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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文化部正在开展全国美术馆馆藏艺术品

“摸家底”行动，文化部全国美术馆藏品普查办日前专门
到山东美术馆督查藏品普查工作进度。据介绍，目前，山
东美术馆已全部完成所有美术藏品的文字信息和影像信息
采集工作，8月底前将全部完成所有信息的审核、上传工
作。

普查工作从2013年3月开始，2016年12月31日结束，分
三个阶段进行。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为普查信息采集阶
段，主要任务是以美术馆为基本单元，开展数据采集、审
核和报送，同步开展普查人员培训、信息系统建设、宣传
等工作。

就我省整体普查进展来看，山东美术馆采取普查工
作周报、月报，分片督查，电话督查等方式，参与并主
导了全省美术馆藏品普查督导工作。根据督查情况来
看，山东省登记在册并参与普查工作的公立美术馆共有
15个，有藏品23340件，目前完成数据采集7505件，完成
比率33 . 16%。

全国美术馆藏品普查是文化部于“十二五”期间实施
的“国家美术收藏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摸清全国
美术馆藏品家底情况、提高美术馆专业化水平为基本目
标，以调查国有美术馆藏品资源、采集藏品信息为基本形
式，以数字化的影像采集技术、数据存储技术和网络技术
为基本手段。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举行的全国规模
的美术藏品普查活动，涉及范围之广、藏品整理之深入、
组织运作之专业前所未有。这项普查工作对于提升美术馆
业务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拓展美术馆公共服务功
能，加强美术馆行业管理，统筹、引导国家美术收藏，发
挥美术馆藏品资源的社会价值，促进文化发展都具有重要
意义。

山东美术馆副馆长、党总支书记柳延春介绍，山东美
术馆对藏品普查全过程实行严格的质量控制，高质量地提
前完成了普查工作。一是严格文字信息采集。对普查时间
节点之前的原有藏品总登记账进行了重新整理，制订了
《山东美术馆收藏作品登记编号规定》。同时，按照收藏
年代、画种进行了重新归纳分类，制作出《藏品普查作品
明细汇总表》。普查人员严格按照本次藏品普查质量标准
要求，现场逐一对每幅普查作品进行文字信息采集。二是
严格影像信息采集。配备了高性能的佳能5D2、哈苏相
机，以及无线触发的闪光灯等专业摄相设备。在采集过程
中，利用标准色卡、色彩管理软硬件，保证色彩统一、准
确，所拍摄作品影像清晰、影调层次丰富、色彩还原准
确、反差适中，符合本次普查的影像信息采集要求。三是
严格审核上报。对于普查数据，由审核员逐项、逐条严格
审核把关，对于信息错误、内容缺失、信息不详、存有疑
问的，审核不通过，返回普查员重新修改核对无误后再上
报。

文化部全国美术馆藏品普查办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
山东美术馆提前完成了藏品普查的信息采集任务，因此希
望能够积极参与全国藏品普查的相关工作，包括参与美术
馆行业规范的制订、对中西部美术馆藏品普查的帮扶等。
此外，与博物馆相比，美术馆藏品的增长速度比较快，有
必要借鉴普查工作标准逐步建立藏品的长效登录标准，尤
其是藏品建档、数据应用、目录编写等，希望山东美术馆
在这一方面做好试点工作，探索好的经验与做法。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钩担、笆子、老式织布机……看看这些
过去祖辈父辈创造使用的传统生活传统文化
的老物件，对照一下今天的生活，我们会清
晰地感受到生活的进步到底有多大。

7月20日，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组织
的山东省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采访活
动正式启动，采访团分成南北两线，对我省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亮点”进行
集中采访报道。记者跟随南线队伍，首站来
到济宁采访，汶上县的中都民俗馆、汶上县
文化艺术中心的“尼山书院”惠民服务、因
志愿服务被广泛称道的兖州区图书馆等，让
人深切感受到文化滋润人心的独特力量。

老物件流淌着民族文化血脉

钩担是什么？就是过去挑水的工具，从
小就用上自来水的年轻人，对这个物件可能
已经感到新鲜而且陌生了。再比如，那些石
碾、还有那些老式的喷雾器，可都是祖辈父
辈们的生产生活用品，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须
臾不可或缺。

这些“宝贝”在汶上县的中都民俗馆收
藏了很多，有些已经非常难得一见。

汶上县文广新局副局长陈桂芹介绍，随
着当地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村庄拆迁，
大量体现传统文化的传统生活用具、生产用
具、民间艺术等破坏消失，为了保护民俗文
化遗产，传承文化文明，教育子孙后代，当
地决定筹建这个民俗馆。

民俗馆规模很大，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收藏的物品丰富，分类明确。展馆占地达15
亩，分喜庆民俗、民间文化艺术、生产生活
三大展区，具体又分为婚礼馆、生礼馆、寿
礼馆、手艺馆、曲艺馆、民居馆、生产馆、
生活馆等8个展厅。“各类实物展品1万余
件，非实物展品两千余件，非物质文化遗产
50余套。是目前全省面积最大、展品最多、
特色最鲜明的民俗文化专题民俗展馆。”

71岁的剪纸艺人安德元，算是民俗馆的
工作人员，自称是自学成材的，如今，看到
喜欢的图案或纹样，他都能顺利地裁剪或者
刻出来。他指着墙上的作品说：“原来卖，
带像框的20块，不带框的10块。现在不卖
了，主要是为了把这门手艺传出去。”

另一位民间艺人胡瑞刚也算是工作人
员，他做面塑。这门手艺是他当年到上海玩
时，在城隍庙跟艺人学来的。他完成的面塑
作品中，更多的是一些时尚玩艺，包括喜羊
羊、灰太狼、光头强、熊大和熊二等，“就
要捏现在的玩艺，要不人家哪会高兴掏钱
买。”据胡瑞刚介绍，逢到周末尤其是五
一、十一这样的节日，8块钱一个的面塑，
卖得非常好。

这些民俗的玩艺儿，其实不能简单地看
作是玩艺儿，这是纯正的“文化记忆”，其中流
淌着我们的民族文化基因。参观这些，能让年
轻人了解先辈们的生产生活，更能体味他们
的智慧和创造，这是真实的民族的根。

让文化渗透到心底

胡克杰是汶上县郭楼镇郝营村的民间剧
团的成员。他旁边，乐团的老伙计们正专心

致志，各司其职，操琴的，敲锣的，认真排
练一段豫剧选段。“今天，我们的一个‘黑
头’唱包公的没来。”胡克杰看上去很是遗
憾，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他唱包公唱得
可好了，得过专业人士的点拨，县里的票友
比赛得过一等奖。”

据胡克杰说，这支戏曲爱好者凑起来的
剧团，到齐了大约二十多人，“我们都是自
学的，原来从碟上学，现在从电脑上学。河
南越调、《卷席筒》、《七品芝麻官》等，
我们都能唱。”

郝营村的文化可不只是这个民间剧团。
郭楼镇纪委书记刘辉介绍，郝营村在不

断改善居住环境的同时，深入挖掘乡村文
化，开展各种形式的文明创建和文化娱乐活
动，成为省文明乡镇、生态乡镇。比如，村
里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百姓话场——— 舞前
十分钟”，已经成为一个品牌。

据记者观察，所谓舞前十分钟，指的是
村民们跳广场舞前那段时间的利用方法。其
实，他们的做法，就类似于看电影前的那段
广告时间。不过，因为舞前十分钟的“广
告”，是介绍当地的新政策措施，通报乡规
民约，或者大家关心的生活小常识，大家交
流互动热烈，不仅没有像广告那样招来反
感，反而成为大家非常期待的一段时间。

方式新鲜当然值得称道，能够让文化深
入人心，才是这些做法真正让人佩服的绝
招。

文化要影响更多的人

在汶上县文化艺术中心图书馆“尼山书

院”，汶上一中高一的学生李文翰正在国乐
室里练习古筝曲《渔舟唱晚》，那段旋律她
已经弹得非常熟练。这支曲子的曲谱她已经
背下来了。其实她学习古筝才一年多的时
间。

李文翰说，知道这里的国乐室有古筝，
又可以来这里免费练习，她就到这里来了。

在这里，不仅仅国乐室、书画室，其他
如茶艺坊、国学坊、棋艺室等，都已经开
放，而且完全免费向市民开放。自从开放以
来，到这里的人越来越多。

兖州图书馆馆长邱霞介绍，在兖州区图
书馆，志愿服务已经成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一
个亮点。这个图书馆，馆藏图书23万册，报刊
杂志400余种，其中古籍藏量20800册，善本151
种2373册，数量位居全省县级公共图书馆第
二位。

读书人自然喜欢来这里。然后，好多
人，又成为志愿服务读书人的志愿者。今年
高中毕业的刘笑宇，很喜欢看书，以前常来
图书馆，借书还书，慢慢体会到工作人员的
辛苦，得知图书馆招募志愿者后，她决定利
用暑假时间前来当志愿者，为大家服务。

邱淑婷也是一位志愿者，她是一位从企
业离职的工人。她已经做了两年，每周需要
工作6天。在图书馆作志愿者，没有什么报
酬，仅有一点交通补助。“现在每天要服务
大约四五百位读者，有时候找不到书的，也
会过去帮着查。有时候确实感到累，但我心
里很喜欢。”

喜欢，正是文化浸润后的一种自然的情
感抒发。正是这种情感的传递，让文脉在不
知不觉中传承下去。

钩担、笆子、老式织布机，那些熟悉的“文化记忆”

张扬“老物件”滋润人心的力量

□ 于国鹏

7月20日，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组织
的山东省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媒体采
访活动正式启动，媒体分赴济南、青岛、济
宁、日照、潍坊、威海、东营、烟台等多市
到第一线采访，各地的“亮点”令大家印象
深刻，山东现代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走在前
列”言之不虚。

山东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整体
水平一直在全国领先，很多做法是全国学习
的样板，比如“图书馆+书院”创新公共文化服
务模式被作为典型经验在全国推广，“文化超
市”、“文化志愿者递进培训”等做法都是全国
示范项目。要更好地实现文化发展成果的均
等共享，就必须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为此，山东已经正式公布了构建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和实施标准，并
且要求以“省标”高于“国标”来推进，正是为
了回应多种多样的外界期待，以及实现提升
的自我期待，继续保持“走在前列”。

目前，我省正以整体创建公共文化服务
示范区的宏大气魄，“大手笔”向前推进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全省各地结合各自实
际，广泛学习借鉴，创造性实践，创造了很
多好做法、好经验。比如，济南市在推进事
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方面，青岛市在公共文
化服务、实现文化产品服务与群众需求有效
对接方面，东营市在公共文化场馆总分馆制
建设方面，烟台市在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
方面，潍坊市在推进公共文化服务转型升
级，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云平台建设方面，济
宁市在开展文化志愿服务、传承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方面，威海市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建设方面，日照市在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建设方面，都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阶段
性成果，并打造形成了一大批公共文化建设
服务品牌和成功经验。

以青岛为例，青岛市城阳区的“文化超
市”，是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示范项目。这
一项目实行超市化设置、网络化管理、多订
单式服务、自助式配送、互助式运营。具体
做法是：基层社区和群众根据自己的喜好，
像逛超市买东西一样，通过“文化超市欢乐
城阳”网站等渠道，自主选择自己需要的文
化产品，并反馈至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然后
由区、街道两级财政共同出资购买公共文化
产品进行配送，将文化服务送到基层社区。
据了解，“文化超市”惠民工程已经连续四
年列为该区为民要办的实事和区民生重点建
设项目，并逐步向学校、企业、部队等延
伸，覆盖面越来越广，影响力越来越大，取

得良好社会效果。
尤其令人可喜的是，山东构建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呈现出“期待”与“提升”的
良性循环。记得山东大学教授陈炎先生在谈
到艺术欣赏时，曾有过一段论述。他认为，
根据“接受美学”的研究成果，人们在欣赏
一部作品之前，本身就具有着一种“期待视
野”，这个“期待视野”是人们长期的生活
实践和艺术实践过程中“积淀”形成的。笔
者认为，陈炎教授论述的虽然是艺术欣赏，
但其中的逻辑，与不断提升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的发展过程，在道理上是完全相
通的。一方面，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不断产
生新要求，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提升
不断带有新“期待”，另一方面文化管理部
门对提升自身管理运营能力、服务群众的项
目和水平也不断有着新的追求和新“期
待”，正是在不断解决新要求、满足新“期
待”的过程中，循环推动全省公共文化服务
水平的不断提升。

我省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形成这
种“期待”与“提升”的良性循环，并不是
一个理论推断，而是实实在在的。前不久正
式公布的山东省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实施意见和实施标准，较之于国家标准，
山东省的标准更高、内容更丰富、操作性更
强，这正是基于自我提升的一种目标“期
待”。而群众对于文化需求的“期待”与被
满足，同样形成了良性循环。以前面提到的

青岛城阳区“文化超市”来说，在这几年的
实施过程中，项目的运行也在不断完善，当
地文化管理部门拿出更多的精力来应对满足
群众的文化需求。据当地文化部门相关负责
人介绍，如今，该区每个社区都有专职的文
化管理员，他们会向居民分发调查表，汇总居
民的偏好。针对老中青三个年龄层，设计了戏
剧、综艺表演、儿童剧等不同产品，尽可能满
足大家的需求。再比如，日照的基层公共文化
服务中心建设等，这些做法真正打通了公共
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提供了群众真心
需求的文化产品，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
上升是必然的，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
满意度评价不断上升也就毫不意外了。

整体而言，全省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正在高标准、规范化的基础上扎实推
进，但笔者在各地采访中，也了解到一些情
况。比如，个别村建起了公共电子阅览室，
也配备了电脑，可以提供免费上网服务，但
因为位置或者开放时间等因素影响，利用率
不高；有的在基层的演出，格调不高，节目
甚至夹杂着“三俗”成分。有的国有文艺院
团表示，现在文艺院团大都开始自己闯市
场，但同时还要承担大量公益演出惠民演出
任务，如何协调衡好公益演出和商演，成了
很费脑筋的事情。类似的一些问题，虽是个
别现象，并且有的还属于全国性普遍面临的
问题，但如果我们智慧地解决好了，那“走
在前列”的步伐会迈得越来越漂亮。

“期待视野”与走在前列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邹城讯 7月21日上午，由邹城市

邹鲁礼乐团新近挖掘排演的“束脩礼”，在
孟府大堂前面向公众进行了首次展演 (右
图），让观众见识了古代拜师谢师的礼仪程
序。

古人第一次拜见老师到底是怎样一个礼
节和程序？《论语·述而》中记载，“子
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意思
是说，带着“束脩”来的，一定要有所教
诲。“束脩”是什么？宋朱熹在《论语·集
注》中称，“脩，脯也。十脡为束。”通俗
的理解是“十条干肉”。朱熹进一步解释，
“古者相见必执贽以为礼，束脩其至薄者。”
大致意思是，“束脩”是见老师时最薄的礼节。

“束脩礼”就是根据古人的礼节恢复而来。
“束脩礼”由邹鲁少儿礼乐团表演，学

生们身着飘逸的汉服，复原古代拜师礼，为
老师奉上“四礼束脩”，做拜师姿，为老师
沏上三杯茶，用最高规格谢师礼表达对老师
的崇敬和感激。

带队的老师王璇介绍，参加“束脩礼”表
演的邹鲁少儿礼乐团的孩子们，年龄主要在7
到15岁，首批60个，大约40个孩子参加了表
演，“都是从全市选拔出来的，根据他们的才
艺确定在表演中承担的角色。这个班不只是
学礼乐，还学习琴棋书画、国学经典等内容。”

礼乐团团员周芮玟是一年级的小学生，
妈妈带着她前来参加这次表演。她的妈妈
说：“她自己感兴趣，我也觉得孩子学点传
统礼仪，知书达礼好，而且还可以有机会训
练形体，对孩子的成长有好处。”

“束脩礼”在孟府大堂前首次展演

山东美术馆

率先完成美术藏品信息采集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山东省文化厅、山东省教育厅联合主

办，山东美术馆、山东省教育厅艺术教育委员会承办，各
高等学校美术院（系）、山东教育印务中心协办的第二届
“青未了—山东省高等学校美术院（系）应届毕业生优秀
作品展暨刘大为艺术奖评选活动”337件作品通过初评，
246件作品通过终评入围展览。有10件作品获“第二届刘
大为艺术奖”，18件作品获“优秀奖”，30件作品获“提
名奖”。按照工作程序，入围展览作品名单进行公示。

据介绍，本次“青未了”展览共收到省内各院校报送
的1138位作者的1368件作品。在通过终评入转展览的246件
作品中，国画96件，油画89件，版画25件，雕塑14件，综
合材料12件，壁画8件，水彩2件。

公示期为7月21日至25日，公示期内，任何单位或个
人对评选结果有异议的，可通过信件、电子邮件、电话等
形式向展览办公室反映。

通讯地址：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1777号山东美术
馆；邮编：250011。

电子邮箱：cezhanbu@126 .com。
办公电话：0531—81305009。

第二届“青未了”

入围展览作品开始公示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7月17日至18日晚，青岛市京剧院演员走进剧场进行

精彩的演出，并以低票价惠民，演出了传统京剧大戏《秦
香莲》、《八珍汤》等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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