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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君

璀璨夺目的珠宝、栩栩如生的木雕、雍容华贵的服
装、豪放苍劲的书法、大胆设色的画作……11月28日，台
湾当代著名艺术大师许伯夷将携108件个人艺术作品来山
东，在山东博物馆举办《许伯夷和他的世界》展。

许伯夷祖籍福建泉州，生于台湾高雄，70年代白手起
家，涉足房地产业，积累了雄厚财富。在经商巅峰时毅然
淡出，游历了上百个国家。游历的感悟激发了他的创作灵
感，由此踏上艺术收藏及创作之路。他的艺术作品经常在
两岸多地及海外展出。

三年前，与省台办接触后，许伯夷开始了与山东的密
切联系和互动，曾率团来鲁出席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如今
已是山东文化界的老朋友。

“山东让我感到特别亲切，所以这一次将如此大规模
的展览设在山东。”许伯夷告诉记者，为了办好这次展
览，他策划准备了长达两年之久，在已有作品的基础上，
还专门为山东打造了新的作品。

据了解，此次展览涉及珠宝、书法、绘画、木雕、服
饰等五大系列作品，其中珠宝42件、书法28件、绘画10
件、木雕4件、服饰24件。

“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两岸一家亲，血脉相
连，文化也相连，华夏文化的根在两岸民众心中。希望能
够通过这样的展览，进一步增强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加
深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许伯夷说。

20世纪70年代旅居日本期间，许伯夷收集了大批中国
抗战时期日本出版的图书与照片等珍贵资料。去年，中
国侨联公开向全球华侨华人征集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
的罪证史料，许伯夷决定把自己收集到的侵华罪证史料
全部捐赠出去。日本方面得知后曾先后两次派人找到许
伯夷，开出非常优厚的交换条件，想把这批珍贵资料运
回日本，但都遭到许伯夷的拒绝。今年3月，中国侨联
派专人飞往台湾，在许伯夷的收藏中甄别挑选出一批珍
贵史料运回。

许伯夷收集的资料中，出版发行于“昭和三年”
(1928年)的12本《历史写真》，详细介绍了侵华日军的
战况，“六月号”刊登了十余幅日军为出兵山东所做的
准备、日军部队出发及侵占济南等历史照片，其中六幅
照片真实地记录了日军在济南“五三”惨案中犯下的罪
行，每幅照片均附有日文图注。日本出版发行报刊剪报
影印版《抗战剪报》，详细记录了日军侵占禹城、鹊
山、临清、临邑、晏城、齐河，轰炸长清，包围济南城的
情况。

得知山东征集抗战文物，许伯夷立刻与山东博物馆联
系。今年6月，许伯夷自愿将102件与抗战有关的图书、影
印资料无偿捐献给山东博物馆，由山东博物馆永久收藏。

“我搜集的这批资料是从日本角度写的战争，其中有
很多关于山东的报道，对山东意义非常大。捐赠出来是为
了更好地发挥它们的史料价值。”许伯夷告诉记者，“我
想把与山东有关的资料都留给山东。”

在台湾高雄，许伯夷修建的“伯夷山庄”收藏了世界
各地大小文物超过10万件，是台湾知名的“民俗博物
馆”，成为许多大陆文化人士到台湾的必访之地。

今年9月28日，许伯夷与山东省文化厅签署捐赠协
议，将70件版报、27件带框版画、204件单页版画、69件建
筑类版画、27件硬纸板类版画、6件版画海报，以及25件
国画，共计428件藏品捐赠给山东省文化厅，并由山东美
术馆永久收藏。10月21日来山东访问时，他又带来了41件
自己收藏的版画，再次捐赠给山东美术馆。

“我特别钟爱山东。这些年我收藏了一些东西，只要
山东有意愿接受，我都可以捐出去。”许伯夷说。

据了解，许伯夷捐赠的这些藏品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
和研究价值，集中反映了百年前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不
仅可以让人了解当时的艺术特色、艺术语言，而且对当时
社会风俗人情等研究有很大帮助。这些藏品将进一步丰富
山东美术馆的馆藏作品体系，对收藏、展示、研究等工作
起到有益的推动作用。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10月29日，代安峰带着一套公司PPT材
料，参加山东省首届小微文化企业投融资活
动项目路演。他是曲阜市琉璃瓦厂的办公室
主任，琉璃瓦生产技艺去年刚刚被列入国家
级非遗名录。他说：“目前我们公司也不是
急缺钱，参加路演主要还是想展示一下自
己。当然，如果能在这里遇到合适的战略合
作伙伴，那再好不过了。”

由省委宣传部、省财政厅、省文化厅和
莱芜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山东省首届小
微文化企业投融资路演暨文化项目推介活
动”，10月29日至30日在莱芜市举行。这次
活动吸引了210多家文化企业参加，10多家金
融投资机构也前来寻找值得青睐的投资对
象。他们中间，有像代安峰一样不怎么“差
钱”的，也有手头急用钱的，还有一群手上
有钱不知道往哪里投的金融投资代表，大家
关注的，其实还不仅仅是“钱”。

互联网+，到底“+”什么？

在这些小微文化企业的路演中，“互联
网+”是热词。对于到底“+”意味着什么？
到底要“+”什么？大家莫衷一是。

山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带来的“山东省
文化产业信息服务平台”，计划融资500万元，
被描述为一个基于“互联网+”的文化科技创
新产品。该公司总经理林凡军说，“这是我们
与浪潮公司合作开发出的一个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互联网+’科技创新综合服务平台，集
文化产品在线交易、文化项目线上投融资撮
合、文化专业人才在线交流、文化版权线上
确权登记和交易四大文化领域。”

中国传统文化5D体验馆连锁项目，计划
融资2000万元，首期300万元，拟通过“股权融
资+银行贷款+众筹”方式进行。这一项目由济
南泺尚有道规划咨询公司推出，公司工作人
员周鹏飞介绍说，项目具有“互联网+文化”资
源共享的优势，以传统文化资源为核心，同步

打造线下实体馆、线上虚拟馆，并开展高科技
的互动体验。“‘快乐体验’替代‘死板说教’，
以展示文化魅力、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为出
发点，能在多个年龄阶层提高持续消费粘
性，实现体验极好的N次消费。”

菏泽鯊动力文化传播公司寻找投资的项
目是“瓜皮仔动漫产业开发”，更是瞄准
“互联网+”。该公司推出了中国网络知名
动漫形象瓜皮仔，通过四年互联网瓜皮仔形
象表情、漫画、短篇传播，具备了一定的影
响力，这也是该项目具备的特殊优势。他们
希望通过1500万元的融资，打造“中国乃至
世界的动漫婴童用品品牌”。

把款贷给你，你怎么还？

项目路演现场，除了路演代表登台介绍
项目情况，还专门设置了专家点评环节，与
项目负责人进行互动交流。这些专家都具有
项目实际操作经验，他们的询问与点评，对
首次参加这种投融资路演的项目企业来讲，
也非常有助益。

山东儒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路演的项目
是“书画艺术品互联网平台的搭建”，拟融资
金额500万元。这一项目主要是对优秀艺术
家、艺术品进行推广和营销。同时，还计划建
设“儒商艺术品超市”。该公司路演代表姜丙
阳介绍说：“艺术品超市经营模式，类似普通
生活用品超市，所不同的是艺术品超市里的
每一件商品都是儒商独家订制‘生产’的产
品，哪怕是普通的笔墨纸颜料。其次，艺术品
超市销售的每一件艺术品在一年之后都可以
回购或等价调换超市里其他产品。”

儒商传媒董事长许济表示，艺术品超市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保真”，避免买到假货
赝品，“超市保证每一个周末都有书画家、
工艺美术家、茶艺花道师、音乐家与客户互
动，为客户现场制作艺术品或共同创作艺术
品。”

作为专家点评团队的成员，山东一家艺
术品投资公司的副总经理王宁表示：“项目

很亲民化，能让公众有机会亲自体验艺术品
创作过程，但在运营模式、投资模式方面，
还需要更具体化、清晰化，以便感兴趣的投
资者透彻了解，这样才能产生投资冲动。”

来自济宁的山东豆神动漫有限公司，拟
为《龟兔赛跑后传》项目融资1200万元。中
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小企业部经理霍吉海
问了一个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动漫从
制作到播出，时间跨度一般很长。假如公司
贷款一年，那么到期后会通过何种方式偿
还？”豆神动漫董事长赵立军介绍说：“这
个问题我们有充分考虑，否则也不敢轻易谈
到贷款。公司目前收入稳定，并且稳定增
长，这方面不存在问题。另外，通过设计相
关动漫视觉形象，使用到银行的宣传手册、
微场景当中，也可以作为一种回报收入。”

手里有钱，到底该往哪里投？

在这次活动中，有一张外来面孔格外受
关注，就是重庆文化创意股权投资基金的总
经理孙伟。这家公司投资猪八戒网等文创企
业，目前有来山东发展的意向。孙伟也表
示，借这次小微文化企业投融资路演暨项目
推介活动的机会，先来了解一下情况，看看
山东有没有合作的机会。

省文化厅文化产业处处长王涛表示：“这
家文投基金除投资创意策划平台类项目外，
目前有进行项目投资的想法，所以特意邀请
他们参加活动。如果在山东达成合作意向，说
不定可能产生‘鲶鱼效应’，激荡我省文化企
业、金融投资企业的投融资理念。”

在专家看来，目前的文化企业投融资方
面，不仅企业的融资理念需要调整，金融投
资机构的投资理念也需要改变。手里有钱，
到底该往哪里投？现在资金投入大多集中在
生产端，过于关注企业的生产能力、生产水
平，相对忽视了消费端。如果产品卖不出
去，销路不畅，那资金使用效益肯定也会大
打折扣。

而目前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手里缺

钱的，不知找谁融资；而手里有闲钱的，又
不了解哪里有真正的投资目标。王涛说：
“举办这种路演活动，主要就是搭建一个对
接平台。”

就这次活动来看，还有一个不关乎
“钱”的意外收获。虽然主要是为文化企业
与金融投资机构间搭建一个对接平台，但很
多企业借机达成了合作意向。比如，像曲阜
市三孔旅游服务公司等多家前来参加活动的
企业已经明确表示，将把产品信息展示到山
东省文化产业信息服务平台上。

■相关链接

小微文化企业

投融资路演
今年1月，举办了全省文化金融合作推

进会，这是我省召开的首次文化金融合作的
专题会议。会上共有286个文化类企业和文
化项目与金融机构达成合作意向，支持意向
金额112 . 2亿元。其中，12个重点文化产业项
目进行了现场签约，签约额25 . 54亿元。

目前，我省用于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省
级专项资金每年2亿元。山东省文化发展投
资基金总规模10亿元，首期募集资金2 . 75亿
元。2014年针对小微文化企业专门实施“金
种子”计划。截至今年上半年，山东省文
化、体育和娱乐业贷款余额170 . 4亿元，较年
初增加22 . 7亿元，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为文
化的繁荣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我省还积极推动文化企业上市融资。目
前我省文化企业上市后备资源库储备了50余
家企业，均在“新三板”或齐鲁股权交易中
心挂牌。

这次活动也是继文化部小微文化企业投
融资路演系列活动山东站后，全国首个举办
小微文化企业投融资路演的省份。以后还将
定期举办。

小微文化企业，缺的仅仅是钱吗？
手里缺钱的，不知找谁融资；手里有闲钱的，又不了解哪里有投资目标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乡村变城镇，瓦房变楼房。随着城镇化进
程的加快，传统的乡村和乡村生活正在逐渐
消失。我们对于乡村的记忆将归于何处？今
年，山东省启动的县及县以下历史文化展示
工程，为此找到了答案。据了解，今年，山东省
全面启动县及县以下历史文化展示工程，充
分运用公共基础设施，统筹全省县史、镇史、
村史、红色文化、传统特色文化等历史文化资
源，完善县乡村三级历史文化展示体系。

近日，记者从调度、部署全省县及县以下
历史文化展示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今年，省级
财政将安排5250万元资金补助99个县(市、区)，
进一步推进县及县以下历史文化展示工程。
目前这笔经费已到位，并划拨到市一级，全省
县及县以下历史文化展示工程正稳步推进。

为后人留住乡愁

入口有“耕读世家”匾额，院落中有石榴
树，堂屋室内正对门口挂有中堂，室内有长条
几和八仙桌，墙上挂有《弟子规》和《朱子家
训》……这样一个传统的鲁南民居院落构成
了临沂市罗庄区盛庄街道办事处十里堡社区

“乡村记忆馆”的主体。2013年底，十里堡社区
在原有村史馆基础上建设“乡村记忆馆”，介

绍本村历史沿革的同时，对当地衣食住行等
民俗进行展陈。

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十里堡，如今已经变
成了规划整齐、楼房连片的新型社区。“我们
小时候的乡村模样已经完全变了，很多年轻
人对过去的乡村生活完全没了概念。搬进新
社区，居民突然感觉没了根。”十里堡社区居
委会主任吕全红说，“我们就想通过乡村记忆
馆来向后人展示我们的村史、村情，让老人能
有个地方回忆自己年轻时候的生活，也让孩
子们了解村史和传统文化。”

建在十里堡社区文化中心的乡村记忆
馆，与影厅、廉政文化长廊、夕阳红驿站、柳琴
剧团、孔子学堂、孔子文化广场融为一体。“在
这里看看老物件，和老街坊邻居聊聊家常，在
广场上跳跳舞，这里成为了社区居民休闲娱
乐的好去处，也是宣传孝敬老人、邻里和睦的
好地方。”吕全红说。

“如今，临沂市9个县已经全部确定了展
示场所，61个乡镇历史纪念室建成，90个村情
民俗展馆面向村民开放。”临沂市文广新局副
局长王兰峰介绍说，“这些历史文化展示场
所，能让老百姓对乡愁触手可及，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打造有特色的历史文化展示工程

早期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各类生产、生活
器物，黄河口民间草编技艺、佛头黑陶技艺、
黄河口桃木雕刻技艺、虎头鞋制作技艺、红光
祭海仪式、黄河口落子、垦利说鼓书、垦利东
路吼……一系列具有黄河特色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陈列在垦利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
馆中。作为县级历史文化展示工程，垦利县非
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融乡村传统、地方非遗
特色于一体。

在济宁市，邹城市看庄镇东柳村结合村
里柳下惠传说打造特色文化村居；香城镇石
古墩村结合村里人人会唱花鼓戏这一特色，
打造“梦回乡音，缤纷石鼓”特色村居；泗
水县泗张镇王家庄村深入挖掘村里剪纸、泥
塑等工艺，建立剪纸博物馆、民俗博物馆
等……

一批各具特色的历史展示工程也在各地
开花。在省文化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姜
慧看来，“山东各地有特色，处处有不同。县及
县以下历史文化展示工程不能千篇一律，要
根据当地情况展示当地现状概括、历史沿革、
风土人情、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特色历史文化
资源。”

建设当“因地制宜、整合资源”

农耕时空，耕种收藏、匠坊工科、非遗游

艺……一系列的展示在沂蒙山农耕博物馆中
展开。更难得的是，农耕博物馆一年能够接
待观众4万多人。原来，兰陵县将农耕博物
馆设立在了兰陵县国家农业公园内。“来农
业公园参观、体验的游客都能够免费进入沂
蒙山农耕博物馆。从中了解以前农业耕作的
历史，体验过去农耕的器具，还能欣赏‘十
里红妆’舞台上当地特色的柳琴戏演出。”
兰陵县文广新局局长王昌印告诉记者说，
“通过整合农业公园和农耕博物馆的资源，
既提升了农耕博物馆的利用效率，也为农业
公园增添了亮点。”

“建设乡村记忆馆，不宜太多。很多乡村
有着相似的地域文化，不能是村村都建，建多
了就会变得同质化，浪费资源。” 王兰峰表
示，“建好乡村记忆馆的目的是用好，这就要
在建设之前做好调研工作。在有资源条件、有
运营条件的地方建设，也可以在景区、综合改
造的社区适当建设。”

对此，省文化厅副厅长李国琳强调：“县
及县以下历史文化展示工程的建设要按照

‘因地制宜、整合资源、精心设计、稳步推进’
的原则，与博物馆、文化馆等现有设施、公共
文化服务设施、‘乡村记忆’工程设施等相结
合，尽量不新建设施、不搞大规模建设、不搞
重复建设，坚决杜绝浪费，积极稳妥加以实
施。”

我省县及县以下历史文化展示工程顺利推进

以历史文化展示留住乡情乡愁

□薄克国 李亚政 报道
10月28日晚，青岛理工大学第十四届外语文化节晚会举行，晚会以融合语言与文化为载体，师生们表演了歌曲《大中国》、诗诗歌朗诵《致

青春》、古典舞《国色天香》等节目，演绎中国情，领略世界风。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0月30日，济南市历下区

中小学生校外综合实践基地挂牌仪式在山东
美术馆举行。依照协议，今后，历下区综合
素质教育中心将与山东美术馆合作，利用美
术馆丰富的美术展品资源拓展中小学综合素
质培训课程。

揭牌仪式后，来自历下各中小学的240
名学生参观了山东美术馆。“国画讲究密不
透风，疏能跑马。从这幅画的海浪的紧密和
礁石的稀疏中就能看出画作严格遵循了这一
规则。”山东美术馆讲解员正在向来参观的
小学生介绍画家刘宝纯的一幅画作，“原来
国画中有这样的道道。”来自济南市甸柳第
一小学的冠国旭听后发出这样的赞叹。“今
天的参观让我们的心灵沐浴在优美的画海
中。参观学习的时间虽然短暂，但让我们在
近距离的艺术体验中学到了学校中接触不到
的艺术知识，拓宽了艺术视野。”参观结束
后，济南市甸柳一小的商艺馨告诉记者说。

据山东美术馆党总支书记柳延春介绍，
校外综合实践基地是近年来山东美术馆打造
公共教育活动的一部分。近年来，山东美术
馆成功打造了“服务学习基地”、“山东美
术馆美术大讲堂”、“山东美术馆对外培训
课堂”、“我们的手艺——— 创意体验坊”等
一系列艺术品牌。“为群众提供丰富的美术
教育、美术体验、美术互动项目和产品，让
群众接受美术教育和熏陶。”

历下区素质教育基地

落户山东美术馆

台湾艺术家许伯夷

将携作品来鲁展览

□李伟伟 薄纯民 报道
本报利津讯 11月3日，利津县汀罗镇光前村乡村剧

场上人头攒动，非常热闹，舞台上新编的扬琴戏《回娘
家》表演得有板有眼，引来群众阵阵掌声。村民李赞玉
说：“自从村里建起了乡村剧场，我们经常举办文艺晚
会，曲目都是大家伙儿自编自演的，农闲时也来这里跳
舞、健身，大家伙儿凑一块儿可高兴了。”如今在汀罗
镇，乡村剧场已成为活跃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阵地。

汀罗镇以发展群众文化为切入点，大力实施“文化活
镇、文明兴镇”工程，以改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为重点，
建设了农村文化大院、农家书屋、乡村剧场等活动场所，
初步形成了覆盖全镇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按照村庄分
布，该镇建设了7个乡村剧场，配套建有文艺排练室、化
妆室、服装室、文体广场和舞台场地，并安装了灯光、音
响、投影等，以便于开展小型多样、自娱自乐的日常群众
性文化活动。以乡村剧场为依托，该镇不断丰富文化服务
内容，提高文化服务质量，还经常开展文艺培训、道德讲
堂、公益文化宣传等活动，形成了“天天有活动、周周有
演出、月月有赛事”的文化氛围，促进了基层文化繁荣发
展。

乡村剧场搭起百姓舞台

□卢鹏 王军 报道

10月27日，惠民县李庄镇新兴小学的孩子们在学习戏
曲动作。该县加强对农村小学生的艺术启蒙教育，邀请乡
土戏剧演员走进课堂，传播戏剧文化知识，让学生们感受
传统戏剧文化的魅力。

戏剧教育走进农村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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