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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山亭区伏里
村的伏里土陶，继入选
省级非遗名录后，今年
又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和国家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两项殊荣。

□岳增群 报道

伏里土陶获两项

地理标志
12月3日，博兴县

陈户镇举办书法艺术培
训班，邀请书法家到镇
上向农民书法爱好者传
授书法创作经验及知
识。

□陈彬 报道

镇上办起

书法培训班 12月1日，无棣县
马道门村有支20多人的
秧歌队，秧歌队有不少
年轻人，年轻人的热情
参与逐渐成为村镇文化
建设的一道靓丽风景
线。

□初宝瑞 报道

年轻人学扭大秧歌

12月2日，演员在演出舞
蹈《心恋》。当日，第八届全
国残疾人艺术汇演优秀节目展
演活动在北京举行。演出用艺
术的手法诠释出残疾人奋力寻
找梦想、积极追求梦想、渴望
实现梦想的愿景。

□新华社发

残疾人艺术展演活动举行

冯小刚自称《私人订制》

“不正经”
● “不论是戏里的演员，还是台下的观众，

都常常会在人生中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因此，人
们需要一个出口，需要有一次解放自己的机会。”

——— 冯小刚导演，葛优、李小璐、郑恺领衔
主演的贺岁喜剧片《私人订制》将于12月19日起
在全国上映。冯小刚表示，《私人订制》是向其
第一部贺岁喜剧片《甲方乙方》的致敬，从中能
够反映十多年来人们内心对愿望和梦想的看法变
化。观众在观看《私人订制》时不必太较真，因
为“戏里处处合理，又处处不合理”。他还笑
称，该片拍摄的三条宗旨就是“不正经、不着
调、不讲理”。

黄永玉称“画画是遗憾的过程”

● “我每一张画都是很遗憾地完成的，这张
画已经发现有问题了，那么下张画要注意。可是等
到画下一张又是遗憾，所以一辈子画画是遗憾的过
程。”

——— 画家黄永玉说：“对于文学，我也比较认
真，一个字一个字地检查，不行的话回头再写，一
直到写好为止。有时候为了一小段改了好几页。不
是因为自我欣赏，是因为胆小，要认真地对待文
学。”

“我最喜欢萧乾先生看到我的文章，他看了一
定很高兴，”黄永玉说，“但是我很害怕沈从文先
生，他看到我的文章一定要改很多，改的甚至比我
写的还多。文革的时候我帮他烧书烧稿子，里面有
很多稿子是丁玲写的，他在上面写的比丁玲的还
多。”

2013年全国电影票房逼近200亿

● 截至11月25日，全国电影票房已达193
亿，其中国产片票房107亿元，占比超过55%；全
国城市影院新增银幕4500多块，银幕总数已达1 . 76
万块。

——— 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说，
中国电影票房的快速增长，充分体现了中国电影产
业化改革的成果，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允许民营
资本进入产业链，“一个巨大的变化是影院和银幕
数量的增加，这又培育了观影市场和观众的观影需
求，和原有的国有发行放映体系形成了极大竞争，
激发了活力，另一方面形成了民营企业自己的品
牌。”

(于国鹏 辑)

□ 王红军

有朋友多次问：“十艺节后有什么好演
出？”说实话，我还真有些说不上来。如
今，在各大剧院上演的各类演出不少，但真
正让人津津乐道的演出却并不太多。总体来
看，市民的文化消费意愿非常强烈，但是文
化消费环境相对薄弱的问题日趋凸显。

日前，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和中国人民大
学首次发布了“中国文化消费指数”。据调
研数据测算，我国文化消费潜在规模为4 . 7
万亿元，而当前的实际文化消费规模仅有
1 . 038万亿元，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6 . 6%，
存在着3 . 662万亿元的文化消费缺口。

如何看待这样巨大的缺口？近年来，我
们的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但是文化市场
建设仍然相对滞后。有专家认为，“文化市
场的不规范不完善，蚕食掉很多本该被纳入
文化消费领域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从而影响
文化消费总量。”

当前，我国居民的文化消费处于整体偏
低的水平。有近一半受访者的年文化消费支
出低于2000元，文化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
的比重低于12%；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每天
用于文化消费的时间在1到3小时之间，其中
用1到2小时的占到了33%。

我省的文化消费情况如何呢？在此次公
布的数据中，山东的文化消费综合指数仅列
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江苏之后排名第
五，但是文化消费环境分指数排在了第8
位，文化消费意愿分指数位居第10位，文化
消费满意度分指数则排在了前10名之外。

从这些数据分析，文化消费存在着巨大
的市场空间。山东大学中国文化产业研究中
心常务副主任昝胜锋认为，我们的文化产品
消费尚处于基本文化消费范畴。

文化消费与物质消费全然不同，它是一
种心理需求，受文化环境和社会文化意识等
影响。如果没有一个开放、规范的文化市场做
保障，文化消费的“免费时代”就很难过去。因

此，我们必须探寻充分释放文化消费能力的
途径和方法。

从市场需求看，我们应该鼓励文化产业
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尤
其要重视提供高水平的文化娱乐服务。同
时，采取区分重点消费群体的方式，研究大
众文化消费倾向，提供适销对路的文化产品
和服务，推进实施多元化的文化消费模式。

从市场渠道看，我们还需要探索方便快
捷的文化消费方式。“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
的成功验证了这一点，从电影展映到家庭阅
读季，从创意消费嘉年华到动漫游戏嘉年华，
从工艺美术非遗展到北京艺术博览会，针对
北京各年龄阶层的市民均有活动推出。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固有的文化单位窗
口售票、票务公司端口外，文化消费和电商
的成功嫁接，大大超越了“线下”销售。尤
其是在今年“双十一”网购热潮中，北京创
造性地搭建了文化惠民卡促销平台，人们看
戏、观影、买书、玩游戏、网购等都可以享

受不同程度的优惠折扣，实现了文化市场供
需双方的信息对接。

从消费对象看，市民应有文化消费的主
动选择权。近年来，我们大力实施面向基层
的文化惠民工程，也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但从整个文化市场来看，政府“埋单”方式
也需要转变。过去，我们是以政府补贴的形
式，直接拨款给文化事业单位或文化企业。
但是，我们还可以考虑以文化消费账户的形
式把钱直接送到老百姓手里。人们拥有了文
化消费的选择权，在让文化单位拿到钱的同
时，也可以促进他们提升文化产品和服务质
量。

文化消费３.６万亿缺口症结何在？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实习生 张铭芳

创排复排 1 2 0出戏、全年 8 0 0场巡回演
出……近两年，在京剧艺术的保护和发展上，北
京京剧院动作频频，“唱响之旅”、“传承之旅”和

“发展之旅”持续不断。
在11月26日至12月1日的“传承之旅”济南

站，程派传人迟小秋、李派老旦赵葆秀，还有奚
派张建峰、马派朱强、谭派谭正岩、梅派郑潇等
老中青三代京剧演员云集。“我们院团流派纷
呈，人才梯队已经出来了。”北京京剧院青年团
团长迟小秋说。

创新步子“不能迈太大”

这次来济南巡演，迟小秋带来了两部大戏，
一部是程派名剧《锁麟囊》，一部是新编京剧现
代戏《宋家姐妹》，成功地将两位不同的人物形
象送入了观众心中。

据了解，《锁麟囊》是著名剧作家翁偶虹应
程砚秋先生之约而创作，她在1984年看过迟小
秋演出《锁麟囊》之后，特意为其题字称她为“程
派标准传人”。迟小秋17岁正式拜程砚秋先生嫡
传弟子王吟秋为师，19岁时就荣获中国戏剧“梅

花奖。”
有《锁麟囊》这样的经典在前，为什么创排

现代戏《宋家姐妹》？迟小秋表示这来自朋友的
建议，“有一位朋友跟我说，宋庆龄的气质和内
涵，有程派艺术发挥的地方，应该排这么一出宋
庆龄的戏。后来，我们就从1927年的宋庆龄展开
来写，‘以小事见大事’，主要表现宋庆龄对国家
的情怀，跟家人的亲情，演绎了这位伟大女性复
杂的心路历程。”

“作为我个人来说，这部《宋家姐妹》就是在
程派艺术的基础上，探索创新的一出戏。”迟小
秋表示，“现在创排现代戏，能够成功的相对来
说很少，因为舞台手段比较单一，不像传统戏有
水袖等动作可以设计，我们就是尽量展现它的
舞台美。”

新编京剧现代戏最容易“吃力不讨好”，《宋
家姐妹》却别开生面，将传统唱腔与现代表演自
然融合，赢得了戏迷的称赞。对此，迟小秋表示，
京剧创新的步子如果迈得太大了，老观众失去
了新观众可能也没吸引来，但如果不迈步子，我
们就只能留在原地。“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只
要是观众喜欢，我们就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

名家新秀同台竞技

去年，北京京剧院的品牌是“唱响之
旅”，而今年是“传承之旅”。迟小秋表
示，“‘唱响之旅’是要到全国、世界这样
去唱，把京剧艺术做大做好。‘传承之旅’
就是在此基础上，让名家和新秀同台演出，
让名家和新秀的不同风格交汇，体现一个传
承的概念。”

迟小秋表示，这个传承不仅仅是艺术的传
承，还有人才队伍的传承和观众的传承。“京剧
艺术的传承，就必须到各地演出，让观众近距离
的欣赏。明年，我们要打造‘发展之旅’，就是在

‘唱响’与‘传承’基础上，让京剧跟上时代，我们
要前进。”

迟小秋说，现在青年团的演出邀约非常
多。“我觉得占领市场，增加剧团的经济收入
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对京剧的传播。因
此，我们不能安逸地生活，只要有市场，不管
多么辛苦，我们都应该去。尤其是我们创排复
排的剧目，还是要贴近百姓多演出。”

对于京剧发展的现状，迟小秋充满了信
心：“现在大家都对京剧有担忧，我反而觉
得京剧这几年出现了很多新的观众，比如说
年轻人多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我们从
事这行的人更要有信心。“现在的剧场虽然
不是爆满，但我们探索的就是一个市场。”

京剧发展需要后继有人

早早成名的迟小秋，获得了无数的荣誉，还
担任了沈阳京剧院副院长。不料，她却毅然决定
离开。2005年，迟小秋调入北京京剧院。这对于
已过不惑之年的迟小秋来说，她内心承受了巨
大的压力，可是她发扬程派的愿望和努力，都令
她只能咬牙承受。

在北京京剧院2007年的竞聘中，迟小秋出
任了青年团团长。“我这个年龄段正是承上启下
的时候，从事业上来讲，京剧发展需要后继有
人，特别是年轻人。京剧对人才的要求也特别严
格，先天条件、师承都很重要。”

从此，迟小秋全身心投入青年团的工作，不
仅在艺术创作上提携后进、培养人才，对青年演
员进行传、帮、带，而且联系演出、开拓市场、扩
大市场占有份额，既当主演又兼任演出经理，四
处奔波，为青年团的成长和发展无私奉献着。

“现在的青年团流派纷呈，奚派有张建峰、
谭派有谭正岩、杨派有杨少彭、梅派郑潇……我
们的人才梯队已经建立起来了。”迟小秋说，“我
们这次演出也是各个流派的整体展示，舞台上
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都在为演出添彩，
观众自然也都很喜欢。”

名家新秀共赴“传承之旅”，迟小秋———

京剧要跟上时代贴近百姓

12月1日，临沂市兰山区兰山街道响河屯村的大集上，该村秧歌队正在表演大秧歌。赶大集、看秧
歌成为当地一道文艺风景。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王铁军 报道集市秧歌聚人气

□记者 于国鹏 通讯员 席真 报道
本报聊城讯 “柳公权的字取匀衡瘦硬，追

魏碑斩钉截铁势，点画爽利挺秀，骨力遒劲，结
体严紧。但他晚年字体也有变化，像《刘沔碑》中
多用圆笔，如‘国’字，右角转换既圆，右直下也呈
弓弩形。‘司徒’之‘司’，右侧遽然下弯，有拙态，

‘神道’之‘道’字的结体也错互示拙……”日前，记
者走进聊城东昌府闫寺街道刘庙村刘天一家，农
家院里专门开辟的“书法展厅”中，几位农民书
法家的对话相当专业。

东昌府区自古即为书画之乡。东昌府木板年
画和潍坊杨家埠年画齐名。近年来，随着文化生
活的丰富，爱好书法、绘画的农民逐步增多。为
进一步弘扬书法传统文化，不断丰富农村群众文
化生活，东昌府区在广泛吸收农民参加楹联协
会、书画协会的基础上，通过对农村书法爱好者
进行前期摸底调查，针对这一群体又专门成立了
农民书画研究会。

为加快农村书画文化爱好者的成长，东昌府
区建立了乡村书法教育基地，并依托协会不定期
组织会员与当地书法名家进行书法切磋，加强技
艺交流，通过举办讲座、展览和开展交流会等形
式提升农村本土书画家造诣。如今，东昌府区在
全区12个镇、办事处均设立了书画协会分会，区
楹联协会、书画协会农民会员占60%以上，仅农
民书画研究会会员就达700多人。今年以来，共
举办“喜迎十八大”等十余次书画展览交流会，
展出作品700余幅，并有多人次在全国兰亭奖、
全国农民书画展等省级以上展览中获奖、入展。

东昌府农家院里

飘墨香

世界银行贷款支持

孔孟文化遗产“新妆”出镜

遗产保护·15版

利用世行贷款改造后的邹城市因利河。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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