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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的内在感情不能因“改编”而“改变”

●“改编山歌虽然赢得了观众，但改编山歌也要适
度，每个民族的山歌都有各自的文化内涵，莫让山歌演绎
沦为民族服饰和现代音乐的堆砌，‘娱乐’观众之余最好
还能引发思考。”

———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所原所长、中国传统音乐家
乔建中说。“社会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农村里劳动的场面
和自然环境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山歌来源于生活，也一定
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山歌是为抒发感情、展示生活而逐渐
发展起来的，其表演形式可以变，但山歌表达的内在感情
一定不能被抛弃。”

儿童文学“系列化”不应“注水”

●“儿童图书的‘系列化’创作改变了原来外国有、
中国无的儿童文学创作面貌，涌现出很多优秀的作家作
品，但同时也应警惕一些‘走偏走样’现象。”

——— 中国作协全委会副主席李敬泽说。“近年来，中
国童书市场飞速发展，出现了一批拥有庞大读者群和较
高市场影响力的系列作品，但有些作品本来可以在一部
作品中讲完的故事，为系列而系列，有的作品一开始用
心用力，也在读者中建立了声望，但在市场的诱惑下却
把持不住，心浮气躁，后续创作无法保持一以贯之的艺
术水平，由此出现了注水现象，甚至鱼龙混杂，以次充
好。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下，儿童文学出版需要从数量向
质量转变，儿童文学作家要坚持艺术理想，克服浮躁心
态。”

好作品永远是衡量电影的唯一标准

●“近年来，中国电影暑期档表现可圈可点，如票房
不俗、类型愈加丰富多样、青年导演借机全面出击、互联
网渗透特征明显等。随着中国电影市场不断成熟，国产影
片已具备较为强大的观众号召力，特别是具有中国文化特
色的青春片和喜剧片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电影市场极具竞争
力的影片类型，但艺术水准、文化内涵和观众满意度仍有
待提升。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说。“互联网
平台为今天的电影创意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但内容属性
永远是电影的黄金属性，好作品永远是衡量电影的唯一标
准。当中国成为电影产业大国和产业强国时，一定要有与
之相匹配的电影文化尊严、电影文化规格，一定要有对世
界电影做出中国独特文化贡献的信心和力量，这是我们共
同的期待。”

（孙先凯 辑）

□ 孙先凯

去年，笔者曾经采访过“背着干粮为孔
子打工”的尼山圣源书院学者赵法生。他与
一群学者在泗水县圣水峪镇自发组织乡村儒
学讲堂，为当地群众送去儒学的教化。一年
多下来，“生活化”的儒学成为了当地文化
建设、移风易俗的“特效药”。目前，乡村
儒学建设已经逐步在山东推广开来，成为山
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一大特色品牌。
在笔者看来，根植于山东深厚的优秀传统文
化底蕴，结合群众文化需求推行的乡村儒学
建设，是我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
中，从“山东特色”到“山东经验”的成功

典范。
近日，我省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和公共文
化服务实施标准，明确提出要以“立足山
东实际，兼顾区域平衡，注重体现突出山
东特色，融入山东元素，形成独有文化品
牌”为原则。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
程中，已经将打造“图书馆+书院”模式、
乡村儒学社区儒学推进计划、县及县以下
历史文化展示工程等独特文化品牌纳入文
件内容。有学者这样评价：“山东对传统
文化的重视，各种儒学复兴活动在全省范
围内兴起，这一点走在了全国前列。”

无独有偶，笔者前段时间回老家时听
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颜炳罡
已经将乡村儒学讲堂开到了邻村，政府与
社会力量合力，将其办成乡村儒学的试点
和章丘市尼山书院国学讲堂的基层延伸。
儒 学 讲 堂 除 了 向 村 民 讲 解 “ 仁 爱 ” 、
“孝”、“和”等儒学主题外，还以其为

依托，设立民间传统文化研讨会，帮助村
民在传统与现代中寻找平衡与和谐。最显
著的变化是丧葬礼仪的改革，过去丧葬礼
仪铺张浪费，人们迷信于大操大办，有时
候光吃喝费用就达两万多元，整个过程要
拖上三天左右。现在，村民通过对儒家思
想的学习，接受厚养薄葬的理念，减少了
程序，缩减了时间，既守住了传统，也更
符合孝道的真谛。

如今，每个周末的大明湖畔，山东省图
书馆尼山书院博艺堂里都会有一群孩子着汉
服，行揖礼，跟随老师诵读儒学经典。这是
尼山书院志愿者颜力本着“童蒙养正”的理
念组织起来的儿童公益性国学诵读班。国学
要从娃娃抓起，公共文化服务也定然不能落
下儿童群体。如此具有“山东特色”又能惠
及各不同人群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山东的成
功探索之一。

在由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文化厅（局）
长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高级研讨班”上，山

东省开办国学讲堂、创新“图书馆+书院”
模式、推进中华传统文化遗产传承等一系列
措施，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与具体实
践相结合，既有硬件，又有软件，既有省、
市，又深入到县和乡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给来自全国各省、市的文化厅（局）
长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构建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是将传统文化全盘
复苏？是建几所学堂，增添几幅二十四孝
图？在笔者看来，一味泥古，缺乏正确的取
舍和应有的创新必不可行，徒有优秀传统文
化之表的公共文化服务也难以深入人心。对
优秀传统文化选择性取舍，并“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是以优秀传统文化构建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必由之路。同时，也应与
群众文化需求相结合起来，将公共文化服务
送到群众心坎上，满足群众的公共文化需
求。

从“山东特色”到“山东经验”

□记者 于国鹏 通讯员 赵峰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山东省艺术研究院、金

乡县人民政府主办，山东省艺术研究院戏剧
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所等承
办，山东省柳子剧团协办的“蝶变之路———
从‘花鼓戏’到‘四平调’”演出活动，日
前在东柳戏院举行，让观众领略了四平调这
个地方剧种的独特魅力。

当晚演出的节目包括花鼓锣鼓表演《三
番子》、《三告李彦明》选场、板凳戏《雷
宝童投亲》选场、《小包公》选场、《武松
打店》片段、花鼓男平板《济宁州赛银
窝》、花鼓女平板《黑驴段》等。本场演出
不是一场普通的剧目展演，它的最大亮点，

是将四平调这个地方剧种的形成和发展过
程，通过剧目展演的方式，完整地呈现在舞
台上，兼具严谨的学术性与高度的艺术观赏
性。

参加“蝶变之路——— 从‘花鼓戏’到
‘四平调’”演出活动的主要演员大多数来
自原金乡县四平调剧团。据了解，该剧团成
立于1950年，1987年被撤消。如今，当年的
演员绝大多数都已进入花甲之岁，年龄最大
的八十多岁，最小的也已经五十多岁，人才
断档情况严重。近年来，为实现四平调的薪
火相传，金乡县高度重视，多措并举，对金
乡四平调进行了抢救性保护和创新性传承。
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撤消了三十

年的金乡县四平调剧团终于在今年五月份恢
复重建。

四平调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是由流行
于苏鲁豫皖等省交界处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
花鼓逐渐演变而成的一个地方戏曲剧种，
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四平调”的名称来源有两种说
法：一种说法认为，借其曲调的四平八稳之
意，用花鼓平调之称，定名为四平调；另一
种说法认为，因为四平调以“花鼓”为主，
吸收了豫剧、评剧、京剧的曲调而形成，故
称之为“四拼调”，后来改为“四平调”。
由于四平调的演变发展过程脉络清晰，有证
有据，在中国戏曲艺术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被认为是中国民间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在四平调的传承方面，省艺术研究院发

挥了独特的作用。省艺术研究院在四平调研
究方面有着深厚的学术积累，拥有一大批优
秀专业人才。2014年底，在省艺术研究院非
遗所的提议下，金乡县文化馆决定通过排演
一场舞台剧的形式，对四平调历史发展沿革
做一个清晰展示。鉴于该创意将会对四平调
的传承保护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省艺术研
究院决定与金乡县联合开展此项活动。半年
以来，省艺术研究院多次派专家到金乡进行
实地指导，对整场演出的创意主旨、节目安
排、舞美、灯光、服饰等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持。

从“花鼓戏”到“四平调”

展现地方戏曲发展的“蝶变之美”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郓城讯 “今天现场看到书画家

们写字、作画，感受到了高大上的艺术。
回去我也得敦促着我的小孙子好好写写
字，学学画，将来要是在这方面有点成
绩，那再好不过了。”7月1日，来自郓城
县黄集乡黄集村的党员黄守吉告诉记者。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纪念
日。黄集乡的党员们一早便来到乡政府
集合，听郓城县委党校老师主讲的关于
基层党建教育的辅导课。课程结束后，
省文化厅驻黄集乡“第一书记”邀请来
自济南、菏泽、郓城的书画艺术家们，
现场泼墨挥毫，为基层党员送上书画艺
术的盛宴。

来自济南的书画家姜延宝现场写了一
幅“宁静致远”的小篆送给当地党员。
“结合今天党建的主题，希望能让更多的

人感受书法艺术的魅力。另外，来到田间
地头，看到群众的热情自己也很激动，现
在正深入开展艺术家深入基层、扎根人民
的活动，到这里来也是积累素材、升华思
想的好机会。”

杨凯原来是省文化厅外联处的工作人
员，去年年底刚结婚，今年二月初被选
派为“第一书记”来到了黄集乡曹西
村。通过“五必访五必问”摸清了村里
的基本情况，正在积极联系致富帮扶项
目。杨凯告诉记者，结合曹西村的实际
情况，不仅要从经济上帮扶曹西村，也
要从文化上提升曹西村的风貌，“通过
学习党建知识，接受艺术家送文化下乡
的大餐，为基层党组带来了热爱文化和
学习文化的新风气。”

自今年二月以来，以张峰为领队的省
文化厅“第一书记”一行五人来到黄集

乡，驻村开展为期两年的帮扶工作。张峰
说：“来到黄集乡就是要为当地干一些实
事，恰逢建党节，为基层送上文化活动，
也是发挥我们的专长。”

据了解，省文化厅“第一书记”来到
黄集乡的半年时间里，已经组织多次文
化艺术下乡活动。3月21日，把菏泽市传
统戏曲传承研究院山东梆子剧团一行60
人，请到黄集乡参加庙会演出活动；5月
28日，郓城山东梆子剧团来到黄集乡曹西
村进行惠民演出，很受当地群众的欢
迎。张峰表示，在已经完成前期调研的
基础上，不仅要驻村帮助抓党建促脱
贫，修路架桥搭建致富门路，还要发挥
资源优势，送文化到基层，让当地群众
欣赏到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按照计划
要为每个村配齐文化大院的基础设施，
让文化惠民常态化。

发挥专长，让文化惠民常态化

省文化厅“第一书记”送文化到基层

“第一书记”邀请来的书画家们现场泼墨挥毫，为基层党员和群众送上书画作品。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讯 近日，由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和

百花文艺出版社主办的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
颁奖典礼举行，获奖作家及编辑走过铺着红
地毯的“文学星光大道”登上领奖台。我省
作家王方晨发表于《天涯》的《大马士革剃
刀》和尤凤伟发表于《小说月报原创版》的
《金山寺》获“百花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并被分别收入《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小说月
报获奖作品集》和《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小
说月报原创版获奖作品集》。

此前《大马士革剃刀》曾获《小说选
刊》2014年度大奖，此次获奖的颁奖词是：
“《大马士革剃刀》是对已然消逝之古城市
井风俗的追述，却未停留于含情脉脉的怀
旧。刀光凛然，逼使人们的目光越过旧时光
的陈渍，透视情味高古的‘君子之交’内部
暗生的裂痕。情节中暧昧难明的关节点，寄
寓着王方晨对于人性复杂面的深长思考。”
尤凤伟《金山寺》的颁奖词是：“《金山
寺》突破了当今政界小说以过多的停留于利
益争夺的写实层面来取悦读者的局限，闪现
出烛照人性幽暗的光芒。作家提出了一个尖
锐的问题，当物质的力量延伸到精神的领
域，我们应该怎样面对？”

获奖代表贾平凹、迟子建、王开岭、徐
则臣等分别发表了获奖感言，他们表达了共
同的想法，在当前这个时代，仍需要文学，
因为文学无处不在。迟子建说：“多年前，
我在我的家乡大兴安岭，在美国的爱荷华国
际写作中心，在法国的巴黎，均能看到《小
说月报》和《散文》月刊，我们要感谢这些
文学杂志，并对文学报有敬畏之心，我们不
做市场的奴隶，只做爱与美以及艺术的奴
隶，这样，文学的园地才不会荒芜。”

王方晨尤凤伟作品

获百花文学奖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王军 报道
6月27日，惠民县姜楼镇，当地京剧票友义务辅导学

校的孩子们演奏京胡等民乐乐器。为弘扬传统文化艺术，
惠民县开展民族乐器、东路梆子、泥塑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校园活动，老艺人义务传授技艺，吸引孩子们参与到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中来。

□记者 李勇 报道
6月27日，海阳轻工少儿艺术小学的海

阳大秧歌队在招虎山景区的精湛表演令游人
连声赞叹。海阳市在保护发展海阳大秧歌的
过程中，注重培养少年儿童对传统民俗的认
知，并寓教于乐，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精心
编排适合少儿的练习方法，使这项有着五百
多年历史的民俗艺术又焕发出勃勃生机。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月30日，山东美术馆书画家一行十余

人，到济南市历下区姚家派出所举办了“迎‘七一’拥警
笔会”，共创作国画、书法作品30余幅，全部无偿捐赠给
姚家派出所，用于美化办公环境，提升警营文化氛围。

这些书画家包括何茂峰、徐康、张民生、徐峰、杨大
鲁、孙茜、李亚桃、孙玉来、曲光辉、赵军、张膑等，他
们创作的作品题材多样，主题鲜明，表达了对党的生日的
祝福，对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的由衷赞美，以及对未来的
美好愿望。

姚家派出所所长韩超表示：“在党的生日来临之际，
邀请山东美术馆的艺术家到姚家派出所举办笔会活动，是
庆祝党的生日的一个独特方式。”

山东美术馆党总支书记柳延春说，为民服务是美术
馆和派出所的共同主旨，所不同的是美术馆采用提供美
术展览、文化产品的方式服务百姓，两家单位要通过频繁
的互动取长补短、共同进步。“随着国家文化政策的不断
调整，美术馆的服务目标越来越明确，就是要接地气，要
贴近百姓。在坚持学术标准的前提下，山东美术馆将会推
出更多普通百姓喜欢的美术活动，更好地服务各界群众，
为提升公众的文化素质和艺术审美素质作出应有的贡
献。”

山东美术馆举办拥警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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