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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建设要少些“主观”多“接地气”

●“经过调研发现，一些地方的文化部门在提供文化
产品方面与百姓的文化需求有不对接现象。一些地方在公
共文化项目建设上还存在主观色彩，建议多与老百姓的需
求对接，多‘接地气’。”

——— 北京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刘新成说。“与此相反，
诸如地方戏等广受农民欢迎的文化项目则缺乏资金支持，
无法发展。我认为各地有关部门首先要了解群众的真实需
求，再根据需求决定投入，且资金投入要兼顾标准化和均
衡化。在评价公共文化体系建设绩效时，应该以文化项目
吸引参与量作为最重要指标，而不是看投了多少钱，建了
多少馆，买了多少书，提供了多少电脑。同时，要改变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管理理念，要把群众参与度作为公
共文化项目建设的核心评价指标。”

“一带一路”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一带一路’沿线地方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一
带一路’沿线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建议建立沿线文化
遗产保护管理长效机制，成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领导小
组，加强发展改革、财政、国土、旅游、建设、文化和文
物等部门间的协调。”

———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沿线文化遗产保护
和旅游发展可大力推广敦煌莫高窟的经验，在文化遗产
保护、研究和可持续旅游发展方面积极探索；加大沿线
文化遗产保护经费投入，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相关地方
政府考核内容，将文化遗产保护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
算，切实保障沿线文化遗产的日常维护经费和抢救性投
入，重点加强低级别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经费投入，同
时确保各文物旅游景区经营性收入中有适当比例用于文
化遗产保护。”

手机阅读或成为当代诗歌发展新契机

●“近年来诗歌受众的减少，与诗歌创作领域自身视
野的窄化直接相关。如今诗歌创作越来越技术化，不再像
上世纪８０年代诗歌那样，呈现、关注整整一代人的生存境
遇。”

——— 《诗刊》杂志编辑、知名诗评家彭敏说。“诗歌
短小精悍、直指人心，恰恰适应了手机阅读者碎片化的阅
读时间和快捷化的阅读诉求，这为当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
很好的契机。其实读诗需要的是感悟，并不需要整天捧着
诗集‘正襟危坐’。”

(孙先凯 辑）

□ 孙先凯

3月2日上午，英国剑桥公爵威廉王子在
为英国生产、闻名全球的动画形象“小羊肖
恩”雕塑点睛，标志着中英文化交流年英国
文化季正式开幕。2015年是“中英文化交流
年”，按照计划，上半年英方在华举办“英
国文化季”，下半年中方在英举办“中国文
化季”。已经开始的英国文化季以“小羊肖
恩”的点睛开始，不禁让笔者产生好奇的疑
问——— “中国文化季”上会有哪个蜚声中外
的中国漫画形象出现？

想了半天，没有想到合适的中国动漫形
象。国宝熊猫？早已被美国人做成了功夫熊
猫。中国龙？也被美国动漫电影《花木兰》
所移用。能代表中国文化、为世界所接受的
动漫形象，想来少之又少。作为历史悠久、
文化积淀丰厚的国家，在现代文化表现形式
之一的漫画上，没有产生出震撼世界的动漫
品牌，令人扼腕叹息。

之前的采访过程中，了解到这样一个情
况：2009年，青岛出版集团出版的漫画本
《孔子》，推出后市场反响不错。之后，与
深圳一家动画制作公司合作拍摄了104集动
画片《孔子》，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山东的
“孔子”，山东的“孔子漫画”，最后却是
深圳生产的“孔子动画片”。找不到有代表
性的国家动漫品牌，省内动漫品牌的打造也
在占有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的先机下丧失了做
大、做强的主动权。

近日，记者在山东省扶持动漫产业发展
联席会议上了解到，山东省动漫产业近年来
有了快速发展，产业载体不断成长，产业规
模迅速扩大，但是“至今没有一个全国知名
的动漫品牌”，这让与会者深以为憾。

“山东文化资源丰富，但是缺乏用动漫
的方式进行展示。动漫产业要成为展示山东
文化资源的平台，要深入挖掘和利用丰厚的
齐鲁文化资源，创作生产一批富有山东特色
的动漫产品。”这是与会者一致的看法。下
一步的工作中，联席会议有关人士建议立足
山东特色资源，发挥政策、资金、人才等方
面的优势，打造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
心竞争力的知名动漫品牌，支持动漫产业重
大项目建设。

如此看来，依托文化资源打造动漫品牌
已成努力方向之一。在笔者看来，动漫品牌
的开发依托文化资源固然重要，更进一步的

是要发端于文化资源，通过巧妙的文化创
意，实现“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
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创
新。

以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威廉王子为“小羊
肖恩”点睛为例。中国传统舞狮进行到末尾
时，都会为舞狮点睛，寓意赋予其生命，具
有祈福美好的意义。为“小羊肖恩”点睛将
这种中国民俗进行了生动的演绎，一个小小
细节的创新，就拉近了“小羊肖恩”与中国
观众之间的距离。不得不为这种创新叫好点
赞。

反观现在的很多动漫产品，存在诸多如
观念陈旧、制作粗糙、手法单一、幼稚说教
等问题。就动漫业而言，没有文化的灵魂，
缺乏有意义的创新，动漫产品则如无本之
木、无味之蜡，打造成品牌的希望就非常渺
茫。

山东如何打造响亮的动漫品牌？

□ 于国鹏 于琳琳 于霞

3月24日，中央美院教授孙滋溪画展在
山东美术馆开幕。画展取名《曾经的永
远》，对照着展厅里展出的孙滋溪的一件件
素描、速写作品看下来，感觉意味深长。

孙滋溪的创作特点，很难用某一个词去
概括。很多看似矛盾的元素，在他的作品中
都能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井然有序，又不着痕
迹，有些可谓大巧若拙，质朴中透着灵秀之
美，有些则可谓柔中有刚，圆转中蕴含着阳刚
之气。有一点是看过他画作的人公认的，就是
他对生活的思考与呈现，达到了一个令人仰
望的高度。他并未自辟蹊径，能达到这样的高
度，固然有天赋、才华的成份在，更主要的应
该还是来源于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的思考，
从而让作品具有了独特的角度、富有哲理的
深度，尤其可贵的是，作品保留着最原汁原味
的生活情感，自然而然消除艺术与观众的距
离感。正如孙滋溪自己所说：“好的作品应
该是一目了然而又百看不厌。”

中国美协党组副书记、秘书长徐里认
为，孙滋溪的创作，是表现大生活的。生活
有大生活、有小生活，有开放式的、有封闭

式的，有理想主义、有个人主义的。一部分
当代艺术家，不能说他没有生活，但他们生
活在小我之中，创作出的作品没有理想、没
有崇高、没有境界。“看过孙滋溪先生的作
品，我们能了解什么是大生活，感悟什么叫
文化情怀。他的艺术视角、文化思考一直是
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所以他的作品总是
能够把一个时代最闪光的那一点表现出来，
把一个时代最本质的文化精神刻画出来。他
的作品生动直接，既富民族性又有独特的艺
术个性，非常值得学习和研究。”

《美术》杂志执行主编尚辉则表示，艺
术与生活是一个恒久的话题，研究孙滋溪的
创作和作品，能够非常典型地理解艺术和生
活之间的关系，并能从中观察，深入生活的程
度如何支撑艺术达到的高度。孙滋溪的经典
名作都是在他深入生活、提炼生活基础上创
作出来的，更准确地说是“生活经历的写照”，

“这种生活经历不简单等同于到某地体验生
活，因为仅有生活经历是不行的，更在于懂得
如何提炼生活。孙滋溪先生天赋高，勤奋，
善于思考和提炼生活，这些特点在其作品中
体现得非常明显，如《天安门前》，展现了
他卓越的造型能力，阳光下的色彩，平面空

间与立体空间的结合，以及人物的表情与感
情的融合，都处理得非常经典。”

“从孙滋溪先生的教学实践和艺术成就
来看，完全有资格作为一位可以进行个案研
究的旗帜性艺术家。”中央美院党委副书记
王少军则表示，“艺术家应该关注大生活，
作品才能具有更高的价值和更深刻的意义。
孙滋溪先生的创作，正是在这方面体现出独
特性，他的作品，往往表现的是一个平凡人
物，但视野非常开阔，从小人物身上透出的
是大历史、大时代，比如他选取的普通群众
在天安门前照相、小八路担水等，题材普
通、人物平凡，但意义不同反响，可以观察
到一个时代的变革和进步。”

山东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王力克教授表
示，把整个展览看下来后的感觉是“震
撼”，这种感觉来源于主题的厚重和艺术技
巧的灵动。“孙滋溪先生的创作把大生活把
握得非常好，体现的是生活的本质，表达的
是哲理层面上的认知。比如《天安门前》，
普通群众在天安门前照相的那种喜悦紧张以
及那种扑面而来的幸福感，能够直接让人感
受到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世界。他的艺术技
巧也是非常高超的，似是无法之法，其实都

沉淀着反复的锤炼和深刻的思考，因而作品
具有直击人心的力量。”

山东省油画学会副主席陈国力评价说，
孙滋溪先生是中央美院的老教授，更是一位
杰出的艺术家和美术教育家，他的创作成就
和教育实践，始终体现着他对艺术民族性、
时代性和个性语言的探索。这次展览的内容
非常丰富，不仅有经典作品，还有素描、手
稿等，细读他的大量手稿，可以更加深入地
了解这些“曾经的”素描、草稿和“永远的
创作”之间的关联和递进，以及“永远的创
作”后面隐含的审美和社会意识。

作为这次展览的东道主，山东美术馆副
馆长刘喜欣介绍说，举办这个画展，山东美术
馆非常重视，全馆人员按照各自分工，尽职尽
责，用心做好每一项工作。“孙滋溪先生天资
高，品德好，又富有学养，艺术造诣高，我们希
望通过这次展览，通过山东美术馆优越的现
代化展览条件，把孙滋溪先生的艺术和精神
世界完美地呈现出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
展览，让我省更多的艺术家、艺术爱好者从
中受益，有所感悟，创作出更多优秀的艺术
精品。”

(展览详细内容见12版)

生活 情怀 境界
——— 业内专家谈“曾经的永远——— 孙滋溪艺术生活轨迹”画展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3月23日，国家京剧院与

青岛市京剧院在青岛举行结对帮扶合作签
约仪式，双方将利用3年时间，在剧目创
作、人才培养、剧院管理等方面进行深度
合作，为弘扬和振兴京剧国粹艺术打造新
平台。

国家京剧院与青岛市京剧院建立结对
帮扶合作关系后，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
在多个方面进行深入合作：首先是共同合
作推出传统经典剧目，编创新剧目等。国
家京剧院院长张凯华表示，将本着求真务
实的原则，为青岛市京剧院的发展提供坚
强有力的专业支持，共同丰富剧种，将更
多的传统剧目重新挖掘出来，同时共同创
新，让这门古老的国粹能够把住时代的脉
搏，为京剧事业在齐鲁大地的繁荣发展作
出应有的贡献。

其次，青岛市京剧院组织演职人员赴
国家京剧院进行业务和管理方面的学习，
定期邀请国家京剧院专家、艺术家来青岛
进行京剧知识讲座和艺术培训活动，为青
岛市京剧院青年演员业务集训活动给予指
导。青岛市京剧院院长郭建青介绍，2015
年青岛京剧院计划排演传统京剧《野猪
林》、《穆桂英大战洪州》、《杨家将》
等剧目，届时将邀请国家京剧院专家、艺
术家来青岛指导排练。

第三，国家京剧院为青岛市京剧院有
限公司提供人才培训师资支持。青岛市京
剧院将选择有潜质、条件成熟的优秀青年
演员，向国家京剧院名家老师拜师，定向
培养，强化青岛市京剧院青年演员新生代
力量。

此外，双方还将采取多种形式，结合
“文化下乡”、“惠民演出”等活动，双
方共同合作演出经典剧目或演唱会。今
年，青岛市京剧院将邀请国家京剧院来青
岛举办专场演出。

签约仪式上，国家京剧院著名京剧表
演艺术家刘长瑜在发言时认为，京剧艺术
博大精深，要学懂练扎实“唱念做打武”
和“手眼身法步”，才能强化主题和人物
思想感情，让剧中人鲜活真切，感人肺
腑，产生强大的艺术魅力。她说：“希望
通过结对活动，国家京剧院与青岛市京剧

院的演员们互学互帮，优势互补，携手共
勉，创作出不愧为今天伟大时代的优秀作
品。”

“国家京剧院历史悠久，名家荟萃，
人才辈出，这次结对帮扶，对我们青年演
员来说，是一次成长的契机，会给我们青
年演员带来发展空间和新机遇。”青岛市
京剧院青年演员马凤说，“京剧艺术的传
承和发展，离不开老一辈艺术家的悉心教
导，通过结对帮扶，我们青年演员将有机
会向国家京剧院老师请教学习，提高自身

业务水平。我们也将把握这次机遇，发挥
青年人吃苦耐劳的精神，苦练基本功，学
习和传承老一辈艺术家的德艺，争取出更
多更好的戏，奉献给观众，回馈给人
民。”

签约仪式期间，国家京剧院与青岛市
京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举行了“优秀青年
演员交流展示演出活动，其中国家京剧院
优秀青年演员黄佳、巩丽娟、郑菲、张
兰、郭凡嘉与青岛市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
苏旭、赵澜、毛兰、于富军、白入夙、李

德旺、牟晓飞等合作演出了《珠帘寨》、
《打龙袍》、《红娘》、《坐宫》等剧目
经典选段。演出期间，双方的优秀青年演
员进行了互相学习和交流。

“我们将以此帮扶合作为契机，在剧
目创造演出、人才培养、剧院管理等方面
全方位向国家京剧院学习。”郭建青表
示，希望借助国家级一流文艺院团的艺术
资源和优势，不断提高自身的整体业务和
演出水平，将剧院打造成“省内一流、全
国知名”的新型京剧院团。

互学互帮 优势互补 携手共勉

国家京剧院与青岛市京剧院结对帮扶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国家京剧院张派青衣郑菲（左）与青岛市京剧院老生演员苏旭合作演出《坐宫》选段。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文化部产业司公布2015年度特色

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名单，我省5个项目榜上有名。全国总
计66个项目中，我省在项目数量和质量上都排在全国前
列。

这5个项目分别是青岛国华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即
墨’花边设计提升及技术改造项目”、山东周村古商城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的“周村古商城四合院文化旅游项目”、
山东儒源文化集团有限公司的“儒源儒家文化体验基
地”、威海市芸祥绣品有限公司的“鲁绣文化产品创意
研发项目”、东阿县东阿阿胶旅游养生有限公司的“东
阿阿胶养生文华苑”等。据介绍，近年来，省文化厅根
据《文化部财政部关于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
见》文件精神，深入挖掘我省特色文化资源，加强对特
色文化产业重点项目的指导和服务，充分发挥其示范带
头作用，提升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加快形成特色鲜明的
齐鲁文化品牌。根据文化部加快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工作
总体部署，对于入库的特色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将给予重点
扶持，并会同财政部在2015年中央财政文化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中予以重点倾斜。

我省五个项目

入选文化部特色重点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文化辅导员进社区启动
3月25日，“2015东亚文化之都·中国青岛活动年”市

南区系列文化活动开幕式暨文化辅导员进社区启动仪式举
行。来自市南区文化馆及相关街道的文艺表演队伍和文化
辅导员演唱了《阿里郎》等中日韩经典歌曲，表演了舞蹈
《茉莉花》、时装表演《龙纹》等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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