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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0月27日至28日，由山东省艺术研究院

主办的“美育教育培训师智能化管理平台研讨会”暨“山
东省美术培训学校校长研讨会”在济南举行。全省三十余
家美术培训机构负责人、省艺术研究院文化科技研究所、
造型艺术研究所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国际著名少儿美术教育专家、加拿大中华艺
术总会董事简志雄、中国电影基金会王堃、《少儿美
术》特邀编委由倩卉、逸飞美术培训学校创始人逯健
康、省艺术研究院考级办公室主任姚曦平等分别围绕
“统筹社会美术培训办学，建立美术培训智能化管理平
台”的会议主题进行了主题发言。作为会议内容之一的
实践项目“传统文化艺术技能活动”和“国际性青少年
美术文化交流”也将由中国少先队事业发展中心支持实
施。

通过本次研讨会，山东省艺术研究院将进一步发挥院
艺术考级办公室的职能作用，加大美术培训的理论与实践
结合，为美术培训智能化管理建立长期有效保障机制，并
着手筹备“美术培训智能化管理平台”与“传统文化与少
儿美术教育结合”两项课题研究。同时，还将以此次研讨
会为契机，在省文化厅艺术考级管理中心的指导下，进一
步学习借鉴各地的先进经验，促进艺术考级工作的创新性
健康繁荣发展。

□记 者 于国鹏
通讯员 苏 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和
山东青年艺术团联手打造的民族舞剧《风
筝》，10月24日至25日晚在山东剧院连演
两场，精美的舞蹈设计，曲折的故事情
节，获得观众高度评价。以山东三大秧歌
元素为基础舞蹈语汇进行舞蹈设计，在国
内舞剧创作中尚属首次。在这部舞剧中，
“风筝”被赋予了特殊的象征意义，生动
诠释了“它在战火中坠落，在和平的阳光
下高扬云天”的丰富内涵，进一步深化了
戏剧的文学主题，提升了舞剧的美学价
值。

这次演出是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举
办的“第十届山东省文化艺术节新创作优
秀剧目展演”活动的组成部分。此前，该
剧作为山东省纪念中国抗战胜利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重要剧目，在公
演中获得广泛好评，并成功入选2015年度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舞剧以和平、爱情为主题，视角独
特，没有直接描绘战争残酷的情节，没有
双方军人交战的战斗场面，而是通过剧中
中国姑娘杨春燕与日本青年上川浪漫而凄
惨的生死恋，清晰地展现了日本侵华战争
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痛苦与灾难。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山东潍县
杨家埠，一个富饶、美丽的地方。集市
上，上川与春燕第一次相遇，便“英雄救
美”。清明踏青，上川再次遇见春燕，两
人一同游玩，互生好感。可惜，再美好的
感情也经不住战争的摧残。日本准备发动
全面侵华战争，上川与春燕的恋爱遭到身
边人的强烈反对。一方面，上川的老师要
求他回日本，上川不肯;一方面，春燕的父
亲杨万顺不允许春燕与上川恋爱，命她嫁
给大师兄杨德庆。大婚当日，侵华日军的
飞机轰炸了杨家埠，杨家大宅化为一片火
海。上川冲入火中，救出春燕，自己却与
杨万顺、杨德庆及众乡亲被坍塌的房屋掩
埋。作品没有直接描绘战争的残酷情节，
没有双方军人交战的场面，而是浓墨重彩
地描绘了一对中日青年美好的爱情，通过
普通人物关系和情感的变化，巧妙地展现

了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也给日本人民带
来的灾难。当美好的爱情被战争毁灭，战
争的罪恶得到了最直接的揭示，“反对战
争，祈愿和平”的主题得到了最震撼的呈
现。

剧中每个人物各有看点，女主角由青
年舞蹈家、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舞蹈学院陈
晨担任。剧中3个日本人的设计寓意深刻：
上川的同学粗俗、下流，在集市上调戏春
燕。上川的老师冷血、残暴，视不肯回国
的上川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叛徒，伙同自己
的其他学生将上川揍得奄奄一息。三人之
中，仅有上川天性善良，喜欢中国，尊重
中国人。可惜，这唯一的好人却在战争中
被自己人投下的炸弹炸死。这样的人物设
计表明了该剧的态度和立场：日本侵华战
争泯灭人性、扼杀生灵、灭绝希望，让观
众在震撼中，更加珍惜当前和平的环境，

也更加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该剧以山东三大秧歌元素为基础舞蹈

语汇，这在国内的舞剧创作中尚属首例。
该剧音乐选用山东秧歌、潍坊民歌等音乐
素材创作，由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演奏、录
制，作曲家将音乐的民族性与国际性有机
融合，在表现舞剧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及
性格、刻画人物情感、强化矛盾冲突上发
挥了重大作用。山东三大秧歌，即鼓子秧
歌、胶州秧歌和海阳秧歌构成了《风筝》
最浓重的“山东印记”，并在此基础上创
新发展，使舞蹈语言既有民间舞蹈的神
韵，又有现代舞蹈的气息，大大增强了舞
蹈的感染力。

作为带有强烈爱国情怀的民族舞剧，
它的舞蹈语言的确立与定位至关重要。总导
演傅小青对此认识清楚、胸有成竹。“剧中男
女主人公分别是中日两国的青年，对于他们

的舞蹈设计，我依据其不同的身份，编创出
各具民族特点的动作，但所有设计与表演都
要服务于情感发展的需要，而不会拘泥于民
间舞还是当代舞，抑或其他。其他演员的舞
蹈设计与表演，也是如此。”

服装、舞美、道具的精心设计也为该
剧增添色彩。剧中最重要的道具是一只
“比翼燕”风筝，潍坊风筝中最经典的传
统形象之一，它贯穿舞剧始终，既是剧中
上川和春燕的定情物，也是将战争与和平
联系起来的线索。傅小青说：“我们赋予
它本剧最重要的象征意义：它在战火中坠
落，在和平的阳光下高扬云天。”

舞剧《风筝》续写着山东青年政治学
院舞蹈艺术的精彩。近年来，该校先后创
作了《沂蒙沂蒙》、《风雨担架》等一批
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弘扬主旋律的
红色舞蹈作品，获得广泛的赞誉和好评。

民族舞剧《风筝》获观众高度评价

三大秧歌构成最浓重的“山东印记”

□ 于国鹏

10月27日晚，山东歌舞剧院创排的歌
剧《赵氏孤儿》压轴登场，为“第十届山
东省文化艺术节新创作优秀剧目展演”画
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作为省十艺节的主体
板块之一，这次展演活动持续近一个月时
间，不同剧种的18台大戏，在4家剧院上
演，每台大戏演两场，精彩的剧目，优惠
的票价，真真切切让市民体会到“艺术的
盛会，人民的节日”，获得他们高度评
价。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徐
向红评价说：“第十届山东省文化艺术节
新创作优秀剧目展演”活动取得圆满成
功，展出的18台优秀剧目，生动展示了我
省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最新成果，集中体现
了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摒弃浮躁和功利、
潜心艺术创作的良好风气。一年来，全省
文艺工作者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深入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主题实践活动，坚持以中国梦为时代
主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舞
台艺术创作迎来繁荣发展的热烈局面，呈
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气象，全省新创作大
型剧目达百台以上，其中不乏令人印象深
刻的佳作。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基层院
团、省里中西部院团的积极性也被充分调
动起来，并且成果斐然，像这次展演活
动，就有两台大戏来自县级剧团；前不久

菏泽市带了三台新创作的大戏到济南展
演，有两台也是县级剧团创作排演的，这
充分展示了我省舞台艺术创作整体繁荣的
大格局。近期，就进一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
文艺事业，中央连续出台重要文件，连续召
开重要会议，省里迅速部署落实，“全省文艺
工作者倍受鼓舞，精神振奋。我们必须更加
深入地学习贯彻习总书记讲话精神，更加自
觉地以讲话精神指导文艺创作实践，牢牢
把握文艺发展正确方向，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旗帜，发挥齐鲁文化资源丰富
的优势，努力推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
不断开创我省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新局
面。”

这次展演，有新意，有亮点，多个鲜
明的特点让人印象深刻。

感受到艺术家们潜心创作的新风扑面
而来。正本清源，真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真正潜心于艺术，才能不断
打磨出精品来。参加此次展演的剧目，包
括京剧《孔母》、《诗杰王勃》，吕剧
《回家》、《银杏树下》，话剧《茶壶就
是喝茶的》，舞剧《风筝》、《齐风·甫
田》，歌剧《赵氏孤儿》，以及山东梆
子、莱芜梆子等剧目，无一不是艺术家们
潜心创作的成果，而且又都经过细致打
磨，质量不断得到提升。这些剧目中，有
多台已经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这也是
对精品剧目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可。

感受到齐鲁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
蕴。齐鲁文化资源丰富，如同一座挖掘不

尽的宝藏富矿。此次展演的剧目，地域文
化特色鲜明。或者取材，或者背景，无不
展示出鲜明的齐鲁文化特色。日照市艺术
剧院的《银杏树下》，当地一棵三千多年
树龄的银杏树是一个重要象征。济宁山东梆
子剧院排演的《河都老店》，取材当地一家老
字号玉堂酱园的故事。临沂柳琴戏传承保护
中心的柳琴戏《沂蒙魂》、淄博市歌舞剧院的
舞剧《齐风·甫田》等，无不直接取材于当地
历史文化故事。更可贵的是，这些剧目并未
简单从齐鲁文化资源中寻找故事，更注重
挖掘优秀的思想内涵。《茶壶就是喝茶
的》给人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钱再多也
没有亲情重要”，这也是齐鲁文化重情重
义的内涵所在。吕剧《回家》表达的主题
层次丰富，其中对亲情的表达和对诚信的
歌颂，尤其打动人心。

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创新精神。创新是
很不容易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
流”，“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个
把字、两句诗的创新都如此，何况一台大
戏！然而这次展演中，创新给人带来的新
鲜和惊喜无处不在。如济南市京剧院排演
的京剧《孔母》，取材是孔子故事。孔子
的故事并不新鲜，仅就一个孔子像，就有
N个版本。但《孔母》的故事未落俗套，
前半段的叙述，完全就是一个“恋爱”女
追男的版本。孔母颜徴在，因为敬佩叔梁
纥力举城门拯救鲁军的壮举，以为“奇哉
伟哉壮哉”，遂决定不顾年龄差距，以青
丝之身嫁白发之老。倒不是说因为说了一

个“女追男”的故事，整台戏就有新意
了，而是因为整个故事的视角和解读非常
具有现代观念，女子择婿，未囿于世俗偏
见或常人浅见，而是以其品质等作为价值
判断标准，老戏自然就唱出新意来了。

感受到中华美学精神的简约之美和写
意之美。中国戏曲讲究简约，以有限表达
无限，如同精美的草书，笔缺而意连。中
国戏曲也讲究写意，如给画之写意，竖画
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
远。如此，给人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
的含蓄蕴藉之美。不过，也曾经有一段时
间，舞台艺术也以大投入、大制作、大场
面为时尚，舞美设计之豪华令人叹为观
止，有的道具甚至要用几辆大型卡车运
输。参加这次展演的剧目，基本可以用简
约来概括，舞台设计都比较简约，然而虽
简约但不简陋，虽简约而气完神足。如京
剧《孔母》中，孔母颜徴在与马僮牧儿前
往叔梁府的过程中，有牵马拉车、上轿过
桥的情节，尽皆以京剧的程式去表现，极
富表现力又极富美感，尤其两位演员的配
合非常娴熟又非常默契，更添几份韵致。

此次展演，令人惊喜之处当然不止于
此。比如，年轻演员的成长，地方小剧种
的快速发展，灯光舞美等行当的明显进步
等等，都可圈可点。近几年来，山东戏曲
沉潜心境，灌溉根本，才有了今天戏曲园
地的花繁叶茂。相信随着进一步蓄力，厚
积而薄发，山东戏曲即将迎来又一个艺术
精品井喷的高峰期。

■记者手记

浮躁散尽见精神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0月16日至17日，由济宁

市山东梆子剧院创作演出的山东梆子大型现
代戏《河都老店》在济南参加第十届山东省
文化艺术节新创作优秀剧目展演。玉堂酱园
的老大门、酱油缸、济宁当地的祭河神舞，
充满济宁元素的“本土事、本土戏”让观众
大饱眼福。

《河都老店》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依托运
河之都博大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由济宁玉
堂酱园的真实发展经历提纯与改编，试图借

助这个苟活于乱世的中国民族企业艰难成
长、渐次成熟的故事，展示其经营之道、生存
理念、人文精神及民族节操。济宁市山东梆子
剧院业务经理吴肖华对记者说：“《河都老店》
将济宁人民的爱国精神和运河之都传统文
化，与运河、酱园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民俗
风情相融合，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舞台上。”

“一个具有200多年历史的酱菜园，经
历抗日战争这段历史而浴火重生，这为《河
都老店》这部梆子戏提供了丰厚的历史素
材。这部戏不仅是讲一个历史故事，更是在

讲述以老店人为代表的全民族坚忍不拔的精
神。”《河都老店》导演赵伟明说。

《河都老店》的演出现场，结合酱菜生
产过程，配上动感的号子，一曲酱菜号子舞
引得台下掌声不断。赵伟明告诉记者，这是
这部戏探索梆子戏创新的一个尝试。“山东
梆子戏在当下要随社会的变迁而创新，在整
部戏中，除了将梆子传统表现形式与现代舞
台技术相结合，让舞美灯光设计与故事背景
深度契合之外，让梆子戏的表现形式借鉴现
代舞蹈、音乐等方面的元素也是我们所尝试

的。”吴肖华告诉记者，梆子戏现在面临的
问题是坚守与创新，坚守自己固有的元素，
创新吸引更多的粉丝。在《河都老店》的换
场，就大胆使用了通俗歌曲，许多新戏迷感
觉到梆子戏好听，老戏迷感觉到了新鲜。

据了解，该剧在去年入围“山东省舞台
艺术精品工程2014—2015年度初选剧目”。
历经重新打磨提升，今年6月重新登上舞
台，并参加“山东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优秀剧目展
演”活动，受到了一致好评。

本土事，本土戏，传统表现形式与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

梆子戏《河都老店》好看又新鲜

《风筝》剧照。 □赵金怀 报道

美育教育培训师研讨会举行

□薛伟伟 阎丙荣 报道
本报高唐讯 “竹板一打连声响！我把往事讲一讲：

九一八攻占了东三省，东北人民遭了殃……”近日，81岁
的高唐县琉璃寺镇南郭村老人郭长红在该镇群众文艺表演
活动上表演的快板感动了现场群众，郭长红老人把自己年
轻时在哈尔滨亲眼目睹的事情编成了快板，既展示了自身
的才艺，又教育了后人。

郭长红是琉璃寺镇文艺人才库中的中坚力量，今年，
该镇通过比赛选拔出60名农民文艺骨干建起了文艺人才
库，成立了三个庄户剧团。依托良好平台，琉璃寺镇涌现
出了以歌舞闻名的营坊村、以戏曲突出的小范村、以书画
诗词著称的秦庄村等多个各具特色的文化名村。

文艺人才是丰富和提升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力量
源泉，高唐县加强文艺人才管理，陆续在各镇街成立文艺
人才库，总人数过千人，并实施动态管理，随时增添新生
力量，使文艺人才队伍更具生机活力。

高唐县对各类文艺人才的资源储备、需求等进行调
研，通过举办海选比赛确定入库人选，并对入选人进行培
训，每月举办一至两期培训班，今年新发现和培养文化带
头人和文化中心户60多个，新组织业务文化队伍60多个，
全县新创作文艺作品300多件。并为全县282个村赠送了锣
鼓、音响等文化活动器材，解决了群众文化活动缺乏器材
的难题。

通过参加活动，文艺人才库中有百余人成长为“草
根明星”。同时，该县还开展送戏下乡活动，聘请省、
市剧团送戏到镇进村，不仅让群众在家门口可以看大
戏，还为文艺人才提供了学习机会，今年送戏下乡已达
40场次。

高唐建起“文艺人才库”

□胡兆雪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0月31日下午，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敬

一丹将携新书《我遇到你》，在山东书城与泉城广大读者
见面并举办新书签售会。

敬一丹是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曾担任《焦点访谈》
《经济半小时》《东方时空》和《新闻调查》等栏目的主
持人，她主持的节目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今年退休后，
敬一丹将其在央视多年的工作经历用文字的形式呈献给读
者，分享她在央视《焦点访谈》《感动中国》《一丹话
题》的工作历程和心路体验，以及在全国各地采访做节目
时刻骨铭心的经历。

敬一丹将来济签售新书

□胡兆雪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山东省美术馆、山东省图书馆、山东

艺术学院科研处主办的“画话——— 李百钧绘画故事”主题
讲座，将于10月31日在山东省美术馆学术报告厅举办。此
次主题演讲由山东省新年画和装饰绘画代表性人物之一的
李百钧教授主讲，届时还将同时发布山东艺术学院校史研
究专项成果《画话——— 李百钧绘画故事》。

据介绍，“画话——— 李百钧绘画故事”巡展将随后在
济南、青岛、烟台等地举行，展出李百钧创作的《芒种时
节》《女炮兵班》《燕子姑娘》《沂水情》《母与子》以
及《中国娃》《日子平安》《和祥玉洁》等部分代表作
品。

李百钧绘画故事讲座将举办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10月24日，“俄罗斯列宾美院油画展——— 我认识的中
国”在青岛如是书店开展，展出油画作品近40幅，多数为
近些年俄罗斯画家在中国时画出的作品，其中，俄罗斯列
宾美院油画画家亚历山大·秋文、马克西姆·马尔古诺夫等
人，带来了青岛题材的作品。

俄罗斯列宾美院油画展在青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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