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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要进一步提升服务公众的水平

●“美术馆因公众而存在，没有观众，美术馆的意义就
得不到体现。”

——— 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说，美术馆要进一步推进服
务公众的水平。目前，国内美术馆有三方面需要加强，一是
加强展示内容，要将展览策划好、编排好、呈现好，使观众
获得良好的艺术体验，在服务内容上多下工夫；二是丰富美
术馆服务形式，普泛性与学术性结合，使公众在美术馆有主
人翁的感觉，愿意沉浸在美术馆的气氛中；三是美术馆藏品
要常以为继，必须要有积累，要增加藏品的规划和收集，开
拓资源，并充分发挥藏品的作用，开展藏品研究。

经得住历史考验的才是好作品

●“艺术品的价值，究竟谁说了算？”
——— 中国美协副主席王明明认为，“不是艺术家的官

衔、媒体的宣传或者金钱说了算，那些在艺术史上真正经得
住考验的作品才具有艺术价值。”

张艺谋称“恩师”吴天明

令人“高山仰止”
●“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后来才感觉到非常可贵。”
——— 被称为“第四代导演的旗帜”“第五代导演的教

父”的重量级导演吴天明因病去世。作为吴天明提携、任用
并给予大力支持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发
文悼念。张艺谋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现在的商业电影拍得
要好看，上各种手段，都拍花了。回过头静下心来向‘头
儿’学习，发现他的那种执着、凝重、朴素的叙述，特别可
贵。我和他都是陕西人，是老乡，有共性，有纯朴的一面，
也有迟钝、木讷的一面。我的电影里爱用陕西老三色——— 黑
白红，他的《人生》、《老井》里也是，他对我的影响很
大，后来才感觉到非常可贵。”

热钱的涌入让影视行业很浮躁

●“现在许多热钱都涌入到影视行业，整个行业处于一
种浮躁状态，诞生了不少雷剧，这些雷剧有时收视还不错，
这就在客观上起到了一种劣币驱良币的作用，使好作品的生
存环境更难了。”

——— 因写《别了温哥华》《我的青春谁做主》等多部赵
宝刚导演作品而成名的女编剧高璇说，比如你要精心打造一
部剧本，可能一天也写不了几场，而要东拼西凑地对付一部
口水化的剧本，一天写上两集也没问题，在这种环境下，能
坚守并生存下来确实不容易。“但我也相信，这应该是暂时
的，因为观众也知道那些粗制滥造的电视剧毫无营养可言，
迟早会厌倦的。”

(于国鹏 辑)

□ 本报记者 彭 辉
本报通讯员 王海政

“成为舞台的主角”是多少文艺人的梦
想，对于并非职业搞文艺的农民来说，这个梦
想显然很遥远。

为梦想搭建舞台，让农民群众成为身边
广场的“角儿”，让“来自文化广场的你”火起
来。文登依托遍布城乡大大小小的文化广场，
通过文化活动的吸引和文化骨干的带动作
用，让越来越多的人聚拢到广场上来，一个个
旁观者变成局内人，一个个广场名角带动着
文登广场文化越来越红火。

文化广场覆盖城乡

3月1日傍晚，在文登市侯家镇小洛村的
文化广场，村民吃过晚饭又聚集起来，一些人
在做健身操，一些人跳起了扇子舞，还有些人
在排演三句半，引得大伙发出阵阵笑声。“从
去年底村里的广场建成后，广场上每天都热
闹得很。”小洛村妇女主任王炳艳说。

小洛村集体经济实力薄弱，去年在文登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包扶下，投入80多
万元建设了2000平方米的文化广场，并配备了

音响器材，周围农家书屋、妇女之家、老年活动
室一应俱全，结束了村民开展文化活动没有场
地，有时还得到周边村“蹭场”的尴尬。

为解决文化设施分布不均问题，让农村
群众都能拥有文化活动场地，文登在镇村、社
区采取政府奖补、部门帮扶等形式，鼓励帮助
农村社区建设文化广场，已经建起镇级大型
文化广场16个，集文化大院、文化资源信息共
享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农村社区综合服务
中心200个，规范化农村文化大院、文化广场
746个。在市区，提升了文化广场档次，高标准
建设了文登学公园、抱龙河公园、市民文化中
心和峰山公园等文化服务设施。

遍布城乡的文化设施构筑起覆盖城乡的
市镇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形成了“10分
钟公共文化服务圈”。

量身打造群众舞台

“上了文登春晚后，大伙搞文艺的热情更
高了。”埠口港张家埠村舞蹈队领队张金红说。
她们表演的节目《和风春韵》成功登上了2014年
文登市春节联欢晚会，受到全市观众好评。眼
下，她正带领她的队员们排演新的节目《说唱
脸谱》，争取在明年春晚的舞台上“卫冕”。

秉承“办老百姓自己的春晚”的理念，文
登市春节联欢晚会除了有专业演出团体加盟
外，每年都会从群众文艺表演中选拔一批优
秀的群众节目，不但增加晚会的趣味性，还大
大调动了群众参与文艺活动的积极性。

城乡文化广场建起来了，关键还要看能
否用得上。文登市文广新局局长鞠晨日表示，
依托遍布城乡的文化服务设施，文登通过为
群众量身设计舞台，以多样的文化活动，让广
场留得住群众，让广场文化水平不断提升。

从2008年开始，坚持贴近百姓生活，降低
准入门槛，提高群众参与度，文登每年在全市
镇、办事处举办“百姓放歌 唱响文登”农村
文艺汇演活动，到现在已举办巡演100多场
次，登台群众演员1万多人，群众原创节目
3000多个，被评为全省农村公共文化“优秀实
践奖”和百个农村特色文化品牌。此外，文登
还常年举办京剧票友大赛、文登好声音选拔
赛、快乐挑战赛、业余歌手大赛等文化活动，
每年举办的“舞动龙乡”民间艺术表演等大型
民俗文化活动，参演群众每年都在千人以上。

文化名角越来越多

“日出东方迎朝霞/龙河岸边是我家/登

上峰山举目望/天福就是个好地方……”天气
转暖，环山办事处宋家沟社区的丛培荣大妈
和她的姐妹们又操练了起来。

丛培荣今年已经73岁，让人难以相信的
是这曲快板《顶天立地天福人》就出自她
手。不仅如此，她还组建了天福童心艺术团
和老年合唱团，这让她在当地成了文化名
人。

在文登，像丛培荣这样的草根文化名角
不在少数：小观镇万家口村年近七十的于战
凯老人，筹资10万多元组建京剧团，购置服装
和乐器，组织50多位农民义务演出，圆了自己
多年的舞台梦；大水泊镇岭上王家村村民王
清法将商店门前空地清理改造成文化广场，
花1000多元买来音响，办起了乡村舞台；侯家
镇河杨家村书记徐佃芹自编自演了小品《亲
家仨》和《抓阄生娃》等节目，还获得了全省计
生题材文艺节目评选优秀奖……在他们的带
动下，越来越多的农民群众从到广场自娱自
乐到参与创作排演文艺作品，文化名角也越
来越多。

现在，文登已有18个文化协会，常年参加
文化活动的市民有1万多人，85%以上的村拥
有锣鼓队、秧歌队，常年开展活动的文艺团队
有400多支。

文化广场遍布城乡 文化活动丰富多样

文登：火了“来自文化广场的你”

□ 王红军

前两天，见到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
他提出一个问题：“如今，我们的图书馆除了
借书外，还有报告、讲座、沙龙等活动，这些
会让市民满意和喜欢吗？”这个问题很难回
答。现在，图书馆已经越来越由市民的读书
之所，成为充满情趣的生活空间。

图书馆Library来源于拉丁语，意思是
“拥有书籍”。从这个意义上说，图书馆可以
解释为“藏书之所”。美国图书馆学家巴特勒
认为，所谓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社会
装置，图书馆是为把它移入活着的个人意识
的一种社会机构。

上世纪90年代，荷兰图书馆学家舒茨提
出“公共图书馆是市民的第二起居室”，认为
图书馆的任务是创造娱乐性阅读、自学进修
以及信息研究的良好环境。到了2009年，国
际图联年会的主题是“作为第三空间的图书

馆”，图书馆“第三空间”运动突然兴起，吸引
大众走进图书馆并参与其中。

2013年，有一个话题引起了我国图书馆
界的广泛关注。在最新的一届“世界图书之
都”的评选中，我国深圳市输给了泰国曼谷
市。无论是图书馆设施建设，还是市民阅读
率，深圳市都遥遥领先对手，但为什么会“意
外”落选呢？

实际上，这源于泰国的一个“知识公
园”项目。地处曼谷世界购物中心的“知
识公园”，由阅读室、儿童区、宁静阅读
区、音乐图书馆、IT馆、迷你剧场、公开
广场等部分组成，把购物、读书结合在了
一个空间里，人们逛街累了就可以直接走
进这儿，成为市民重要的公共信息中心和
开放互动的学习空间。这就是走在世界前
沿的图书馆。

到韩国旅游，有许多人都会去韩国国
立中央图书馆，多国语言信息室内的电脑

采用的是韩语、中文、英语、日语等多国
操作系统，只需键入数字图书馆注册时的ID
和密码便可轻松使用。更独特的是，图书馆
为市民提供特殊的婚礼服务，每场婚礼只收
取约合人民币300元的场租费，同时还向新
人赠送结婚礼物，基本上等同于免费。

在美国，盐湖城公共图书馆也不仅仅是
一座公共图书馆，更是一个巨大的室内公共
空间，因此人们有时将其称为“广场”。在这
座特色广场，有举办婚礼的天台花园、会议
厅，还有服务的商店、餐厅……图书馆日益
突破我们原有的观念。

褚树青说，“人们来到这儿，可以忘掉年
龄、忘掉性格、忘掉职业，无所顾忌，彻底放
松地与人交流、互动，充满生活情趣，让人感
觉非常美妙。”

顺应社会和时代发展的趋势，图书馆已
经不仅仅把图书用来阅读，而是以“书”为媒
介展开文化活动。一个人来到图书馆，无论

是看书还是交流，或许不经意间触发了灵
感，产生了某种思想的火花，就真实展现了
图书馆的功能和使命。在历史上，有许多伟
人、名人取得的成就，都与图书馆密不可分，
他们的创新精神都是图书馆用户的高端写
照。

我们到非洲的图书馆，他们可能在教人
做手工；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图书馆，他们可
能在让人了解最新科技，一个代表着传统、
一个代表着现代，但都是在当地物质条件、
科技水平下的文化活动，都是图书馆应当承
担的使命。

图书馆还能举办婚礼？
——— 我国公共图书馆未来走向的思考之三

□ 王红军 焦自香

“重大发现接连不断，四大新属种相继
出现，诸城恐龙家族再添新成员。这是继诸
城出现四大龙王后诸城恐龙研究的又一重
大突破。”著名恐龙专家徐星说。

诸城市恐龙化石蕴藏丰富，被誉为“恐
龙之乡”。3月5日至10日，中科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著名恐龙专家徐星
携团队研究人员邢立达、加拿大籍恐龙专家
舒柯文等来诸城进行了实地考察研究。

对巨型诸城暴龙的骨骼化石进行梳理
时，职业的敏感性使徐星总是感觉哪里不对
劲。仔细对比后，他发现了其中的奥秘，“这
块头骨的组织结构和巨型诸城暴龙头骨的
组织结构存在很大的差异，确定无疑是除巨
型诸城暴龙外的一种暴龙新属种。”

梳理恐龙涧化石点的近万块化石时，岩
壁上一根长约40厘米的化石吸引了徐星的目
光。经过半天研究，他再一次曝出了喜讯：

“这个区域的化石，基本上是一条腿上的骨
骼化石，初步鉴定为虚骨龙的化石，具体是

哪类还需要深入研究，是否和北美、亚洲其
他地方发现的虚骨龙是一个种还不能确定，
但是诸城发现的新属种。”

在对棠棣戈庄的恐龙脚印化石进行研
究时，邢立达发现了两种蜥脚类恐龙新属
种，一种蜥脚类恐龙脚印直径在1 . 1米左右，
比皇龙沟发现的最大的蜥脚类恐龙足迹还要
大；一种蜥脚类恐龙脚印直径只有40厘米左
右，从岩层年代推断至少是1 . 1亿—1 . 2亿年前
的。“从踩踏痕迹可以看出，这两种都是区别
于之前诸城发现的蜥脚类恐龙的新属种。”

诸城“龙族”再添四位新成员

□卢鹏 智峰 报道
 “我运动 我健康 我快乐”。近

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广场舞比赛在东营市东
营区文体活动中心广场举行，优美的舞姿充
分展示了当代女性健康、自信、活力、时尚
的精神风貌。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日前，青岛市南区八大峡街道举行皮

影戏进社区公益表演，民间皮影艺人为居
民表演了皮影戏《大嘴巴说过年》、《鹤
与龟》，让社区居民在家门口感受了民俗
文化的艺术魅力。

□新华社发
3月7日，观众在中国美术馆欣赏马书林

的中国画《杨门女将》。当日，“新境———
中国当代艺术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

□李继保 报道
本报梁山讯 阳春三月，在梁山县杨营镇东张庄村帆

布搭起的简易戏台上，该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枣梆
剧团的演员们正在表演经典曲目《蝴蝶杯》选段。台上演
员们唱得有板有眼、字正腔圆，台下戏迷们坐着马扎凝神
静听。

枣梆戏起源于明清时期，属于古运河文化产物。目前
枣梆剧团现有成员十几人，年龄最小的30余岁，最大的60余
岁。作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梁山枣梆逐渐发展
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曲目。

“这两年，县里不断组织送戏下乡，都是我们去唱，
大家都很爱听。”枣梆剧团团长张繁和介绍说，“每到一
个村都会表演6天，基本上保持一天三场戏。等天气再暖和
点，我们会到各镇的敬老院去巡演。”

在梁山县，像这样走街串巷“种文化”的剧团有十几
支。为扶持乡村剧团的发展壮大，近年来梁山县将为民送
戏下乡列入县里的惠民实事，鼓励艺术团队在本村以及周
边的乡镇演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梁山：“小”剧团

播种“大”文化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临清讯 “自从我随大王东征西战，受风霜与劳碌

年复年年，恨只恨无道秦把生灵涂炭……”3月2日晚，800
人的临清剧场座无虚席，临清首场5元低价位大戏演出赢得
满堂喝彩。“五块钱看大戏，真值呀!”钟情于京剧表演的
票友张少丁说。

临清是全国京剧艺术之乡，临清人懂京剧、爱京剧，有
着浓郁的京剧情怀，几乎人人都能唱上几段，业余京剧组织
更是遍地开花。除了临清京剧团外，临清还有双百戏曲学
社、业余京剧爱好者协会等8个业余京剧协会，10多个京剧
演唱沙龙，还成立了4个镇级分会和12个村级分会，登记在
册的协会会员6000余人，戏迷更是不计其数。

今年以来，临清剧院每月开办一场戏，门票由原来的
三四百元降至5元一张，让老百姓以最少的钱看最好的
戏，受到了广大戏迷朋友和群众的热烈响应。“以前很多
京剧名家都来临清演出过，但票价都在两三百元左右，普
通老百姓都进不了戏园子。现在，每人只花5块钱，就能
在家门口欣赏到一场原汁原味的京剧表演。”票友柏丽君
高兴地说。

临清老百姓

“五块钱看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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