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责任编辑 张西可
大众文化QQ群：１１３９７９１８９

2015年7月31日 星期五 第168期

热线电话：(0531)85193604 Email：xike777@126 .com 9

保护地方戏保护文化个性

●“地方戏与京剧、昆曲不同之处，首先在于面广量
大、遍布全国，而且大多处于最基层，特别需要关心扶
持。据统计，不断消失的，全都是地方戏。”

——— 戏曲理论家汪人元说。“这次的《关于支持戏曲
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中，全面提出鼓励地方设立戏曲发
展资金或基金，鼓励列入‘非遗’名录，实施抢救性记录
和保存，甚至提出中央财政对老少边穷地区的地方戏保护
传承予以支持，都体现了政府对地方戏曲切实有力的扶
持。地方戏与京剧、昆曲不同之处，还在于它们大多历史
较短，艺术上仍处于生长期。一方面它们具有各自的价值
与魅力，另一方面却也存在着许多剧种自身艺术发育未全
就要经风雨、抗挑战的问题，因此尤其要重视自身建设，
而且要把艺术上的成熟建设与对时代发展的适应这两者结
合起来。不少剧种自身艺术的老传统还欠丰，也就特别需
要注意对新传统的积累，也就是在所有新剧目的创作中，
努力克服短期功利的浮躁，把每个作品的创作与加工、提
高一并重视起来，避免‘半成品’现象，努力使它成为自
己的保留剧目，形成自己的艺术传统。”

戏曲是活态的艺术，而不是拷贝的艺术

●“戏曲是活态的艺术，而不是拷贝的艺术。戏曲用
真实的舞台魅力，获得人生的各种有益的信息，引导人向
真向善向美向上，而演员也在其中得到修行。”

——— 新任中国剧协主席濮存昕说。“不能将戏曲束之
高阁，从业人员要把继承的老祖宗的艺术化成自己身上的
活儿来征服观众。另外，保护、传承传统戏曲、传统文
化，既要尊重戏曲的表演程式规律，也要参透戏词里的道
理。戏剧人要团结在一起，要保护传统文化，保护戏曲艺
术，使它在这个时代轮回不能衰竭灭亡，几百年以后的孩
子们仍能看到中国多样多彩的戏曲剧种。让这种传统艺术
仍旧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更重要的是让后人不仅
能看到戏曲的各个行当，更可以感受到戏曲背后深厚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

电影票务新规瞄准“网售”低价票不受影响

●“电商等代销机构可积极开展促销行动，但电影零
售票价、活动票价均不得低于发行放映合同中的协议票
价；影片促销活动中的折扣部分由促销方按协议票价补
齐，超过协议票价的，按实际票价结算。”

———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日
前发布了《电影票务营销销售规范》，并针对票务电商做
出了专门要求。两协会有关负责人解释：“这样做的好处
显而易见，既保证了各方的责权利，又能从一定程度上确
保影片票房收入。电影行业采用的是国际通行的票房分账
制。分账制决定了电影票协商定价机制，任何一方都不能
随意定票价。片方、发行、院线、影院作为相关权益方，
在每一部影片上映前，根据影片制作及发行放映成本、影
片品质、上映地区消费水平、上映时间等因素确定票价，
协商确定‘协议票价’并在合同中明确。网售低票价过去
有，今后还会有。电影促销活动是电影行业比较常规的做
法，是电影宣传营销的重要手段，对市场发展起了积极的
作用。协会一直以来积极倡导、支持和鼓励开展多种形式
的促销活动，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电影院。”

（孙先凯 辑）

□ 于国鹏

上周，跟随省文化厅组织的聚焦山东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媒体采访团，先后
到济宁、日照、青岛等市采访，全省各地公
共文化服务建设过程中焕发出的“文化自
觉”，令人印象特别深刻，堪称最大“亮
点”，这种“文化自觉”不仅成为提升完善
全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力量，而且成
为让公共文化服务实现效果“倍增效应”的
催化剂。

“文化自觉”的产生有一个历史发展的
过程。最初，公共文化服务经历过一个“文
化填鸭”的阶段。课堂上老师单方面不停地
向学生灌输知识，被批评为“填鸭式教
学”。此前，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一些
做法，也被人调侃为“文化填鸭”。那时
候，文化基础设施匮乏，文化内容供给不
足，顾不上分门别类，也顾不上分析实用不
实用，只要有的，就拿来一股脑儿先送过去
了。对于那时的基层社区农村来说，文化消
费能力不足，消费意愿也低，没多少主观能
动性，自然而然就形成了“文化填鸭”现
象。

如今，已经超越了那个阶段，“文化自
觉”被唤醒，文化需求不断增长。为了满足
公众不断提高的文化需求，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也走上了快车道。一方面，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越来越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设
施如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博物馆
越建越多，房间设施宽敞大气，夏天有空调
冬天有暖气，而且免费向市民开放。社区、
农村建起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或者建设起文
体小广场、文化大院，里面有图书室、电子
阅览室、文体活动室、多功能室等各种活动
场所，同样免费开放。原来社区建设一处健
身路径，安装上健身器材，都要大加宣传一
番，现在看这都是司空见惯的基本配置了，
哪里没有才是值得惊讶的事情。另一方面，
文化供给越来越丰富。图书、戏曲、音乐、
电影、电视、广播、健身养生、旅游休闲等
内容，用“应有尽有”来形容并不为过，因
为想要的想看的，基本上从资源库里都能找
到。三是传播手段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方
便。网络、手机都已经成为很流行的主渠
道。

从“文化填鸭”到“文化自觉”，体现
的不仅仅是公共文化服务方式的变化，更大
程度上体现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理念的
巨大进步和提升。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水平的提高，在供求“双向沟涌”的良好
互动下，公共文化服务方式不断丰富，公共
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文化主管部门在提
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时候，方向更加明确，投

放更加精准，服务更加全面、人性化。比
如，青岛市图书馆从去年开始推出了24小时
自助图书馆，实际上就相当于一座无人值守
的小型图书馆24小时开放，客观上相当于延
长了开馆时间，方便了公众借还书，更好地
提高了馆藏图书资源的利用率，开馆一年多
来，已经有接近20万爱书人使用过自助图书
馆，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据了解，24小时
自助图书馆的连锁店将陆续在青岛各区建成
开放，喜欢读书的读者们会感觉更加方便。
再比如日照市东港区，推出“市民阅读，政
府买单”文化惠民活动，文化主管部门与新
华书店联合，市民在书店里看到喜欢的书，
办理一定手续后可以直接拿走，只需在规定
时间内把书还到图书馆即可，至于购书的费
用将由政府统一结算。这种文化供给方式，
在满足公众需求方面，像“外科手术”一样
精准，实现了供求的无缝隙对接，既最大化
地利用了文化资源，又最大限度地提升了公
众满意度。

如今，公共文化服务有效覆盖了所有人
群和不同群体。公共文化服务面对的不只是
成年人，或者老年人，还特别考虑到孩子；不
只服务于健康人群，还充分考虑到残疾人等
特殊群体的文化需求。如日照市北开发区的
林泉社区，“四点半学校”不仅辅导孩子们功
课，还开设了美术、书法、音乐等艺术课，提高
孩子的综合素质。青岛的小小莫扎特音乐馆，
成为孩子们接受音乐熏陶、聆听音乐教育的
一处小小艺术课堂。济宁的邹鲁少儿礼乐团，

让孩子们在知书习礼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的美。在这些地方的图书馆里，建起盲人阅览
室，提供盲文读物。

最可喜的是，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公众
“文化自觉”的焕发，公众的文化参与度、文化
想象力和创造力都被极大地激发起来。济宁
市兖州区图书馆里，志愿服务已经成为一个
品牌，这些志愿者们希望用自己的文化志愿
服务，让更多的人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者、创新者。在日照市秦楼街道济南路社区，
创立了服务品牌“居民管家”，其中包括文体
管家，目前，在文体管家的带领下，飞扬舞蹈
队、乐之健太极拳兴趣小组、乐之声合唱团、
乐之韵戏曲队等文体队伍陆续建立起来，成
员根本不用组织，居民们纷纷主动前来报名，
参加文体活动，自编自演节目。日照市的金海
社区、青岛市的珠海路街道香港花园社区等，
也无不如此，公众的参与性、主动性在社区文
化中心获得充分张扬，他们创编出优美的葫
芦丝曲子，创作了《中国梦》等歌曲合唱。在日
照大湖社区，庄户剧团们同样活跃，村民们聚
在社区排练秧歌节目，节目都是自编自导自
演，这些带着“泥土”味的节目，无论是村里还
是到四里八乡演出，获得的都是热烈掌声。

文化自觉带来文化自信，形成传承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创造新文化的时代潮流。
文兴，则礼法立，民风正，家国兴。从这个意
义上讲，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投入再大，
也应该，也值得。山东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好
的示范。

从“文化填鸭”到“文化自觉”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青岛讯 青岛市图书馆从去年4月

份开始，建成开放24小时自助图书馆，目前
已经有近20万爱书人光顾过这家24小时营业
的“小型书店”。据介绍，另有几家连锁的
24小时自助图书馆也即将建成开放。

7月23日，记者来到青岛市图书馆的24
小时自助图书馆，亲身体验这个不休息的图
书馆的运作。带着身份证，刷一下门禁卡，
很方便地就能进入自助图书馆。进来的每一
个人都会自动计数，左边墙上有一块显示
屏，显示从开馆以来，已经有192314位爱书
人来这里体验过自助服务。

青岛市图书馆馆长于婧介绍，24小时自
助图书馆里的藏书，达22大类3万余册，
“其实就是一个小型图书馆的规模，让来这
里的读者有了更充裕的选择。”

于婧说，24小时自助图书馆是公共图书
馆延伸服务、向现代化新型图书馆发展的新
型模式，被称为“第三代图书馆”。它突破
了图书馆馆舍建筑的功能局限，真正实现了
24小时无人值守开放，有效提高了图书馆文
献资源的利用率，延长了图书馆开馆时间。
同时，也解决了读者24小时借还书的问题，
真正体现了图书馆“读者第一”的服务理念

和更加人性化的服务方式。
读者易文芳刚好来这里还书，在自助借

还书机器上，很熟练地完成了还书手续。她
现在是一位全职妈妈，来这里借书已经有四
五次了，“很方便，24小时随时都可以办
理，可以更从容地安排时间。我现在主要是
读一些教育类的书，此外对历史、健身类，
比如练习瑜珈的书也比较感兴趣。”

统计数据显示，青岛市24小时自助图书
馆去年4月24日正式开放，2014年全年流通6
万余人次，借书人次1 . 9万人次，借书册次4 . 3
万次。进入2015年，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流通
人数和借阅量都有大幅度提升，从建馆伊始
的每月2000多流通人次，到2014年平均7000人
次/月，到2015年的1 . 6万人/月的流量，24小
时自助图书馆的知晓率越来越高、受关注度
越来越高。于婧表示：“从统计数据中可以
看出，在图书馆闭馆期间借还图书的读者占
到24小时自助图书馆借阅量的40%左右。”

目前，在24小时自助图书馆借的图书，
可以与青岛市图书馆统借统还，非常方便。
据介绍，全市其他地方很快也会开放24小时
自助图书馆的连锁店，青岛市北区今年9月
将开放24小时图书馆，崂山区年底也将建成
并开放运行。

青岛24小时自助图书馆开建连锁
提高了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利用率，延长了图书馆开馆时间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讯 7月23日，全球首家数字尼山书屋落户新西

兰。新西兰数字尼山书屋是全球首家数字尼山书屋，它的
落地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图书在新西兰的推广和销售，进一
步促进中国文化在新西兰的传播，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在
海外的影响力。

山东友谊出版社是一家外宣出版社。此前，山东友谊出
版社在新西兰设立尼山书屋，这也是大洋洲的首家尼山书
屋。这家尼山书屋设立以来，在新西兰亚洲图书文化中心全
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推出了一系列优秀中国图书，受到当
地读者的欢迎和好评。数字尼山书屋则是尼山书屋的重要
组成部分，数字尼山书屋将尼山书屋的精品藏书，转化为不
同格式的数字产品实现精品图书的数字化阅读和全球资源
共享，无疑将在中新文化交流方面会起到更大的作用。

山东友谊出版社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扎实有效地
推进数字尼山书屋，建设丰富的尼山书屋数字资源库，通
过数字尼山书屋平台，满足尼山书屋各种终端的阅读需
求，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

全球首家数字尼山书屋

落户新西兰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在日照市岚山区碑廓镇大湖社区，59
岁的姜克金被称为“庄户剧团团长”。7月
22日，在大湖社区的一间文化活动室内，
当听到别人这样介绍时，姜克金连连摆手
有些不好意思，“哪是团长，就是自封
的，现在人家也这么叫。”

姜克金会吹笛子，也会拉二胡，“从
小开始自己学的。我妈年轻时候就会扭秧
歌唱戏，因为我识谱，经常给记录，这些
也慢慢就学会了。”

姜克金找出一张老照片，上面印着一
行字“大湖村文艺宣传队全体人员合影，
1990年”，“那个时候叫文艺宣传队。”
他指着一个小伙子说，“这就是我，那时
多年轻。有几个人已经过世了。还有，这
几个识字班(青年女子)，那时候都还没结
婚呢。”

2005年，大湖区庄户剧团正式成立，
当时核心成员有20多个人。现在已经达到
40多人。

团长的名头可不是浪得虚名，姜克金
还能自编自导自演节目。7月22日，他正和
剧团的人一起排练大秧歌，他又编写了一
套歌词《十唱党的政策好》，“光扭秧歌
太单调了，我就考虑着写了这段词：锣鼓
喧天鞭炮响，扭起了秧歌精神爽……四唱
党的政策好，一到生病有农保……”他很
高兴地一句一句读下来，虽然仍然谦虚
“胡编”，显然对自己的创作比较满意。

具体创作了多少节目，他说自己也说
不上来，“一年加起来演个二百来场没问
题。”反正只要有新政策新鲜事，他都会
及时反映，写词创曲，带领剧团兴致勃勃
地排练出新节目来。

像姜克金这样的文化能人，在日照当
地的农村、社区还有很多，他们成为群众
文化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文化的创造

者。秦楼街道济南路社区党支部书记郑芳
介绍，在社区品牌“居民管家”的带动
下，建立起“文体管家”队伍。在这些
“文体管家”的带动下，目前，已经成立
了飞扬舞蹈队、乐之声合唱团等社会组

织，还成立了乐之韵戏曲队、乐龄书画小
组等文艺队伍，“居民根本不用动员，纷
纷热情参加。”

在日照市金海社区，社区主任任秀娟则
表示，社区工作人员实行“沉网工程”，了解

居民文化需求，挖掘文化能人，目前已经发
展社区志愿者2063人，备案了“信任大姐
服务队”、“聚美瑜珈”、“乐要棋中”
等3个社会组织，还成立了喜庆锣鼓队、京
胡乐团、书画社等8支文体队伍。

庄户剧团团长姜克金的文化生活

□夏青 报道
日照市岚山区大湖社区庄户剧团团长姜克金（左一）正在介绍自己新写的歌词。

在青岛24小时图书馆，读者易文芳正在通过自助设备还书。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7月24日，中日韩水彩画作品交流展在青岛市美术馆

开幕，展出青岛市及日本新潟、韩国清州三个城市画家创
作的水彩画精品80幅，内容涉及不同城市的优美风光及人
文情怀。


	0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