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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国鹏 通讯员 刘安鲁 报道
本报济南讯 3月2日，2 0 1 4年“环球自然

日”——— 青少年自然科学知识挑战活动在山东博物
馆举行启动仪式。

山东赛区预决赛将于5月底之前完成，从报名
参赛的团队中选拔出参加2014年全球总决赛的名
单。全球总决赛将于7月中下旬在重庆举行，确定
参加今年“肯尼斯贝林之旅”的人员名单。

“环球自然日”活动是由环球健康与教育基金会
发起，旨在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青少年教育功能，激
发中小学阶段师生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并提高其
研究、分析和交往能力的持续性科普活动。

今年的活动主题是“适者生存：应变、不变与可
持续发展”。整个活动为期半年，设小学与初中两组，
在自然科学范畴内，围绕今年主题，从区域、国家乃
至全球角度自主选择方向，确定题目，通过多种渠道
获取信息，结合艺术、科学、历史、社会等多方面的知
识，对所选择的题目加以分析和研究，发挥创意，通
过展览或表演的形式对成果进行展现。

山东省文物局局长谢治秀表示，今年肯尼斯·
贝林先生捐赠的动物标本将以“非洲野生动物大迁
徙”为主题进行展览，随后，山东博物馆的自然展
厅将陆续开放，这些标本将为学生们的探索之旅打
开一个小窗口。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获得文

华奖“文华优秀剧目奖”等多个奖项的山东梆
子大型现代戏《古城女人》，3月4日晚在济南的
山东剧院举行了一场观摩演出，演出结束后，
又特别邀请戏曲界专家、观众、媒体代表等进
行座谈。该剧艺术总监、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
研究院院长徐向东表示，将对各方面的意见和
建议进行认真梳理，并就这些意见和建议与主
创人员进行深入交流，期待着将《古城女人》打
磨成一台山东梆子的保留剧目。

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创作排演的
《古城女人》，在十艺节上受到专家们的一
致好评，除“优秀剧目奖”外，其编剧、导
演、舞台美术分获“文华剧作奖”、“文华

导演奖”、“文华舞台美术奖”等单项奖；
饰演女主角陶贞兰的祝凤晨，获得“优秀表
演奖”。专家们认为，这些奖项能够充分反
映出这台戏的整体艺术水准，以及从表演到
舞台呈现等方面达到的艺术高度。

《古城女人》就题材而言是一台抗战戏，故
事在1937年的一座山东古城里展开。织锦店女
店主陶贞兰遭遇一场意外，从此卷入命运的漩
涡，与她有关的亲人也开始经历人生的大起大
伏。事情起因看似偶然，但联系到那个时代的
风云变幻，就能感受到这些个人不同命运中蕴
含的必然，正因此，这些人的觉醒、转变与抗
争，就具有了超越性的意义，在人物群像的塑
造中烘托出伟大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揭示
出推动历史前行的正义力量。

徐向东介绍说，这台戏创作排演的过程
可称“曲折”，2011年确定剧本，2012年9月开
始第一次立上舞台，先后通过了省十艺节筹
委会组织的三轮专家评审，根据专家意见进
行修改润色，得以入选十艺节山东省重点推
荐剧目，成功走上参评“文华奖”的舞台。“整
个过程很辛苦。最初搬上舞台是在济南，剧
组的条件很艰苦。与这些客观条件相比，剧
本的打磨、舞台呈现方面的调整更辛苦，一
个唱腔要反复斟酌，一处灯光的使用也要反
复调试，力求达到最佳效果。”

省文化厅非遗处处长姜慧认为，这台戏
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作为一台山东梆子
戏，在剧情、表演等方面有很多突破和创
新，比如，剧中对崇高的表现，就突破了原
来的范式，以往都是通过对‘高大全’形象
的描述来表达崇高，《古城女人》让人感受
到了崇高，但人物都是普通人，而且开初还
都是些有缺点或者人格有缺陷的人，在现实
生活的挤压下，这些人的思想开始挣扎和转

变，再加上演员的精彩表演，这个过程、这种转
变就显得非常自然，也更容易让观众接受。”

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于学剑则表示，这
台戏已经看了三遍，感觉就像“三级跳”，
每一次都有提高。“仅就题材而言，这个戏
称不上新鲜，正是这一常见题材，而且又是
围绕小人物设计剧情，让人感觉亲切。由对
个人善良的描写升华到对民族精神的歌颂，
更是有力提升了作品的社会价值。”

山东梆子戏迷票友联谊会的戏曲爱好者
雷洪光，看过戏后连称“过瘾”，“音乐、
唱腔，到演员表演，都很棒。演上几分钟，
就有个好听的唱段，演员的功底又好，听起
来非常过瘾。”

当然，专家和观众们也从不同角度谈了自
己的感受和意见。有的认为，开场女主角介绍
自己身世的叙述太冗长，可以删改或者简化，
做到开门见山，也可以让观众更快的入戏；有
的认为，中间有些唱段可以打磨得更加精致，
争取能让戏迷们传唱；有的认为，可以减少烟
雾的使用，让舞台呈现得更加干净整洁；有的
认为，结尾处情节设计不太合常理，而且还可
处理的更喜庆一些，以便更好地传达出侵略者
被赶跑后那种大快人心的感觉。

省文化厅副厅长陈鹏表示，《古城女
人》已经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专家和观
众们又从不同角度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有
些意见很有见解，也很有想像力，能够给人
带来启发，可以在继续提升打磨的过程中参
考，但是如果要修改，一定要谨慎，深思熟
虑后才能进行，以免顾此失彼。“这样一台
戏，对山东梆子的传承和振兴来说，无疑能
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不仅如此，对山东文
化也具有一种特殊的象征意义，它集中体现
了近年来山东实施地方戏曲振兴工程取得的

成就。所以，我们期待在各方面共同努力
下，这台戏真正打造成流传下去的经典剧
目。”

■相关链接

一流的主创人员成就了《古城女人》。
出演女主角陶贞兰的祝凤晨，是国家一级演
员，曾获第七届山东文化艺术节表演一等
奖、全国中青年戏曲演员大赛金奖、山东省
山东梆子“十大名演”称号，代表剧目《大
唐巾帼》、《谢瑶环》等；出演男主角孟庆
福的李健，国家一级演员，曾获第十一届中
国人口文化奖最佳男演员奖、山东省地方戏
曲青年演员大赛表演一等奖，代表剧目《山
东汉子》、《铡赵王》、《清风亭》等。

编剧韩枫是国家一级编剧，戏剧作品有
《常香玉》、《山东汉子》等60余部，涉及
近20个剧种，多次获文华大奖、文华剧目奖
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导演李永志是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国家
一级导演，作品也曾多次在国家级比赛中获
奖，主要作品有评剧《红岩诗魂》、豫剧
《红颜钦差》、北京曲剧《啼笑因缘》、藏
剧《金色家园》。

作曲高鼎铸，戏曲理论家、作曲家，创
作的地方戏曲作品已经达到70余部，创作的
电视剧、话剧音乐10余部集，出版个人学术
专著和论文多部（篇），曾获全国戏曲音乐
论文论著一等奖、文华奖、泰山文艺奖等国
家级和省级奖项。

舞美设计刘鹏，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舞美
设计，舞美作品曾获2009年度中国舞台美术
学会“学会奖”。

由对个人善良的描写升华到对民族精神的歌颂

《古城女人》：打造山东梆子经典剧目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刘明明 孙洪锋

3月2日一大早，在茌平县“全国文明
村”小杨屯村广场上，博平镇牛胡村庄户剧
团的竹马队已经“跑”起来了，6匹竹马12面
战旗跑中见阵、阵中有情，博得观众的阵阵
叫好声。

作为传承380年历史的竹马舞的老“戏
村”，牛胡村自发组织的庄户剧团非常活
跃，连续15年自办春晚，全民参与广场舞，
这不得不提他们的团长“牛本山”与编剧
“牛有才”。

团长“牛本山”———

“偷”自家檩条来造“花车”
从腊月到正月，是牛胡村庄户剧团演出

最集中的时段。62岁的牛兰喜每天凌晨4点起
床，忙完西红柿大棚里的农活，然后到排练
节目现场，一直到晚上九点半才回家。作为
庄户剧团的团长，村里办春晚、排练竹马
舞，剧团60多口子人都由他组织。

牛胡村是远近闻名的老“戏村”，牛兰
喜17岁开始跑龙套，随后为生活闯东北20
年，学来了一身扭秧歌、唱二人转的才艺，
回家来后拉着同村的牛鸿祥、牛洪峰、牛贤
功、牛文功“五牛办春晚”。“俺村除了竹
马，花船调、花车调也是独有的。”牛兰喜

说，“第一年的想法简单，村里这么好的调
调不能丢，趁着村里有老人还会唱，俺想拾
起来。”

“那年赶上俺家准备开春盖新房，俺从
家里偷出根檩条来造‘花车’，先从家东蛮
荒地里练，春节耍给老少爷们看。后来带着
这个节目去镇上拜年，叫好声没断。”牛兰
喜回忆说，“过了节俺可不好过了，盖房子
少了根檩条，孩他娘骂俺憨骂俺缺心眼
呢。”

搭钱买音响，媳妇嫌他“锣鼓一响，拔
腿就跑”，要离婚，儿媳妇藏鼓槌，起早跺
墙叫演员，牛兰喜这样的故事还很多，有人
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牛本山”……听牛兰喜
用苦中作乐的语气说他白手起家的酸甜苦
辣，即使陌生人也会被他一颗热爱文艺的心
感染。

编剧“牛有才”———

就写地地道道的“土节目”
牛兰喜文化水平不高，创作节目要靠能

编会写的牛鸿祥。71岁的牛鸿祥是老初中
生，多年来创作的诗歌、小品已有厚厚四
本，10多个节目在全国省市民间曲艺汇演中
获奖。他有自己的博客和微博，比着墙上贴
的“最新幼儿学汉语”学打字，如今已经很
熟练。

“俺创作的这股劲是让牛兰喜传的，他

用实实在在真感情唱，我就写地地道道土节
目。我自编的歌大多‘旧瓶装新酒’，像
《四季歌》是六个人的表演唱，配拥军大秧
歌调。”牛鸿祥表示，这首10年前创作的反
映老百姓盖大棚种葡萄的歌，“现在唱也不
过时。”

村里人说他“有才”，封给牛鸿祥不少
“头衔”，编剧、导演、策划，他乐意接
受，但他最看重的是政府给的“牛胡竹马传
承人”的名号。

“做这竹马用了整整两个月。”现在用
的竹马是牛鸿祥聚集5位老人精心扎制而成，
先用泥巴塑一个泥胎，等泥马晒干后，再用
纸箱纸在上面一层一层地糊制出马头和马
身。等到纸马晒干以后，去掉泥胎，再配以
马鬃、马尾、群围，一匹活灵活现的竹马就
做成了。

如今，牛胡庄户剧团这支6匹马12面旗帜
的竹马队，两个月“跑”熟了13个阵法，今
年春节在进城表演时惊艳亮相。“从1958年
演完最后一场，到去年重新拾起来，这中间
隔了55年，今年春节算是形成规模了。”说
起竹马的几起几落，牛鸿祥几多惋惜，几多
兴奋。

一村的戏迷———

“兵”不强“马”跑不出气势
每年正月初六，一台自编自演的“村

晚”，都会在牛胡大队部里上演。“进了
腊月门，就开始行动。扭秧歌、打腰鼓，
还得排练新节目。”牛兰喜说，剧团没
钱，团员自造道具，扯褂子做斗篷，截塑
料管造烟袋、糊纸箱子当大缸，都是群众
的智慧。

排练节目时，没钱买化妆品，演员们就
用痱子粉作粉底，实在不行就抹牙膏。有人
把准备过年的面发酸了、枣煮瘫了，最后糕
也没打成。

大年初三排节目，把上门的亲戚独自搁
在家里，这事也发生过。“当时亲戚来了，
自己把东西拎进屋，没顾得上招待他们，就
去排练了。”今年58岁的胡春英，是庄户剧
团的骨干，今年不仅在“春晚”上了四个节
目，还把婆婆、儿媳、侄子、孙女都拉进了
剧团。

现在，从十几岁的小学生到七八十岁的
老人，不管是在台下，还是在台上，牛胡村
人人都能唱上几句，个个都能说上几段。
“现在的日子是唱着笑着过，扭着跳着过，
谁管他是日出还是日落啊。”在牛鸿祥眼
里，这就叫自鸣得意。

当问起新年心愿时，牛兰喜说，自己掏
钱印了名片，正在寻求支持赞助和演出机
会，让牛胡的草台班子走出去。“俺们也正
想办法培养一批年轻演员。因为现在常在村
里跑竹马的年龄最年轻的也45岁了，‘兵’
不强‘马’跑不出气势。”

团长“牛本山”与编剧“牛有才”———

两个戏痴带出一村戏迷

◆ 《古城女人》就题材而言
是一台抗战戏，故事在1937年的
一座山东古城里展开。织锦店女
店主陶贞兰遭遇一场意外，从此
卷入命运的漩涡，与她有关的亲
人也开始经历人生的大起大伏。
事情起因看似偶然，但联系到那
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就能感受到
这些个人不同命运中蕴含的必
然，正因此，这些人的觉醒、转变
与抗争，就具有了超越性的意
义，在人物群像的塑造中烘托出
伟大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揭
示出推动历史前行的正义力量。

虽然背对观众，演员的表情依然生动到位。这是记者日前在济南市天桥区大桥镇拍摄到的一幕，当天山东省京剧院送戏戏下乡到黄河北岸的
大桥镇，为当地农民表演了《苏三起解》等多个经典剧目。 □记者 卢鹏 报道

□记 者 王红军
通讯员 张 平 郑秀宝 报道

本报青州讯 逾500家画廊遍地开花，
每年100余场画展华丽亮相，六大书画交易
市场齐头并进……一个人口不足百万的县级
城市青州，孕育出了一个全国性的书画文化
市场，2013年书画交易额达到近100亿元，
“书画市场看山东，山东市场看青州”的地
位日渐确立。

近年来，青州市出台了一系列培植文
化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书画产业不断发
展壮大，形成了包括九大书画市场、六大
书画写生创作基地、五个书画交流培训平
台、三个民间支持体系在内的“9653”书
画产业集群，书画产业占GDP比重不断增
加。

据介绍，九大书画市场有书画经营业
户765家，书画从业人员3000多人；六大书
画写生创作基地包括张家峪画家村、井塘
画家村、西南山区、花卉产业基地、弥河
湿地公园和古城；五个交流培训平台指艺
术馆群、青州画院、清华高级研修班基
地、大众书画培训交流中心和中小学生书
画培训班，三个民间支持支撑体系指文化
行业协会、书法家美术家协会和画廊协
会，使得青州市成为集书画创作研究、展
览交流、收藏、鉴定、交易、拍卖等综合
服务于一体的书画产业聚集地，成为国内
书画市场的风向标之一，打响了“文化青
州”城市品牌。

青州市去年书画

交易额近100亿元

2014年环球自然日活动

山东博物馆举办

山东赛区启动仪式

□记 者 于国鹏
通讯员 于 霞 崔文涛 报道

本报讯 2月26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
中国美术家协会水彩画艺术委员会、山东美术馆承
办的“第二届全国青年水彩画展览”初评会议在中
央美术学院成功举办。经过评委评选，251件作品
进入复评。

此次评审共收到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及香港特区的投稿作品2 6 3 1件（投稿作者1 7 2 0
人）。其中，有10件作品的作者年龄超过45周岁，
不符合参评要求。最终，实际参加初评的最终作品
数量为2621件。评委们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
遵循评审程序，对作品进行了认真的审视、评议，
选出了251件作品入围复评。

文化部艺术司司长、中国美协水彩画艺委会主
任诸迪，中国美协水彩画艺委会副主任陶世虎，中
国美协水彩画艺委会秘书长、北京水彩画学会副主
任陈坚，山东美术馆馆长徐青峰等11名评委参加了
评审。

文化部艺术司司长诸迪介绍说：“入围复评的
这些作品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当下全国青年水彩画
家创作的状况，为实现‘培养和挖掘水彩画后备力
量，集中展现当代水彩画创作的新探索、新面貌，
为青年水彩画家搭建展示和交流的平台’的展览目
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山东美术馆馆长徐青峰表示：“按照中国美协水
彩艺委会的工作计划和要求，山东美术馆与央美城
市设计学院全面配合，圆满的完成了‘第二届全国青
年水彩展览’初评环节的收件和评审工作。复评会议
将于3月14日在山东美术馆举行。我们一定不负重
托，无条件的服从组织安排，全面细致地做好各项筹
备工作。”

青年水彩画展览作品

在京初评

诸迪、徐青峰（右）在评审作品。
□纪明亮 报道

□记 者 于国鹏
通讯员 于 霞 崔文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3月1日，山东美术馆、山东广播
电视台共同主办的“小记者团亲子教育沙龙”活动
在山东美术馆咖啡厅举办。小记者及家长一行60余
人来到美术馆看展览、说心得、辩体会，一派其乐
融融的温馨景象。

“亲子教育沙龙”是山东美术馆的例行公共教
育主题活动之一，一般由美术馆与其他单位合办，
以展览为契机，以美育为主题，结合相关内容展
开。3月1日举行的“小记者团沙龙”主要分为三个
部分：首先是参观展览，小记者们在美术馆工作人
员的带领下，参观了刚刚开幕的“画说龙江—黑龙
江省美术馆五十年馆藏经典版画作品全国巡展”；
然后大家来到美术馆咖啡厅，争相拿起话筒登台发
言，积极分享自己参观展览的心得体会，中间还穿
插了有趣的审美知识辩论；最后，与会者一起观看
了小记者团“少年中国梦·快乐香港行”冬令营的
专题纪录片《香港·印象》。

山东美术馆教育推广部负责人介绍说：“感谢
小记者们来到这里与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快乐。山
东美术馆组织了多种形式的公共教育活动，如学术
讲座、艺术沙龙、少儿美育等，希望能通过与各单
位、团体的积极协作，让更多的观众走进美术馆，
让更多的人爱上艺术。”

山东美术馆举办

小记者团亲子教育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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