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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沂蒙山区的
百姓开始捏制元宵面灯。元
宵面灯以面粉为主料，依照
人们喜欢的造型捏制而成。
正月十五晚上，人们点亮面
灯，祈愿新年里风调雨顺、
健康平安。

□杜昱葆 报道

2月2日，群众在郯城
县文化广场欣赏文艺节
目。郯城县将柳琴戏、鲁南
五大调等地方传统戏曲节
目推陈出新，登台演出，吸
引了群众争相观看。

□戴章超 报道

2月11日，沾化县组
织“庄户剧团”、计生文
艺宣传队在人口文化大院
举办了一场庆元宵文艺汇
演，小品、相声、乐器独
奏齐上阵，给村民送上了
丰盛的文化大餐。

□高洪亮 报道

2月12日，博兴县
开展“送戏下乡闹元
宵”活动，组织当地
“扽腔”剧团利用流动
演出车，把戏台“搭”
进村，把家乡戏“扽
腔”送到农民家门口。

□陈彬 报道

“扽腔”下乡闹元宵 文化大餐乐村民 文化大拜年

欢乐进万家
捏面灯 迎元宵

单霁翔说故宫将恢复

“造办处”部分功能
●故宫博物院拟建设古建筑修缮技艺传承基

地，历史上清宫造办处的部分功能有望恢复，以培
养古建修缮人才。

———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目前故宫修
缮技艺部所在地是原内务府造办处。据记载，造办
处在最鼎盛时，下设24个作坊，每个作坊都荟萃全
国各地的能工巧匠。今后，故宫修缮技艺部将分别
开展以古建木作、瓦作、油作、彩画作为主题的培
训，以培养更多适应故宫古建维修的专业人才。

黄渤称“把工装

穿出了爱马仕的味道”
●“不是我把爱马仕穿出了工装味道，而是把

工装穿出了爱马仕的味道。”
——— 网友调侃黄渤上春晚的演出服，是“把爱马

仕穿出了蓝翔技校的感觉”。黄渤日前接受采访时
“撇嘴”，“那个衣服真的不是爱马仕，是国内设计师
专门为演出制作的，之前还做了一款浅蓝色的，后来
为了和背景区分开，又做了一款深蓝色的。设计上，
希望服装能略微时尚一点，但也要体现出普通老百
姓的状态，所以就做了一个工装裤。网友说我把爱马
仕穿出了技校工装的味道，真是误会了，本身它就是
一个工装裤，但让大家想到了爱马仕。”

李云迪称希望做自己的王者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王者，我们通过实现
自己的理想而成为自己的王者。”

——— 被称为“中国钢琴王子”的李云迪说，自
己即将推出的新专辑取名为《王者幻想》就是想表
达这种想法。李云迪计划今年2月至4月在欧洲25个
城市，包括伦敦、圣彼得堡、华沙、布拉格等地进
行欧洲巡演。2月25日，首场欧洲巡演音乐会将在
伦敦皇家节日音乐厅举行，新专辑当天开始全球同
步发行。

(于国鹏 辑)

□ 王红军

这个春节，我们只有央视春晚一棵“独
苗”的陪伴。尽管电视荧屏少了3台大型晚会，
但这并没有减轻今年春节的节日氛围，而且
取而代之的诸如“文化进万家”、“新春走基
层”等各种文化惠民活动，让观众们有更多时
间享受过年的乐趣。

20多年来，双拥晚会、公安部春晚、文化
部春晚和央视春晚并称为“春节四大晚会”，
也已经成为中国人春节文化的一部分。今年，

“中国春节四大晚会”中仅剩下了央视春晚，
其他3家“暂停”举办，细细想来，确实挺好。

好在哪儿？其一，国家“停办三大晚会”，
绝对不是摒弃文艺发展的“百花齐放”，而是
对文化发展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引导。这些年
来，我们的荧屏春晚催生了众多著名的艺术
家，但也使得艺术产品增加了更多的功利性
和投机性，观众早就产生审美疲劳了。“央视

春晚”每年精彩不断，但观众的倒彩声也是不
绝于耳，就是最好的证明。

今年荧屏，正是由于“停办”，众多电视台
不再转播央视春晚，反而使得荧屏更加“多彩
绚烂”，也使得观众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以
京剧来说，央视舞台是老、中、青三代同台，地
方卫视同样将目光锁定在名家名角儿身上，
领衔北京卫视春晚的是戏曲名家裴艳玲，天
津卫视春晚有王艳的《贵妃醉酒》，辽宁卫视
请到了于魁智。在节目中，除了让观众欣赏传
统名段外，京剧演员还与歌手、影星、戏曲演
员联袂表演节目，自然得到观众喜爱。

其二，停办各种形式的春节晚会，并不是
为了简单贯彻中央有关规定，而是文化艺术
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春晚的全称是“春节联
欢晚会”，其本质是一次文艺演出。但是现如
今，从主持人到每个节目，春晚被高度符号
化、仪式化了，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我们如何让春晚回归“春节联欢晚会”的

初衷？这其实很简单，只要多一些改革意识、
市场意识，少一些指令性的意志，少一些违逆
艺术规律的桎梏，春晚依然有突围的可能。最
近几年，电视荧屏有《中国好歌曲》、《星光大
道》等众多成功的案例，就在于以市场为引
导、以艺术规律为指挥棒，最终实现收视率和
观众口碑的多赢。

其三，停办各种形式的春节晚会，也是实
现公共文化服务公益性、均等化的题中要义。
在晚会泛滥的岁月，一个小小的县城也要搞
一场所谓的春节晚会，大牌明星多，钱花得不
少，受益的群众却不多。与此同时，春节期间
街头、广场的文化民俗活动，却或因人气不足
或因投入不足而日益减少，这样过年年味能
不淡吗？

现在，这样的现象有了令人欣喜的变化。
今年，全省各地的“春晚”依然不少，但社区居
民、乡村群众成为演出主体，自编自演、自娱自
乐，极大地激发了参与热情。在春节前，临沭县

玉山镇上石河村村民自编自演了一台迎新春文
艺汇演，上至80岁的老人，下至5岁的孩童都参
与进来，尽显“春节联欢晚会”的本色。

“以前每到年底，咱老百姓不是打牌、串
门就是看电视。如今，村里修建了文化广场，
县文化局还给村里送了音响设备，村民们聚
在一起唱唱跳跳，村子里年味儿也足了……”
上石河村村民胡彩玲不仅现场观看演出，还
即兴献唱了一首歌曲。

“少”了大型春晚，多一些草根晚会，多一
些和群众互动的晚会，我们的文化才能真正
发展和繁荣，我们的新年才更有年味儿。

少了大型春晚，多了草根晚会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十艺节后，我省众多文化场馆如何应用？
无法引进精品剧目、演出票价过高、观众不愿
买票……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近日，在
十艺节文华奖山东获奖剧目推介暨山东剧场
院线发展研讨会上，山东剧场以院线“抱团”来
撬动演艺市场。

作为全国范围内第一家由专业团队进行
专业化经营管理的省域剧场院线，山东剧场院
线目前的成员规模已经从21家扩展到35家。山
东演艺集团副总经理于剑表示，“我们将通过
剧场院线系统解决剧场由行政管理到市场经
营再到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积极引进
成功商业模式，让院线成员不断提高经营管理
水平、增加收益。”

演出场馆定位———

剧场是更重要的“市场主体”
在山东剧场院线发展研讨会上，全省35家

剧场和国内知名院线、剧场的负责人就如何发
挥剧场在活跃演艺市场、实现文化惠民等问题
进行了讨论。“政府对某些剧团补贴很多，对改
制后的剧场却鲜有补贴。”我省部分剧场负责
人的话语引起了共鸣。

“我们演艺行业的市场主体是什么？”拥有
多年演艺经纪经验的青岛演艺集团董事长童
季平表示，以前大家都认为是剧团，但现在大
家更觉得剧场是更重要的市场主体。“如果把
剧团比作生产商，剧场就是商品的卖场，如果
没有卖场这个平台，产品就没法推出去。”

童季平表示，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青岛
的剧场非常多也非常繁荣，但后来纷纷破败关
闭了，最惨的时候只剩下了一个剧场。为什么
会拆掉呢？“这些剧场过去都是自收自支，很多
剧场承接演出少，慢慢就不能运营了。现如今，
我们又重建了一些剧场，但现在剧场位置均不
及以前的剧场优越，再请观众进剧场看戏就更
不容易了。”

在筹办十艺节过程中，我省演出场馆总投
资80多亿元，全省文化设施有了20年的“超
越”。山东大学中国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常务副
主任昝胜锋认为，文化场馆设施需要专业团队
进行运营管理。“我们必须走市场化和商业化
道路，让演出市场活跃起来。”

山东艺术学院教授李百华建议说，全省各
地可以利用这些现代化的文化设施，广泛开展
基层群众、戏曲票友演唱会、音乐会、公益性艺
术辅导培训成果展示展演体验活动，知名艺术
家“走基层”文艺汇演等有特色、有影响、有新
意的文化惠民活动。

精品剧目引进———

真正高水平的剧目无法进来
作为一个县级市，青州现在不仅有现代化

的电影城，而且建设了省内规格较高的综合
类演出场所——— 广电大剧院，在十艺节上承
接了加拿大爵士四重奏、平调落子《黄粱
梦》等演出。但在十艺节后，大剧院承办过
企业年会等商业活动，但在引进剧目演出方

面近乎没有。
如何引进精品剧目，成为十艺节后文化

场馆面临的共同课题。烟台市五彩文化广场
艺术中心剧院经理张玲俐表示，我们剧院最
初的设想是打造驻场演出的旅游剧目，但在
联系演出团体和经纪公司时发现节目源短
缺。“我们很希望把全省演出的剧目以及从
全国、国外引进部分节目作为节目源，统一
引进，节省成本、降低票价，真正实现文化
惠民。”

从正月初三开始，济宁市声远舞台开始
举办经典传统文化演出周活动，运河音乐厅
开展邀请圣彼得堡国立冬宫交响乐团等国内
外演出团体来济演出活动。“借助举办十艺
节的东风，我们几个剧院进行了修建，经营
状况也不错，但是演出活动的整体质量和水
平不高，真正高水平的剧目无法引进到济宁
来，运作的成本太高。”济宁演艺集团副总
经理赵伟表示，“提升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
和市民的文明素质，必须要有高雅高档的文
艺演出。”

于剑表示，全省剧场将借助院线平台形成
规模优势，拉近剧场与市场的距离，增强剧场
抵御市场风险能力，提高剧场市场化运作水
平。“我们将引进国内外优秀剧目，联合打造

‘演出季’，逐步实现剧场演出的常态化、不间

断化。”
“青州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我们正在考

虑制作与本地旅游挂钩的驻场演出，让来青州
旅游的游客更多地了解青州的风土人情。”青
州市广电大剧院有关负责人表示，该剧院还打
算多引进一些十艺节上的精品剧目进行演出，
让当地群众开阔眼界。

演出票价过高———

一张戏票相当于普通人
收入的10%至30%

这个春节，我国电影实现数亿元票房。但
是演艺市场，众多文化场馆都刻意避开了长假
市场。“我们年前的演出结束后，一直到2月14
日情人节才有音乐会。”省会文化艺术中心大
剧院演出运营副总监高丽表示，演出市场还没
有真正打开。

“我们的演出票价，对于文化消费者来讲
不可承受。”童季平以青岛为例说，在青岛大剧
院的大部分演出，A类演出票价1000多元，较低
票价是280多元，B类和C类的高票价是600多
元，低票价也得100多元，“这样的一张戏票相
当于我们普通人收入的10%至30%，而发达国家
的票价基本上是1%左右，导致我国绝大部分城
市演艺市场比较萧条。”

省文化厅副巡视员王廷琦认为，剧目创作
成本比较高，剧场运营费用比较高，这必然要
转嫁到文化消费者身上。“要解决老百姓看戏
难的问题，一方面演艺行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做大做强，另一方面政府要给予必要的政
策扶持、资金支持。”

这方面，杭州剧院实行的文化会员制的
“文化消费年卡”值得借鉴。从2009年开始，杭
州剧院探索多样性的文化消费卡，观众花2000
元办一张标准卡，全年可观看不少于50场不同
类型的演出，平均票价30元至40元。一年，剧院
就有将近300多万的年费收入。

中国国际剧院演出联盟执行主席、杭州剧
院总经理柯朝平表示，“文化消费年卡”一方面
让剧院可提前回收票房款，有更大空间去选择
优质项目，另一方面也能提升剧院服务品质，
取得相对固定的上座率。“这个做法使杭州剧
院从原来的没有市场和观众，慢慢培育到今天
基本上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观众群，相对稳定
的演出场次。”

“杭州剧院以剧场为主体整合资源，这种
开拓创新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于剑表示，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目前文化体制改革
持续深化，演艺市场要素配置逐步优化，我们
的剧场只有转变以往的“等、靠、要”思维，向市
场要效益，才能大步向前。

十艺节后我省众多文化场馆面临如何应用新问题

剧场院线，“抱团”撬动演艺市场

日前，“骏马奔腾庆新春”2014青岛文化大拜年广场文艺天天演活动在五四广场启幕，上演了舞蹈、歌曲、京剧等优秀节目。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2月13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演艺集团

获悉，继春节前舞剧《红高粱》、吕剧《百姓书记》、京
剧《瑞蚨祥》和《项羽》等4台十艺节文华大奖剧目展
演后，“欢乐新春——— 十艺节‘文华奖’山东获奖剧目
观摩展演”将于2月中下旬继续举办第二阶段演出。

据介绍，杂技剧《聊斋遗梦》将于2月16至17
日在金奖演艺厅上演，莱芜梆子《儿行千里》将于
2月18至19日在历山剧院演出，吕剧《李二嫂的新
故事》于2月22至23日在历山剧院演出，柳琴戏
《沂蒙情》与2月22至23日在梨园大戏院演出，方
言话剧《泉城人家》于2月24至25日在山东剧院演
出，五音戏《云翠仙》于2月26至27日在梨园大戏
院演出，山东梆子《圣水河的月亮》于2月28日至3
月1日在山东剧院演出，话剧《严复》于3月2日至3
日在历山剧院演出，山东梆子《古城女人》于3月4
至5日在山东剧院演出，山东梆子《两郎山上》于3
月11至12日在山东剧院演出，儿童剧《向前向前》
于3月19至20日在山东剧院演出。

展演期间，省文化厅还将继续会同省演艺集
团、各市文化主管部门和参演院团，多方听取专
家、观众、演出机构意见，推进剧目加工修改，进
一步提升剧目艺术质量，推动山东戏剧“走出
去”、进入全国剧场院线进行演出。

十艺节“文华奖”

山东获奖剧目继续展演

2月8日，少儿豫剧《穆桂英挂帅》献艺青岛萝
卜元宵糖球会。当日，2014年青岛萝卜元宵糖球会
开幕。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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