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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主办，枣庄市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承办的“全省艺术新秀优秀作品展
演”，将于8月19日至22日在枣庄市会展中心、滕州影剧
院演出4场。展演由19位演员演出的17个作品组成，这些
演员均为近年来在全省戏曲舞台上崭露头角的青年艺术人
才。

艺术新秀展演将通过山东教育电视台“看大戏”栏目
播出，由广大观众通过多种渠道评选“最受观众喜爱的演
员”。这也是此次展演唯一的“奖项”。

山东是戏曲资源大省，全省现有24个本土剧种和京
剧、豫剧、河北梆子等，国有戏曲院团（含划转的非遗传
承保护中心和转企院团）60余个，民营剧团和庄户剧团也
有数百个，戏曲院团和从业人员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历史
上，山东戏曲人才辈出，仅建国以来就涌现出方荣翔、宋
玉庆、郎咸芬、张春秋、黄遵宪、霍俊萍、章兰等一大批
德艺双馨的知名艺术家。

近年来，全省各级文化部门和戏曲院团高度重视青年
艺术人才培养工作，各剧种艺术新秀不断涌现。一批拔尖
人才荣获“文华表演奖”、“梅花奖”等国家级重要奖
项，逐渐承担起山东戏曲艺术发展的重担，成为齐鲁舞台
艺术新的骨干力量。

省文化厅艺术处处长刘敏介绍，参加“全省艺术新秀
优秀作品展演”的人员堪称群英荟萃。山东省吕剧院盖
勇，曾先后在吕剧《画龙点睛》、《大唐黜官记》、《回
家》等担任主演，并获第九届中国艺术节“优秀表演
奖”。济南市京剧院陈长庆曾荣获全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
评比展演二等奖。泰安市山东梆子艺术研究院年仅26岁的
青年演员陈扬，凭借山东梆子《两狼山上》一剧获2013年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表演奖，该剧获“文华优秀剧目奖”。

同时，此次展演的入选剧节目涉及京剧、吕剧、柳子
戏、豫剧、柳琴戏、山东梆子、莱芜梆子、大弦子戏等8
个剧种，占到我省现有地方戏曲剧种总量的1/3。不同剧
种同台竞技、各展神韵，将极大地满足现场观众和电视观
众的欣赏需求。

近年来，山东省文化厅高度重视青年艺术人才培养工
作，在全省组织实施了“艺术英才培育工程”，以促进戏
曲事业长远发展。我省先后组织举办了戏曲音乐创作、表
演等不同艺术岗位的近20个高研班、培训班等，同时支持
青年演员拜名家为师，鼓励年轻演员到知名艺术高校进修
学习。这些举措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12年全国京剧折子
戏优秀青年演员展演中，我省入选的6名演员中有3人出自
之前举办的“京剧新秀集训班”，获得优秀表演奖的3名
演员中2人出自该班；同年度央视第七届青京赛中，我省
12名演员入选并获奖，其中6人来自该班。

据介绍，我省将从艺术新秀展演入选人员中择优遴
选部分拔尖选手，优先参加将在今年底举办的“全省艺
术新秀高级研修班”，以支持其进一步学习、深造。下
一步，省文化厅还将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支持戏曲传
承发展的若干政策》为契机，探索建立健全青年艺术人
才成长新机制，鼓励各市文化部门、各级艺术院团为展
演中涌现的优秀拔尖人才量身开展精品剧目创作，支持
其在更加丰富的舞台创作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艺术综合
实力。

■相关链接

全省艺术新秀优秀作品展演

演出日程安排

第一场：8月19日 枣庄新城会展中心
1、吕剧《李二嫂改嫁》选段 表演：杨晓梅（女）

山东省吕剧院
2、豫剧《村官李天成》选段 表演：刘元新（男）

济南市豫剧团
3、吕剧《画龙点睛》选段 表演：盖勇（男） 山

东省吕剧院
4、京剧《别虞姬》选段 表演：陈长庆（男）、刘

珊珊（女） 济南市京剧院
第二场：8月20日 滕州影剧院
1、山东梆子《天赐禄》选段 表演：华茜茜（女）

泰安市山东梆子艺术研究院
2、柳子戏《五台会兄》选段 表演：王伟（男）

山东省柳子剧团
3、山东梆子《小商河》选段 表演：陈扬（男）

泰安市山东梆子艺术研究院
4、柳子戏《玩会跳船》选段 表演：尹春媛（女）

山东省柳子剧团
第三场：8月21日 枣庄新城会展中心
1、莱芜梆子《天唱》选段 表演：亓辉（女） 莱

芜梆子艺术传承保护中心
2、大弦子戏《两架山》选段 表演：宋秀红（女）

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
3、柳琴戏《皮秀英新传》选段 表演：梁强（男）

枣庄市艺术剧院
4、吕剧《姊妹易嫁之后》选段 表演：王晋杰

（男）、温七妹（女） 烟台市吕剧院
5、山东梆子《蝶恋花》选段 表演：冯霞（女）

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
第四场：8月22日 滕州影剧院
1、豫剧《打神告庙》选段 表演：王荣花（女）

济宁市兖州区豫剧团
2、京剧《珠帘寨》选段 表演：王立明（男） 聊

城市京剧院
3、吕剧《泪洒相思地》选段 表演：张明霞（女）

滨州市吕剧演艺公司
4、山东梆子《失子惊疯》选段 表演：焦卫华

（女） 济宁山东梆子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培
训计划”山东首期培训圆满结束。通过培训，
学员们不仅提高了文化素养、审美水平、创作
能力，对衍生品的设计开发也有了很多新认
识。8月7日，在省文化馆举办的培训班成果展
上，学员们创作的那些精致的剪纸、草柳编作
品，以及依托剪纸开发制作的衍生品，比如灯
系列、抱枕、茶杯、盘子等，其创意之巧、制作
之美，都令人赞叹不已。

这个展览是这次培训班培训研修成果的
最直观展示，这些成果又能够从多个侧面精
彩呈现出我省近年来非遗保护的成就和水
平。如今，我省又率先启动文化部主办的非
遗传承人群培训计划，实现了基层传承人
群、基层传承人群和大学之间的直接交流，
取得丰硕成果，为我省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又
注入新的活力。

非遗传承人群培训的“国家行动”

此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培训，是
一项“国家行动”。今年7月份，文化部正
式启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
培训计划”，在全国选择12个省区市进行试
点。山东是进入试点的省份之一。

山东率先启动了首期培训，培训对象分
别是剪纸、草柳编两个非遗项目的传承人
群。活动由省文化厅非遗处协办，山东艺术
学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作为两所入选计划
的试点院校，具体承担研修及培训工作。

研修培训时间长达一个月。培训内容并
非仅仅是理论学习，还包括美术设计、艺术
鉴赏、应用技艺和衍生品开发，以及与代表
性传承人、艺术设计专家的交流等。培训的
核心，就是提高这些非遗项目的传承和创新
能力。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承担的是剪纸人群培

训班。该校专家介绍说，希望通过一个月的
培训，让学员们学有所获，坚定传统文化不
能丢的信念，将剪纸技艺传承下去，并在传
承的基础上创新剪纸语言，保留或探索独特
的艺术个性，避免作品的趋同性，使民间剪
纸既有独特的剪刀风格，又有自己的艺术根
基。“学习别人很重要，丢掉自己不可取，
传承的过程也是一种出新，总之，传承越有
特色，走得越远，这也是我们这次培训班要
达到的目的之一。”

“高手”之间敞开心扉交流

相互交流，眼界大开，这是学员们普遍
的共同感受。

盈香参加的是剪纸技艺培训班，她来自
高唐县文化馆，“作为一位基层文化工作者，
非遗传承保护本来就是工作的一部分。在这
个学习班上，通过交流学到了很多知识，也认
识了很多高水平的民间艺术家。将来我们也
可以请这些高手到我们那边去交流。”

她表示，虽然各地的剪纸风格不一样，
但都有与众不同的长处值得学习。“像胶东
剪纸，风格比较细腻，构图、技法都有值得
借鉴的地方。”

来自茌平的董月芹，创作了一幅长卷很
引人注目。长卷取名《枣乡风情》，由10幅
剪纸作品组成，表现的内容分别是夫妻下地
干活、妇女做针线活、压打麦场等劳动和生
活的生动场面，“构思中是12幅作品，还有
两幅没有剪完，所以只装裱了10幅。”

茌平向来有“剪纸之乡”的美誉，这里
的剪纸高手非常多，董月芹就是高手之一。
因此，她来参加这个培训班，有两重身份，
一个是老师身份，要为剪纸培训班的学员们
进行示范，另一个是学员身份，参加理论课
等学习。虽然是高手，董月芹参加这次培训
活动后，还是感觉收获颇多。“通过学习交
流，我自己感觉剪纸技法有了提高，表现形

式也有了提高。”
董月芹特别提到，班上有一位高手叫谢

春芳，被大家称作“明星学员”，因为谢春
芳剪纸根本不用打草稿，想到了随手就能剪
出来，而且还能够边唱边剪，“从她那里我
也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熟能生巧，这也算
是相互交流的收获之一吧。”

学到很多能赚钱的好点子

一提到民间手艺，好多人脑子里就想到
街头杂耍一类，好像就是很土很低端。事实
上，稍加点创意，换一下形式，马上就能“高大
上”起来。学到艺术衍生品设计制作的本领，
对于这些学员来说，正是参加这次培训班最
重要的收获之一。通过培训学习，他们对剪纸
等艺术衍生品的开发有了全新的认识。看看
展厅里墙上挂的那些以剪纸图样装饰的抱
枕、杯垫，桌子上放着的雅致的灯、盘、杯、书
签，确实是美不胜收。而这些艺术衍生品，不
只艺术含量高，市场前景也非常乐观。

席英爱来自荣成市，她说昨天把展厅里
的一些作品拍成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里
后，荣成剪纸协会的会长看到了，今天就赶
到济南，一定要现场看看，觉得这些作品太
值得欣赏了。

席英爱特意剪了一幅《缘》，来表达对
这次学习生活的珍惜。她自称最大的收获是
“学会了磨剪刀”。她说，以前都是让别人
磨，还不好用，可剪纸没工具又怎么行？
“没想到从磨剪刀开始教，非常好。其他的
收获也很大，不仅学习剪纸技法，还学了很
多理论知识、市场推广营销案例。”她说，
原来做抱枕，只会在纸上贴，现在学会贴在
布上了，而且丝网印刷技术也涉猎了一些，
这对开发衍生品都是很重要的。

同样来自威海的姜洪莉，对利用丝网印
刷技术制作抱枕等产品，显然已经非常熟
练。她是威海十四中的老师，从2003年开

始，在学校的剪纸兴趣班里，就教学生们剪
纸。剪纸技术娴熟不用说，这次又学会了用
丝网印刷技术制作杯垫、抱枕。她制作的抱
枕，命名为《心境》系列，喻意生活的美
好，看过去确实非常漂亮，意境令人回味。
目前，她已经打算带着这些作品到市场上
“试试水”。

文化部非遗司副司长马盛德观看培训成
果后非常高兴。他表示，作为全国最早启动
传承人群培训的省份，山东省文化厅和试点
院校行动早、措施实，部署周密，思路清
晰，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取得丰硕成
果，为下一步在全国推动这项工作，提供了
借鉴，打好了基础，树立了样本。

■相关链接

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突
出，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体
系。从我省来看，烟台剪纸、滨州剪纸、高
密剪纸、莒县过门笺、诸城派古琴、济南皮
影戏、泰安皮影戏、定陶皮影戏等8个项目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全省共有国家级名录
173项(位居全国第2位)，省级名录555项，市
级名录2054项，县级名录7513项，形成了金
字塔式的名录体系。

在非遗保护方面，我省注重抢救性保
护、人本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
等原则，在非遗立法方面也稳步推进。在人
本性保护方面，我省对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
进行扶持，自2010年开始，每年对每名省级
代表性传承人给予6000元的传习活动补助；
引导、鼓励传承人开展收徒传艺活动，自
2006年以来，全省共举办各类针对传承人的
培训班1300多场次，参训人员达105000多
人；鼓励非遗传承人进校园、进社区、进广
场、进军营、进企业等，为非遗保护提供了
良好条件。

非遗传承人群研修培训计划山东首期培训结硕果

传承人学艺术且学会用艺术赚钱

全省艺术新秀作品展演将举办

19位新秀17个作品

精彩亮相

□左丰岐 王亚峰 报道
本报枣庄讯 近日，由山东能源枣矿集团党校职工殷

振峰创作的长篇小说《回程票》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发
行。

该书以反映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
下，以男女主人公的情感、事业矛盾纠葛和奋斗历程为主
线，以小人物的思想和生活变化，全景式地展现了当时社
会各阶层生活的生动画卷和时代精神。该书共计五部，其
中前三部近三百万字，今年6月正式出版发行。

长篇小说《回程票》出版发行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今年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

家、裘派艺术创始人裘盛戎先生诞辰100周
年。北京京剧院联合国家京剧院、上海京剧
院、天津京剧院、天津市青年京剧团和山东
省京剧院共同主办“裘韵流芳·戎耀百年”
纪念裘盛戎诞辰一百周年系列活动。其中，
山东站活动将于8月21日、22日在济南举行。
山东演艺集团副总经理、山东京剧院院长郑
少华介绍：“这两天晚上，由全国京剧名家
名角组成的豪华阵容，将在梨园大戏院分别
演出《大·探·二》、《铡美案》两台大戏。
裘盛戎先生的女儿、裘派‘女花脸’裘云女
士还将现场登台清唱表演。”

《大·探·二》将由著名京剧裘派花脸孟
广禄、康万生、邓沐玮，北京京剧院优秀青
年梅派青衣郑潇，山东省京剧院张派青衣翟
萍，北京京剧院奚派老生张建峰，山东省京
剧院杨派老生刘建杰联袂主演。

《铡美案》由孟广禄、著名马派老生朱
强、丑角名家王玉瑾、优秀老旦演员翟墨、
郑潇、翟萍、刘建杰、张凯等主演。

裘盛戎先生八岁问艺，十二岁入科，北
上南下，四十多年的舞台实践中，逐步形成
了韵味无穷、醇厚苍劲的裘派艺术。由于他
在唱腔和表演方面卓越非凡的成就，上世纪
50年代以后，逐步形成了裘派艺术“十净九
裘”的繁荣局面。

山东是京剧艺术发展的一方沃土。裘派

艺术在山东也获得广泛弘扬传播，山东著名
京剧表演艺术家方荣翔先生和他的学生宋昌
林，以及方先生的嫡孙方旭等都是裘派艺术
的优秀传人。这也是此次活动特别来到山东
的一个重要原因。

北京京剧院院长李恩杰表示，9位京剧大
师被当作北京京剧院的艺术标志，裘盛戎先
生就是9位大师之一。“通过举办这次活动，一
方面扩大京剧艺术的影响，更好地弘扬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另一方面，裘盛戎先生何
以能在艺术上取得如此高超的艺术成就，我
们也试图从活动中找到一些答案。”

今年82岁的王玉瑾先生，是山东京剧院
著名的丑角名家。王玉瑾说：“我是一位不折
不扣的‘裘迷’，连手机铃声也是裘盛戎先生
在《赵氏孤儿》中的唱段。”他表示，之所以
如此，是因为不仅敬佩裘盛戎先生的艺术造诣
精深，更感念其为人宽厚，“有一年，我们在
排演《红云岗》，也就是《红嫂》，戏中有一
件道具是塑料的镢头，上面装了一块硬板。按
照剧情要求，我是要被镢头打倒的，演完后，
我的头上挨打的地方，马上就肿起来了。来这
里看戏的裘盛戎先生注意到了，特意关照表演
时别打伤了我。他那时已经是一位大名角，还
能细心地关心我，让我特别感动。所以我一定
要参加这次活动，参加《铡美案》的演出。”

裘盛戎先生的女儿裘云是著名裘派“女
花脸”，她现场演唱一句《铡美案》中的
“包龙图打座在开封府哇”，裘韵十足，令

人颇有荡气回肠之感。她说：“我还是希望
大家能到剧场里去，亲身感受裘派艺术的魅
力。”

裘云深情回忆，艺术上，父亲是一个很
全面的人，唱念做打无所不能。在生活上，
严格自律，朴素节俭，对子女们要求也特别
严格，甚至是严厉。“在家里，父亲对我们
要求特别严格，教育我们要朴素节俭。有一
件小事，印象特别深，小时候，孩子们常分
成几个小组在一起写作业，因为那时我们家
里生活条件很好，就给我们买那种长铅笔
用。父亲发现后，坚决不让再给买长铅笔。
他说，要学会节俭，要像别的孩子一样，铅
笔用短了，铅笔头再套上笔帽，还可以接着
用。父亲无论是艺术上还是生活上，对我影
响都特别深。我也希望通过这次纪念活动，
把老一辈艺术家的艺术，以及艺德人品，都
很好地展现出来，传承下去。”

山东京剧院副院长、国家一级演员刘建
杰，将参加《大·探·二》、《铡美案》两场
演出。他说：“对裘先生的印象，主要是从
电影银幕上看到的形象。后来，在戏校读书
时，就看过方荣翔老师的演出，工作后又和
宋昌林先生一起合作。从他们那里，听说关
于裘先生的很多往事。裘先生作为一个艺术
流派的开创者，艺德人品都达到了很高的境
界。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演出活动，让大
家一饱耳福，享受京剧艺术的同时，更好地
弘扬他优秀的艺德风范。”

纪念裘盛戎诞辰一百周年系列活动山东站———

名家荟萃济南上演《铡美案》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8月8日，由中国孔子基金

会、山东海峡两岸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主
办，“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山东省鲁
台交流服务中心承办的一场大型公益讲座
在山东大厦举办。来自台湾的儒家学者唐
瑜凌以《大时代的出路——— 由<论语>说
起》为题，讲述了时代因科技的发展产生
巨大的变化，各类思想与价值观相互交
织，在当今大时代的环境下，通过孔子的智
慧，鉴察当代社会现状，给人新的灵感和不
同的体悟。

唐瑜凌师承台湾儒学泰斗李炳南居士，
深入研究儒学文化三十余年，他创办的台湾
无尽灯文化学会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学习
传统文化典籍与深入实践。近年来，他屡次
受邀前往福建、江苏、辽宁等地开展儒学讲
座活动，积极推进儒学文化交流，对于推进
儒家文化发展，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发挥了重
要作用。

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秘书长邢成湖表示，
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齐鲁大地所包藏
的文化底蕴、精神内涵、人文财富，有着任
何地域文化都无法替代的地位。邀请台湾儒
家学者来鲁讲座也是想以此为契机，在儒学
及传统文化推广方面与海峡对岸寻求更加长
远的交流与合作，共同为促进海峡两岸的文
化交流贡献力量。

台湾学者唐瑜凌

举办儒学公益讲座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刘智峰 报道
日前，在东营市东营区胜利街道新兴社区，排练厅内孩子们正在跟长安京剧艺术团的老师学习京剧《宝莲灯》。暑期以以来，该区积极邀请

京剧、吕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向孩子们免费传授技艺，弘扬非遗文化。

裘盛戎先生的女儿、裘派“女花脸”裘
云清唱一句“包龙图打座在开封府哇”，裘
派神韵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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