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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2014年度中国小

说排行榜1月11日揭晓，来自全国各地的25位评委最终评
出25部上榜作品。我省作家王方晨短篇小说《大马士革剃
刀》榜上有名。

中国小说学会会长、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表示，“上
榜的25部作品，综合体现了本年度中国小说创作的精神风
貌和艺术水准。”他评价说，2014年中国小说收获颇为丰
硕，题材广阔，风格多样，叙事方式复杂多变，总体而
言，呈现出多色调、多方位的文学场景。“如何讲好百年
中国故事，如何表述丰富驳杂的现实经验，如何探寻人
性、灵魂的深层隐秘以及人生命运的壮阔或奇诡，继续构
成作家们所共同面对、思考和书写的一个宏大精神主题和
叙事空间，这里面有不少作品作出了令人振奋的贡献，成
为中国文学健步前行赖以参照的重要的艺术经验。”

《大马士革剃刀》原发于《天涯》2014年第4期，多
家文学选刊选载，并入选多种文学年度选本，赢得广泛好
评。小说以济南为生活背景，围绕一把传奇的剃刀，讲述
了一段发生在济南老街巷的市井故事，在从容、纯静的叙
述中，探窥人性的繁复与幽微，文字洗练，展现出了独特
的风土人情和叙事艺术的不凡魅力。

王方晨长期致力于小说创作，已发表大量文学作品，
并出版“乡土与人”三部曲（《老大》《公敌》《芬芳
录》）、中短篇小说集《王树的大叫》《背着爱情走天
涯》《祭奠清水》等。

□ 叶兆信

行程万里益无穷

冯先生是“读万卷书”的自觉践行者，
又是“行万里路”的严谨笃学人。他多次带
我外出游历考察，行程达数万里。他说，行
路少了，局促于一隅，见闻隘陋，如吴牛之
喘月，蜀犬之吠日，人以为常者，他以为
奇，自然就会处处碰壁。先生透辟的见解与
“行路中”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开我心智，
美我心灵，让我受益无穷。

1997年8月30日。我随冯先生和师母———
原人民大学俄文系的夏菉涓教授一起登上北
京至乌鲁木齐的班机，开始先生的第七次西
部之行。抵达的第二天上午，他就与当地专
家进行了探讨。先生十分动情地说：“我向
往中国大西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信伟
大的中华民族定会强盛！而强盛之途，除了
改革、开放、民主进步等，西部大开发是其
关键。从历史来看，我们国家偏重东南已经
很久了，这样众多的人口，这样伟大的民
族，岂能久虚西北？回思汉、唐盛世，无不
锐意经营西部，那么现在正是到了全面开发
大西部的关键时刻。因此我们应该为开发大
西北多做点学术工作，多做点调查工作。相
信志在建设新疆、志在发展新疆文化的人会
越来越多”。随后，在古丝绸之路的遗迹
处，他畅谈中国历史上的开放，展望未来国
家发展西部，有可能再创“新丝绸之路”的
辉煌。抵达克拉玛依，他看遍百里油城，抒
发胸中豪壮，高兴地为该市题词“中华民族
富强之源”。先生那高瞻远瞩的目光、强烈
的社会责任感和发展西域文化的胆识、魄
力，都表达着一个中国优秀学者的伟大心志
和坚韧毅力，深深感动着当地的专家和干部
群众，也深深启发着我自觉打好思想素质的
根底。

在去伊犁的路上，冯先生给我介绍了他
前几次来考证玄奘取经路的情况。他对我
说，一个地方就是一本书，这本书里的知识
在书中是体会不到的。在书本上你查到的是
历史，当你到达现场的时候才能知道，当时
的历史背景和地理位置，这样就有了一个全
面的了解，才是真正地学通了。正是在先生
的指点、鼓舞下，新疆山川、草原、绿洲的
美好，密林、雪山、河湖的清新，牛哞马

嘶、琴声悠扬的悦耳，乍冷乍暖、雨雪无常
的奥秘以及牛羊肉奶、葡萄瓜果的鲜美，都
让我感触、感悟；林则徐纪念馆、惠远历史
名城等名胜古迹、名人轶事、众多有别于敦
煌的廊庙壁画、石狮、楼阁，都引我惊叹、
深思；祖国边境线的界碑、和睦牧民区的
风情，给我以自豪、神往；部队干部战士
的艰苦守边，与当地群众亲如一家的情
谊，让我敬佩、叹服。冯先生一路行，一
路品评，一路思索，一路摄影，一路作
诗、作画、写字，抒发他那宽阔的胸怀视
野，表达他对当地军民热情欢迎的谢忱；
同时教育我努力培养书画家应有的情操、
气质，指导我认真思考自己的线描画与西
域壁画的融合，为我此后在泰山和济南白
云洞等地成功探索大型传统壁画，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深谙齐鲁文化精髓的冯先生多次来山
东，每一次都要我随行。每一地都有他点
石成金的高见，每一地都留下他潇洒沉稳
的墨宝和豪迈瑰丽的诗篇，给我以大家风
范的恩赐。在上世纪90年代初济南华不注
山的道家文化遗址考察中，先生说，千佛
山是佛教圣地，道家文化就体现在这华
山，何况离市区仅有几里路。旅游部门应
该早开发，早日对游人开放；在对日照莒
县大汶口“日云山”刻画符号、济南龙山
文化城子崖遗址、古佛像、古摩崖等相继
进行精细研究后，先生再次提出保护好古
迹，发展好旅游的设想。在济南南部青铜
山唐代大佛的研究中，先生还巧妙地引导
我判断大佛的年代、风格，并提出重视地
方志的研读问题，使我受益匪浅；在威海
刘公岛的参观中，他还建议我们报纸应注
意宣传威海的甲午海战博物馆等。

第七届红楼梦国际研究会在我省莱阳筹
备期间，冯先生豪情满怀，当走近莱阳看到
梨花落尽，槐花盛开的美景时，即在车上吟
诗：“春色阑珊不可寻，梨花落尽梅青青。
多情最是莱阳道，万树槐花伴我行”。多情
最是莱阳道，也可理解为多情最是山东路，
多情最是齐鲁行。

1993年5月，冯先生来到临朐山旺化石挖
掘现场，捡到有树叶、青蛙、昆虫等各种类
型的化石，翻来覆去看了又看，随后就为山
旺化石馆欣然题诗：“云程万里到青州，来
读石书万卷稠。众妙之门何处是，山旺一叶
天下秋。”先生不仅把这首诗写到宣纸上，

还特意用毛笔把这首诗写到了化石上 ,表达
出对历史与现实对比、交融的创造力的赞
叹。其后，先生还在游览考察中写下《同
叶兆信游荣成成山头》的咏叹。吟出《游
济南锦绣川口占》的赞美。为纪念孔子诞
辰，他书写了大型竖幅的自作七律诗。为
支持发展传统文化，他为泰山风景区、宁
阳神童山和济南白云洞等地题写了雄浑壮
观的摩崖。

最令我感到兴奋的是1993年8月14日，我
陪先生一道过蓬莱、经烟台、上牟平、到威
海。一路行进，先生停留观景，心旷神怡。
看城乡面貌，由衷赞叹。当看到烟台农村的
农民别墅一幢幢一排排时，他高兴地说：
“太令人振奋了。美国也不过如此！”当晚
我们住到威海的赢州宾馆，先生就情不自禁
地书写出他的即兴之作：“自烟台至龙口途
径海头、潮水，蓬莱碧海如天，风光如画，
诗以记之，‘海头潮水到蓬莱，处处风光入
画裁。最是青天碧海夜，潮声雄似万马
来。’”先生豪放诗句中所蕴含的对山东沿
海美丽风光与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惊
喜和颂扬，也深深启发我连续三年创作出三
个整版的新闻速写，三次获得山东新闻奖一
等奖。

出生于江南的先生还带我游历江南。其
间，他多次引导我认真体会大江南北书画的
不同风韵，并结合实际，对我的小写意国画
作精心指导，在构图、用笔、用色、题跋、
用印等关节处为我传授“真经”，并告诉
我，画“小写意”有你的优势，一定要博采
众长，多下功夫。

“千山万水着先鞭”

冯先生教导我，个人的进步、突破，还
要体现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任何一个优秀
的导师对在职学习的学生，都应该率先支持
他们做好本职工作。先生为师育人的胸襟和
智慧常令我心潮澎湃。

1998年4月15日。报社决定创办《大众书
画》专刊，由我担任主编和新闻书画院秘书
长。冯先生很是高兴，先是高度评价大众日
报在全国省级党报中第一家创办这样的书画
专刊，适应了改革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的
需求。同时先生又把大力支持我做好专刊的
创办工作，作为为师的份内之事。

创刊之初，先生打来电话，具体谈了他

对办报的几点想法。他说，开头必须准备三
期有分量的稿子，各版都要有专人负责，版
面设计要大方。古代的书画作品要少，现代
的要多，文章每期要有名人撰稿。他可以负
责写篇《创刊感言》，作为发刊词。他在
创刊感言中说：“听到《大众书画》创刊
的消息，十分高兴。”“这些年来，书画
篆刻特别红火，几乎是老百姓人人所爱，
这是一种好现象，是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
的一种象征，无论是书法篆刻和绘画，都
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反映，老
百姓人人热爱民族的文化和艺术，这是一
种民族自信心的表现，是民族自爱自豪的
表现，我们应该特别珍惜这种感情。”接
着，冯先生在文章中就画刊的大众化、画
刊的导向和重视作品的评论赏析，以及重
视中青年的作品等问题作了鲜明的阐述。
其后，先生还在《大众书画》上发表了
《梦里青春可得追》，忆华君武、关良等
人；发表了《博学宏通、显幽烛微——— 读
启功先生〈论书绝句百首〉》一文，经连
续多期刊登，引起强烈反响，显现了大众
书画的学术品位。在之后的多期中，先生
积极筹约稿件，介绍画家，又陆续发表了
《我所认识的杨仁恺先生》、《青春不觉
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戴行之画册
序》等，得到读者的喜爱。先生说：“我
对画刊信心十足，要让中青年和部分老年
爱好者来读。很深的文章尽量少发，多发表
一些像启功老先生这样档次的作品。这在当
代是有目共睹的，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
也能起到扩大发行量的作用。”在新世纪到
来之际，冯先生还赋诗寄语：“百年一瞬驹
过隙，新纪长鸣到眼前，我欲披风追日月，
千山万水着先鞭”，祝愿《大众书画》在新
世纪扬鞭策马，越办越好。同时为我的书房
题名“仰圣斋”，激励我在齐鲁山水人文的
陶冶中继续奋斗。

高山景行，恩同再造。师从冯先生二十
八年，我接受到了先生第一流的学问，体悟
到了先生第一等的境界，从而造就了我的进
步和提高。为此，集团（报社）近三届领导
班子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到北京看望过先生，
都表示很感谢先生为报社培养人才。而冯先
生说，“还是报社的工作做得好。我总是教
导兆信，一定要努力再努力，提高再提高，
争取多为报社的事业增光添彩”。

先生的话每一次都让我热泪盈眶。

大家高学引我行
——— 记冯其庸先生的辛勤教诲（下）

□ 刘玉堂

翻阅京剧大观及剧目概览之类，便知发
生在山东地面上的故事不少，以山东人做主
人公的戏就更多——— 我这里只说京剧，若是
连地方戏也算上，更是数不胜数。随便举一
个例子，像占整个传统戏相当份额的“水浒
戏”、“瓦岗寨戏”及部分“杨家将戏（如
《穆柯寨》）”等，就都是有关山东人和发
生在山东地面上的故事。这还都是连本戏。
除此之外，我所看到的有关山东的单本戏还
有：《王祥卧鱼》、《孙安动本》、《李清
照》、《义责王魁》、《沉海记》、《锁麟
囊》和《小上坟》等。他们各自的籍贯分别

是：王祥—沂州，孙安—曹州，李清照—章
丘，王魁—莱阳，薛湘灵—登州，肖素贞—
济南……这么写着的时候就想到，时下盛行
拿历史名人作旅游资源或经济增长点，登州
府若是做做薛湘灵的文章，想必不会引起争
议或争夺之类的麻烦的，至少要比拿《天仙
配》中的董永做文章，鼓捣董永家酒什么的
令人可信得多。

京剧舞台上的山东人大都是什么形象？
他们一般都是英雄豪杰、绿林好汉，或乐善
好施、既上得殿堂又下得厨房式的人物。他
们的代表有武松、秦琼、穆桂英、薛湘灵
等，知识分子则有诸葛亮、吴用、李清照
等——— 总之都是好人、名人。少时常听一句
口号，叫“老年赛黄忠，少年赛罗成，青年
赛过赵子龙，妇女赛过穆桂英”，便为四个
年龄段的典范竟有两个（罗成与穆桂英）是
山东人而自豪。综观京剧舞台上的山东人，
他们可以是鲁莽的李逵，却不会是秦桧式的
奸臣；可以有老实窝囊的武大郎，但绝无既

没人格又欺下瞒上的太监；只有忘恩负义的
王魁是个例外，但最后还是让其妻敫桂英给
吓死了，并未惊动官府。

“水浒戏”大都是打打杀杀的武戏，像
“三国戏”或《锁麟囊》式的脍炙人口的经
典唱段不多。相形之下，瓦岗寨的戏倒是有
许多唱段让人耳熟能详，如《三家店》、
《打登州》、《锁五龙》、《对花枪》、
《罗成叫关》等。我这里只拣有代表性的单
本戏介绍三出：《三家店》、《义责王魁》
和《小上坟》。

《三家店》为瓦岗寨连本戏中的一折。
说的是：隋唐时，山东绿林好汉程咬金、尤俊
达两次打劫皇岗，被靠山王杨林擒获，发交历
城监禁。历城捕快秦琼曾与程咬金等在贾家
寨结义，遂暗助程等逃走。杨林命义子王舟前
往历城提解秦琼至登州，欲亲自审讯。秦琼起
解，宿三家店中，不胜嗟叹，无意中道出了表
弟罗成的名字。而差官王舟正是罗成的义弟，
欲助秦琼，遂值程咬金结义兄弟史大奈探视

之机，三人定计，由秦琼修书，约瓦岗寨弟
兄于中秋之日齐聚登州搭救秦琼。

该剧的经典唱段，应该是至今仍为人们
经常唱的“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一段，有
情有义，还朗朗上口。唱词是：将身儿来至
在大街口，尊一声列位宾朋听从头：一不是
响马并贼寇，二不是歹人把城偷。杨林与我
来争斗，因此上发配到登州。舍不得太爷的
恩情厚，舍不得衙役们众班头；实难舍街坊
四邻与我的好朋友；舍不得老娘白了头。娘
生儿连心肉，儿行千里母担忧。儿想娘亲难
叩首，娘想儿来泪双流。眼见得红日坠落在
西山后，叫一声解差把店投。

这一段唱词，朴实而不失隽永，豪爽而
不失儒雅，最能反映山东人重情重义的秉性
了。故一般戏迷都喜欢唱。

擅演此剧的有马连良、杨宝森、周啸天
等，各人的演唱均有独到之处，但现在较为
流行的还是杨派的唱法，其代表人物前有李
鸣盛，后有于魁智等。

京剧舞台上的山东人（上）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冯萍 报道
1月17日，在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文体活动室里，“红灯笼”舞蹈班正在练习造型动作。为丰富基层文化生活，该镇邀请区文文化馆专业

舞蹈老师为基层舞蹈队伍培训“红灯笼”舞蹈。

□ 孟庆剑 李凤国

1月12日上午,伴随着“咚咚隆咚锵”的
锣鼓家什 ,聊城市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肖香
坊村的水泥路上 ,两队“战马”跳跃奔腾。
据该村82岁的肖长德介绍 ,他们演出的节目
是有着百余年传统的“跑竹马”，春节快到
了，队员们先抻抻筋、热热身。

1月12日晚,任堤口村广场上人声鼎沸,热
闹非凡。一台由当地农民自编自演的迎新春
文艺汇演正在上演。演出在喜庆的扇子舞《恭
喜发财》中拉开序幕。节目内容丰富多样,有
动感的广场舞,也有诙谐幽默的三句半；有老
戏班的器乐演奏,也有独具地方特色的秧歌、
扇子舞、花棍舞表演……“以前每到年底,咱
老百姓不是打牌、串门就是看电视。如今,村
里修建了文化广场 ,区文化局还给村里送了
音响设备,村民们聚在一起唱唱跳跳,村子里
年味儿也足了……”村民胡彩玲不仅观看了
演出,还即兴献唱了一首《中国年》。

从2010年开始，道口铺街道加大文化惠
民的投入力度，大力发展基层群众的“草根
文化”，充分挖掘民间文艺人才。截至目
前，先后投入600多万元，新建和提升了31
个村级文体活动中心、31个农家书屋、26个
村文化室。目前，该街道已有各类业余文化
艺术团体30多个，3000多名农民常年参与演
出活动。他们白天干活，晚上排练，编排的
节目都是农民的身边事。一有时间就走村串
户演出，把节目送到农民家门口，既宣传了
党的好政策，又活跃了农民的文化生活。

农民文艺汇演

喜迎新春

《大马士革剃刀》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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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林秀 报道
本报莒县讯 日前，莒县公布将“百千万”文化惠民

工程列入2015年度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
据介绍，该县为进一步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让文化改革发展成果普惠基层群众，县政府将“百千万”文
化惠民工程列入2015年度为民办的12件实事项目之一，具
体计划投资570万元，充实100处图书室（乡镇街道、社区），
提升100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公共电子阅
览室），组织1200场以上“送戏下乡”文艺演出，发展壮大
1000支庄户剧团、文艺表演队、广场健身队，开展“非遗传承
进万家”活动和“万人全民健身活动”。

去年，该县把提升社区文体活动中心作为为民办实事
项目之一，投资460多万元，对全县103个社区文体中心进
行了提升完善，基层群众文体活动场所、环境得到极大改
善，文体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莒县“百千万”文化惠民工程

为民办实事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月15日至16日，来自全省9市50县的110

余位农村电影放映员代表，参加了山东新农村数字电影院
线公司在济南举办的农村电影管理服务培训和放映员技能
竞赛。

农村电影管理服务培训主要围绕公益电影标准化放映
展开。东营、安丘两地结合标准化放映实施，分别介绍了
运行经验。参会人员还参加了放映员国家职业标准和放映
设备实际操作培训。来自20家单位的24位放映员参加了放
映设备实际操作比赛。比赛包括“流动放映银幕架架设与
收起”、“流动放映设备架设、调试、放映操作、关机和
整理”两项操作，两项内容与放映实际紧密结合，参赛选
手操作起来得心应手，操作过程基本无失误，排名前几位
选手成绩相差只有几秒钟。

农村电影放映员代表

参加技能竞赛

□赵峰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在省文化厅组织开展的“齐鲁非遗大

讲堂”上，枣庄市峄城区石榴盆景栽制技艺项目有关人员
作了交流发言，并作了PPT展示，展示了峄城在这一非遗
项目保护方面取得的成果。

峄城石榴盆景栽制技艺2013年6月入选山东省第三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4年5月，萧元奎入选山
东省省级非遗项目石榴盆景栽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峄城
石榴盆景多次在国家、省级花卉博览会上获大奖。目前，全
区从事盆景制作的个体户已达1000余户，从业人员2000余
人，年产石榴盆景、盆栽20万余盆，年产值6000万元。

峄城石榴盆景

走进“齐鲁非遗大讲堂”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省文化厅正式下发《山东省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认定与管理办法》，提出省财
政设立省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
给予经费资助，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积极争
取财政支持，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
给予资助。

《办法》提出，“非遗”保护应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尊重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群体)的主体地位，调动社会各界力量，使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并在当代社会
活态传承。

《办法》提出，各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鼓励
和支持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赠实物、资料或者
资金，用于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鼓励和支持公民、
法人和社会其他组织依法设立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展示场
所和传承场所；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可建设该项
目的展示馆(室)或传习所，并向公众开放。

如果出现不当使用非遗项目名称或歪曲、贬损省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保护不力或保护措施
不当，导致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存续状况恶化或出现严重
问题，或使项目所依存的文化场所及其环境遭到破坏的；
未按照有关规定使用国家、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
资金等上述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予
以警告，限期整改；情节特别严重或整改不力的，报省政
府文化主管部门批准后，撤销其保护单位资格。

非遗有了《认定与管理办法》

非遗保护不力将撤销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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