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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有东 柏发金 报道
本报莒县讯 作为“莒文化讲堂”活动之一，莒州博

物馆原馆长、莒文化研究专家苏兆庆日前在莒县碁山镇举
办了一场生动的学术讲座，受到听众热烈欢迎。通过开办
大讲堂的方式，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公民道德建设紧密
结合起来，收到良好社会效果。

这是该县把弘扬传统文化与公民道德建设有机结合的
生动缩影之一。县政府党组成员、党支部书记刘维勋说：
“我们在挖掘、整理优秀传统莒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开办
‘莒文化讲堂’、编写莒文化教材等，用通俗、易懂、易
记、易传的地方语言，讲好仁人志士故事、世代遵循的道
德规范等，力争使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仁、孝、诚、信
等观念深入人心，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

围绕搭建好弘扬莒文化载体，莒县成立了莒文化研究
院，编撰了《莒地历史文化简明读本》、《莒地历史名人
录》、《莒县文物志》等系列丛书。探索开展了莒文化进
机关、进乡村、进校园、进企业，举办了“莒文化讲堂”
“四进一讲”活动。今年来，已举办讲堂近30场，受教育
群众1万多人；在当地媒体开办专栏，创办了《莒文化研
究通讯》内部交流刊物，经常性组织开展莒文化研讨和交
流活动，并充分发挥莒州博物馆的作用，对公众进行免费
科普教育……如今，在莒县，聊起莒文化，几乎人人都能
信手拈来，说上几个小典故。

为进一步调动群众参与兴趣，提高讲堂吸引力，莒县
还把莒文化进行系统梳理，将“包容创造、明礼尚义、崇
文重学、自强奋进”的内涵与“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相结合，提炼出了
“仁爱、忠义、孝贤、诚信”的莒文化讲堂核心内容。同
时，从莒地历代名人中选取了52名先贤，围绕“仁爱、忠
义、孝贤、诚信”四类，编成故事，供讲课老师参考使
用；制作了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莒文化简明发展史》
等展板，每次讲课前放到课堂门口，供群众观看学习。

莒文化讲堂

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 孙先凯 王红军

山东梆子《大汉英后》、京剧《齐王田
横》、吕剧《兰桂飘香》、五音戏《鸾凤记》……
１０月２６日，２０１４年度山东地方戏振兴与京剧
保护扶持工程１０台重点剧目公示结束。十艺
节后，山东舞台艺术“４+１”工程持续发力，
艺术创作再传捷报。

“十艺节艺术创作工作取得了巨大成
功。无论是舞台艺术、美术，还是群众文化艺术
创作，都取得了‘满堂红’，这些经验值得好好
总结。”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徐向
红表示，“十艺节后，这些成熟的艺术创作经
验，逐步有了常态化、机制化的政策保障，促
进了我省舞台艺术的持续繁荣发展。”

“遗产”转化为长效机制

在去年的十艺节上，我省文化艺术创作
全面繁荣，共有１５台剧目获得文华奖，其中有４
台剧目获文华大奖，还获得３３个文华奖单项
奖，创历届艺术节一个省份参赛和获奖数量
之最、获奖总数之最，取得历史性重大突破。在
群星奖、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以及十艺节
各专业艺术单项评比展演中，我省入选作品
数量、获奖作品数量、获奖等次均居全国前列。

这些成绩的取得，绝不是“偶然”。从十
艺节筹备开始，我省就制定了艺术创作总体

规划，面向全国征集了３００多个剧本，邀请专
家反复论证完善，并向全省进行推介。省文
化厅副厅长陈鹏认为：“抓好舞台艺术创作
的总体规划，就克服了‘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十艺节艺术创作的这些‘珍贵遗产’，
我们必须继承好。”徐向红表示，“一台好戏
不经过反复打磨是不行的。我们的艺术创作
要多请各方面专家论证、加工、提高。有的意
见可能很苛刻、很刺耳，可能不那么好听，但
如果不注重听取这些专家的意见，最后吃亏
的很有可能是我们自己。”

如何保证十艺节后山东文艺创作不迷
失方向，继续走在又好又快发展的快车道
上？今年以来，“山东省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山东地方戏和京剧保护扶持工程”“山东省
优秀保留剧目工程”“山东省艺术英才培育
工程”陆续启动，加上支持鼓励我省优秀剧
目、优秀人才参加国内外重大艺术比赛和评
奖活动的激励政策，被形象地称为“４+１”工
程。至此，山东逐步建立起了推动全省舞台
艺术繁荣发展的艺术创作长效机制。这对繁
荣我省艺术创作是非常有利的举措。

长效机制造就艺术精品

今年１０月１日前后，在“４＋１”工程支持
下，我省组织部分精品剧目举办庆祝新中国
成立６５周年展演活动，进一步扩大齐鲁戏剧
的影响。同时，还将结合山东剧场院线运营，
组织开展省内外展演巡演，真正打造一批

“叫得响、留得下、传得开”的品牌剧目。
据了解，“山东省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不仅

在精品剧目的创作上狠下功夫，在剧目推上舞

台后更着力于推广。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建立了
精品剧目展演和推介机制，设立“山东省舞台艺
术精品工程专项资金”，演出满１００场的精品剧
目给予“百场奖”，演满１０００场的给予“千场奖”。

今年９月初，文华大奖舞剧《红高粱》、文
华优秀剧目奖《聊斋遗梦》赴澳大利亚参加
澳亚艺术节，一时在“节庆之州”阿德莱德引
起轰动。南澳州州督黎文孝深受感动，“虽然
演出已经结束，但我的心情到现在还如此激
动，我无法找到一个准确的词来表达自己的
感受。我们分享了一个如此美好的夜晚。”

从天津开始，十艺节上夺得文华大奖的新
编吕剧《百姓书记》，目前正在南方五省巡演。
为此，省吕剧院再次打磨提升，融入了许多崭
新元素，用舞台、美术与真实影像相结合的手
法衬托剧情。省吕剧院院长蒋庆鹏表示：“我们
力争把这部戏打造成经典，使她成为新时期吕
剧的代表性剧目，我们也将抓住全国巡演这一
机遇，把山东吕剧呈现给全国观众。”

徐向红表示，“通过‘山东省舞台艺术精
品工程’的实施，我们力争达到以下目标：有
１０台精品剧目居全国一流水平，在全国有重
大影响；有１００个长演不衰的优秀剧目；有
１０００个左右的各艺术门类的剧本作为储备，
真正打造成具有齐鲁气派的艺术精品。”

精品带动剧种与人才“复苏”

１０月２８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主
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６５周年山东梆子精品
剧目展演”在北京结束，４台新排演的山东梆
子精品剧目先后亮相首都舞台。此次展演也
是时隔５４年后，齐鲁大地最具代表性剧种之
一的山东梆子再次集中晋京演出。

“山东梆子有３００多年的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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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涌现出一批享誉全国的山东梆子名家。”陈
鹏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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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了

“山东地方戏振兴工程”，以剧种保护与扶持
为依托，推动地方戏曲健康发展。

陈鹏说：“在‘山东地方戏振兴工程’的
推动下，山东梆子异军突起。尤其是借助筹
办十艺节的契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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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我省地方戏曲人才青黄不接的局
面，我省在推进“山东地方戏振兴工程”过程
中，走出了一条“传统科班制”和“学院教学
制”相结合的地方戏后备人才培养模式。今
年６月，省文化艺术学校第二期吕剧传承班
学生毕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地方吕剧院
团后备人才紧缺的问题。

陈鹏表示，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群众审
美取向的变化以及文化传播方式的多元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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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多年来在创作方面趋于下滑的剧种，如山东
梆子、柳琴戏、五音戏等，不仅涌现出许多优秀
剧目，而且培养出了许多年轻演员，重新焕发
了活力，体现了山东文艺发展取得的成就。”

地方戏振兴与京剧保护扶持工程打造１０台重点剧目

山东舞台艺术创作“再入佳境”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这世间只见过青藤缠树，从未见过大
树缠藤……少小青藤长成大树，妈妈我原本
大树变成了枯藤……”一段酣畅淋漓的唱
腔，寓意父母与子女的情感历程，唱出了人
们心底的共鸣。日前，在全省优秀小型戏剧
新创作剧目展演中，由济南市京剧院创排的
京剧《账本》，以独特的视角关注当下老年人
的精神生活。

在5天的时间里，来自全省１４个剧种的
２０个优秀剧目参加展演，集中展示了我省小
型戏剧创作的优秀成果。“小戏反映生活、贴
近生活，小戏比大戏还好看。”９月２７日，在全
省小戏创作座谈会上，国家一级编剧孟令河
表示，“去年的十艺节，山东舞台上演出的大
戏比较多，十艺节后小戏创作有了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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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演之
前不少剧目已参加过全国性的会演，得到专
家的高度评价，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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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吕剧院国家一级导
演陈贻道表示：“山东小戏创作走过了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是１５年前创作获奖的作品，
第二阶段是３年前的柳琴戏《村官上树》、《选
民老冤蛋》等，第三阶段是近年来创作的五
音戏《英雄铁山》、吕剧《四知太守》、《冠军回
家》，小戏创作作品比较多，而且剧目质量也
不差。”

从剧本征集到小戏创作展演，省剧协副
主席王华莹参与了全过程，她说：“此次参展
剧种多，除了京剧、吕剧、山东梆子外，还有
近几年恢复的两夹弦、扽腔等；剧目题材广
泛，构思新颖，贴近生活，关注现实，将为弘
扬山东传统文化、繁荣戏曲创作队伍起到积
极的作用。尤其是参加这次展演的年轻演员
较多，真正为这次展演增光添彩。”

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于学剑评价说，这
次参展的小戏贯穿了歌颂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弘扬社会正能量的主题思想，既有反
映国家情怀的柳腔《冠军回家》，也有反映干
部廉政的《随礼》，还有反映抗日精神的《英
雄铁山》。此外，这些小戏充满了批判精神，
有反映面子工程的《墙角》，有批判行贿的

《四知太守》，还有批评对父母不孝敬的《账
本》，批判锋芒很尖锐

“小戏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语言口语
化、土语化，很容易引起观众共鸣，这是小戏
值得发扬的优点。”但是，于学剑也认为，我
们的部分小戏创作也存在问题和不足，“有
些剧目节奏不够精巧，看不出戏剧的变化和
错落；有的剧目舞美大制作，超过了小戏的
能量，应该更简便、更艺术、更精巧。”

省京剧院原院长、国家一级演员焦体怡
表示，“山东地方戏剧种要出更多的优秀演
员。这次展演活动既有有影响的演员参加，
也有青年新秀参加，展现了良好的戏剧艺术

‘传承’。同时，小戏反映现实题材比较多，说
明我们的作家、编剧已经在关注现实，但有
关农村土地流转题材的戏剧还是比较少，这
应该受到关注。”

省艺术研究院院长张积强表示：“舞台
艺术作品要有鉴赏标准，在创作问题上要以
小见大，但不是以小图大，要把握好揭露的
矛盾的尖锐性、普遍性、典型性；要寻找到传
统文化的精神和底蕴，寻找到时代风貌和精
神面貌，寻找到东方传统美学，而不是无限
地放大问题。”

说起当前我省小戏创作的现状，省委宣
传部文艺处处长葛长伟表示，我们在肯定小
戏创作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其不足和问题。

“我们的部分剧目过于追求故事性，有些地方
剧种的特色丢失了，尤其是唱腔、音乐等方面
的特色；有的小戏创新不足，原创性的东西太
少，这都需要我们好好总结，把小戏当大戏来
创作，真正多出小戏精品、多出人才。”

“小戏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
扬和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的节
日文化生活等方面都有着示范作用。”葛长
伟表示，“下一步，我省将进一步规范文艺精
品的评奖，充分发挥评奖的引导作用，激励
更多更高层次的人才参与到小戏创作中
来。”

全省２０台优秀剧目参加展演绽放独特魅力

“小戏比大戏还好看”

山东省尼山书院是我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全面
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推进全省
各级尼山书院建设，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现面向社会招募
骨干教师，组成“山东省尼山书院讲师团”，讲读国学经
典，普及国学知识，引领礼乐教化，培育社会道德，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具体要求如下：

一、招募要求
1、对传统文化有一定研究，热爱国学，具备良好的

语言表达能力，有相关教学经验者优先录取。
2、德才兼备，热心公益事业，具有奉献精神，热衷

于国学和传统文化传播。
3、身体健康，年龄在30—65周岁。
4、能积极参加尼山书院组织的各项活动，服从尼山

书院教学安排。
二、招募流程
1、报送资料：以电子邮件形式提交个人信息，包括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工作经历、特长、联系方式等。
2、资格初审：山东省图书馆尼山书院对报名人员资

格进行初步审查。
3、组织评审：（1）对资格初审通过的人员，组织专

家进行评审，提出山东省尼山书院讲师团初步名单；
（2）讲师团初步名单提交尼山书院理事会通过后，

确定正式名单，颁发聘书，正式成立山东省尼山书院讲师
团。

三、讲师团成员职责
1、根据山东省尼山书院教学培训的课程安排,参加尼

山书院公益讲座、教学培训等活动。参加山东省尼山书院
精品课程建设。

2、参加尼山书院针对讲师团教学、讲座等的培训，
提高传统文化理论素养、授课能力和水平。

3、参加尼山书院组织的各类公益活动。
4、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尼山书院相关规章制

度。自觉维护尼山书院讲师团形象。
5、完成尼山书院的授课培训任务，可按规定享受一

定的交通、通讯补贴。
四、报名及联系方式
报名时间：自发布之日起至2014年11月30日止。
联系人及电话：任蒙（0531）86196216、18853163996。
报名邮箱：nishanshuyuan@126 .com

山东省尼山书院理事会
2014年10月21日

山东省尼山书院讲师团

招募启事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１０月２５日，由山东省文化厅主办，济南

市槐荫区文化（旅游）局承办的“２０１４年山东省暨济南市
艺术品市场法制及阳光娱乐宣传周”活动在济南举行。活
动现场，济南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宣传解
读了艺术品市场及娱乐市场的法律知识，并解答了相关问
题。同时，开展了书画作品展览、鉴赏和普及艺术品消费
常识的公益活动。

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加强对艺术品和娱乐市场法律
法规的宣传普及工作，推动文化市场规范经营、文明经
营，提高广大艺术品经营者的守法意识和消费者的维权意
识，推动艺术品市场诚信体系建设。

艺术品市场法制宣传周举办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德州讯 记者从１０月２９日举行

的中国华北演出剧院（区域）联盟、山东剧
场院线年会暨发展研讨会上获悉，山东剧
场院线联合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制定的《剧
场等级划分与评定标准》计划于年底前公
布实施，今年８月申请通过政府购买文化
服务形式对省直４个大剧场、４个小剧场和
音乐厅进行财政支持，也有望在年底出台
具体办法。

山东剧场院线和中国华北演出剧院（区
域）联盟先后于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和２０１４年５月
１７日成立，通过院线、联盟的纽带作用带动
各地（市）剧场协同发展，系统解决剧场发展
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难点。其中，山东剧场
院线成员单位已达３５家，院线成员坐席总数
占全省演出场馆总坐席数的４０.２%。

山东演艺集团副总经理、山东剧场院线
理事长于剑表示：“通过一年的实践，山东剧
场院线建立了集学术研究、项目运作、人才
培养、票务服务、文化交流等业务于一体的
全省剧场行业发展综合服务平台，构建起支
撑山东省演艺产业发展的综合服务平台，形
成了剧场发展的‘山东模式’。”

依托山东演艺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的学
术资源，山东剧场院线多次联合北京、上海、
台湾等地的剧场专家以及中国演出行业协
会等行业组织开展以剧场功能属性定位为
主题的研讨。

《剧场等级划分与评价》目前正在按程
序申报山东省地方标准，申请成功后将成
为全国范围内第一个剧场地方标准。作为
该标准的补充，山东剧场院线以历山剧院
为试点，建立起一套适合传统剧场发展的
质量管理体系，并将以此为切入点在全省
推行该套标准，争取成为全省剧场经营管
理的执行标准、政府对剧场进行补贴的要

求标准。
十艺节期间，我省组建的票务中心承

担了１７０场“文华奖”评比演出及３２场涉外
演出的票务工作。十艺节后，该电子票务

系统整体移交山东演艺联盟，将票务系统
与剧场院线对接，并对票务系统进行了全
面升级。目前，该系统依托山东剧场院线
的成员网络，已经在济南、东营、泰安、临

沂、烟台等５个市设立二级票务服务网点，
与济宁、滨州、淄博等７个市达成合作意
向，计划于２０１４年年底建成覆盖全省、辐
射全国的多元化综合性网络票务平台。

山东剧场院线成员单位达３５家

打造剧场发展的“山东模式”

□薄克国 吴留文 报道
10月23日，青岛市总工会“共同的家园”文艺演出在青岛一建筑工地举行。来自市工人文化宫、市职工文体协会的演员们为建建筑工

人献上了精彩的演出，其中包括歌舞《劳动光荣》、舞蹈《伊犁河畔》等。

□新华社发
10月26日，开馆展览“2014首届中国版画大展”在中

国版画博物馆揭幕。参展的70余位著名艺术家展出在版画
及相关领域创作的代表性作品600件。中国版画博物馆坐
落于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总建筑面积1 . 86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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