

“大部分汉画像石内容与人们的现实生活
或者美好愿望相关。虽然汉画像石也有宗教色
彩，但并不浓厚，这与佛教盛行后的石刻艺术
有很大区别。”杨爱国说，吃饭要以肉食为主，
穿衣要讲求华贵，出行要有车，住房要足够宽
敞，这些汉代市民的愿望，都可以通过汉画像
石找到踪迹。

在济宁嘉祥武氏祠内，四十多块石碑讲述
了四十余则历史故事，内容涉及历史人物、现
实生活、神话传说等多种题材。描述的历史人
物中，既有伏羲至夏商的古代帝王，也有蔺相
如、荆轲等忠臣义士。闵子骞、老莱子、丁兰等
孝子贤妇的生活场景也在画像石中得到完整
呈现。东王公、西王母等灵仙故事和神鼎、黄
龙、比翼鸟等各种祥瑞图像则向我们展示了汉
代工匠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汉画像石对研究汉代的社会生活、典章
制度和风俗习惯是不可多得的资料。”杨爱国
说，研究汉代史的专家，如美术史、舞蹈史、服
饰史、饮食史等相关学科的学者，无不使用汉

画像石的图像资料，学者还可以通过它窥见先
秦文化和社会遗风。

带给参观者心灵的震撼

“汉画像石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文化遗
存，它本身作为墓葬建筑物的一部分存在，既
不是单纯雕刻的艺术品，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刻
画石头。市民在欣赏汉画像石时，应在脑海中
构建画像石构成建筑物的整体与原貌。”杨爱
国建议，“如果有机会，市民应该去考古发掘的
遗址参观，从整体上感受汉代社会经济的繁荣
和文化的博大精深。”

“和专家进行学术研究不同，市民进入博
物馆后，可以从美术、篆刻或日常生活等许多
角度欣赏画像石。”杨爱国认为，汉画像石带给
普通民众的首先是视觉的冲击和心灵的震撼。

“目前，已经有许多设计师在创作作品时
参考了汉画像石的风格，博物馆的墙壁和一些
服装的花纹都能发现汉画像石的影子。”杨爱
国认为，随着汉画像石研究的深入，人们能从
汉画像石中找到更多的灵感，这门古老的石刻
艺术也会再次让人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风采。

■趣藏趣赏

汉画像石：留存千年展古韵
◆汉画像石是附属于墓室、地

面祠堂、阙等建筑物上的雕刻装
饰，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时代特
征，为人们展示繁荣昌盛的汉代社
会。

汉画像石不是单纯雕刻的艺术
品，市民欣赏汉画像石时，应在脑
海中构建汉画像石建筑物的整体与
原貌。如果机会允许，市民应当选
择去挖掘遗址参观，感受汉代文化
的博大精深。

中国临沂孝文化节近日在兰山区白家埠镇举
行，兰山区是孝圣王祥的故里。本届孝文化节开
展了各种文艺展演，深受群众欢迎。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臧德三 报道

第十九届法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将
于11月7日在巴黎卢浮宫举行。除国画、顾绣等中
国传统艺术作品入围外，本届展会还选择了由中
国雕塑艺术家陈大鹏创作的当代雕塑作品。

据悉，陈大鹏此次受邀参展的作品包括《中
医组雕》和《开天辟地》两组。《中医组雕》共
八尊，主要表现中医强调人与自身、与自然、与
社会和谐统一的理论。其中，“郎中”刻画了坐
诊老中医的精湛医术，展现了中医诊断的四大步
骤“望、闻、问、切”，而舍凳空坐的形象则凸
显了老郎中的气定神闲。“喜”“怒”“忧”
“思”“悲”“恐”“惊”七件雕塑作品则以扭
曲的形态表现了七种夸张的情志，映射了情绪的
变形往往会导致疾病的发生。

陈大鹏认为，雕塑起源并流传于西方，这种
形式的艺术作品更易被外国人接纳，以西方艺术
形式展现中国传统医学及开天辟地的传说，可以
用雕塑这种“世界语言”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娓娓
道来。 (据新华社)

中国当代雕塑

参加国际非遗博览会

位于岌山省级地质公园内的恐龙足迹化石。 □吕永国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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