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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本报实习生 张会敏

位于大明湖南岸的“奎虚书藏”楼，也是省图书馆的
尼山书院所在地。

目前，“奎虚书藏”楼二层多功能厅、金石研究体验
区、专家阅览区的装修和书院主体楼的外部改造，都已经
完成。省图书馆馆长李西宁说，“按照先行先试的原则，
省图书馆尼山书院对条件已成熟、可操作性强的项目已经
开始运作。国学讲堂等已经开办多场，效果非常好。”

尼山书院成为“国家级”试点

为更好地传承国学、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省文化
厅决定在全省创新推进“图书馆+书院”模式建设“尼山
书院”，并专门出台文件加以引导和规范。目前，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报请文化部同意，已经决定授予尼山书院“传
统文化传承基地试点单位”称号。

李西宁说，目前，省图书馆尼山书院硬件、软件建设
已取得实质性进展。硬件方面，“奎虚书藏”楼二层国学
课堂、多媒体教室、国学资料室以及书院楼内部装修工程
已完成设计招标，正在抓紧时间施工，相关家具、设备也
已招标完成。“国学阅览区前期文献资料配备完成，共采
购国学相关书籍5000余种7000余册，并从总馆调配《四部
丛刊》等新印古籍3000册。”

软件方面也进展顺利。积极推动尼山书院标准化，起
草完成《“尼山书院”建设与服务标准(试行)》，拟订
《尼山书院讲座专家库》、《尼山书院推荐书目》、《尼
山书院必备书目》、《“尼山书院”先贤英模事迹展览设
计草案》等方案。启动了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尼山徽标、对
联，招募书院志愿者和艺术团团员活动。同时，筹备组织
尼山书院网站建设，完成了网站建设的招标。

李西宁表示，按照先行先试的原则，省图书馆尼山书院
一些项目已经开始运作。第三届尼山论坛的三场“尼山论
坛·明湖高端对话”在尼山书院成功举办，“这里同时举办了

‘馆藏金石拓片展’、‘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拓片展’、‘奎虚书
藏与名人展’等展览以及古代传统印刷技术体验、传拓技艺
体验等活动。国学讲堂日渐升温，自5月底以来，已举办国学
讲堂讲座19场，道德讲堂讲座1场。”

文献保护有“计划”有“工程”

在文献保护方面，省图推出了系列新举措。李西宁表
示，省图书馆充分发挥“奎虚书藏”作用，积极建设国学图书
资料中心，加强儒学文献资源建设。“充分发挥‘大师引进工
程’作用，在许嘉璐先生的指导下，启动实施了‘海外儒学文
献回归计划’、‘齐鲁珍贵地方文献回归计划’。”

同时，省图还做好“四大文化传承展示工程”之一的古
籍发掘整理，实施大型古籍整理出版项目，启动出版《山东
儒学文献珍本丛刊》等书目，完成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
录、第三批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评选工作，做好民国文献保
护工程，《济南“五三”惨案史料汇编》已正式出版。

文献收藏与保护的核心在于利用。李西宁说，省图首
先创新开展读者活动，举行大众文艺讲堂系列讲座，邀请
一批文艺名家，向社会大众宣传推广优秀文化艺术，收到
良好社会效果。此外，整合馆内培训资源，面向读者推出
“百场公益培训”，每周推出2到3场专题公益活动，都收
到了良好效果。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本报实习生 张会敏

省吕剧院新创作的吕剧《回家》，正在进
行二度创作，期待着在明年的第14届中国戏
剧节上斩获大奖。

一首曲子唱尽人间深情，一出短剧演尽
人间良善，我省艺术院团以出精品为目标，
创作了大量艺术性、思想性、观赏性俱佳的
优秀作品，好戏感人，以戏化人，连台好戏让
广大观众耳濡目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粹。

吕剧里的大爱情怀

省吕剧院排演的一部吕剧大戏《百姓书
记》，去年亮相十艺节舞台，一鸣惊人，一举
夺得“文华大奖”。这部戏塑造的主角百姓书
记，身上充满了无私、奉献、为民等优秀品
质，观众看了无不动容。“十艺节”后，省吕剧
院对《百姓书记》一剧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
进行了全新的艺术加工与改进，并于今年6
月9日、10日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汇报演出，
再次大获成功。

目前，这部充满正能量的大戏，正在为
进行全国巡演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

创作精品剧目的脚步没有因此停下。省
吕剧院院长蒋庆鹏介绍说，今年初，根据
2012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高秉涵
的故事改编创作的吕剧现代戏《回家》，5月
22、23日赴北京参加了“第四届全国地方戏
优秀剧目展演(北方片)”演出，大获成功，得
到了北京专家的充分肯定和一致好评。

蒋庆鹏说：“现代戏《回家》充满了乡土
意识和家国情怀，该剧所展现的特殊年代人
物的坎坷命运，让观众感动得热泪盈眶。”

一些观看过这部戏的专家也表示，该剧
描写了人类热爱故土、思念家园，“想家、想
娘”，魂牵梦绕的大爱情怀，成功塑造了五十
年来为圆“家国梦”，为寻“回家路”锲而不
舍、奋力抗争的一群老兵形象。主题深刻，语
言生动，舞台呈现厚重大气，“是一出不可多

得的好戏。”

让人心灵跟着飞翔的杂技剧

同样是在十艺节上，省杂技团排演的大
型魔幻杂技剧《聊斋遗梦》，也让人耳目一
新，不仅是那些高超的杂技表演令人“炫
目”，其表达出的脉脉深情也让人心有灵犀，
因此才能够征服挑剔的观众和评委，最终获
得“文华奖”优秀剧目奖，同时获导演(编导)
奖和表演奖。

杂技剧《聊斋遗梦》完全称得上是个“新
东西”，既有“杂技”也有“剧”，而且不仅仅是
二者的简单叠加，还体现着有机的融合，即
用“杂技”这门艺术讲述了一个曲折动人的

“聊斋故事”，表现人狐之间一段生死不渝的
真挚恋情。山东歌舞剧院一级编导胡玉平评
价说：“很震撼。我认为10年后这台戏仍然会
充满光彩。”

为了把故事讲好，讲得更精彩，这台杂
技剧在创作过程中，经历过反复修改。省杂
技团团长姚建国说：“今年初进行的观摩演
出，事实上已经是较大幅度改版的第三个版
本。每一版都有很大提高，首演之后的一次
改版，调整改动的内容占到了近一半的比
例。”

仅从故事上来讲，杂技剧《聊斋遗梦》是
截取了《聊斋志异》中《婴宁》、《辛十三娘》、

《书痴》等故事素材，凝练出的一部可歌可泣
的爱情绝唱。再辅之以世界一流的杂技表
演，其艺术水准自不待多言。

姚建国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台杂
技剧在讲故事的过程中，结合杂技艺术的特
点，让杂技艺术的虚拟性与聊斋故事的象征
性结合起来，给观众新的审美联想，从而进
一步丰富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推广山
东优秀文化资源，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双丰收。”

歌剧里的“民族性情”

山东歌舞剧院排演的音乐会歌剧《赵氏

孤儿》， 7月9日、10日晚在山东剧院连演两
场后，获得观众高度评价。

省歌舞剧院院长王彬林介绍说，“音乐
会歌剧《赵氏孤儿》是我们为备战2014年第
二届中国歌剧节排演的重点剧目。该剧由中
国广播艺术团著名作曲家莫凡历时五年精
心创作，中国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著名指
挥家杨又青担任指挥，是山东歌舞剧院拥有
全部知识产权的优秀作品。我院曾两次特邀
多名国内知名专家召开座谈会，对剧目本身
和运营前景进行研讨，来自北京、上海、南京
的歌剧界专家普遍认为该剧大气、厚重，富
有冲击力和震撼力，而且非常具有市场开发
潜力。”

据介绍，音乐会歌剧《赵氏孤儿》以西洋
歌剧的音乐形式为基本框架，在舞台调度、
舞美布景等方面采用简洁的处理方式，在追
求艺术效果的同时控制参演人数，将音乐作
为全剧的主要表现手段，最大限度地开发该
剧作为音乐会歌剧的听觉效果，并使其更加
适合当前的演出市场化运作模式，这在山东
乃至全国都是创新式的大胆尝试。

该剧还具有情节高度浓缩的特点。全剧
分为两幕，前幕为“舍子·救孤”，后幕为“弑
父·报仇”，以核心事件“复仇”为时间上的分
界线，讲述了一个长达20年的有关国仇家恨
的故事。巧妙合理的结构布局，高度浓缩的
故事情节，具有震撼力的音乐效果，也使人
物个性更加鲜明丰满。

王彬林介绍说，音乐会歌剧《赵氏孤儿》
运用了表现主义艺术手段，屈死冤魂的反复
吟唱以及大量意识流的闪回贯穿全剧，现实
时空与非现实时空交替出现、此起彼伏，以
此来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表达人物复杂的
心理矛盾；该剧还采用了史诗性的表达方
式，在浓重的音乐氛围中塑造出立体的故事
情景。

王彬林说，山东歌舞剧院对于音乐会歌
剧《赵氏孤儿》的期待，就是在全体演职人员
的努力下，力求将该剧打造成一部具有“国
际语汇、国家水准、民族特色、山东品牌”的
艺术精品。

连台好戏让观众耳濡目染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

一词一曲唱尽人间深情与良善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本报实习生 张会敏

6月22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传来喜
讯，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大运
河申遗成功，也使山东省继“三孔”、泰山、齐
长城之后，拥有了第四处世界文化遗产。

山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同样成绩斐
然。目前，山东有剪纸、诸城派古琴、皮影戏3
个非遗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全省共有国家
级非遗项目153项，省级非遗项目555项，市级
非遗项目1957项，县级非遗项目7019项。经过
抢救性保护，泰山皮影戏等100多个珍贵、濒
危、具有重要价值的非遗项目得到有效抢救
和保护；烟台剪纸、沾化渔鼓戏等210多个项
目恢复或新建了剧团和传习所，通过增加人
员、排演新剧目，重新获得生机。

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我省通过各种“巧
办法”，形成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的“硬实力”。

德州：有了“世界级”遗产

大运河申遗成功后，德州也有了第一个
世界遗产——— 大运河(德州段)。至此，德州全
市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增至4处。

不断提升博物馆展陈和服务水平。德州
市规划和建设了市博物馆第四展厅。同时，深
入开展了苏禄王墓改造工程等文物保护项目
建设，进一步提高了文物保护水平。

非遗保护工作扎实推进。《德州扒鸡》和
《德州黑陶》已通过第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项

目初审；《临邑一勾勾》申报了2014年度国家
级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
化遗产日宣传活动28场，对60位非遗传承人、
民间艺人收徒传艺进行了重点扶持和资助，
非遗工作取得新进展。

莱芜：开展可移动文物普查行动

莱芜市组织开展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
行动，完成嬴城遗址、牟城遗址、莱芜战役指挥
所旧址保护规划立项报告的编制工作，上报《莱
芜战役指挥所旧址修缮保护工作方案》。

完成乡村记忆工程重点单位的现场普查
和资料申报工作及2个传统文化乡镇、15个传
统文化村落、14个乡村博物馆和37个古民居、
祠堂、庙宇的普查资料整理工作。

聊城：文物收藏量31625件(套)

聊城通过运河申遗，对相关河段进行了综
合整治，实现了环境改善、群众受益的双赢局
面，既能提高城市知名度，又能传承运河文化。

目前，山陕会馆正在进行维修，周店船闸
完成了考古发掘，铁塔维修方案得到国家文
物局的批复。

第一批可移动文物普查进展顺利，完成
统计文物收藏量31625件(套)。博物馆、纪念馆
积极创新理念、机制、举措，完善公共文化服
务功能，提高服务效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全市11家博物馆共举办13个临时展览
和教育活动，观众达102万人。

日照：试点文物安全“天网工程”

扎实推进两城镇遗址、齐长城遗址等重
点文物保护项目规划立项、编制、实施工作。

积极开展文物安全“天网工程”试点工
作，具体方案已报省文物局。

根据第三次文物普查成果，在“日照记忆
馆”制作了日照文物遗迹沙盘，对全市1236处
文物点分层次进行展示；除文物遗迹沙盘展
区外，还在“日照记忆馆”设置了刘勰故居展
区、石结构建筑展区、海洋文化遗产展区、古
村落传统乡土建筑展区等多个主题展区，打
造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展示的重要平台。

威海：开展特色宣传推广活动

在“文化遗产日”期间开展了非遗培训、
现场展演、进校园进社区等形式多样的宣传
活动，参与群众人数达2万多人次。

荣成市的“三渔文化”培育工程获得2013
年度山东省非遗十大亮点工作，王巍岩获
2013年度山东省十大模范传承人。

完成了威海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申报和评审工作，并通过媒体、微博、微信等
多种形式，对新的非遗保护项目进行了集中宣
传推广，提高了非遗保护工作的社会知晓度。

目前，正以“尼山书院”建设为契机，全面
加强传统文化建设，进一步做好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和利用工作。

潍坊：推进非遗进校园

扎实推进国家级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建设，不断完善非遗保护传承体系，今年又
有2个项目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推荐

项目，有11名传承人被评为省级非遗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杨家埠民俗艺术有限公司被命
名为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大力加强规范化非遗传承场所建设，在
评选命名首批50个市级非遗传习所的基础
上，在全市启动规划建设20个规范化非遗项
目综合性传习中心。

深入推进非遗进校园和非遗高职教育，
在潍坊市技师学院开设潍坊核雕、年画、风
筝、嵌银髹漆4个非遗职业教育试点项目，面
向社会公开招生。开展非遗保护工作评比活
动，评选出了全市“十佳”传习所、“十大”模范
传承人和7项优秀非遗研究成果。

枣庄：确定“乡村记忆工程”试点村

积极开展大运河枣庄段遗产的调查摸底
工作，整合文物资源，参与山东省“大运河历
史文化长廊”建设。

积极争取国家大遗址及重点文物保护经
费资金。选报17个项目申请2014年国家文物保
护资金补助。

除建新遗址申请立项外，薛城遗址、北辛
遗址、中陈郝瓷窑遗址、偪阳故城、前掌大遗
址5处大遗址全部启动保护规划。《薛城遗址
保护规划》、《北辛遗址保护规划》已纳入曲阜
片区，《薛城遗址东南角及西城墙中段抢救性
保护工程设计方案》通过国家文物局批准，保
护工程正在实施。

推荐山亭区北庄镇石板房村落、滕州市
柴胡店镇葫芦套村、薛城区邹坞镇中陈郝村
等三处为省级“乡村记忆工程”试点单位。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山东巧实力”

100多个珍贵濒危非遗项目得到抢救

省图：让书写在古籍里

的文字活起来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本报实习生 张会敏

嵌镶在齐鲁大地上的古代石刻，可以用“琳琅满目”
“美不胜收”来描述。

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管国志介绍说，山东古代石刻
历史悠久，上溯先秦，下至明清，遍布齐鲁各地。不仅数
量多，种类全，而且以源远流长、品味高著称于世，在全
国占有重要地位。“山东古代石刻前后延续达2200多年，
可以这样讲，山东有最古老的文字石刻、最精美的汉画像
石、最宏大的书法宝库、最奇特的佛教造像及艺术价值极
高的北朝隋唐墓志。”

管国志说，这些石刻与齐鲁文化和中华历史紧密联
系，也和祖国的精神文明史、物质文明史紧密相连，是我
们了解和研究古代精神文明史和物质文明史，了解和研究
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美术、宗教、科
技、教育等的重要史料。“在齐鲁文化中，山东古代石刻
可能算不上重点，但它绝对是亮点、是瑰宝、是奇葩，是
齐鲁文化的一张靓丽的名片。”

管国志说，山东石刻馆是我国成立的第一个以古代石
刻为专题的省级博物馆。成立三十余年，在收集、调查、
研究、展陈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传承齐鲁文化做出了
积极贡献。

省石刻艺术博物馆还加强成果转化平台建设，使之接
地气、进校园、进社区。今年3月至4月在昆明市博物馆举
办“山东古代石刻拓片展”，在云南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好
评。管国志说：“6·14文化遗产日期间，我们与临沂文广
新局、文物局和临沂大学共同组织了博物馆进校园活动，
在临沂大学艺术中心举办‘金石难灭——— 山东古代石刻拓
片展’，期间我馆研究馆员赖非和杨爱国分别做了《山东
的石刻书法资源》与《中国古代石刻艺术鉴赏》的学术讲
座，受到院校师生及社会各界的欢迎与好评。”

省石刻馆：古老石刻唱新歌

□新华社发
7月26日，参观者在欣赏清乾隆青花折纸花卉纹六角

瓶。当日，为期3个月的“紫禁城·扬州·大运河——— 故宫
博物院、扬州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品展”在扬州博物馆拉开
帷幕。此次展览展出来自故宫博物院和扬州博物馆的共
120件套珍贵文物，包含玉器、瓷器、杂件、书画等。

传承弘扬传统文化资源，山东诸多富
有前瞻性的创新做法，引起越来越广泛的
注意，传统文化在齐鲁大地绽放出越来越
明丽的现代光彩。

2013年11月24日至28日，习近平总书
记来山东视察指导工作，对加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做出重要指示。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
习时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
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
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我省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讲话精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
长徐向红介绍说，省文化厅结合我省文化
工作实际，在经过专题调研和多次研究讨
论的基础上，专门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提出工作意见。

从2013年开始实施的“大师引进工
程”，效果正在显现。我省以山东博物馆、山
东省图书馆、山东省美术馆、山东省艺术馆
等公共文化单位为载体，率先在省直文化
单位实施“大师引进工程”，目前正有力推
动“四馆”更好地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时代精神和民
族精神的公共文化服务阵地。

今年5月起，山东在全省部署开展“图
书馆 书院”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出台尼山
书院建设与服务标准(试行)，确定并公布
尼山书院国学必备书目和推荐书目(征求
意见稿)。

从2012年底我省开始建设“乡村儒学
讲堂”，目前已经取得令人欣喜的好成绩，

“乡村儒学讲堂”试验点已拓展至潍坊青州
市、聊城市茌平县等地。今年7月9日至11
日，我省还在泗水县举办了全省尼山书院
暨“乡村儒学”骨干培训班。

从2013年起，我省正式实施繁荣山东
舞台艺术“4 1工程”即山东省舞台艺术精
品工程、山东省地方戏振兴与京剧扶持工
程、山东省优秀保留剧目工程、山东省舞台
艺术英才培育工程，为传承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搭建起更多载体。

今年5月份，第三届尼山论坛又在山东
大学成功举办。此外，“尼山论坛”积极走出
国门，“巴黎尼山论坛”、“纽约尼山论坛”都
引起广泛影响。尼山论坛成为中外文明对
话交流平台的同时，也成为展示和传播优
秀齐鲁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
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
丰厚滋养。中华文化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
本的精神基因，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
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让优秀传统文
化“活”起来，正是文化工作者当前的追求
和使命。

传统文化绽放

的现代光彩

□张会敏 报道
7月26日上午，孔子基金会“孔子

学堂”项目指定合作单位——— 非常小孩中
国娃娃天赋馆世贸店迎来了温情而隆重
的新生开蒙礼仪式。开蒙礼，即古代启
蒙教育之初的拜师礼，在古代，私塾教
儿童开始识字称“开蒙”，开蒙之际要举
行开蒙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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