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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省文化厅组织在全省开展的“文

化大拜年，欢乐进万家”冬春文化惠民活动，截至
2月6日已经举办县级以上大型活动1970多场，全省
平均每天参与活动的群众超过30万人次。从现在到
3月中旬，还将有1300多场文化活动陆续在全省推
开，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农历正月十五期间。

省文化厅公共文化处副处长冯庆东介绍说，这
些文化惠民活动还包括在省图书馆、省文化馆举行
的元宵节灯谜会，以及济南市第五届齐鲁民间艺术
展演、全市花灯艺术大赛，青岛市的萝卜糖球会，
枣庄市庄户剧团“群星奖”新创作作品惠民演出，
泰安市新春百姓大舞台40多项演出，临沂市“唱响
沂蒙精神”民歌大赛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此前，随着“文化大拜年，欢乐进万家”冬
春文化惠民活动的广泛开展，全省村村锣鼓响、
处处歌声飘，全省群众过了一个热闹的“文化春
节”。省会济南的泉城广场、青岛的五四广场，
每天都有精彩的民俗文艺活动等上演，吸引了众
多市民和游客参与。其他各地也是好戏连台，枣
庄市组织了“群星奖”新创作文艺作品春节大放
送活动，春节假期为群众免费演出超过 1 9 0多
场。济宁市从腊月二十到正月十六，在运河文化
广场举办“文化惠民专场”演出。还组织文化小
分队深入湖区、滩区开展“唱响微山湖”基层巡
演活动20多场。菏泽市春节期间共举办群众文艺
新创优秀作品“六进社区”活动90多场，市县专业
剧团送戏下乡70多场。

在开展活动过程中，我省不断创新服务方式，
提高对群众的吸引力。各地根据实际，利用各种针
对性的服务方式，使活动开展贴近群众、惠及群
众。冯庆东说：“邹城市整合庄户剧团资源组建小
型演出公司，几个到十几个小型庄户剧团组团进行
演出，市里根据演出剧目和效果进行补贴，既搞活
了庄户剧团，又提高了基层群众的满意度。”

文化志愿队伍也成为活动中的亮点。全省的文
化惠民活动数量多、规模大，对参演队伍数量的要
求大大提高，全省各地文化志愿服务队伍成为本次
活动的主力军。济宁兖州区组织了2200多人的志愿
队伍，结合文化小广场建设开展了全县广场舞辅导
和广场舞大赛，在当地群众中引起了广泛影响。荣
成市文化志愿者服务工作站组织文化系统退休职工
和文艺骨干下乡演出70多场。

冯庆东说，根据初步统计，全省目前参加活动
的11000多支群众文化队伍中，70%以上是文化志愿
服务队伍。这些文化志愿者来自民间，组织参与各
种文化活动，真正体现了老百姓唱主角。同时，这
些志愿者熟悉当地文化，也能够更充分地挖掘当地
文化特色，大力突出本地亮点，“很多节目都是挑
选了各地入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适合
节庆表演的项目，进行新的包装提炼后形成的，既
为当地群众喜闻乐见，也为这些优秀民间艺术的保
护和传承打造了非常有效的平台。”

□ 赵月斌

2013年，山东的小说创作在平静中踏实前
行。尤为可喜的是，艾玛的短篇小说《井水豆腐》
获得第六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东紫的
中篇小说《北京来人了》获得第五届《北京文学·
中篇小说月报》奖，王秀梅的短篇小说《父亲的
桥》荣登中国小说学会“2013年度中国小说排行
榜”，以她们为代表的“山东女作家群”已成为驰
誉全国文坛的一支文学劲旅。包括她们在内的一
大批中青年作家在中短篇小说领域勇猛精进，渐
成“文学鲁军”之中坚。此外，王一、乔洪涛、杨袭、
郝炜华、高玉宝、徐永、程相崧等青年新锐亦表现
不俗，为齐鲁文学注入新鲜活力。

长篇创作算是“小年”

2013年是全国长篇小说创作的“大年”，出
现了金宇澄的《繁花》、余华的《第七天》、苏童
的《黄雀记》、韩少功的《日夜书》、贾平凹的《带
灯》、阎连科的《炸裂志》、马原的《纠缠》、李浩
的《镜子里的父亲》、乔叶的《认罪书》、田耳的

《天体悬浮》等一大批影响广泛的作品。
相比较而言，山东的长篇创作则波澜不

惊，是略显拮据的“小年”。尽管如此，仍有不少
很有分量的作品。《藏獒是条狗》是杨志军继

《藏獒》《伏藏》《西藏的战争》系列之后又一部
写“藏獒”的小说。这部作品脱离了对藏獒童话
式的塑造，转而写人性，写人的精神回归和对
信仰的呼唤。杨志军说，“在探讨好人与坏人这
个问题上，小说对于人性的思考没有停止，作
者对于人性的思考也没有终止，我们也能从中
看到人性之光的闪耀、心灵之力的存在、信仰
救赎的可能。”

《公社的蝴蝶》记录了鲁南某农村从1948
年至1984年近40年的艰难历程，讲的是人民公
社干部和社员的故事。作者王昭溪曾是一名公
社社员，这部小说全是亲历亲闻，作品中的60
多个人物，形象鲜活，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王涛的《无处栖息》由六个中篇结构而成，
作者运用了诸如魔幻、神秘、荒诞、象征等诸多
现代小说手法，叙写了一个家族在长达一个世
纪的社会变革中最终走向覆灭的故事。

王秀梅的《蓝先生》、张锐强的《时间缝
隙》、常芳的《爱情史》也都有可圈可点之处。此
外，徐化芳的《祖谱》、范惠德的《孪生梦》、张建
鲁的《追寻岁月》三部长篇皆写大跨度的家族
轶事，各有其擅场之处。

中短篇持续“发力”

2013年，中短篇小说创作无疑是山东作家
的亮点。既有张炜、尤凤伟、赵德发等实力名家
领衔先行，又有王秀梅、艾玛、东紫、刘玉栋、范
玮、宗利华等年轻作家强势亮相，他们的新作
品不仅提升了山东文学的整体质量，也为其本
人的小说创作打开了新的维度。

张炜在出版《你在高原》之后，进入了新的
调整期，小说创作转向了一个神秘玄妙的奇幻
境界。他发表的《莱山之夜》《蘑菇奶奶》《小爱
物》等作品，便让我们看到“厚重”之外灵动飞
扬的一面。获得“边疆文学·金圣文学大奖”的
中篇小说《镶牙馆美谈》，也是以孩子的口吻讲
述的一个寓言化故事。一般童话大都以大人口
吻讲给孩子听，张炜反其道而为之，他以孩子
的口吻讲给大家听，这就使小说超越了通常意
义的童话、寓言而具备了极大的阅读弹性，既
可以把它当作主题单纯的神异故事，也可以对

它的隐性文本作进一步的探究。
赵德发的中篇小说《下一波潮水》，写的是

一个特殊群体——— 携带货物往返于中韩两国
的“带工”者，既写出了国际背景下底层人群的
艰辛沉浮，又写出了与之牵缠难解的个体的悲
欢际遇，大视野和小情怀相生相映，体现出作
家以宽广胸襟承载的体恤之心。

“刘玉栋这两年的新作显示了他破壁的用
心，虽然他还是在乡土和城市这两类题材上用
力，但书写面向均迥异从前。”正如评论家马兵
所说，这位久负盛名的小说家确是在和自己的

“老本”较劲。刘玉栋告别了童年叙事，化用了
志怪谈玄的笔法，写出了《狐门宴或夜的秘
密》。同时，他以写实应对僵硬的现实，写出了

《烧伤》《家庭成员》。耐人寻味的是，看似圆满
的《家庭成员》，由四个单元构成，单单少了

“我”的故事，作者将“我”放逐到了文本之外，
也为小说留下了幽微的关口。

范玮的中篇小说《太平》，承袭了作者惯用
的“寻找”模式叙事。《小说选刊》编辑付秀莹认
为，“《太平》可称得上是体现了小说的复杂性
和不确定性的优秀之作。”此外，范玮创作正在
努力作出调整，《鸡毛信》《东野湖》《出故乡记》
等作品即避免了花哨古怪的小动作，《太平》更
是在质朴中蕴集了沉勇的气度。

艾玛、东紫两位女作家，皆非高产作家，
2013年各有两部中篇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
和《中国作家》。艾玛的知识分子小说多有一种
旷远的无奈和忧伤，透出左右互搏的思辨意
味，其作品如同迷者自迷的葫芦套，让读者偶
见乍隐乍现的微光。

刘照如的短篇小说《叶丽亚》，以片断和空
白结构小说，不只在小说的技术上得心应手，
而且更懂得藏巧于拙，以看似不经意的冷调叙

事，讲出了人间诸多的不幸、不甘和不忍。
王秀梅的中篇小说《天衣》、短篇小说《父

亲的桥》等，都可称上乘之作。宗利华的三部中
篇小说《水瓶座》《师生图》《颈动脉》，叙事之中
都有深竣的意义。

新“鲁军”不断崭露头角

还有一些不容忽视的作家作品。牛余和的
短篇小说《文老师上访》、方如的中篇小说《午
夜广场》、嘉男的短篇小说《还乡》、《大雾》、王
宗坤的短篇小说《意外之外》、柏祥伟的短篇小
说《易时水》，分别被《小说选刊》等转载，都产
生了很好的反响。

70后女作家近年势头看好，在全国各地的
文学期刊频频露面，呈明显的上升姿态。值得
注意的有杨袭的《痴语》、段玉芝的《一路平
安》、祝红蕾的《槐杨街风物往事》、张悦红的

《不陌生的陌生人》等中短篇小说。郝炜华还被
《时代文学》的“文坛新势力”栏目重点推荐，刘
爱玲的短篇小说《红》被《小说选刊》转载。她们
的创作成绩使“山东女作家群”更加名副其实。

80后作家表现不俗，渐成气候。乔洪涛在
《清明》《福建文学》等刊物发表了《哥哥去哪里
了》、《父亲》等作品，程相崧在《文学界》、《小说
林》等刊物发表了《绝唱》、《响器》等作品，杨牧
原在《作品》、《四川文学》等刊物发表了《梁子
的婚事》、《一泽清泉》等作品。在这些年轻作者
身上，既可看到传统的烟火承继，更能看到勇
于破茧、突围的锐气，他们的小说有着令人期
许的明天。

此外，马金刚的《失物收藏者》、黄书恺的
《夕阳缓》、卢金地的《睽败记》等中短篇小说，
也都不可小觑。

■文化山东·我们的小说

“文学鲁军”蓄力前行
山东女作家群已成为驰誉全国文坛的一支文学劲旅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本报通讯员 刘智峰 康瑞祥

2月6日，农历正月初七，东营市东营区耿
井村怡馨园敬老院内，锣鼓喧天，掌声雷动，热
闹非凡，原来是敬老院里来了民间文艺队。

院子里乐声阵阵，鼓点铿锵，丰泽广场舞
艺术队队员个个精神抖擞，神采奕奕，一个个
步伐优美轻盈，丝毫不比专业团队逊色。他们
身着各式各样的服饰，民族的、流行的，花花绿
绿，鲜艳夺目，汇成了一条绚丽夺目的彩带。

演出队伍中来了“不速之客”。原来演出开
始不久，几位敬老院的“老顽童”偷偷溜进了表
演队伍，扮演起“临时演员”……

万吉腰鼓队是一支由20名中老年健身爱
好者组成的队伍。他们的鼓声清脆悦耳，不时
引发老人们的阵阵掌声。在这个团队里练习腰
鼓，让大家找到了自信与友谊，也锻炼了身体。

50多人的河务秧歌队最为火辣。几个队员
扭了过来，舞者服饰艳丽，手持折扇、手绢，踩
着鼓点迈着秧歌步，伴以腰的扭动、扇子的花
舞，给人以整齐而又鲜活的印象。“花轿”中扮
新娘子模样的旦角，扭腰挥扇的同时，将轿架
绑于腰间上下左右摇摆，煞是搞笑。几个梳着
麻花辫、头戴大红花、肩挎红包袱的“媒婆”，扭
得颤颤巍巍、鲜鲜活活。在一旁观看的老人们，
都被他们滑稽的表演逗得前仰后合。

“这些秧歌队都是附近各村居自发组建
的，他们逢年过节，就来敬老院演出。目前，咱
们社区群众自发组建的8支文艺队伍已经从
2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啦！”丰泽社区工作站
于春萍满脸自豪地说。“跳跳舞，扭扭秧歌，既
锻炼身体，又愉悦心情！这好日子就是要在歌
声里过嘛！”刚刚扭完秧歌的队员们高兴地说。

铿锵高亢的鼓乐在天地间回响荡漾，火焰
般的大红绸上下翻腾，千姿百态的彩扇在瞬间
流淌，昨夜一场春雪所带来的寒意丝毫抵挡不
住众人演出的激情。院里几十位老人穿着暖和
的新衣，观看着精彩纷呈的表演，完全沉浸在

了欢乐的海洋中，阵阵欢声笑语荡漾在院子里
的角角落落……

怡馨园敬老院院长秦洪英告诉记者，去年

火红的灯笼擦洗后挂起来依旧喜庆，今年喜庆
的春联是“三下乡”活动现场“淘”来的，精美的
窗花是老人们亲自动手剪的，往年春节燃放烟

火爆竹的习俗也“下岗”了，就连俗称“烟鬼”的
老李头也学着戒烟了，敬老院过上了节俭环保
年。

东营：精彩演出送进敬老院

2月11日，胡集书会在惠民县胡集镇拉开帷幕。来自省内外的180余名民间艺人献艺，30多种曲种同时亮相。有10余万群众在胡集书会共
享曲艺盛宴。图为来自天津的曲艺家付建设在书会上表演京东大鼓小段。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赵秀峰 报道

□ 刘玉堂

(下)

王汉喜拿到
东西，急于回家，
爱姐不让他走，她
要与他喝两盅，以
弥补吃年饭时的
郁闷 。喝酒的时
候，爱姐与王汉喜

商量结婚的事情。这个说，无钱去雇花红轿。那
个说，你不会借头小毛驴？俺无钱去买铺和盖，
我不怕铺着狗皮盖蓑衣。咱家里少柴又无米，
我情愿跟你去要着吃……两人海誓山盟，正说
得热乎，她嫂子起来让爱姐下饺子，几番善意
的调笑、戏耍，嫂子始才言道，兄弟妹妹你别害
怕，我是给你闹着玩的，你俩在绣房正喝酒，我
在外面看得仔细，嫂子来此为你们俩，成全你
二人配夫妻，我问你们可愿意？当然都愿意啦，
于是就由嫂子主婚，他二位拜起了天地。尔后
唱道：谢谢嫂子的好心意，兄弟妹妹拜天地，新
年结亲迎双喜，新年结亲就迎双喜。如此喜庆

欢乐的气氛，你能不觉得温馨、祥和？
关于爱姐背着父亲及哥嫂拿东西给未婚

夫且多多益善的细节也极为真实，非常符合
订了婚的农村女青年的心理。她们渴望并勾
画着自己未来的小日子，自会提早做些准
备，从娘家的“大锅饭”中捞点好处。生活
中也不乏这样的真实故事。我有一个表哥，
其未婚妻就在我上初中时的镇上，有天晚上
看电影，我那个未来的表嫂开演前找到我，
将我叫到操场边儿上，脸红红地让我转交给
表哥一个小包裹。看完电影，我忍不住好奇
心，回到宿舍即将那个小包裹打开了。你猜
是什么？是一本很老旧的书，里面夹了些鞋
样子及红丝线、绿丝线之类的东西。如今的青
年读者或许对这样的丝线已不知是怎么个概
念了，让我给你作说明。那是往枕头或鞋帮儿、
袜垫儿上绣花用的，很粘，手指稍微粗糙一点
就能让它粘住，故一定要夹在书本里。这便是
当时农村姑娘心中最珍贵的私房了。我的一个
比我大几岁的同学见了就说，闺女大了不中留
呢，没过门儿的时候，她往婆家偷东西；过了门
儿，再往娘家偷东西，你说有意思吧？

剧中嫂子这个人物，也是个性格开朗，爱

说爱笑，敢作敢为的角色。从全戏的人物关系
上，我们知道剧中人只提到了爱姐的父亲与哥
嫂，并未提及她的母亲，嫂子在这个家里说了
算也是可能的。从中也可看得出这个家庭的开
明与和睦，像结婚这样的终身大事，嫂子一句
话，说结也就结了。又过年，又结婚，傻瓜也会
觉得好温馨！

也是因为太温馨，人物又少，剧情也简单，
故农村业余演出队一般也都在过年的时候演
它一家伙。我在老家从初中到高中的六年
间，几乎每年春节都要在演出队里拉二胡，
自是对这个《小借年》熟之又熟。而农村演
出队的故事，更是微妙而温馨的。他们平时
不太有机缘及勇气谈恋爱，一演《小借
年》，机会来了，一些平时不好意思表达的
感情，借着剧中人物的口就说出来了。因此
上，农村演戏，经常会发生些假戏真做的故
事。像我们村的那个演出队，光在《小借
年》里扮演王汉喜与爱姐的演员，就成功了
三对半。之所以还有个“半”，是因为那两
位不该谈的也谈起来了——— 当然都是温馨惹
的祸。多年前，我还就此写了篇小说哩，叫
《冬天的感觉》，后又扩充了一下，成了

《乡村温柔》的一章，不是吹牛，我现在再
读一下的时候，还是觉得无比温馨。

《小借年》当然也有不足，比方王汉喜
这个形象就不够丰满。他家是怎么穷得连年
也过不去的？他本人是干什么的？他有何德
何能让爱姐爱得如此死心踏地？你连花椒茴
香胡椒面什么的都交待了，怎么就不能用几
句话将其交待清楚？好在它太过温馨，将它
的不足给掩盖了，观众也就不去计较；再说
大过年的看个戏，你也来不及去计较！

还看过评剧《小借年》，里面的嫂子由
筱白玉霜扮演，她作主让妹妹成婚的一段就
格外有味，也回答了这么大的事她怎么就可
以说了算的问题：哟，还瞒着我呢，这件事
儿早要对着我讲，我早就成全你们两个配夫
妻。看他们两个人，一个有情一个有意，都
愿意早日会佳期。妹夫家贫娶不起，妹妹的
心里暗着急。我何不成全他们两个拜天地，
今天就是好日子。不聘姑娘娶女婿，她哥哥
一定也欢喜。哟，就怕我爹不愿意，这件事
倒叫我着了急。倒不如给他来个先斩后奏，
到 明 天 小 两 口 去 拜 年 ， 爹 也 就 没 有 说
的。——— 真的是好美，好温暖！

温馨祥和《小借年》

村村锣鼓响

载歌载舞闹元宵

□王红军 刘明明 报道
本报茌平讯 正月初六，伴着高昂的锣鼓声，

茌平县振兴街道前曹村70名腰鼓队队员尽情挥舞着
手中的红黄蓝鼓槌。“村里人人热文艺，两年敲坏
了13个锣，有秧歌队、腰鼓队，唱小戏的能组织
500人，扭着唱着过春节。”前曹村支部书记马立
领介绍说。

2011年，茌平县为扭转村民自娱自乐、硬件设
备需求大的困局，实施了“民俗文化专业村”工
程，筛选有一定群众基础、有文艺带头人的村进行
重点培育。他们用“以奖代补”的形式提高各村文
化发展的硬件需求，并通过公益指导、舞台竞技、
商业运作，把各村的文艺节目组织起来，举办各类
民俗文化擂台大赛、开办文化夜市等，为他们搭建
展示和提升的舞台。

两年来，茌平县为“民俗文化专业村”配发文
化设施设备及资金316万元，文化馆、乡镇文化站
培训曲艺、戏剧、舞蹈、器乐等民间艺人4000多人
次。现在，全县涌现出93个专业“文艺村”，组建
起200多支秧歌队、高跷队等村级文艺队伍，常年
参与文艺活动的群众达到1万余人。

茌平涌现

近百个“文艺村”

□ 甄再斌

2月11日，在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龙泉广场，
人们兴高采烈地观看民俗文化演出。连日来，由该
镇文化站牵头，科协、妇联等部门筹划的庄户剧
团、踩高跷、舞龙舞狮、猜灯谜等民俗文化活动成
了春节期间群众文化生活的一大亮点。

该镇是奚仲故里，是一个民俗文化、特色文化
较为浓郁的古镇。近年来，该镇经济社会实现了跨
越式发展，群众对于文化活动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春节期间传统的户剧团、踩高跷、舞龙舞狮、猜灯
谜等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民俗活动逐渐恢复起来。

民俗文化唱“主角”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2月13日讯 14日上午8点半到11点

半，济南育英中学2013级的中学生们，在英雄山北
广场举行大型图书义卖活动，向同龄人推介“我们
喜欢看的图书”。义卖收益将作为各自班级爱心基
金使用。

如今，孩子们在学校生活之外，能接触到的休
闲娱乐方式越来越丰富，不少孩子沉溺于网络、手
机游戏等，忽视了阅读带来的体验和快乐。参与组
织这次活动的2013级14班一位学生的家长范蕴涵介
绍说，“举行大型图书义卖活动，号召学生们集体
参加，不是为了卖书而卖书，而是让孩子们通过推
介自己感兴趣的图书，培养读书兴趣，锻炼实践能
力，培养社会责任心，同时也有利于倡导全社会形
成爱读书的风气。”

中学生义卖

“我们喜欢看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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