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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戏曲不能脱离当代生活

●“古老剧种重在保护，同时也要发展。但是对于新
兴的剧种，要与时俱进，体现时代性，不应该一概躲进
‘非遗’的保护伞下。”

——— 究竟如何保护作为“非遗”的戏曲？中国戏曲表
演学会会长刘文峰说：“保护一个剧种首先要重视传承传
统剧目，其次必须要有剧团。这几年传统戏剧消亡很快，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很
多剧团，特别是稀有的剧团没有被保护下来。剧种发展既
要保持原味又要勇于创新。戏曲不能脱离当代人的生活，
要在现实生活当中，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发生作用。”

网剧渐成观众“主食”

●“网剧已经从1 . 0时代大步迈进2 . 0时代。”
——— 《爱情公寓》编剧汪远认为，一开始老百姓会觉

得网剧是“点心”，可有可无。但2 . 0时代网剧会成为观
众“主食”，不再是尝试、猎奇或好玩。2014年，网剧在
题材与数量上全面爆发，被称为“网剧元年”。如今，被
称为“年度网剧”的《废柴兄弟》第二季即宣布上线；网
剧《暗黑者》进入第二季拍摄筹备阶段；畅销网络小说
《鬼吹灯》、《盗墓笔记》也将以“超级网剧”的姿态进
入观众视线。浙江大学影视艺术与新媒体系副主任赵瑜介
绍，业内预测，2015年网络自制剧可能会达到1500至1700
集，其中不乏单集超过5 0 0万甚至1 0 0 0万的“超级网
剧”。面对网剧时代的挑战，传统影视如何进退，成为业
内一个重要课题。

请恭敬对待诗人的“太阳”

●有些诗人像“思想者”，有些诗人像“行走在街上
自娱自乐的人”。

———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诗人西川对互联网
时代“诗歌热”的感受。西川说：“自媒体时代，写作不
应该是为了出名，‘我们的内心、存在、历史感、现实
感’所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构成我们写作的意义。一个
诗人写一首漂亮的诗不是什么难事，一个诗人写一首有意
义的诗，这个不太容易。”

（孙先凯 辑）

□ 王红军

这些天，许多朋友在微信圈里讨论：你
的孩子是否已经开始“霸占”着电视机看动
画片？近年来，国产动漫的制作水平广受非
议，其中暴力等元素让家长感到担忧，而我
的这些朋友普遍感觉只有“陪着孩子做游
戏”，才能远离这些有“吸引力”的动画
片。动漫行业规范势在必行。

就在几天之前，有影视、教育、心理学
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根据适宜儿童观看的年
龄以及有无暴力行为、脏话、性暗示等内
容，提出了中国首个民间儿童影视分级制
度，以孩子的年龄与发育特点为分界，将具
体的分级细分为五级标准，并据此发布了国

产儿童影视剧健康指数。
根据这一分级制度，目前国内热播的１０

部动画片和亲子类电视节目，《喜羊羊与灰
太狼》仅适合７岁及以上年龄儿童观看，
《熊出没》适合１０岁以上儿童观看。其中，
《喜羊羊与灰太狼》含有大量喜剧形式扮演
的暴力行为，《熊出没》常常有粗俗的语气
和词汇，有中度的暴力行为。

这个标准有多大权威性？由于没有更多
方面意见的参与，这个“分级”也只能是专
家的“建议”，短期内很难在动漫制作、播
出等环节进行操作。但是，这足以给家长们
提了一个醒，如何避免哪些不合时宜的内容
“灌输”给孩子。同时，这也给我们提出了
一个问题：动漫行业应如何进行规范？

首先，应加强对动漫产品创作的正确引
导。我们要批判那些肆无忌惮地展示角色愚
蠢，并以此来吸引孩子眼球的动漫作品；另
一方面，我们的动漫作品也要走出“低智
化”困境，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特色，在启迪
孩子心灵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否则，动漫作

品传播越广，就越有可能产生危害。
此前，就有一名１０岁小孩模仿动画片

《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情节，将只有７岁、４
岁的兄弟俩绑在树上“烤羊”，最终法院判
决动漫制作公司担责１５%的赔偿责任。而在
去年，央视《新闻联播》点名批评，１０家制
作公司联名倡议，才使得“臭狗熊”、“砍
死你”等不良台词消失在荧屏上。

其次，影视播出机构应尽到“提醒”责
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更应该坚持习近平总
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勇于对有“问题”的动漫作品说“不”，而不能
一味地看重收视率，看重“眼球效应”。现在来
看，动漫“分级”的前景难说，但动漫作品的

“适当提醒”是必要的。
从动漫产业发达的日本来看，每当作品

中出现可能在现实中被模仿的危险动作时，
画面中就会标注一行“好孩子请勿模仿”的
字样。这个提示开始于上世纪７０年代，当时
动画片《假面骑士》流行于日本，但经常有
儿童模仿片中情景从高处跳下受伤。“安全

注意提示”就出现了。
再次，家长应做好必要的“过滤”工

作。父母要千方百计让孩子喜欢上好的动画
片和游戏，而对于一些不好的模仿行为要及
时制止和纠正。当然，有责任心的父母，还
要多花心思和时间陪伴孩子，帮助孩子形成
多方面的兴趣爱好，让孩子更多地去接触虚
拟世界以外的真实世界。

有最新消息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正在计划出台《国产电视动画片内容标
准》，对暴力、低俗、危险情节和不文明语
言等方面做出严格限制。这也是“独占黄金
时段”后，国产动漫的又一重要发展机遇，
不仅仅是在保护未成年人成长，更是在保障
动漫行业的健康发展。

严格意义来说，我们的任何动漫作品都
不应该出现“少儿不宜”的内容，一部优秀
的动画片就应该是各年龄段儿童都可以看
的，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而
不是按照成年人眼中的“分级”来实现。这
关键需要动漫行业的规范发展。

动漫“分级”但更需行业规范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12月20日，在济南召开的2014年山东社科
论坛第二届东夷文化论坛上，来自省内的30
余名专家学者，从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
旅游管理等不同角度展开研讨，并发表各自
观点。其中，有学者认为“齐鲁文化源于东夷
文化”，也有学者提出“东夷人首创的陶文字
和骨刻文字是甲骨文的雏形。”

从去年底开始，省文化厅启动实施“四大
文化传承展示工程”，着力构建孔子及儒家思
想研究与传播体系。其中，“东夷文化溯源工
程”就是四大传承展示工程之一。

东夷文化源远流长。专家们认为，山东作
为东夷人最主要的活动区域，齐鲁文化与东
夷文化用“不可分割”来形容最为恰当。

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安作
璋说：“分开来说，齐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
干，吸收了周文化而形成的地域文化；鲁文化
是以周文化为主干，又吸收了东夷文化而形
成的地域文化。所以我认为，东夷文化是齐鲁
文化的源头。”

“东夷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内容十分

丰富。”安作璋介绍说，炎帝，神农氏作为东夷
的首领，发明了农业；舜，做陶；后羿，做弓；高
尧做刑；“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等。“这些都说
明了东夷文化不是落后和野蛮的，而是先进
的文化。”

从考古的角度出发，省文物局副局长高
述群分析，形成东夷文化的独特地理空间，也
造就了东夷文化的独特性。他说：“很多人认
为山东早期的文明属于黄河文明，而我认为
其源泉是山东的两个两河文明，一个是泗河
和汶河文明，一个是沭河和沂河文明。”

高述群认为，有赖这样一个独特的地理
空间，使得东夷文化成为一个独立的地域文
明版块，形成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
文化、岳石文化，并一直到夏代前期一个延续
2500多年的历史空间。

省旅游行业协会副会长、东夷文化学者
丁再献说：“东夷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
汶口文化中后期东夷人首创的陶文字，龙山
文化时期创造的骨刻文字。”

考古发掘显示，在距今7000余年的北辛
文化时期的陶器上，就出现了具有文字性质
的刻画符号；在距今6000余年的半坡遗址的

彩陶上，也发现了类似的符号。有专家认为，
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古文字。对此，丁再献有
自己的观点：“这些记事符号很难找到与甲骨
文汉字的共同之处，难以辨认，而在莒县陵阳
河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中的陶尊上发现的十
多个图像文字，却是按照事物的实际形状描
绘下来的，与甲骨文上的象形字十分相似。”

丁再献表示，2011年3月，自己从山东大学
刘凤君教授发现的东夷寿光、昌乐130多件骨
刻文中破译了200余个字，这些大汶口文化向
龙山文化过渡时期的骨刻文字大部分是由图
形文字向象形字过渡的表音表意符号，其中
也有少量指事字和会意字的出现，已经与甲
骨文、金文十分接近。

丁再献说：“东夷文化时期象形文字的出
现意义非同小可，它标志着第一批汉字的产
生。而这一时期正好与仓颉造字的传说相吻
合。由此我们可以想象：仓颉可能就是众多创
造者们的‘总编’，而‘少皞始作书契’的说法
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专家们普遍认为，东夷文化是一座“富
矿”，有太多内容值得挖掘研究，对研究齐鲁
文化、中华传统文化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和价值。
“东夷文化不仅仅是齐鲁文化的源头，也

堪称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所以，研究东夷文
化不仅要站在民族的角度、乃至要站在世界
文明的高度，来观察东夷文化的的形成、流变
和贡献。”高述群说。他认为研究山东地区的
东夷文化，对于说清楚中华民族的族源，讲清
楚孔子思想的来源和说明白文字的演进有重
要意义。

如何传承、发展东夷文化？安作璋认为，
首先要把东夷文化的相关资料分别编成专
书、故事、小说、电影、电视剧，广为宣传。此
外，还要“文旅结合”，把东夷文化代表性
的遗址、遗迹建设成旅游景点，对外开放和
宣传。同时制作代表东夷文化标志的产品，
例如黑陶和铜器，作为旅游商品进行销售。
省旅游局副局长岳滨认为，东夷文化涉及的
领域十分广泛，内容丰富而精彩。这为旅游
开发提供了无限的创意空间，是发展现代旅
游业的重要资源宝库。下一步要大力开发东
夷文化旅游资源，打造华夏龙的故乡和祭祖
圣地，建设一批具有特色的东夷文化旅游景
区。

30余名专家学者汇聚泉城溯源东夷文化

站在世界文明高度观察其流变贡献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12月22日，甲午年冬至祭祀亚圣孟子
典礼在孟子故里邹城市孟庙举行（右
图），以纪念亚圣孟子逝世2303周年。这
也是新中国建立65年来山东首次举办的冬
至祭孟典礼。

冬至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时令节
庆，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而据记
载，孟子逝世的这一天正是冬至日，孟子
故里的乡亲非常悲痛，于是废除庆贺冬至
的仪式，素斋并隆重祭祀孟子。冬至祭孟
由来已久，但自1948年孟子嫡系后裔孟繁
骥离邹迁居台湾，随后便自行终止。

古柏参天的孟庙中洒下冬日暖阳，气氛
肃穆。“启扉……”声起，棂星门缓缓打开。孟
氏宗亲、普通群众等200人神情肃穆，沿着神
道缓步进入孟庙，祭祀活动正式开始。孟子
第七十五代嫡次孙孟祥居担任主祭。

“知徳知言，攘剔异端。浩然之气，氤氲
霄汉；首倡仁政，岩岩泰山。……邹鲁再兴，
当如公言。”主祭官庄重地诵读了祭文，众人
心怀敬畏认真聆听，缅怀亚圣。

据介绍，此次祭祀孟子活动由“斋
戒、省牲、排班、瘗毛血、迎神、初献、
亚献、终献、饮福受胙、彻馔、送神、望
瘗”十二个步骤组成，是邹城市从传统邹
鲁礼乐出发，集乐、歌、舞、礼为一体的
综合性艺术表演形式，力求完整再现祭孟
仪式。希望用传统礼乐、四佾舞等集中表
现儒家思想文化，形象地阐释孟子思想中
“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
斯二者”、“牺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
以时”的思想，再现邹鲁礼乐的盛况。

邹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心主任
米怀志介绍说，冬至祭孟大典所有素材都
源自当地文化学者的潜心挖掘研究，主要
来源于《三迁志》、《邹县志》、《孟府
档案》和《四库全书》。米怀志说：“这
次祭祀典礼是第一次用完备的礼乐来祭祀
孟子。祭祀供品、祭器、三献礼都是完备
的少牢之礼；也是第一次用乐舞来告祭孟
子。音乐是现场演奏，舞蹈是明清时期的
舞谱的标准动作，在国内外儒家文化祭祀
活动中也是很少见的。”

“此次祭孟活动既不同于家祭，又有
别于公祭，而是一次民间的‘共祭’，陪
祭和羽祭人员不仅有孟氏宗亲，还有异姓
学者和普通群众。参礼者有孟氏宗亲，孟
子学生徐辟的后裔，当地文化学者和普通
群众。”本次大典的陪祭，邹城民间文化
学者董伟说。

本次大典的主祭孟祥居现年已经78
岁，一丝不苟的主持完祭祀，工作人员赶
紧递上一杯热水。孟祥居感慨道：“我今
天心情既激动又欣慰。作为亚圣孟子的后
裔，祭祀过程中，我要把每一个动作都做
到位，这种仪式表现出对始祖虔诚的心，

这是祭祀的精髓。恢复民间冬至祭孟不仅
是对先祖的敬仰尊重，更是对儒家文化、
孟子思想的传承发扬。”

来自黑龙江孟氏宗亲会会长孟宪代，专
程前来参加这次祭祀大典，这也是他第四次
来邹城祭祀孟子。他说，作为孟子后人，这种
活动也是弘扬孟子思想，宣传孟氏良好的家
风的好机会。“每次来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
这次回去我们也要规范祭祀仪式。”

祭孟大典结束后，济宁市文物局副局
长、儒家礼仪研究专家杨义堂，专门在孟
府“习儒堂”举办了一堂讲经课。

据了解，讲经是儒家祭祀活动中一个重

要环节，以示先师道统的传承和文章讲习的
绵绵不绝。杨义堂在这次讲经课上，重点讲
述了如何重新评价孟子的重要地位，同时也
对祭祀孟子的礼仪乐舞进行了解读。

祭孟大典上，音乐大气典雅，舞蹈雍
容清正，受到广泛好评。杨义堂介绍说：
“音乐采用了上古的《韶》乐遗韵，八音
齐奏，中和雅致。所用的舞蹈是大禹时代
的《大夏》，有九十六个舞姿，刚劲舒
展，具有汉雕之美，是一套古代礼仪的规
范动作。中国古代用这套乐舞教育子弟，
通过学习乐舞，培养他们容止端庄，进退
得当，彬彬有礼。”

冬至祭孟典礼再现孟子故里
为新中国建立65年来首次举办

□卢鹏 赵永斌 报道
12月23日，高唐县赵寨子镇中心小学书画教室里，美

术老师王平教学生们在葫芦上绘制人物肖像。作为“中国
书画艺术之乡”的高唐县，鼓励艺术家博采众长，积极创
新。王平已绘制古代人物、十二生肖等题材的艺术葫芦上
百个。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讯 12月18日，文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在北京举行全国文化先进单位、全国文化系统先进集
体、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表彰(简称“三先”表彰)活
动。我省成绩骄人，其中济南市历城区等5个市、区被
评为“全国文化先进单位”，山东省吕剧艺术保护传承
中心(山东省吕剧院)等7个单位被评为“全国文化系统
先进集体”，山东省京剧院院长、一级演员郑少华等12
名同志荣获“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据了解，“三先”表彰是文化系统最高政府表彰，每
五年一届。本次活动集中表彰了五年来文化战线上涌现出
来的先进典型，对文化建设起到了有力的导向性、示范性
和激励性作用。本届表彰活动中，全国共有98个“全国文
化先进单位”、150个“全国文化系统先进集体”、252名
“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6名“全国文化系统劳动
模范”受到表彰。

我省荣获全国文化先进单位(文化先进县、市、区)
的还包括诸城市、肥城市、乳山市、泰安市泰山区；获
全国文化系统先进集体的还包括山东省文化艺术学校、
淄博市五音戏剧院、济宁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泰安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威海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滨州市群众艺术馆；获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的还有
山东省文物总店经理宋玮、济南市文化局房产管理修建
公司经理荆聿安、青岛市图书馆馆长于婧、东营市文化
广电新闻出版局文化艺术科科长郭斌照、烟台市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局局长徐明、日照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
长郑玉霞、莱芜市莱芜梆子剧团一级编剧李春明、德州
市图书馆副馆长张海燕、聊城市豫剧院院长章兰、菏泽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陈庆勇、菏泽市文化市场综
合执法局党组成员董晖。

我省文化战线先进典型

受全国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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