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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国鹏

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共同主办，山东美术馆、山东
画院承办的“第十届山东文化艺术节·全省优秀美术作品大
展”，自10月3日在山东美术馆亮相后，获得广泛关注。本次
展览共展出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粉)和书法6大
门类的美术作品282件，其中，入选作品263件，含国画116件、
油画78件、版画8件、雕塑15件、水彩(粉)14件、书法32件。另
外，知名美术家特邀作品19件。

展览将于10月28日结束。
据省文化厅副厅长王廷琦介绍，“省十艺节美展”是省

文化厅第一次将美术作品展览纳入“山东文化艺术节”整体
框架之中，并作为一个重要的板块向全省推介。“这是在充
分调研省内外美展情况，广泛听取省内外专家意见，特别是
进行了一系列的民意测评和调研之后，为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而做出的决定。”

今后，在三年一届的省文化艺术节上，山东优秀美术作
品展将作为一个固定项目，一届一届连续办下去。

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介绍说，入选第十届山东省文化
艺术节优秀美术作品展的116件国画作品，都体现出鲜明的
探索、创新特点，“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入选的国画作者中有
将近一半是年轻画家，队伍年轻化特点突出。一些年轻人，
甚至是在校学生的作品入选了展览。这些作品创新性比较
强，在技法上、深入生活的角度上都有创新，接地气，视觉效
果非常好。”

山东省油画学会主席陈国力在谈到入选本次美展的油
画作品时表示，本次展览展出的82件作品，人物画32幅，风
景画28幅，静物画15幅，抽象绘画7幅。人物画、风景画数量
占了多数，说明我省的油画还是以写实为主，以人物和风景
为主。“入选作品注重思想性，取材广泛，艺术语言、艺术形
式呈现多元发展的好态势。更为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青年
作者占了多数，据不完全统计，45岁以下作者占85%以上，展
示了山东油画发展的深厚潜力。”

王廷琦介绍，在本届省文化艺术节上策划推出“省十艺
节美展”，不仅是满足广大群众审美文化需求作出的主动创
新，同时也是学习贯彻习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
精神，正确认识当代美术社会功效，发挥优秀美术作品教化
美育功能的精心安排。

据介绍，近年来，尤其是省美术馆新馆投入使用的两年
来，我省举办了一系列水准一流的大型美术展览，得到了省
内群众的热烈欢迎，参观人次屡创新高。2012年举办的“第
十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在短短两个月的
时间内，观众人数高达31万人次。今年举办的“潘鲁生当代
艺术巡回展”、“俄罗斯特列恰科夫国家画廊藏品展”等展览
活动，观众人数都高达几十万人次。

王廷琦说：“这些美展实例进一步说明，美术在山东省
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广受人民群众的喜爱。作为政府文化
部门，人民群众喜欢什么，我们就要适应大家的口味，有意
识地提供这样的文化大餐。”

同时，我省在文化建设中，非常重视以美术为抓手，来
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觉表达，来建构全球艺术传
播的视觉平台。“群众欣赏这些优秀美术作品，也能从中领
略真善美的内涵，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思想上、精神上、
情感上受到全面的洗礼。”

将美术展览纳入到本届省文化艺术节之中，既是对全
省美术创作定期进行阶段性回顾和集中展览，推动山东美
术长期繁荣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要措施。

王廷琦说，山东是美术大省，有庞大的创作群体，有数
目惊人的美术考生，有从山东走出去的全国有名的国画、油
画大家，这是山东人民引以自豪的事实。但是我们也要看
到，山东的美术事业也同样存在一些问题，在人才留住、引
进、使用上力度还不够大，在推出反映时代的经典作品上还
不够多，在美术新人的培养上还缺乏力度。“一句话，我们在
实现从美术大省向美术强省的跨越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在这条道路上，有一个政府主办的、固定的、全省性的、大
型的美术展览，是推动美术事业发展繁荣的必要措施。将美
术展览纳入到省‘文化艺术节’之中，就是要打造权威性、导
向性、示范性的常态化山东美术精品展示平台。”

据了解，为更好地促进全省优秀美术作品交流，更好地
服务广大美术爱好者，激励广大美术创作者，在山东美术馆
的集中展出结束后，还将从参展作品中遴选作品分赴部分
省内各市进行巡展。这将是山东美术馆本年度组织的第四
场省内城市巡展，将实现本年度省内巡展17市全覆盖。入选
作品将汇编出版《第十届山东文化艺术节·全省优秀美术作
品大展参展作品集》。

省十艺节首次推出

优秀美术作品大展板块

282件美术作品美不胜收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编者按 第十届山东省文化艺术节优秀
新创作剧目展演正在进行中。这些优秀剧目，
是我省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科
学规划，制订措施，繁荣发展文化艺术的最新
成果；也是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为时代抒怀的生动展示。在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
要讲话一周年之际，在分享着收获的喜悦的
同时，山东文艺正向着更高目标坚实迈进。全
省文艺工作者将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坚
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中国精神为灵魂，以中国
梦为时代主题，努力创新，打造出更多突显齐
鲁文化特色、富有山东气派的文艺精品。

济南市曲艺团创排的话剧《茶壶就是喝
茶的》，作为入选第十届山东省文化艺术节优
秀新创作剧目展演的十八台大戏之一，10月
14日至15日在历山剧院连续上演两场，赢得
观众一致好评。

曲艺团排话剧，听上去好像有点不务正
业，据说担任中国曲协主席的姜昆最初听说
后也不赞成，结果看了演出，大加赞赏。济南
市曲艺团团长阎军说：“姜昆看了，连连说没
想到，曲艺团排演话剧，这没想到；其次，演得
这么好，也没想到。他至少说了两次。”

《茶》剧已经成功入围2014年度国家艺术
基金扶持项目，目前已经进入结项阶段。

这台话剧用济南方言排演，演员们的济
南话都“倍儿熟溜”，尤其是济南观众听着特
别亲切，像是听着身边街坊邻居拉家常一样。
随着这台话剧到社区农村演出，已经有了不
少铁杆粉丝。

仅仅靠方言，《茶》剧难以产生这么大的
魅力。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这是一台逗人发笑
的戏，是一台让人笑中含泪的话剧，还是一台
能引人思考、有追求的好作品。戏中的主人公
周思泉经历过波折后感慨，“茶壶就是喝茶
的。它贵在情上，贱在钱上。”这句话说出来，
如顾恺之画人“点眸子”，整台话剧就上升到

了一种人生哲学的高度。

“不务正业”

获国家艺术基金垂青

《茶》的剧情其实不复杂。已是花甲老人
的周思泉，无意中从房间里发现了一把紫砂
壶，这是当年琴书大师玉琴仙临终前赠送给
他的。经行家鉴定，这把壶是明代制壶大师制
作的“大彬壶”，价值至少在二千万元以上。由此
引发轩然大波，女儿专门从海外回来，儿子以命
相逼，都是想让周思泉把壶卖掉，分钱。周思泉
原本已经要与老街坊冯小霜结婚，儿女因为担
心被“后妈”分走钱财而坚决反对，以致棒打鸳
鸯。不可开交之下，周思泉把壶一摔了之———
茶壶就是喝茶的，这都惹出些什么事！

《茶》的主创团队一流。由总政话剧团团
长、国家一级编剧王宏和军艺戏剧系导演专
业的研究生王叶丹共同担任编剧，执导过《黄
土谣》等作品的胡宗琪担任导演。舞美灯光等
也都有名家参与。济南曲艺团更是尽出精锐，
刻苦排练，让这台戏一举打响。

戏好，群众评价高，这台戏也如愿入围
2014年度国家艺术基金扶持项目。阎军说：
“当年度的项目中，入围的话剧，全国共11台，
这是其中之一。特别之处在于，这是唯一一台
由曲艺团排演的话剧。”

根据国家艺术基金的要求，这台话剧又
进行了精心打磨和提升。阎军说，“目前正在
进行结项工作准备。”

据阎军介绍，新亮相的《茶》剧，做了很多
改动。“舞美改动大，贯穿了现代社会的很多
文化符号，这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拉近了与
年轻观众的距离。济南像趵突泉等标志性建
筑都出现在剧中。戏的骨架没变，个别台词进
行了调整。主要就是想寓教于乐，好玩好看。”

现代文化符号的介入，让这台话剧有很
强的现代感，成了个新故事。比如，网民加入
故事中。那是一群低头玩着手机的年轻人，脸
上戴着口罩，这显然是“虚拟”手法，这其实就
是一群你看不见真实面目不了解真实身份，
但实实在在存在的网民。

看似这群网民与故事无关，游离于故事
之外，其实正是他们的参与，推动着情节向不
可掌控处发展。他们热衷于刷QQ、微博、微
信、朋友圈。平时，他们在各种各样的“群”里
发发牢骚，晒晒美食，“我去”，“给跪了！”一旦
有个突发事件，能迅速集中起他们的集体注
意力，他们就成为能力不可估量的网络推手，
把小事件变成社会热点。《茶》剧里，周思泉意

外发现名壶，本不想声张，给搞到网上后，一
下子就被这群网民们推成了社会热点。

网络时代，你说不定就会被谁影响到，然
后被网络的力量裹挟着往前走，不管你愿不
愿意，就是这么“任性”。从这个角度看，这也
是现在社会生态某些方面的一个小小缩影。

为了参加省十艺节新创作优秀剧目展
演，之前，济南市曲艺团在自家的小剧场里，
反复进行锤炼演出。进社区，到槐荫区“我的
兄弟姐妹广场”举行惠民演出，大获成功。

省十艺节展演的演出结束后，一位老大
妈评价说：“挺好的，新老结合的，很多新事，
很热闹，又能教育人。谁演得好？我看还是那
个老周吧。”

一位年轻女孩和同伴也来看戏，“第一次
看，感觉很好，设计很巧的。要说印象深，感觉
里面那个周波(周思泉的女儿)演得不错，哭的
那一段戏，很感人。”

形象反差挑逗笑点

这台话剧中，观众对人物身份的预期与
人物的真实表现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屡屡
出人意料，给戏剧增加了不少笑料。

比如，从英国回来的女儿，大家想象中的
样子应该是知识丰富、修养良好、通情达理、
眼界开阔，结果其实不过是一个钻在钱眼里
的“拜金女”。

骑着三轮车卖“甜沫”为职业的儿媳妇一
出场，几句话说下来，观众就猜测这一定是位
伶牙俐齿的女子，不是“善茬”。其实不然。此
女子虽然确实是伶牙俐齿，但人家既不刻薄
也不挑事，而是心地善良，通情达理，孝敬老
人，而且非常朴实，愿意通过诚实劳动勤劳致
富。老爷子最信任的不是儿子，也不是女儿，
反而就是这位伶牙俐齿的儿媳妇，那把“宝
壶”就委托儿媳妇藏在家里。

最突出的是杰克，男主角周思泉的亲外
甥。杰克以纨绔子弟形象出现，这位从英国回
来的“海归”，无论是怪异的穿着打扮，还是不
着四六的说话，都让人感觉是个不成器的年
轻人。他不停地谈女朋友，又不停地分手，谈
一个黄一个，被人家起个绰号叫“弹簧”。新近
谈了一个日本女朋友，毫无征兆地就分手了。
问他原因，回答：“没原因，钓鱼岛是中国的。”
见了姥爷，得知姥爷正在“夕阳红”的恋爱中，
于是就当起了“爱情导师”，还非要送姥爷一
份礼物，打开包装，居然是“避孕工具”，把老
爷子给唬得不轻。

就是这位看上去很负面、好像很难找到
正能量的年轻人，事实上，却是一位真正的

“智者”形象。在姥爷受到那把名壶困扰夜不
能寐时，当自己的妈、舅舅眼里只有钱而不顾
亲情时，当大家陷入困境不可自拔时，他都及
时出现，看似平淡甚至调侃的话，都能瞬间拨
开迷雾，让人豁然开朗。

另外，台词中好多类似脑筋急转弯的对
话，曲艺演员最拿手的喜剧表演手段之不着
痕迹的运用，以及像英雄山文化市场某家捣
腾古玩并且兼卖妇女用品的小店主唐老板、
某著名拍卖公司那位打扮如马戏团小丑般的
大鼻子拍卖师、半夜顶着水缸混进院子欲将
名壶窃为己有的无名小贼等形形色色登场，
也常常惹得观众哈哈大笑。

这些让这台话剧看上去确实好玩，很有
趣，观众很开怀。

笑着笑着看哭了

就整个故事来看，其实就是一家人突然
接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儿女为了多分或者
独占馅饼各怀心思，结果最后不出所料的“杯
具”了。

主人公周思泉意外发现那把紫砂名壶，大
喜。最后婚没有结成，亲情离散，大悲。如果没有
这把天上掉下来的名壶，原来可能会有一个幸
福的晚年，与老街坊冯小霜已经试过婚纱、到了
领证结婚的关头了。结果，名壶出现，儿子和女
儿担心这老太太嫁进来后，会分了马上到手的
万贯家产，借着痛哭“亲妈”，硬生生地把这个

“后妈”吓得不敢嫁了。事后，两位老人袒露悲
苦的心声，闻之令人泪下。

名壶原本是一个宝贝，然而始料未及惹
出这么多是非，周思泉当着众人的面，将壶摔
得粉碎。这一摔，并未摔干净麻烦。几乎已经
把巨大财富抱到怀里的儿子、女儿，看到这一
幕，禁不住急火攻心，精神错乱。在精神病医
院里，当他们回忆起小时候父亲对自己的关
爱，温馨甜蜜，然而这份亲情还是没有抵挡住
钱的力量，两人不是幡然悔悟，反而还是眼睛
一瞪，让老爹爹拿钱来，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洒下一把同情泪。

最后剧情又是陡然一转，这把所谓明代
制壶大师制作的名壶“大彬壶”，也不过是今
人仿制品。这种巨大的幻灭感，那简直就是欲
哭无泪了。

当然，这台话剧并非是让人笑一阵哭一
阵就算结束了，之所以说这是一部有追求的
戏，是因为它还想探讨更多的内容，比如说如
何对待财富，如何看待生活。最终，用主人公
周思泉的话“茶壶就是喝茶的”来点题，能启
示大家沉下心来，思考一下生活应该怎么过。

一把茶壶引发轩然大波，话剧《茶壶就是喝茶的》———

让人笑中含泪去思考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22日讯 由临沂市柳琴戏

传承保护中心创作排演的大型新编现代柳琴
戏《沂蒙魂》（右图），入围第十届山东省
文化艺术节优秀新创作剧目展演，今天晚上
在历山剧院与观众见面。这台戏让观众再次
生动感悟“沂蒙精神”，了解沂蒙老区人民
锐意创新、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感受沂蒙
山区改革开放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取得
的丰硕发展成果。

临沂市柳琴戏传承保护中心党总支书记
宋兆连介绍说，该剧集中反映了新时期的沂
蒙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敢于“闯”市场的
鲜活经历，是临沂商贸物流名城发展壮大的
缩影。《沂蒙魂》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雪
梅、山杠，一对土生土长在沂蒙山下的年青
恋人，他们笃定“事业不成，不嫁不娶”的
决心，怀着改变人生命运的共同愿望，分别
走向了个人追求的梦想之路。该剧在写人时
叙事，叙事时说爱，写爱的同时寓教于乐。
它将沂蒙红色文化与现代城市商战并呈一条
主线，把矛盾冲突融入故事情节之中，把故
事情节扣扣相连。使观众在看戏中，自己的
思维融入剧情。

柳琴戏《沂蒙魂》

再唱“沂蒙精神”

□ 孙先凯

前几天去看一场传统戏曲演出，随着
咿咿呀呀的开场逐步进入剧情，陶醉于其
中。感觉戏曲的故事进行得非常快，不长
的时间里戏曲内矛盾冲突已经到达顶峰，
可峰回路转，戏曲故事归于平淡。台上演
员百般武艺的“唱念做打”也没能挽回观
众的注意力，许多观众或睡觉或走神，已
然没有看下去的兴趣。

这让笔者产生了关于戏曲节奏的疑
问。如今，戏曲为人们所诟病最多的是“一
句台词唱半天、一个动作打半场”的“慢节

奏”。可在笔者看来，比起唱腔或者表演的
“慢节奏”，戏曲的节奏不能“慢”，更不能
“平”，要跟得上时代的步伐。

说起戏曲的节奏，不得不提起前段时
间观看戛纳电影节获奖作品《刺客聂隐
娘》的体验。在影院中，许多被主流的好
莱坞叙事和剪辑风格培养起来的观众被该
影片的长镜头和空镜头所催眠。笔者查阅
资料发现，如今好莱坞商业电影平均镜头
在4秒以内，而电影《刺客聂隐娘》动辄十
几秒二十几秒的镜头长度让观众对这种
“慢节奏”毫不适应。在笔者看来，戏曲
与电影有着“讲故事”的共同本质。随着
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戏曲应该适应生活
节奏和观众欣赏心理的变化。在一方舞台
上有限空间、有限的时间内将人物的故事
讲清楚，戏曲的节奏可以向话剧、电影等
艺术形式有所借鉴。

笔者所看的那一场戏，其间并不缺乏

铿锵明快的伴奏和演员明快爽朗的动作，有
些场面也很快、很热闹。但是怎么还会有观
众感觉节奏慢、很着急呢？开场很快地进入
一个矛盾冲突的高潮后，转而进行大量的背
景描述和人物细节刻画，最终的戏曲高潮却
是在近一个小时之后。在一部两个多小时的
戏中，故事节奏在两个高潮之间有一个非常
大的落差，难怪观众觉得有些乏味。一出戏
曲，整体节奏的紧凑在于如何安排好铺陈、
冲突和高潮三幕。要探索适合当下观众口味
的戏曲叙事方式和结构。

除了戏曲表现形式和叙事方式的节奏
“慢”之外，笔者在观看戏曲的过程中也
发现戏曲节奏的“平”。有的戏曲，过程
铺叙繁琐，无变化的重复过多；有的戏
曲，场场快节奏，全剧是一个高潮，给人
的感觉是“平铺直叙”、“平平而过”。
一出戏，节奏上不仅要“有快有慢”，更
要“有起有伏”。在笔者看来，要突破戏

曲节奏的“平”，需要在戏曲情节的变化
和矛盾冲突上下功夫，“唱念做打”的戏
曲表现形式轮番上阵让戏曲样式变化多
端，剧中情节对比反差让矛盾冲突强烈。
能让观众在抑扬跌宕中感受戏曲这种现场
感强烈的艺术形式所带来的美感。

突破戏曲节奏的“慢”与“平”，在
笔者看来并不能盲目地抛弃戏曲的传统程
式。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笔者发现在描写两
军激烈交战场面的武戏中，因为戏曲舞台和
人物的限制，不可能像电影电视那样直接描
述恢弘的场面，而是以急促的伴奏、翻筋斗
的开场开始，进而演员进行夸张的武打表
演。这种戏曲的程式，一方面，在表现节奏上
快速、紧急，成功地将宏大的场面压缩到
戏曲舞台上；另一方面，在整体节奏上没
有占用过多的舞台空间和时间资源，让整
体节奏保持平衡。像如此之传统程式，还
需要更多地借鉴和运用。

戏曲节奏要跟得上时代步伐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10月20日，青岛市市南区老年艺术节在青岛音乐厅举

行，来自各街道老年协会的代表队奉献了精彩的文艺表
演，包括舞蹈、合唱、服饰表演等，欢快的旋律、炫动的
舞姿、展现了老年人的勃勃生机和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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