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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我以前很少看曲艺，这次现场体验了
一下，无论是山东琴书、山东快书，还是相
声、群口数来宝，感觉都非常好。”１１月１４
日晚，山东交通学院大一学生王吉龙，吃过
晚饭就跟同学一起来到学校礼堂，欣赏精彩
的曲艺演出。

当晚，由省文联主办、省曲协承办的
“文艺走基层、共筑中国梦”山东曲艺进校
园演出活动在山东交通学院举办，我省老、
中、青三代曲艺工作者参加演出，涵盖了众
多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为年轻人提供了近
距离与曲艺家交流学习的机会。

此次带队演出的省曲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慈建国表示：“我们广大的曲艺工作者深入
农村、社区、学校，跟基层观众近距离接
触，为基层老百姓创作演出，这是曲艺工作
者的职责和担当。同时，我们也要结合时代
特色搞好创作，多创作一些有筋骨、有道德
的曲艺精品。”

刚刚在中央电视台相声大赛中取得优秀
成绩的“大新”，跟搭档带来了群口数来
宝《跟你走》，风趣幽默的表演惹得台下观
众笑声不断。“好的曲艺演员不少，但好的
作品缺少。”除了主持人的工作外，“大新”
本着普及传统文化艺术的目的，还在济南创
办了周末相声俱乐部。他认为，现在曲艺作
品的创作有些尴尬，“跟歌曲、话剧等艺术
形式不同，曲艺作品既要有娱乐性，抖点小
包袱，更要给观众心灵的启迪，给人以美的
享受。”

“深入生活就能学到很多东西。”作为
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琴书的传承
人，７０多岁的姚忠贤始终坚守在舞台上，他
告诉记者，“曲艺来源于百姓，就应多到百

姓身边去。一方面是基层群众喜欢看到‘真
实的演员’，另一方面是曲艺工作者也能真
正体验到生活。”

姚忠贤说，在剧场舞台上演出是单纯的
表演，但在基层演出就感觉亲切，拉近了演
员与观众的距离。“许多曲艺作品的题材都
来源于基层、来自于民间，我们深入下去就
能了解很多民间的笑话、故事，然后再到基
层去说唱演出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就是真实
的、朴实的，老百姓自然就喜欢。遗憾的
是，我们现在下去的时间太少了。所以，我
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放下身段，多走到群众
中去。无论是到农村、社区还是工厂、学
校，都会有收获。而只在城市舞台上演出，
是会脱离群众的。”

新颖的节目内容，多样的艺术形式，以
及实力派曲艺家的倾情演出，获得了山东交
通学院学生的一致好评。“基层群众看戏，
就是要看有价值的戏。”全国山东快书大赛
金奖得主王晓武带来的是传统名段《武松赶
会》，“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既要给观众以

积极向上的状态，也要有给观众正能量的艺
术作品，让不同年龄段的人都拍手叫好，让
人看到阳光的一面。”作为山东快书的高派
再传弟子，王晓武认为舞台艺术要传递向上
向善的价值观，“不能为了部分观众搞脏舞
台，这是得不偿失的。”

“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一味地追
求笑料是不正确的。”在走基层的演出中，
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青年快板演员张勇
深有感触，“取笑、迎合观众很容易，但这
样的作品成不了精品。我整理师爷爷的作
品，每次看都感动得落泪，这些作品都来自
于基层的真人真事。”

据介绍，下一步，省文化厅、省文联以
及各艺术家协会都将组织各门类艺术家深入
基层，举办系列采风慰问演出活动。慈建国
表示：“省曲协将继续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组织举办曲艺家
走基层送欢笑活动，并努力实现演出的常态
化，为老百姓创作，为老百姓演出，为老百
姓服务。”

放下身段，多到群众中去
我省曲艺工作者走基层为百姓创作为百姓演出

□ 王红军

前些天，听到一位曲艺名家感叹说：
“现在的交通通讯条件好了，但有的人下基
层也‘待不住’了。”他的言外意义就是，
如今许多文艺工作者也会走基层采风、演
出，但总是停留在敷衍潦草、浅尝辄止的阶
段，长此以往，我们的文艺创作只会走上
“绝路”。

一到文艺下乡的时候，我们的观众都会
说，艺术家从银幕、荧屏上走到我们中间
来，不仅让我们看到他们的真实容颜，还让
我们近距离地观赏到了他们的表演，听到了
他们的心声。但其实，收获最大的应该是艺
术工作者群体，他们深入到基层人民火热的

生活中，寻找到了创作的源泉。否则，文艺
工作者的创作和表演都是苍白的、无力的，
也不可能长久地留在观众的记忆之中。

在一个小剧场中，我听戏曲牡丹奖获得
者张勇说过一段快板，讲述了大庆工人朱昌
虹忍着剧痛，徒手捂住电焊结口英勇牺牲的
故事。这个选段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而成，完
全没有抖包袱的“笑料”，但在适合讲幽默
小段的小剧场演出时，全场观众鸦雀无声，
这既有表演者的高超技艺，更多的是作品的
真实感人。而这个快板选段，就来自老一辈
艺术家深入生活的创作。

现在，许多人都说艺术创作难，难在哪
儿？难就难在我们没有深入人民、深入生
活。有网友说：艺术家跟文艺工作者的最大
区别就在于：脚是不是真的“走”进了民
间，心是不是真的“转”向了群众，手是不
是真的从敲键盘“改”为拉百姓手，如是，
方可谓之“人民艺术家”。我特别赞同这一
种观点，艺术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首先，文艺工作者走基层，要真正能

“深下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会谈重
要讲话中指出，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
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
人民的孺子牛。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
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

如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体验生活很
多，也能够跟群众一起劳动、生活，但能否
体验到基层群众的所思所想呢？著名吕剧表
演艺术家郎咸芬讲过一个事例。当年排演吕
剧《李二嫂改嫁》的时候，年仅１７岁的她到
博兴县类似“李二嫂”的刘寡妇家里体验生
活，不仅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且体验到了
“寡妇”的内心痛苦。

郎咸芬说：“一开始，她并不理睬我，
就说‘我命苦，不能连累了人家’。但后
来，住在一个炕上，盖一床被子，我们逐渐
地熟悉了，她就开始给我讲她内心的痛苦，
她边流着眼泪讲，我边流着眼泪听……”当
今社会条件下，文艺工作者走基层容易，难
就难在真正深下去，真正深入人们的内心世

界。
其次，文艺工作者走基层，要真正“住

下去”。现在的交通、通讯条件好了，这应该
成为多走基层的便利，而不是障碍。现在，有
些艺术家的创作，非常浮躁。有的文艺工作
者，在几天时间里简单采访几个人，又在几天
时间里就能写出作品来；有的艺术家，住在舒
服的宾馆里，东拼西凑就能写出“好东西”来，
这不能不说是文艺创作的悲哀。

上世纪８０年代，有一部表现云南西双版
纳傣族风情的著名电影《孔雀公主》，邀请
中央音乐学院知名音乐人田联韬作曲。为
此，这位音乐家在云南整整待了３年，足迹
踏遍云南的村村寨寨、山山水水，最终创作
出与故事情节、动人画面相得益彰的美妙音
乐，也使之成为了经典之作。

当然，３年创作一首歌曲，在今天看来
有点夸张。但是，我们的艺术创作需要传承
好这种脚踏实地的作风，真正了解群众的思
想感情，才能创作出真正感人的文艺作品
来。

□记者 代玲玲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1月17日晚，来自立陶

宛的“爵士岛”人声组合以“世界艺术之
窗”特邀嘉宾的身份来到济南，用纯美的
声音在历山剧院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
演出（上图）。音乐会带给泉城市民充满
激情与活力的音乐之旅，让观众在音乐的
天空中徜徉。

在演出中，“爵士岛”人声组合带来
了莫扎特的《小夜曲，浪漫曲》，坎贝尔
的《狮子今夜安睡》以及柴可夫斯基的
《那不勒斯歌谣》以及充满立陶宛和波罗
的海民族风情的歌谣等。艺术家们用最纯
美的声音，演绎出最奇妙的和谐，让观众
在异域风情里遨游音乐世界，享受艺术之

美。
“爵士岛”人声组合是立陶宛国家对

外友好交流的一张名片，也是最能体现波
罗的海音乐艺术的团体之一，巡演足迹已
经踏遍世界各地，曾先后在英国、奥地
利、德国、法国、捷克、拉脱维亚、俄罗
斯、瑞典、芬兰、丹麦、中国、比利时
等国举办过音乐会。自1991年成立以来，
“爵士岛”人声组合多次摘得声乐大赛
桂冠，并参与众多立陶宛音乐节。曾获
得过“金鸟奖”提名和“立陶宛最佳声
乐组合奖”。2009年，立陶宛音乐家协会
为了表彰“爵士岛”合唱组合乐团多年的
艺术成就，授予其金唱片奖。2012年，乐
团在立陶宛声乐合唱大赛中夺得冠军。

据悉，“爵士岛”合唱组是立陶宛
Artūras Novikas爵士学校于1991年组建成
立的一个声乐团体。该团乐团曲目多样，
大部分是无伴奏合唱。他们对爵士标准
曲、立陶宛民间音乐的改编曲目和世界
各地流行音乐的诠释非常完美，并以其
独特的音色，完美的和声和对人声复调
及不同曲风的微妙处理而著称。全团均
由15至18岁的立陶宛少男少女组成。乐团
演 唱 的 大 部 分 曲 目 由 团 长 A r t ū r a s
Novikas改编，他同时也是合唱团的成员
之一。合唱团按照精美的爵士标准，演
唱立陶宛民歌和世界各地的流行音乐作
品，用独特的音色与完美的和声展现不
同风格的音乐。

“爵士岛”组合来济精彩演出
用独特的音色与完美的和声展现不同风格的音乐

深下去，更要“住下去”
——— 有感于文艺工作者走基层

□记者 卢鹏 报道
11月15日，在阳信县河流镇，省级非遗西

河大鼓传承人王秀兰表演《一只蓝花碗》，引
来观众阵阵喝彩。该县举办廉政教育进农村
演出活动，受到干部群众普遍欢迎。

□新华社发
11月17日，参观者在观看展出的摄影作

品。当日，“我的中国梦”摄影艺术展在辽
宁美术馆开展。展览展出了230幅(组)艺术
类、纪实类、创意类摄影精品。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11月20日讯 去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孔子研究院，召开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值此一周
年之际，今天，省文化厅在济南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一
年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情况。接下来，
省文化厅还计划开展“儒学进社区”、“齐鲁非遗大讲
堂”、“尼山书院会讲”、“尼山书院国学公开课”开讲
等十项活动，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

省文化厅副厅长李国琳在发布会上介绍说，一年来，
省文化厅着力构建孔子及儒家思想研究与传播体系、大力
实施乡村儒学和社区儒学推进计划等各项工作均取得明显
成效。

近期，省文化厅还策划了系列活动。11月24日，将在
济南鲁能领秀城举行“儒学进社区”活动，为“社区儒学
讲堂”揭牌，邀请专家作《社区和谐，从孝道做起》的专
题讲座，同时组织举办礼仪、雅乐、诗琴书画系列传统文
化体验活动。11月25日将在济南启动“齐鲁非遗大讲堂”
活动。11月25日，在省图书馆尼山书院国学讲堂(大明湖
分馆)举行“尼山书院国学公开课”开讲活动。

11月26日将举办多项活动。包括在省图书馆尼山书院
国学讲堂(大明湖分馆)举行尼山书院会讲活动。本次会讲
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现代新型书院”为主
题，会讲嘉宾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阐发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同时与听众进行亲切互
动。通过会讲活动的开展，加强教学培训，促进学术交
流，提升尼山书院教学研究水平，实现尼山书院以文育
人，以文化人的目的。会上，还将向全社会发出《强中华
魂、筑中国梦倡议书》。同日，将在山东美术馆画院展厅
举行“山东书法家写论语”活动，在省艺术研究院举办
《儒学与艺术学论丛》学术研讨会。当晚，由省文化厅、
山东演艺集团和中国歌舞剧院联合主办，中国歌舞剧院创
排的大型民族歌剧《孔子》将在省会大剧院歌剧厅上演。

此外，“欧阳中石书中华美德古训展”、“中国传统
家训书作品展”等将于12月份举行。

(更多报道见14版)

十项活动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考虑音乐的商业性是荒唐的误区

●“音乐只有水准优劣之别，没有商业之分。”
——— 歌唱家刘欢说。“我们尽可能地做到音乐应有的

水准，至于市场性，我不这么考虑问题。谁有这么大的能
力，一眼就看到某种东西不商业了，我认为这种看法本身
就是一个最荒唐的误区。在时装界，一个时装发布会就基
本上决定了今后两季的时尚潮流，这个叫引领。但为什么
我们的音乐就变成了外边流行什么我们做什么，这是本末
倒置、是错的。”

改编作品应忠实于改编者内心

●“改编是改编者对原著的阅读、阐释和取材。”
——— 电影史学者陆弘石说。“在改编过程中，改编者

未必要‘忠实原著’，但一定要忠实于自己对原著的阅
读，而不是人云亦云，更要忠实于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感
悟和思考。即使是一部改编作品，其个性化内容也并不取
决于所依据的原著有多么独树一帜，而在于改编者看待历
史、社会、人生的角度是否独具一格，只要是由个体经验
与独立思考形成的创作，即使在已有的套路、模式中进
行，也必然会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

京剧创新不能盲目

●“创新，对京剧艺术来说不是个新词，从有戏曲艺
术的那一天起，‘创新’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 国家京剧院导演高牧坤说。“只有能真正留给观
众，扎根在观众心中，而且是常演的戏，才是真正的创
新。近年来，为了追求视觉效果，一些院团大投入、大制
作，借助声、光、电等科技手段，把舞台布景弄得美轮美
奂。我不反对创新，但创新要有度。这些披着科技外衣的
‘新京剧’不是观众想要的。京剧艺术需要时尚，但创新
一定是‘移步不换形’的，一定是‘老树开新花’的。”

（孙先凯 辑）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本报实习生 杨淑云

11月17日，李伯男工作室落户山东戏剧创作室、山东
省艺术研究院暨李伯男话剧作品演出季发布会在济南省会
大剧院举行。工作室进驻山东后，将于12月5日启动李伯
男话剧作品演出季。计划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内，将观众
所熟知和喜爱的《把日子提前过》、《隐婚男女》等优秀
作品陆续搬上舞台，为泉城观众献上戏剧艺术的盛宴。

李伯男把工作室落户山东形象地比作“嫁入山东这个
新的婆家”。他说，“希望山东能多给我们创作的平台，
多给我们创作的机会。”李伯男是国内小剧场话剧界的领
军人物，是中国戏剧演出市场上“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导
演，屡次创造中国小剧场话剧的奇迹。

李伯男说：“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北京和上海永远
是戏剧创作的基地，其他地方就变成了消费的基地。而工
作室落户山东，就是要力求将来山东也能够成为一个戏剧
创作的基地。”李伯男介绍说，“除了马上启动演出季之
外，工作室已经对明年的创作计划有所准备，计划每年拿
出一到三部原创作品。”

山东省戏剧创作室主任、山东省艺术研究院院长张积
强对李伯男工作室有很高的期望，他说：“希望通过李伯
男工作室以小搏大的杠杆效应持续推动全省艺术创作，打
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知名文化品牌。”

名导李伯男工作室落户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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