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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应有秩序美

●“现在新诗不耐读，因为没有秩序。”
——— 当代诗人流沙河说，“一切美好的诗歌都有秩

序。诗歌的秩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一是意向。语
言要条理通顺，简单、准确、明了。不能自由散漫。意向
的秩序更加艰难。优秀的诗人可以把常见的意向组合在一
起，给人新鲜感和震撼。新诗永远不能替代古诗，我不相
信，中国的诗歌能把传统抛开，另外形成一种诗。最大的
可能是把传统的东西继承过来，然后把现代的一些观念、
一些文学、各种认识结合起来才有前途。”

文化创意产业可提供汉服传承新契机

●“许多民族服饰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中断，所以显
得与时代有所脱节。”

——— 上海大学民俗学研究专家黄景春说，“但是，在
今天人们穿着的日常服饰中，仍然保留了许多经典的民族
服饰元素。比如汉服的祥云扣，苗服的江河纹，这也是一
种历史和审美传承的体现。2014年的APEC会议领导人服
饰的设计、制作中，立领、对开襟、提花万字纹、海水江
崖纹、宋锦面料、双宫缎面料等传统元素，既充分体现了
中华文明，又让中国服饰走向了世界。希望越来越多的人
能从传统文化资源宝库中发现‘商机’，并加以发掘和利
用。这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优秀历史传统文化，
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有体育电影要先有体育文化

●“欧美体育电影发达，其成功基石是每一项运动背
后数以千万计的拥趸。一个以体育运动作为周末活动的家
庭，自然而然就是体育电影的目标受众。”

——— 文艺评论人石述思说，“反观国内，虽有国家战
略，但说‘体育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为时尚早。但我是相
对乐观的。现在马甲线、运动手环、咕咚健身……微信朋
友圈里晒健身的人越来越多，说明这块土壤逐步在培育。
有体育电影要先有体育文化，中国体育题材电影是可以看
见曙光的，也是有市场的。”

(孙先凯 辑)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孙先凯

提要：全国戏曲工作会对戏曲的文学、美
学、社会学价值等都有精彩阐述。戏曲是中华
文化的瑰宝，传承着中华民族活态的文化基
因，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为广大人民群众喜
闻乐见。戏曲也是最集中体现中华传统文化
的艺术形式，吸收融合了诗歌、音乐、舞蹈、美
术、服饰、武术等各种文化艺术精华，展现着
独特的中华审美风范。舞台上虽只有一桌二
椅，却能够“三五步走遍天下，六七人千军万
马”，生动体现了中华文化艺术传统的写意美
学风格。一部思想深刻、精神充盈的好戏，能
够让人明白做人的道理、领悟真善美的内涵，
往往可以影响很多人，甚至影响一个地方的
生活形态和社会风俗。由此可见振兴戏曲艺
术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8月10日，山东省直文艺单位戏曲工作座
谈会在省文化厅举行。省委宣传部、省文化
厅、省文联、山东演艺集团、省艺术研究院、省
戏剧创作室、省剧协等相关负责人，郎咸芬、
李岱江、李艳珍、陈媛、刘建杰、翟萍等表演艺
术家，栾胜利、于学剑等戏剧专家共同参加座
谈会，就学习贯彻落实全国戏曲工作会议精
神，进一步繁荣发展山东戏曲谈感受、谈体
会、提建议。大家一致认为，一定要夯实基础，
推陈出新，进一步健全戏曲人才培养体系，才
能保持山东戏曲繁荣发展良好势头，推动山
东戏曲活力激荡。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徐向
红表示，近年来，我省实施繁荣舞台艺术创作

“4+1工程”，其中通过实施“山东地方戏曲振
兴和京剧保护扶持工程”，前瞻布局，先行一
步，全省戏曲传承、保护和发展取得了显著效
果。下一步，将在对全省戏曲现状进行全面深
入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完善

运行机制，强化人才培养、精品创作，更好地
走向民间、服务群众，激活戏曲艺术生命力，
让山东戏曲绽放更加夺目的光彩。

应区分剧种“下菜碟”

山东是全国出了名的“戏窝子”，目前我
省存留的地方戏剧种尚有24个。

省柳子剧团团长刘晖认为，对于这24个
剧种，应该科学规划、突出重点、分类指
导。就我省来看，只有吕剧、山东梆子、柳
子戏在全国和全省有一定的观众群。而像茂
腔，由于地方语言的限制，只有在胶州和高
密演出观众才能听得懂；柳腔的观众面就更
小，只在即墨一带流传。要想使类似的剧种
在全国打开演出市场，是不太符合实际的。
像这些流传地域狭小的剧种，就应该充分运
用非遗保护传承的手段把它们的传承人保护
好，重点是支持当地的民间剧团剧社的创作
演出活动，而省里的文化主管部门要定期组
织这些剧种到省城或其他市集中展演，为它
们“浇水施肥”。

省艺术研究院院长张积强则表示，在地
方戏曲保护发展方面，要进一步强化专业和
学术力量的介入，加强学术指导和支持。据
介绍，2014年，潍坊高密准备将现代茂腔大
戏《红高粱》搬上舞台，但受限于主创人员
力量不足，难以实施。面对众多困难，省艺
术研究院果断伸出援手，派出了编剧、导
演、舞美、灯光等专业人员，并外请音乐设
计，赴高密进行了为期几个月的辛苦排练，
帮助其成功首演。今年，省艺术研究院主创
队伍又再次赴高密对茂腔《红高粱》进行全
方位的二度提升。下一步，省艺术研究院还
将进一步对茂腔进行学术梳理和理论总结。
“正是专业学术力量的加入，使茂腔这一小
剧种做出了大文章。”

培养更多的“名角”

戏曲人才培养，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省剧协副主席王华莹认为，戏曲的继承与发
展离不开人才的发掘与培养。戏曲是以“角儿
表演”为中心的艺术，但是，令人担忧的是，目
前不少地方剧种的表演水平下降。“因此，造
就杰出的表演人才，是弘扬、振兴戏曲的当务
之急。”

今年6月，一场“有模有样”的吕剧《姊妹
易嫁》在山东省文化艺术学校小剧场圆满收
官，台上“挑大梁”的演员，全部来自山东省文
化艺术学校与山东省吕剧院合作举办的首届
地方戏专业班，他们已经进行了6年的吕剧专
业学习。这所艺术学校与省内各级戏曲院团
合作，开设了京剧、吕剧、山东梆子、柳子戏等
剧种的表演和伴奏专业，探索了“科班+学院”
教学模式，为我省戏曲培养起一大批后备人
才。

著名作曲家栾胜利表示，要振兴地方戏
曲，就要从娃娃抓起，从戏校抓起，“戏校对于
地方戏曲的意义非常大，虽然以团带班也可
以，但总是不如戏校培养得好。”

此外，我省还采取与中国戏曲学院、山东
艺术学院等艺术高校合作，以及鼓励年轻演
员拜名师等办法，培养年轻戏曲人才。

省京剧院副院长刘建杰说，学戏不经过
老师口传身授总觉得心里没底，“我也是通过
拜名师、入京剧青年演员研究生班深造，使自
己的业务水平有了长足提高。”

培养后学新秀，老艺术家们都有一颗拳
拳之心。著名吕剧表演艺术家郎咸芬说，作为
一名老演员，在这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就我自身而言，每天坚持练唱一个半小时，
为的就是培养中青年演员，他们经常来请教
我如何唱好、如何把人物塑造好，我总是耐心

教导，我认为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现场听戏培养“亲近感”

今年4月，在邹平县青阳镇东阿陀村的
“三月三会仙山庙会”上，省吕剧院的一场经
典剧目《墙头记》拉开了“省级政府购买精品
剧目送戏下乡惠民演出”的大幕。我省实施

“一村一年一场戏”免费送戏工程的同时，还
积极推动戏曲进校园等活动。这些活动一方
面让更多的观众享受到文化红利，另一方面
也培育壮大了观众群体，让更多的人有机会
现场感受戏曲之美，从而亲近戏曲。

省吕剧院院长蒋庆鹏说，省吕剧院借助
复排《苦菜花》的机会，让更多的青年演员参
与进来，同时注重培养青年观众群体。“我院
经常利用下基层服务、文化惠民等演出机会
锻炼青年演员，给他们更多的历练机会。在这
个过程中也发现，其实并不是青年观众少，而
是演出少，没有及时地把戏曲文化送到观众
身边。”

据介绍，吕剧《回家》在几所大学演出
之后，青年学生们反响非常热烈，在现场追
着与演员、主创团队交流，并且提出了很好
的意见建议。“现实的问题就是没有把观众
培养到现场去看戏，没有让大家真正近距离
地去感受戏曲的魅力，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
空间。”

著名吕剧表演艺术家李岱江表示，每当
省吕剧院有演出都会去看，譬如《补天》、《回
家》几乎每场必看，“我认为观众不是不喜欢
吕剧，不是不喜欢现代戏，是因为我们宣传不
够，了解不够，所以他们才没有进剧场。我注
意到，大学生看了《补天》以后，上面鼓掌，下
面跺脚，大声叫好。《回家》同样是这样，反应
非常好。所以，要多到民间基层演出，让群众
多接触，才能不断扩大观众群体。”

坚持夯实基础推陈出新 强化人才培养精品创作

让山东戏曲繁荣发展活力激荡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临沂讯 8月11日晚，临沂市蒙山沂

水大剧院，一曲吕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精彩
唱段，拉开了“全省优秀中青年作曲家创作作
品演奏会”的帷幕，当晚共11名入选作曲家的
作品参加表演，获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这次
活动由山东省文化厅主办，临沂市文广新局
承办，集中展示我省优秀中青年作曲家近年
来的创作成果。8月12日晚，又为热情的戏迷
观众举行了第二场演出。

参加这次展演的作品，都是由我省优秀
中青年作曲家创作。这些中青年作曲家艺术
功底扎实，作品丰富，质量上乘，多位已经斩
获国家级大奖。比如，淄博市五音戏剧院毕金
奎、泰安市山东梆子艺术研究院潘思廷、山东
省吕剧院刘春光，曾于2013年获文化部第十
四届文华音乐创作(作曲)奖。东营市垦利县文
化活动中心刘俊亮曾先后为20多部吕剧作品
作曲、配器。烟台市龙口吕剧团王智全曾为30
多部作品作曲、配器。菏泽市戏剧院陈玉平先

后为《山东汉子》、《古城女人》、《枣树情》等十
余部大戏和几十部小戏作曲、配器。

这些优秀中青年作曲家们的创作涉及多
个剧种。就此次参演作品而言，涵盖的艺术门
类非常齐全，包括京剧、吕剧、柳子戏、山东梆
子、五音戏、莱芜梆子、柳琴戏等多个剧种。演
出作品的题材也比较广泛，能够充分满足不
同年龄段观众的欣赏需求，既有《白蛇传》等
经典作品的最新演绎，也有新时期涌现的优
秀剧目，如山东梆子《圣水河的月亮》、莱芜梆
子《天唱》，更有核心价值观题材的五音戏《大
众星河》“听你再唱沂蒙谣”选段、吕剧《幸福
公寓的笑声》等。

俗话说听戏听音，这个“音”其实就是指
音乐唱腔。戏曲音乐唱腔是一个剧种区别于
其他剧种最本质的特征，在剧种艺术传承发
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作曲的重要性由此可
见一斑。山东梆子《蝶恋花》，由泰安市山东梆
子艺术研究院潘思廷作曲，林洁演唱了《将碧
血化云霞飞向朝阳》选段，“夜深沉风阵阵湘

水流淌，冷月如霜寒光透铁窗……”优美的旋
律，在梆子戏奔放的气质中，融入了婉约的怀
人情思，让观众深深领略山东梆子这个剧种
的独特艺术魅力。听完青年演员路萌演唱的
五音戏《大众星火》选段《听你再唱沂蒙谣》
后，一位观众禁不住大声喝彩，甚至高喊再来
一段，“过去只是听说过五音戏，从来没听过
是什么曲调，今天听了这一段，感觉确实不
错，原来五音戏也这么好听。”柳琴戏就更不
用说了，本来在当地就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所以《又是一年桃花开》选段《我的好家园》唱
下来，自然是叫好声一片。

作为全国戏曲艺术重点省份之一，山东
戏曲历史悠久，音乐资源丰富，创作成果丰
硕，曾经拥有一大批在全国知名的戏曲音乐
家。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从事戏曲音乐创作
的人才越来越少。全省中青年戏曲作曲人才
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剧种分布也不够合理，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山东地方戏曲艺术的发
展。为了加大戏曲人才培养工作，省文化厅实

施“艺术英才培育工程”。其中，尤其注重戏曲
音乐创作的发展和音乐人才的培养，曾举办
山东戏曲音乐研讨会，为促进山东地方戏曲
音乐发展把脉。自2007年以来，省文化厅先后
举办了4期戏曲音乐培训班，资助部分优秀青
年作曲家进入全国重点音乐学院学习进修，
一批中青年作曲人才正逐步成长，逐渐成为
所在院团、剧种音乐创作的新的骨干人才。

省文化厅副厅长王廷琦表示，举办此次
“全省优秀中青年作曲家创作作品演奏会”，
就是要为广大作曲家搭建一个绽放才华、加
强学习、共同进步的平台，使其中的拔尖人才
能够脱颖而出，开创戏曲音乐薪火相传、后继
有人的可喜局面。“我们的目的是面向未来、
立足长远，为山东戏曲艺术选拔、培养和推出
新一代戏曲音乐创作的优秀人才，造就一批
优秀的、能够撑起大梁、肩负重任、德艺双馨、
充满活力的领军艺术家，夯实山东本土戏曲
剧种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人力基础，推动山东
戏曲艺术繁荣发展。”

优秀中青年作曲家临沂“打擂”
为广大作曲家搭建一个绽放才华的平台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8月9日上午，“民族

记忆·山东抗战歌词书法作品大展暨第
八届山东国际大众艺术节开幕式”在济
南市美术馆开幕。第八届山东国际大众
艺术节以“和平颂、中国梦”为主题，
从8月9日一直持续到9月29日，共计举
办50余项文艺活动。

抗战歌词是伟大的抗战精神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永恒的“民族记
忆”。本次展览自5月征稿以来，共收
到来自全国范围内的书法作品2200余
件，最终评出入展作品127件。此外，
主办方还特邀我省部分知名书法家作品
31件参展。这些作品用书法艺术形式展
示山东军民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保
家卫国的革命精神和不屈不挠、英勇斗
争的英雄气概，鼓舞和激励广大人民群
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据
介绍，以“抗战歌词”为书写素材举办
书法展览，在我省乃至全国尚属首创。

突出思想性，是本届山东国际大
众艺术节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其
次是突出艺术性。本届艺术节注重艺
术样式的创新，推出多项具有国际性
和艺术性的活动，搭建中外艺术展示
和交流的平台。同时突出群众性。将组
织我省戏剧、音乐、曲艺、舞蹈、杂技、电
影、美术、书法、摄影等艺术门类的艺术
家组成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深入多个
市地，进社区赴农村，到厂矿、军营和企
事业单位开展慰问演出、艺术讲座、采风
创作及书画交流联谊等多种形式的30余
场规模较大的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50余项活动山东大众艺术节展现魅力

□记者 王世翔 报道
8月9日“民族记忆·山东抗战歌词书法作品大展”在济南市美术馆开幕，吸引众多观众驻足欣赏。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北京演艺公司出品，山东演艺联盟发

展有限公司引进的大型原创话剧《甄嬛传》将于9月25日
登陆济南历山剧院。话剧版《甄嬛传》改编自流潋紫原著
《后宫甄嬛传》，是继同名电视剧热播后，在话剧界推出
的又一力作。该剧邀请了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北京大学
影视戏剧研究中心副主任田沁鑫，北大艺术学院副院长、
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陈旭光教授为艺术监制。
目前该剧上半年已在全国10个城市巡演15场，下半年将在
天津、济南、沈阳等20个城市进行新一轮的演出。

把《甄嬛传》这样一个在电视剧方面获得极大成功的
故事搬上舞台，对于投资方和创作部门来说是非常具有压
力和挑战的事情。话剧版《甄嬛传》充分利用舞台艺术呈
现的优势和极具当代风格的舞美设计，将70集电视剧浓缩
成2小时的话剧，在有限的剧场空间内展现了一个不受时
空限制的故事。剧中的男女主人公拥有自由的表演空间，
他们时而是剧中人物，时而又变身现代人来调侃剧中的自
己。

据了解，话剧《甄嬛传》一改宫中高冷气质，以独特
的舞台样式，不同场景的穿梭变幻，以及现代与古典相结
合的服饰妆容，配以幽婉动人的音乐，表达女人的真实情
感，为观众展现这场凄美的爱情故事。相较于电视剧版，
话剧版保持了原著小说中对少女成长历程的描述，用4个
女演员同时塑造甄嬛这个角色。编剧以“一个女人的成长
史”作为剧本脉络，通过权力的不断升级对全剧划分了6
个部分：开场、入宫、幻灭、回宫，死亡的盛宴和权力之
巅。田沁鑫表示，原著《甄嬛传》本来是一个虚拟王朝，
电视剧版对台词、服饰、旗头、位分和礼仪都非常讲究，
但话剧可能会和原著、电视剧都不一样，它有独特的舞台
样式，时空也可能很模糊，“甄嬛”所表达的女人的真情
实感这点会更为突出。“该剧绝不是电视剧版的简单复
制，而是通过对原著的改编更加突出戏剧的特点、让观众
在剧场中能淋漓尽致地体会到舞台艺术的魅力。”田沁鑫
说。

据山东演艺集团副总经理于剑介绍，该剧2014年1月在
北京保利剧院首演大获成功，无论是青年人还是中年人都
因为电视剧的热播对舞台上的甄嬛很感兴趣。“我们也希
望9月25日在历山剧院上演这部优秀的话剧《甄嬛传》能
给泉城广大观众带来既熟悉又新鲜的艺术享受。”

话剧《甄嬛传》将在济演出

□新华社发
8月7日，一位工作人员在济南艺博会上向观众介绍博

山琉璃艺术品《石榴》。近日，上百件精美的博山琉璃在
济南艺术品博览会上亮相。琉璃是用人造水晶为原料、以
脱蜡精铸法制造的艺术品，产于鲁山脚下的博山琉璃始自
唐代，历史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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