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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８月１４日讯 今天上午，第七届山东国际大

众艺术节暨第六届中国书画名家精品博览交易会在济南开
幕。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艺术节将陆续推出舞台演出、
艺术展览、文艺志愿服务行、群众文化活动、艺术产品博
览交易等五大板块５２项活动。

山东国际大众艺术节由省委宣传部、省文联主办，是一
台传统艺术与当代流行艺术荟萃的艺术盛会，荣获“２０１２年
山东最具影响力十大文化节会品牌”，自２００８年举办以来，
已经逐步成为我省省级层面影响广泛的艺术节。

本届艺术节定于８月１４日至９月３０日举办，艺术节将组
织广大文艺工作者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包括“时
代楷模”吕剧《百姓书记》专场演出、“青春中国梦”鲁宁琼闽
赣五省舞蹈精英展演、“和平颂·中国梦”主题音乐会、“天籁
之音”欧洲四重奏爵士音乐会等舞台演出，“南风北韵”当代
民间工艺名家作品邀请展、第二届山东书协会员千人书法
作品双年展、“共绘中国梦”庆祝新中国成立６５周年书画大
展等艺术展览，“文艺志愿服务行”艺术家走进中小学校、山
东青年文艺家走基层、书画艺术家走进农村党支部等活动，
山东省少儿书画艺术双年展、第七届山东青年微电影艺术
大赛、首届山东省群众广场舞大赛等群众文化活动。

第七届山东国际大众艺术节

推出５２项活动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讯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8月11日在北京揭晓，有

34部作品分获奖。山东省作协推荐的铁流与徐锦庚合著的
报告文学《中国民办教育调查》获本届鲁迅文学奖，这是
山东作家在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以后10年来再次荣获该
项大奖。同时，还有5位作家的作品分别入选中篇小说、
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文学理论提名奖。

《中国民办教育调查》是作者历时三载，深入中国民办
教育领域，扎实走访，深入调查，潜心创作完成的。作品以饱
满的创作激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全面把握
和宏观描写民办教育现状，直面民办教育中错综复杂的矛
盾，在歌颂优秀民办教育创办者筚路蓝缕的办学实绩的同
时，揭露鞭挞了民办教育中的害群之马和不良行为，生动形
象地记录和反映了我国民办教育波澜壮阔的成长历程。

本届鲁迅文学奖每个评选体裁和门类分别诞生10篇
（部）提名作品，除《中国民办教育调查》外，山东还有
5部作品获得提名：东紫的中篇小说《白猫》、赵德发的
报告文学《白老虎》、耿林莽的诗歌《散文诗六重奏》、
张炜的散文《疏离的神情：万松浦讲稿》、朱自强的文学
理论《“分化期”儿童文学研究》。

山东作家铁流徐锦庚

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 王红军

这些天，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
展在省城观众中引起轰动。３００多件四千年
前大汶口—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的代表性玉
器联袂登台，这在山东地区尚属首次。更重
要的是，这是一次“借展联展”的全新尝
试，让散落在全省各地博物馆的玉器集中走
进了观众视野。

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山东地区就已经
出现了造型各异、精美绝伦的玉器，后来历
朝历代都出土了大量的玉器精品，成为一笔
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但是，我们对玉器的
研究工作开展不多，研究成果也较少，而且

少有与其他玉器文化的深入交流和沟通。
从今年３月开始，山东博物馆启动了此

次文物的“借调”工作。首批，山东博物馆
就联合新泰、邹城、兖州、安丘、诸城、临
朐、寿光、滕州、青岛等各县市博物馆以及
山东大学博物馆等１７家文博单位，借调来了
１２０多件玉器文物；接着，浙江良渚博物院
借调的１５８件良渚玉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珍藏的临朐县西朱封出土的史前玉
器也相继到位，充分展示了史前玉器的造型
之美和工艺之精，全面解读了玉器在中华民
族文明发展中的作用。

“山东地区的史前玉文化，既具有承前启
后的特点，也有南北交融的特色。”中国社科
院考古研究所资料信息中心主任朱乃诚表
示，“这次联合展览让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走
出来，既让观众充分了解了玉器本身的历史
价值，也让大家认识了玉器背后蕴含的历史
文化信息，提高了民族文化的自豪感。”

筹划一个“借展联展”，效果显而易

见。一方面，我们有些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数
量有限，另一方面，我国文化建设等各方面
支持力度不断加大，这就迫使博物馆等机构
开始利用自身的力量积极转型，不再拘泥于
各种本土化展览，开始更加注重为观众提供
多方面艺术熏陶的机会，而从外部引进作品
“借展联展”就成了他们的选择。

在银川举行的全国文物合理利用工作交
流会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表示，我们要
提高馆藏文物利用率，开展“借展”、“联展”、

“巡展”，形成国有馆藏文物资源共享机制，切
实解决馆藏文物展出率不高的问题，切实解
决新建博物馆藏品不足、展陈难的问题，让收
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

在此次玉器文化展览中，滕州博物馆将
馆藏的玉璇玑、玉人面等６件玉器全部借了出
来。该馆馆长张东峰表示，这些玉器常年在馆
里展出，但就是简单的陈列，也很少“走出
来”展览。“地方博物馆在展览、展示方面
有其局限性，这样‘借展’或‘联展’的效

果会更好，真正让文物活起来了。”
“借展联展”的难点在哪儿？应该说，

这样的展览费时费力，极其考验团队的执行
力。朱乃诚说：“博物馆馆际之间的交流与
合作，首先有文物安全的考虑，许多文物并
不适合走出去，比如说有些陶器、瓷器、书
画等，就容易在搬运、包装等过程中造成损
害；其次是高端展陈有其限制，对展览的空
间、温度、湿度等都有严格要求，增加了办
展的难度。”

目前，我国文物展览的次数越来越多，
但文物的组织、调运、包装、运输、外展资
料的编撰等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一些非正
规化的人员，形同散兵游勇，缺乏一个有组
织有经费的大型包装队伍或公司。当务之
急，我们应组建一支属于我们自己的高水平
的专业展览策划筹备队伍。

可以预见，人民大众对优秀中华传统文
化的渴求会越来越强烈，这样的“借展”、
“联展”也会越来越多、越办越好。

“借展联展”难在哪儿
——— 怎样让“文化遗产活起来”之四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实习生 张会敏

8月9日晚，济南历山剧院笑声喝彩声不
断，这是“历山艺享汇——— 周末相声俱乐部”
自6月28日开办以来，进行的第七场演出。相
声迷们早早就坐在剧院等候着，《夫妻之间》、

《打灯谜》、《农家乐》等对口、群口、贯口相声
轮番登场，既有传统相声的经典回味，又融入
了众多时尚的娱乐元素，让观众在欢笑之余
且能体味文化的魅力。

相声观众挺“专业”

当晚的相声俱乐部坐满了观众，下至刚
会走的孩童，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一个个都
听得津津有味。

“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
子，怀来，沙城，保安，下花园……”马延泉和“小
老合”表演的《地理图》更是赢得了满堂彩。

之后的互动环节，很多观众都能明确说
出这是贯口相声，说明泉城观众对相声不仅
喜欢而且还颇“专业”。

赵大爷是周末相声俱乐部的忠实观众，
这已经是他观看的第五场演出，而且这次还
特意带了自己的两位好友一同前来欣赏。他
说自己年轻时候就喜欢相声，算是资深相声
迷，相声俱乐部的表演让他感到惊喜，“真不
错，从浅里说，听相声能让人笑一笑，往深里
琢磨，有很多门道，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更看重文化含量

周末相声俱乐部邀请来一批名家助阵，
包括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刘广玺、著名快板
书表演艺术家李连伟、著名山东快书表演艺
术家李东风、罗广兴以及青年相声表演艺术
家郭培鑫等。这些曲艺名家的表演在省内甚
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

很多观众可能对郭培鑫的艺名“大新”更
熟悉一些。他介绍说，创办这个周末相声俱乐
部，主要还是本着普及传统文化艺术的目的，
刚开始是在大学城，学生暑期放假，于是“转
战”到了历山剧院。

“就像我们刚才演的节目，当然有可乐的
地方，有好玩的东西，但我们更看重文化含
量，向观众向社会传播正能量。”大新说，这个
剧场是完全面向市场面向老百姓的，娱乐只
是一种手段，是第一步，向观众推广传统文化

才是最终目的。“你得先让他们感兴趣，听着
听着他就慢慢体会到这里边的文化所在。你
说传统相声老先生没饭吃居然能创作出《报
菜名》，没有地方住居然能创作出《夸住宅》，
没上过学居然能创作出《批三国》、《论水浒》，
这为什么？因为有文化在里边，我们就想普及
这个东西。”

先推广文化再“找钱”

相声俱乐部开张以来，影响越来越大，但
面对的难题也很多。

众口难调是最直接的一个难题。观众的学
识、阅历、观赏角度不同，对作品的要求和评价
也大不一样，“有的就是听乐儿来的，有的观众
就是听味道、欣赏来的，有的听完就觉得我们特
贫，这个尺度把握起来实在挺伤脑筋。”

其次，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大新说：
“想给俱乐部找个地方，人家都要先打听，你
这个东西能不能盈利？你能不能卖出票去？”
可是，俱乐部刚刚创立，从哪里找钱呢？后来，
演员包括剧场等方面形成共识，采取了“文化
救俱乐部”的曲线方针，“我们当初从大学校
园开始，就是另辟蹊径的一种做法。我们的想

法是，先推广文化，等文化的影响力出来了，
绕一个路我们再回去打市场。”

相声艺术后继乏人，也是俱乐部面临的
尴尬之一。现在，说相声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大新这次带了两个徒弟上台表演，但对这两
个年轻人以后的去向，是不是会坚守相声这
块阵地，他并没有信心。

17岁的祭福嘉是一家艺术院校相声班的
学生，今天也登台跟着师傅说了一段。被问及
相声的发展前景时，他表示自己并没有想那
么多，喜欢就去学了，“也没想过以后会怎么
样，有机会就做下去呗。”。

周末相声汇，你来听吗？
欢笑之余且能体味文化的魅力

□本报记者 王红军

“刚开始，大家都担心财政不拨款了，
自己闯市场能不能行？”以事业编制进入青
岛市歌舞剧院的王耿，２００９年转企时每月只
能拿到１０００多元工资。但今年６月，他已拿
到４０００多元的薪酬。“现在看来，改革的结
果比预期的要好。”

８月６日至７日，在全省文化（执法）局
长会议上，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
长徐向红表示，我们要推动国有文艺院团改
革到位，“进一步加大对转企院团的扶持力
度，帮助转企院团开拓市场，促进院团由
‘能生存’到‘生存好’、‘效益好’。”

当前，全省文化系统面临新形势新任
务，文化体制改革迈入“深水区”。尤其是
今年，我省文化系统将分类推进文化事业单
位改革，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机制
改革，开展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
组建理事会试点，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原创
剧目补贴、以奖代补等方式扶持转制院团发
展，建立健全由文化部门牵头的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统筹推进乡镇综合文
化站建设等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实施山东文
化传承创新计划等１３项具体改革工作。

“肩负起使命、啃好硬骨头，这既需要
勇气，更需要智慧。”徐向红表示，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全面深化改革，一个是新
领域，一个是硬骨头。“我们要充分运用好
调查研究这个法宝，深入基层，掌握实情，
科学制定决策，着力解决难题，切实做到改
革发展行动快、步子稳、质量高。”

在转制院团发展方面，如何“扶上

马”、“送一程”？徐向红说，我们需要做
好“蹲苗”、“补课”、“加把火”工作，
确保培育合格的市场主体。“目前，山东剧
场院线拥有３５家成员单位，涵盖全省１３个
市，总坐席数占到全省演出场馆总坐席数的
４０%以上。山东演艺集团要充分发挥龙头作
用，进一步扩大剧场院线的覆盖面，抱团开
拓市场。”

“通过扩大政府购买服务培育市场、建
立院线联盟占领国内市场、依托文化走出去
战略开拓国际市场等，这都需要认真研
究。”徐向红表示，十艺节后，大部分城市
实现了场馆的有效利用、常态化利用，文艺
演出几乎周周有，甚至一周好几场。但有的
场馆也“睡大觉”，利用率很低，需要主管
部门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回答，又
好又快推进各项改革发展工作。

为此，我省将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
徐向红表示，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原

则，我们将加快实现由“办文化”向“管文
化”转变，理顺文化行政部门与所属文化企
事业单位的关系，赋予其更多的法人自主
权，更多履行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
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在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方面，
我省将建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
机制，以改扩建为主、新建为辅，对现有已
建、在建的村级文化设施整合提升，使之功
能具备综合文体广场、讲堂、文化活动室、
图书阅览室、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室等配
置，能够满足农民群众举办文化节庆、文化
礼仪、文体活动以及村民议事集会等功能。

目前，深圳市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已
组建理事会。我省也将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
础上，开展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试
点，吸引各阶层代表参与，制定操作章程，
稳步推进试点，确保公共文化单位服务更加
高效、机制更加灵活。

如何“啃好”文化体制改革这块“硬骨头”

转企院团：从“能生存”到“生存好”
债券融资成文化企业主要融资方式

●“文化部自2012年与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合
作开始进行文化企业的债券融资试点，目前，已有90多家
企业通过债券融资募集到资金，债券融资正在成为越来越
多的文化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之一。”

——— 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副巡视员施俊玲说。近日，文化
部文化产业司与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共同举办文化
产业投融资实务（债券融资）研修班，旨在加快推进文化企
业直接融资，发挥债券融资在拓宽文化企业融资渠道、降低
融资成本、增进文化企业信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大文化
金融人才培训力度，提高文化企业债券融资的能力。

主题公园“主题”成难题

●“大量粗暴的抄袭和盲目模仿是国内主题公园建设
中的通病，造成了同质化竞争严重，导致市场吸引力和认
可度低，难以形成规模效益。”

——— 北京绿维创景规划研究院院长林峰表示。国际主
题公园的大型品牌商纷纷向中国布局，引发业界对主题公
园市场的关注。“主题公园是依靠创意来推动的旅游产
品，因此，主题公园的主题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世界上
成功的主题公园，都是个性鲜明、各有千秋，给人留下难
忘印象。反观中国的主题公园，大多是主题重复、缺乏个
性，以照搬照抄、模拟仿效居多，内容相差无几，缺乏认
真的市场分析和真正的创意，为造景观而造景观，结果当
然是惨淡经营或仓促收场。”

（孙先凯 辑）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林世军 报道
8月10日，在阳信县一家艺术培训机构，12岁的宋博文在练习吉它弹奏。她说，父母本想给她报舞蹈、美术等培训班，最后她根据

个人兴趣报了吉它班。该艺术培训机构负责人说，有兴趣学才艺是享受，不考虑孩子志趣而强行让孩子参加才艺培训班班的做法不可取，
有时甚至会扼杀孩子天生的才艺。

□徐速绘 报道
鲁浙博物馆合作展出300余件新石器时代玉器。这是

展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几种典型性玉器：
龙山文化玉牙璋(左上)、龙山文化玉璇玑(右上)、良渚文
化玉琮(左下)、良渚文化玉璜(右下)。8月9日，由山东博
物馆与浙江良渚博物院合作展出的大汶口—龙山·良渚玉
器文化展在山东博物馆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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