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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戏先学做人

●“新生入校教育，第一句话就是‘演戏先学做
人’。因此，从中戏走出的很多老演员，一辈子都以‘戏
比天大’的准则要求自己。”

——— 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主任郝戎说。近一段时间
来，演艺圈频发明星黄赌毒事件。郝戎为艺人的不自律感
到痛心。“作为公众人物，犯错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负面
效应，因此不可以纵容和容忍。”尽管一些人的不检点和
追求“刺激”为文艺界带来负面评价，但郝戎认为，整个
行业还是比较自律的，积极向善的影响力仍然广泛存在。
他期待我国管理部门或演艺组织借鉴欧美国家和港台地区
好的经验，制订出台行规，严格规范艺人的艺德操守。

资本撬动影视产业格局

●“互联网企业进军影视业其实是一种产业格局的调
整变化，这种变化最直接地体现在资本层面。”

——— 博纳影业总裁于冬说。未来的电影公司都将为
BAT打工，也就是说未来大量电影企业会获得BAT的投
资。这种投资可能是参股控股，也可能是被完全并购。大
量互联网资本的进入必然会导致制作、宣传发行等方面的
成本不断上升，使得这个行业的门槛越来越高，因此一些
中小企业就会亏损倒闭，影视制作的市场份额也会逐渐趋
于集中。这种局面给影视产业整体发展带来的影响虽然有
待观察，但导致票房进一步走高、催生一批优质影视制作
公司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民营美术馆应有社会公共价值

●“如果仅仅因为投资艺术可以带来金钱方面的收
益，则大可不必建立美术馆，只需修建一个仓库并在电脑
里建立一个文件档案夹就可以了。”

——— 成都当代美术馆馆长吕澎说。公共教育是美术馆
的重要功能之一。美术馆需要将藏品、展览以及其他艺术
活动的知识、内容、意义传递给社会，而远不止让更多的
观众来观看展览；并且不仅要传递已经有的信息，还要通
过不同的形式生产知识，让已经有的价值衍生出新的价
值。

（孙先凯 辑）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小戏的形式灵活，内容感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９
月２３日晚，６０岁的吴明陪家人观看了全省优秀小型戏剧展演，她
告诉记者：“无论是五音戏《英雄铁山》，还是山东梆子《招魂
儿》，小戏故事贴近生活、贴近现实，感动得我多次落泪。”

当晚，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主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６５周
年“老百姓最喜爱的戏”——— 全省优秀小型戏剧新创作剧目展演，
在济南历山剧院举行第一场演出。在五天的时间里，来自全省１４
个剧种的２０个优秀剧目将陆续上演，集中展示我省小型戏剧创作
优秀成果。

参加本届小戏展演的优秀剧目，是从全省５８台剧目中精选出
来的。“小型戏剧的特点就是老百姓喜闻乐见，而且能够充分发
挥戏曲短小精悍反映生活的特长。”省文化厅副厅长陈鹏表示，
在筹办十艺节过程中，我省大力推进戏剧精品创作，如今也要下
力气抓好小戏创作演出。

“山东是小戏创作成绩较大的省份，不少剧目在参加本次展
演之前，已经参加过多项全国性文艺评奖和会演，得到专家的高
度评价，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陈鹏表示，在文艺为群众服务
方面，小戏发挥着独特的优势。

据了解，此次展演的２０台入选剧目题材丰富，充分表达了人
民群众对祖国、对人民、对家乡、对土地的深情厚爱，展现了人
民群众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追寻
过程中的精神风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社会价值。

演出中，新编现代柳琴小戏《情满桃花湾》第一个亮相，该
剧通过梁忠诚父子与田晓燕母女两代人之间一波三折的爱情故
事，折射出新农村进行城镇化建设所取得的成果和城乡差异的变
迁。自创排以来，该剧已在临沂市文化下乡以及全市巡回演出近
１００场，深受基层群众好评。

“老百姓需要大戏，更需要接地气的小戏。”在蒙阴体验生
活的时候，编剧薛岩写出了一个小故事，后来不断修改就有了
《情满桃花湾》。“小戏比较适合柳琴戏这个剧种，我们计划组
织若干台小戏，组合成一台大型演出到基层巡演。”

省戏剧创作室主任张积强表示：小戏不是撷取生活片段的小
品，在创作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不亚于大戏创作。“小戏在人
物内心、矛盾冲突等方面充分铺开，有着很强的张力，尤其是对
现实生活的关照和体现，有着戏剧‘轻骑兵’的作用。”

“小戏生动、鲜活、接地气，能够迅速便捷地反映现实生
活，是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形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王红勇表示，我们举办这次展演，就是要推出一批立意深远、艺
术精湛、深受老百姓喜爱的小戏佳作，这对加强艺术创作的引导
和扶持基层艺术院团发展都具有深远意义。

全省２０台小戏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６５周年展演

老百姓喜爱的戏才是好戏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９月２８日至１０月２８日，由省委宣传部、
省文化厅主办的“山东梆子进北京——— 庆祝
新中国成立６５周年山东梆子精品剧目展演”
将在北京举行，四台新排演的山东梆子精品
剧目将先后亮相首都舞台。此次展演是时隔
５４年后，我省再次组织山东梆子集中晋京举
办演出展示活动。

１９６０年，山东梆子剧团曾经带着《墙头
记》、《万家香》、《玉虎坠》、《两狼
山》等优秀剧目到北京汇报演出，掀起了山
东梆子的热潮。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沉寂之
后，齐鲁大地最具代表性剧种之一的山东梆
子，为何能重新焕发生机？

省文化厅副厅长陈鹏说：“山东梆子有
３００多年的历史，是我国梆子腔系统中独具
风格的古老剧种，并以其丰富的剧目积累和
丰厚的文化底蕴创造过耀眼的辉煌。新中国
成立时，全省有４３个专业山东梆子剧团，民
间业余班社更是不胜枚举，演出遍及山东、
江苏、安徽、河南等地，涌现出一批享誉全
国的山东梆子名家。”

“但由于种种原因，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中

期开始，伴随着部分专业剧团的纷纷解散，
山东梆子的发展逐步滑向低谷。”面对剧团
数量锐减、人才队伍不足、剧团生存困难等
实际问题，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厅联合启动
了“山东地方戏曲振兴工程”，以剧种保护
与扶持为依托，推动地方戏曲健康发展。

陈鹏说：“近些年来，在‘山东省地方
戏振兴工程’的推动下，山东梆子异军突
起。尤其是借助筹办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的契
机，全省各市山东梆子院团发挥当地文化资
源优势，创作排演了一批弘扬时代精神、彰
显齐鲁特色的山东梆子精品剧目，在人才培
养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充分体现了山东
梆子的发展水平。”

２００８年，我省设立了“艺术创作专项资
金”，并结合实施地方戏曲振兴工程，资金
数额不断增长。２０１４年，我省决定每年拿出
３０００万元用于省直院团艺术生产和建立推动
全省艺术创作的长效机制。其中，６０％以上
用于扶持地方戏创作生产，对重点剧目从选
题论证、剧本创作到排练演出、加工修改给
予全程资助，对在全国重要戏剧比赛评奖中
获奖的院团和个人进行重奖。与此同时，各
市对地方戏剧种及相关院团的扶持力度也逐

年加大。
据介绍，参加此次展演的４台剧目，都

是为备战第十届中国艺术节而精心创排的，
经过了数十次的反复打磨，其中《古城女
人》、《圣水河的月亮》、《两狼山上》均
获得文华奖“优秀剧目奖”，并获得“文华
剧作奖”、“文华导演奖”、“文华作曲
奖”、“文华舞台美术奖”、“文华优秀表
演奖”等多个单项奖。《萧城太后》参加第
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摘得“剧目金
奖”，并获得“优秀编剧奖”、“优秀导演
奖”、“优秀演员奖”等六项大奖。这些奖
项充分反映了山东梆子目前的整体艺术水
准。

十艺节后，为推进繁荣山东舞台艺术长
效机制的建立，省文化厅又出台了繁荣发展
山东舞台艺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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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鼓励优秀剧目、优秀人才参加国内外艺术
比赛的扶持奖励办法。特别是制定的《山东
省地方戏振兴与京剧扶持工程》，为繁荣发
展地方戏曲建立了管理体制规范、运行机制

科学、财政保障有力、演出市场活跃、人才
水平明显提高、剧目创作普遍繁荣的地方戏
曲发展新机制。

陈鹏表示，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群
众审美取向的变化以及文化传播方式的多元
化，山东地方戏曲的生存发展确实遇到了一
些新的困难和问题。“但随着舞台艺术长效
机制的建立，一些多年来创作方面趋于下滑
的剧种，如山东梆子、柳琴戏、五音戏等，
重新焕发了活力，涌现出多部优秀剧目，充
分体现了山东推动地方戏振兴发展所取得的
成就。”

■相关链接

“山东梆子进北京”展演安排
《古城女人》9月28、29日 梅兰芳大剧

院
《两狼山上》10月21、22日 长安大戏

院
《萧城太后》10月23、24日 梅兰芳大

剧院
《圣水河的月亮》10月27、28日 梅兰

芳大剧院

每年３０００万元建立推动全省艺术创作的长效机制

“沉寂”５４年后山东梆子再振兴

□苏锐 王红军
报道

上图：临沂市柳琴
戏传承保护中心演出的
新编现代柳琴小戏《情
满桃花湾》。

左图：淄博市五音
戏剧院演出的小戏《英
雄铁山》。

右图：泰安市山东
梆子艺术研究院演出的
山东梆子现代小戏《招
魂儿》。

□ 王红军 刘子靖

这个９月，坐落在青州市区郊外的井塘古
村，迎来了一年中的旅游旺季。这也是５６岁的
村民孙世荣最乐于见到的光景。去年，他在建
筑工地干活时摔伤了腿，今年也就没有外出
打工，只好从山上采摘中草药、树根等，向外
地游客兜售赚取收入。

如今，这个有着５００多年历史的明代古村
落，已经开发成青州市的旅游景区，但依然有
２８０多户村民居住在石头建成的古屋中，保留
着原生态的生产和民俗。孙世荣的儿子却跟
其他２１０多户村民一起，搬迁到了山外新规划

的民居中。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在这个古村
和谐“并行”。

长期以来，我们的乡土古镇、古村落以及
名胜古迹的保护与开发，都面临着两难选择。
如果完全依靠政府补贴，那么财政压力之大
可想而知；如果通过招商引资等“市场化”运
作模式，往往会使得古迹的文化气息成为功
利主义的“殉葬品”，并伴随着当地群众的利
益受损和游客连连“喊冤”，得不偿失。

历史文化村落应该交到谁的手中进行保
护？我认为，古村落保护不能仅仅依靠政府，
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必须把当地人的利益
纳入保护开发计划中，注意维护古村落居民
的切身利益。同时，当地居民也应成为古村落
保护的一部分，而不是被动的“拆迁”对象，这
样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从井塘古村来说，几百年的传统民居建筑
是保护对象，而村民的原生态民俗何尝不是呢？
政府部门在开发旅游景点进行经营的同时，村

民本身也可以形成一个竞争有序的古村落保
护市场，谁的价格公道，谁的信誉出众，谁便
将赢得更多的游客。而只有当地老百姓受益
了，他们才能更积极地参与到保护中去。

在烟台，沿着海边走到烟台山下，就可以
进入朝阳街区。这里大理石铺就的地面、灰砖
青瓦的多层建筑，与远处林立的高楼大厦形
成鲜明的对比，展示着独特的魅力。早在１００
多年前，这里就是繁华的商业地段，荟萃了几
十座中西合璧的建筑群落。

目前，烟台市已将朝阳街区定位为商业
步行街，许多建筑被一些商铺租用。但是，不
少商家为了利益，私自对旧址的内部进行改
造，在一些典型的胶东传统民居中，原本宽敞
的四合院里面又搭建了许多房子，院子里同
样乱糟糟，显得十分拥挤。

对于这些现象，当地有关部门的工作人
员颇感无奈：“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这些产
权都重新进行了分配，有的属于企事业单位，

大部分还都在老百姓手中。如果产权不能收
归国有，即使国家出钱进行整修，过不了多久
还是会被破坏。”

在蓬莱市，万寿、西关两条历史文化街区
的保护面临同样的问题。蓬莱市住房和规划建
设管理局规划处副主任侯兴华说：“基本上每一
户都自己安了防盗门窗，还有些人家干脆把
原本明清时代留下来的青瓦屋顶换成了红瓦
屋顶。”由于这些老房子的产权在个人手上，
给文化街区的管理和保护造成了一定难度。

这些事例告诉我们，只有保护了居民利
益，才能真正起到保护古村落以及历史文化
街区的作用。而传统文化和古朴民风要想得
到真正保护，必须有广泛的民间力量的参
与，让群众成为保护、管理的主体之一，让
村民自主保护、管理自己的村子，而政府有
关部门进行必要的支持、宣传和帮助，而不
是与民争利或是包办代替，更不要进行纯粹
商业性的开发。

“古村落”该交到谁手中？
———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采访札记之一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德州讯 9月24日晚，由省文联主办的第七届国

际大众艺术节——— “我的故事、我的梦——— 东方朔杯首届
山东省小品新作大赛”决赛在陵县举行，参加决赛的10个
小品都是从省内各市层层筛选出的精品节目。

本次大赛的承办地陵县是汉太中大夫东方朔的故里。
比赛作品主题鲜明、风趣幽默、生动感人，从小事、小人
物入手，撷取社会各阶层劳动者追寻“中国梦”、创造美
好生活的精彩故事，热情讴歌和展示了工人、农民、商人
及农民工等社会各阶层的工作和生活风采；提炼和反映当
代社会生活中的市井百态，讽刺和鞭挞现实生活中违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言行，给广大人民群众较高的艺术感
染和深刻的思想启迪。

首届山东省小品

新作大赛决赛举行

□卢鹏 林世军 报道
在日前举办的阳信县中小学艺术节作品展上，一组由

废弃梨木制成的艺术品引起观众特别是小朋友们的喜爱。
该县实验中学的师生们用废弃梨木制作的艺术品，既环保
又有趣，颇受欢迎。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省文化厅主办，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

承中心承办的“喜迎国庆·美丽非遗”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成果演出，将于9月28日在济南东柳戏院举行，著名吕
剧表演艺术家郎咸芬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将登台演出。

据介绍，吕剧项目国家级传承人郎咸芬将和省级传承
人高静一起，表演吕剧《李二嫂改嫁》。国家级非遗山东
琴书代表性传承人刘士福将与白洁杨表演山东琴书《农家
春》，国家级非遗枣梆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张文英将和张冬
兰表演枣梆《蝴蝶杯》选段，国家级非遗柳子戏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黄遵宪将和王树昌表演柳子戏《包公错断》。

此外，还有一批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将一一亮
相。李长生、刘刚将合演莱芜梆子《借闺女》，邵晓环、
邵广亚合演柳琴戏《要听还是拉魂腔》，吕凤琴、路萌合
演五音戏《王小赶脚》，朱子易和张满、董嫣然等合作琴
箫《梅花三弄》，鞠小苏、金梦合演京剧《擂鼓战金
山》，李红、林洁将合作山东梆子《索夫》。

名家助阵全省非遗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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