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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创新是最好的传承与坚守

●“传统戏曲的‘通病’在于节奏慢、时代远、故事
情节单一。现代观众已习惯于欣赏节奏快，故事复杂且在
情理之中的作品。黄梅人要走上一条维新之路——— 传承黄
梅戏的经典唱腔，运用现代的艺术手段，力争‘一戏一
格’。”

——— 安徽省安庆再芬黄梅艺术剧院院长韩再芬说。
“创新首先应该体现在原创剧本这一剧之本的重视程度
上。近年来再芬黄梅推出的多部大戏均为原创，故事有时
代感，接地气。一桌二椅的舞台呈现、三打七唱的表演形
式，这些略微单调的老传统都有创新的空间。传承不是一
味地照搬，更应在戏曲表现形式上下功夫，让戏曲更好
听、更好看。一部成功的戏曲就像一张纸币，一面是艺术
的高雅程度，另一面是普通观众受欢迎的程度，这两面缺
一面都是假币。没有观众来看，戏曲再高雅也没用，只是
孤芳自赏；只顾商业而不顾艺术质量，用低俗来吸引某些
观众，伤天害理。”

出版社要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图书

●“做好文化传承和文化传播，始终是出版人的追
求。对于文化企业来说，所谓社会责任就是多出书、出好
书，多出引导人民健康向上的好书、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书。我们不求数量，而是讲质量，把我们的每一本
图书都做好，根据读者需求，出版他们需要的图书，以此
来履行我们的社会责任。”

———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樊希安说。
“出版社如何平衡严肃文学、学术著作与商业化畅销书之
间的关系，是出版人共同面临的课题。出版社追求的是文
化传承，出版对人有用的图书是我们的基本追求。有的出
版人天天追求所谓的图书销量，制造热点话题，我觉得这
不是出版人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要把重点放在传授知识
上，给读者提供最有价值的图书。”

中国电影还需“内外兼修”

●“电影不能成为市场奴隶。，‘唯市场’‘唯票
房’论的背后，是资本对电影创作的挤压。”

——— 中国电影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康健民说。“中国电影
到了苦练内功的时刻。电影毕竟是艺术，需要遵循艺术规
律。中国电影市场直面好莱坞的冲击，首先必须进行精品化
发展，电影企业不能被资本绑架。练好内功，追求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同时，中国电影还要为“走出去”做足
准备，如不断提升电影科技水平，用技术支撑市场，以市场
培育影片，加强与世界不同文化交流对话的能力。”

（孙先凯 辑）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11月7日下午3点，两岸领导人在新加
坡完成了“世纪之握”，成为全世界瞩目
的焦点。有关祖国宝岛台湾的话题引发广
泛关注，山东与台湾之间密切的交流也为
大家津津乐道。近年来，鲁台文化交流越
来越密切，内容越来越丰富，在民众中的
影响也越来越广泛。仅今年以来，省文化
厅联合省台办等，鲁台文化交流就屡有
“大手笔”之作，无论是交流的层次、规
模、内容以及影响之深远，都提升到一个
全新高度。鲁台双方在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又具有文化深度的交流中，共同呵护中
华文化之根，对扩大两岸共识、增强双方
民众的心灵契合，也发挥着独特而积极的
作用。

11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新加
坡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一道，为新加坡中国
文化中心揭幕。中国文化中心的设立是中新
文化交流迈出的重要一步，将为中华文化在
新加坡的传播提供良好的平台和窗口。据介
绍，2016年山东省文化厅将与新加坡中国文
化中心开展全年合作，举办“2016新加坡·
中国山东文化年”，这也是我省继“2014埃
及·中国山东文化年”、“2015泰国·中国山
东文化年”之后举办的第三个山东文化年活
动。

非遗展演，老乡见了泪汪汪

今年春节期间，我省的60多个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近两千件作品专程到台湾展出，
受到台湾民众的热捧。省文化厅对外文化联
络处处长文善常亲身感受了热烈的氛围，
“台湾民众对山东丰富多彩的非遗产品和传
承人的精彩技艺赞不绝口。特别是那些山东
老乡，看到长久未见的家乡物品，听到浓浓
的乡音，倍感激动和亲切，真的是眼泪汪
汪。”

由山东省文化厅、省台办主办，山东省
文化馆、中华艺术馆承办的“喜洋洋·迎新
年——— 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展”，1月27日
至2月9日在台北中华艺术馆举行。每天都吸
引着数千台湾观众参观。

我省非遗项目众多。目前，山东入选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8
项，国家级代表性项目名录173项，省级代
表性项目名录555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60
名，省级传承人333名。

这次展览共展出木版年画、剪纸、琉
璃、刻瓷、面塑、鲁锦、彩印花布、黑陶、
柘沟澄泥砚、青州红丝砚等60多个非遗项目
近两千件作品。尤其让大家感兴趣的是，济
南葫芦雕刻、济南皮影、鲁派内画、淄博刻
瓷、潍坊风筝、潍坊布玩具、胶东花饽饽、
肥城桃木雕刻、莱芜锡雕、郯城木旋玩具、
菏泽工笔牡丹等15位非遗传承人在现场展示
和制作，更是吸引了众多游客围观。

台湾海基会原董事长江丙坤说：“希望
山东多到台湾举办这种民众喜闻乐见的活
动，增进两岸同胞心连心，共同为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奋斗。”

期间，还成功举办了鲁台两岸文化创意
产业合作交流会，双方就有关项目开发达成
了初步意向。

今年6月22日，作为第21届鲁台经贸洽谈
会专题活动，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合作研讨
会”又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举行，双方一致
认为，山东与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合作空间广
阔，合作潜力巨大，希望双方能分享经验，
共享机遇，务实合作，共同拓展鲁台交流合
作新领域。

音乐会画展，传统与时尚辉映

“两岸一家亲·国乐率先行”。8月14日

至21日，山东爱乐民族乐团赴台湾，举办民
族管弦乐专场音乐会暨文化交流活动。

在台湾基隆市艺术中心举行的首场演出
中，山东爱乐民族乐团70位艺术家与台湾49
位国乐艺术家同台交流，联合演出两岸经典
国乐曲目。

这也是山东爱乐民族乐团首次亮相宝岛
台湾。开场一曲《庆典序曲》，欢快热烈的
旋律，让演出现场变成了欢乐的海洋。民族
管弦乐合奏《阿美族舞曲》，笛子独奏《牧
民新歌》，琵琶演奏《十面埋伏》，以及山
东传统民间曲目唢呐独奏《打枣》等演出，
音乐纯朴自然、旋律韵味浓郁，充分表达了
“好客山东”的淳朴情怀。音乐会下半场，
两岸119位音乐家联袂演绎台湾国乐大师董
榕森、郑思森的经典民乐《梅》、《松》、
《阳明春晓》及两岸共同喜爱的《花好月
圆》等作品，再次让现场气氛不断掀起高
潮。

山东爱乐民族乐团还分别与中华国乐
团、新北市永和国乐团、财团法人雨阳文教
基金会葫芦丝与丝竹乐团、基隆市前市立国
乐团、台南艺术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国乐
团、台中丰原国小原韵丝竹乐团等单位进行
国学、国乐的文化艺术交流。在这些交流活
动中，艺术家们用格调高雅、创意美好的一
次音乐之旅，沟通了两岸音乐人对国学、国
乐的传承与期待。

9月26日，在台北101大厦32层中华艺术
馆举办的“海峡两岸写实油画展”，展出鲁
台两地60多位艺术家的近100幅写实油画作
品，向台湾民众展示了一个关于乡土风情和
现代文化交融的艺术盛宴，同样受到当地民
众的热烈欢迎。另外，“神话·童年·春
天——— 山东剪纸艺术交流展”与“海峡两岸

写实油画展”同时开幕，展出山东剪纸艺术
家卢雪的作品200余幅。

台湾相关方面特别表示，经贸交流是手
牵手，文化交流是心连心。希望两岸多走
动、多交流，通过交流增进了解，扩大共
识，推动两岸人民心灵的契合。

藏品捐赠：展示两岸情深

6月18日上午，台湾伯夷艺术馆馆长许
伯夷、台湾山东日照同乡会理事长贺郁芬
捐赠抗战文物仪式，在山东博物馆举行。

许伯夷先生出生于台湾高雄，祖籍福
建泉州，是台湾著名企业家、慈善家和收
藏家、艺术家。许伯夷曾旅居日本多年，
搜集了大批中国抗战时期日本出版的图书
资料。许伯夷得知山东征集抗战文物，即
与山东博物馆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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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捐赠的全部为日文资料，其中
《历史写真》出版发行于“昭和三年”
(1928年)，为月刊，共十二本。书中详细介
绍了侵华日军的战况，“六月号”刊登了
十余幅日军占领济南城的黑白照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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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剪报》为日本出版发行报
刊剪报的影印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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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郁芬女士的父亲为民国华北船王贺仁
菴。1937年8月日军集结在青岛外海，封锁了
青岛外海所有的航道，贺仁菴毅然将商轮七
艘凿沉，堵塞胶州湾航道阻止日军进犯。贺
郁芬女士捐赠的文物资料中，《青岛沉船位

置图》系“昭和九年”(1934年)日方绘制的
青岛海港图，图上标记的“圆点”便是贺仁
菴沉船的位置。这件文物保存状况良好，弥
足珍贵。

9月28日，许伯夷捐赠百年前国际版画
及文物等藏品予山东省文化厅签约仪式在高
雄举行。根据约定，许伯夷先生捐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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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藏品予山东省
文化厅，并由山东美术馆永久收藏。许伯夷
先生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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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
美术馆、博物馆有意愿，我都可以捐出
去。”

11月28日，许伯夷还携108件个人艺术作
品来山东，在山东博物馆举办了《许伯夷和
他的世界》展。

另外，8月8日，在山东博物馆举办了
“赤子心·故乡情”——— 姜一涵书画作品捐
赠暨《姜一涵书画艺术展》开幕仪式。姜一
涵先生是山东籍台湾著名学者、书画家，
1926年出生于山东昌邑，因在书画上的成
就，被誉为“东方的毕加索”。展览从姜一
涵先生捐赠给故乡山东的300余幅书画作品
中精选90件/套代表作进行展出，作品的创
作年代从1967年延续至2015年，较完整地反
映了姜一涵先生几十年艺术生涯的思考轨迹
和累累硕果。

姜一涵先生表示，很高兴在有生之年
将自己的作品捐赠给家乡，并通过举办展
览跟家乡人民分享自己在艺术道路上的感
受。他表示，今后会继续向家乡捐赠书画
作品，并希望能举办更多更好的展览回馈
桑梓。

鲁台文化交流频出大手笔
共同呵护中华文化之根，增强双方民众的心灵契合

□ 孙先凯

暑期回家，晚上乡村文化广场上前来
散步、健身、跳广场舞的人三五成群，好
不热闹。人数最多、最热闹的当属广场
舞，在领队的带领下，随着红遍大江南北
的歌曲翩然起舞，怡然自乐。作为广场舞
“领队”的阿姨，时不时督促她的队员去
练舞，有时还张罗着为舞蹈队增添点设
备，还积极准备着参加市里的广场舞大
赛，俨然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广场舞能
人。

前面提到的这位热衷于广场舞事务的
阿姨，义务承担起了组织文化活动的任
务，可以说是诸多基层文化志愿服务队伍

中的一员。有业内人士表示，这些基层文
化志愿者所发挥的组织、引导文化活动的
作用值得肯定。“他们补齐了公共文化服
务在政府和群众之间可能存在的差距，带
动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活动和设施利用效
率的提升。”

今年6月，我省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中明
确提出，要大力推进文化志愿服务。“坚
持志愿服务与政府服务、市场服务相衔
接，努力构建参与广泛、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机制健全的文化志愿服务体系。”
据了解，截至去年年底，我省存在县以上
文化志愿者组织机构334个，注册文化志愿
者23万余人，服务群众1700余万人次。我
省3个单位被评为全国文化志愿服务组织工
作优秀单位，6个文化志愿服务项目被评为
示范项目。

每逢去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采
访，笔者经常能够遇到牺牲自己休息时间
前来维持秩序、义务服务的志愿者们；也

曾经采访过“背着干粮为孔子打工”，在
泗水县推广乡村儒学的尼山圣源书院的一
群学者。笔者深切感受到他们对文化工作
的执着热爱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他们很多
人是普通的职员、学生、教师，知道群众
最想要、最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文化服务。
在他们看来，可以为面向群众的公共文化
服务发挥他们的一些专长，贡献一点力量
是最好不过的了。笔者认为，他们的这种
“发现需求”、“提供精准服务”的功能
正是弥合“志愿服务、政府服务和市场服
务”三者最好的粘合剂。在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中，尤其是在文化服务专职人员
紧缺的基层，在文化服务需求相对集中的
学校、企业中，鼓励、挖掘、培养一批文
化服务志愿者，可以以公益的力量弥补公
共文化服务中的政府和市场的缺失。

在去年的采访过程中，邹城市招聘广
场舞辅导员的活动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
象。市文化馆面向全市海选优秀广场舞领
舞人才，通过考核并经过进一步培训成为

一名广场舞辅导员后，派驻到各个乡
镇、社区进行广场舞的辅导工作。政府
给予这些广场舞辅导员一部分资金的支
持，解决了广场舞辅导员交通、伙食等
方面的开支。在笔者看来，这种做法已
经类似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
服务。有时候提起志愿者我们更多想到
的是“义务”、“公益”。有专业人士也
指出，“给予志愿者一定的资金、荣誉
的支持能更好地调动志愿服务的质量和效
率。”文化志愿服务固然是一种自发的公
益行为，但如何调动志愿者的积极性、发
挥他们的专业特长还需要有一种组织的
“艺术”。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在一定
时期和环境中可能存在“政府缺人”、
“市场逐利”的缺憾，文化志愿者的活动
恰好存在“有人”和“公益”的优势。在
一定条件下给予文化志愿者一定的精神抑
或物质的支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不让
他们寒心，岂不是更好？

如何艺术地调动文化志愿者的积极性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智峰 报道

11月6日，东营市东营区第三中学小学部戏曲兴趣小组的学生们正在进行带妆彩排，戏曲装扮的学生们争相亮出自己的“拿手手好
戏”。该校把京剧、吕剧等传统戏曲引进课堂，提高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保护和传承传统戏曲精粹。

带妆彩排看我的！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山东省委、省政府援疆工作

部署，大力弘扬齐鲁文化，进一步促进鲁喀两地文化交
流，日前，省文化厅组织山东文化交流慰问团赴新疆喀
什，开展考察慰问演出和文化交流活动。这也是“齐鲁文
化喀什行”的一项重要内容。

麦盖提县是刀郎文化的发源地，民俗文化资源丰富，刀
郎木卡姆、刀郎麦西热普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人类
非遗代表作名录。此次我省援疆文艺演出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包括传统戏剧、传统音乐、曲艺、游艺等节目，与喀什
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同台演出，为山东援疆干部以及当地
民众送上丰盛的文化盛宴，促进了两地优秀文化的交流。

泽普县是喀什市下辖的一个县，维吾尔语为“漂着金
子的河”，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在这里，山东文化
交流慰问团考察了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和文化资源共享
工程，学习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先进经验。

英吉沙县有“中国达瓦孜之乡、非遗古镇”之美誉，是南
疆地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多的县之一。围绕着英吉沙
县国家级非遗名录传统手工小刀制作技艺、模戳土布印花、
模制法土陶烧制技艺的传播传承，山东文化交流慰问团与
当地非遗项目保护单位、非遗传承人进行了深入交流。

此外，山东文化交流慰问团还先后在岳普湖县、英吉
沙县、疏勒县，为驻地山东援疆干部举行慰问文艺演出，
并举办书画交流活动。在刀郎文化民俗馆，我省书画艺术
家与麦盖提县的农民画家举行交流笔会等活动。

省文化厅代表团

赴喀什进行考察交流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11月6日至8日，中德艺术家作品联展在青岛出版艺术

馆举行，展览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画家画青岛为主
题，展出近30位中德艺术家的上百幅作品，让观众感受到
德国艺术家“新表现主义”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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