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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国鹏 实习生 胡兆雪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山东艺术学院推出的“山东历史名人

话剧系列”第三部作品大型原创话剧《东方朔》，11月11
日晚在山东艺术学院“艺术剧场”成功举行了首场演出。
该剧以别具一格的融歌、舞为一体的表演手段，立体地展
现了“智圣”东方朔这一历史人物的风采

这台话剧是省文化厅和山东艺术学院签署“共同推进
文化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下，由山东艺术学院、山东
省艺术研究院合作的第二部作品。12日至15日，该剧还将
连续演出4场。

“山作琴台月当烛，九万江河任我书，天生我材必有
用，入仕为民鼓与呼！”东方朔被称为“智圣”，是山东
籍的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他为“滑稽之
雄”。话剧《东方朔》遵循“大节重史，小节不拘”的历
史剧创作原则，依据东方朔的历史资料，选取了东方朔一
生中几个最精彩的片段，为观众呈现出一个与众不同的
“智臣”与能臣的形象。

担任这台话剧总导演的是山东艺术学院戏剧影视学院
编导系主任、教授王超，他也是“山东文化历史名人话剧
系列”的总编剧、总导演，此前已经成功推出话剧《管
子》、《李清照》。王超说：“作为系列的第三部作品，
《东方朔》七易其稿，在经过了前期讨论立项、实地考察
采风、数轮艰苦排练后，才终于登上舞台与观众见面。”

据介绍，全剧采用喜剧的艺术形式，以曲折生动的故
事情节，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别具一格的融歌、舞
为一体的表演手段，立体地展现了“智圣”东方朔这一历
史人物的风采。塑造了一个看似玩世不恭，实则足智多
谋，睿智超群的一代大才。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 人物简介 王志东，1961年生，现
任山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兼任山
东省文化经济研究会执行会长、山东省沂蒙
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山东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副主任、山东旅游研究中心主任。系山东省
首批齐鲁文化名家、省文化产业理论创新基
地首席专家、省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学科带头
人，曾主持《我国公共图书馆文化产业研
究》《我国文化市场立法研究》等多项重大
课题，出版专著、主编著作18部，发表论
文、研究报告120余篇，荣获山东省社会科
学重大成果奖、优秀成果一等奖。

作为一位长期从事我国文化建设和文化
产业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者，王志东曾这样谈
到自己科研工作的切身感受，“理论研究一
方面既是枯燥的、艰辛的，另一方面又是充
满挑战性和无穷精神探索魅力的。”“科研
工作既是苦中作乐，又是自得其乐，只有沉
浸在里边的人，才能真切体会到这份由衷的
甘苦”。看到坐在面前接受采访的这位标准
山东汉子，敦厚略黑的脸庞上一直挂着谦虚
自信的笑容，言谈举止间流露出淡清儒雅的
芬芳，又透着理论研究者的那份认真和执
着，有谁能够想到，这是刚刚为完成省里一
项重大文化建设项目而大病一场尚未完全痊
愈的一位文化专家，不能不令人感动和起
敬。

奉献边疆无怨悔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正是全民经商
热潮奔涌的时期，王志东积极响应党组织的
号召，克服孩子小、爱人身体有病的困难，
毅然踏上了援藏的人生历程，在高寒缺氧、
物质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在西藏日
报社期间，积极勤奋做好编辑记者工作，先
后撰写了大量的理论稿件、通讯报道，特别
是在孔繁森同志不幸因公殉职后，克服一系
列困难到了阿里地区的地委驻地狮泉河、边
防哨卡、牧区乡下，以及改则、措勤、日
土、普兰等县乡，协助中央电视台《东方之
子》栏目组拍摄了《怀念孔繁森》的“七
一”建党纪念专题片。在《大众日报》、
《西藏日报》撰写发表了《痛悼孔繁森》等
一系列怀念人民的公仆孔繁森感人事迹的通

讯报道。在王志东援藏结束时的组织鉴定
中，有这样一句话“这样的援藏干部，我们
欢迎”,便充分诠释了他在西藏工作时的无私
付出与奉献精神。

临危受命、奔赴援疆援边的第一线开展
最艰苦的工作，仿佛就是王志东的崇高使命，
他总是义无反顾，冲在前面。当2008年的“5·
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后，王志东是我省最早
派往地震灾区的文化专家，在余震不断的过
程中，他冒着生命危险，及时赶到了地震灾情
最惨烈、一片废墟的北川老县城，帮助抢救羌
族文化典籍遗址，一起策划了大爱文化论坛，
以及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灾后恢复重建工
作，所撰写的《关于汶川地震灾后“精神家园”
建设的对策建议》报告，受到高度肯定，充分
发挥了一名理论工作者的作用。

决策服务显身手

“理论只有指导实践，为推动社会发展
服务，才能体现理论研究经世济用的价值”。
王志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躬身实践的。

多年来，他在自己的文化建设、文化产

业、旅游产业等学科领域，不断开拓进取，
精益求精，刻苦攻关，主持了一系列国家、
省级和地方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取得了
丰硕成果，如主持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课题《我国公共图书馆文化产业研究》、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子课题《我国文化市场
立法执法研究》；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
课题4项，包括《2008年奥运会对山东旅游业
的影响及战略对策研究》、《加快山东省旅
游业发展产业政策体系研究》、《援建北川
文化建设重大问题研究》、《山东道德模范
工程建设研究》；山东省软科学规划重大课
题《山东省科技与文化融合发展对策研究》
等，在此研究基础上形成的许多对策建议成
果进入了中央和山东省层面的决策领域，20
余项研究成果获得中宣部领导和山东省委、
省政府主要领导的肯定性批示，有一些成果
还被转发全省有关系统，发挥了重要的决策
参谋和咨询作用。

理论探索苦攻关

王志东对理论研究的痴迷程度，大家有

目共睹。多年来，他矢志不渝地坚守在社会
科学研究岗位，在管理工作之余，潜心做学
问和课题研究。放弃节假休息日，牺牲陪伴
家人休闲的时间，经常吃住在办公室，被子
枕头齐备，加班加点，通宵工作，累了、困
了就洗把脸，躺下休息一会儿，再接着干。
他曾有一件长期使用的长沙发被磨得皮垫全
都破损了，几乎面目全非，同事们常开玩笑
说可以放到科研博物馆展览了。

“科研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是我喜欢理
论研究带来的苦中作乐、自得其乐的感觉，
有时写了一篇好论文，提出一个新观点，都
能够感受到莫大的欣慰和成就感。”正是由
于长年坚持从事我国文化建设、文化产业的
基础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对策研究，特别是
在文化建设理论、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宏观
研究、政策研究、战略研究、规划研究、对策研
究、竞争力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较有影响的
研究成果，对指导全省的文化产业发展产生
了重要影响。撰写的《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
义文化理论的创新与发展》、《邓小平旅游经
济思想的内涵及其价值》等理论文章，被《新
华文摘》等报刊论点摘要转载。特别是最早主
持开展了山东“文化强省”建设的系统理论研
究，撰写出版了《山东“文化强省”建设战略研
究》，首次提出了“文化兴、则山东兴，文
化强、则山东强”的观点，全面建立了山东
“文化强省”建设的系列指标体系，提出了
山东“文化强省”建设的一系列建议，为推
动山东“文化强省”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
支持与对策研究成果。

带领团队育芳华

一花独芳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现
代科学研究更加强调多学科的联合攻关、团
队作战，更多地是依靠一支能够敢于打硬仗
的优秀团队来贯彻实施。王志东不仅在自身
科研上勤奋努力，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多年
来特别关心、重视培养年轻科研人员，既教
育他们怎样做人，要有理想，有追求，踏实
肯干，献身科研工作，又手把手地教他们进
行社会科学调查，撰写论文，独立思考，把
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需求结合起来，在科研
事业中尽快地茁壮成长起来。

王志东充分发挥了文化理论研究领军人
物的重要作用，带领研究团队主持承担完成
了山东省20多项文化建设发展的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研究任务，包括《山东省文化产业发
展规划(2007—2015)》、《曲阜文化经济特区建
设规划纲要》，《山东省文化产业大集团战略
研究》、《2010上海世博会山东展馆主题创意
演绎策划研究》等，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充分发挥了服务社会的智力支持作用。

王志东：潜心文化理论的创新与实践

□ 丛新强

近年来，铁流、徐锦庚的报告文学创作
成果丰厚，以其敏锐的题材选择、严肃的历
史意识、深刻的人文关怀和理性的学术风格
获得学界和社会的关注与认可。其中，《国
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
更是围绕“一段鲜为人知的革命传奇”和
“一段不能遗忘的国家记忆”而呈现出其应
有的独特价值。这是一部《共产党宣言》首
译本在中国大地诞生、传播与影响的传奇史
诗，而贯穿始终的核心意旨无疑是“忠诚与
信仰”的还原和回归。作品在表现这一主旨
时，又显示出鲜明的创作特征。

首先，作品呈现出严肃的历史意识和明
确的历史观念。从《共产党宣言》问世至
今，一百六十多年来已经被译成二百多种语
言出版，被公认为全世界传播最广泛、影响
最巨大的社会政治文献。尤其重要的是，它
改变了人类历史，改变了中国社会，也改变
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正是立足这一基本史
实，《国家记忆》展开对《共产党宣言》在
中国乡村流布的溯源，考察其薪火相传的曲
折历程。中共“一大”后，王尽美、邓恩铭
将《共产党宣言》带回山东，开始在齐鲁大

地日益传播。而在山东农村基层和马克思主
义学说之间搭起沟通桥梁的，却是出自广饶
的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刘雨辉。从此，也就拉
开了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基层党支部组织学习
《共产党宣言》的序幕。同时，《共产党宣
言》也成为农民革命的号角和农村变革的武
器。作为革命的主体力量，农民不仅仅学习
其中的理论，更将其运用于实际斗争，和乡
村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了农民自救和社会
解放的崭新之路。《国家记忆》从一个微观
层面和社会缩影的角度，真实地呈现了中国
革命的理论选择和道路选择，对于今日之历
史虚无主义文化倾向尤其是虚无革命史的思
潮无疑有其反拨意义和纠正作用。

其次，作品“以人为本”，体现出深刻
的人文关怀。《国家记忆》以当代视点为中
心，对于围绕《共产党宣言》所发生的历史
事件和历史人物向前追溯、向后延伸，重点
抓住历史波澜中的人的命运来加以表现。从
周恩来总理晚年的倾心关注到陈望道先生沉
重的临危受命，从刘良才的精心组织到刘世
厚的生命守护，从农民大众的自发行为再到
他们的自觉意识，从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再
到他们的舍身牺牲，在鲁北平原的乡村舞台
上演出了关于《共产党宣言》的一幕幕可歌
可泣的富有传奇而又真实震撼的故事。其
中，李大钊、王尽美、邓恩铭等党的早期领
导人对于“宣言”的呕心沥血，一个只念过
几年私塾的农民通过对“宣言”的反复研读
而将其思想转化为广大农民能够接受的通俗
易懂的道理并建立起属于农民自己的组织，

一个喊出“谁报名参军我就嫁给谁”的村姑
陆续送出的五个后生都先后牺牲在战场上，
一个用生命守护“宣言”近半个世纪并视之
为“大宝贝”的普通老人无私地将这一珍贵
文物捐献给国家，直到今天的改革开放新时
代，《共产党宣言》的魅力依然历久弥新。《国
家记忆》的写作“以史带论”，不仅仅是通过人
来反映那段特殊的历史，更是写出了历史变
革中的不同阶层、不同境遇中的人的命运转
折，这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来说尤为难能可贵。

第三，作品叙事严谨，显现出文献研究
式的学术风格。《国家记忆》的写作立足世
界眼光和本土视野的结合，注重共时性和历
时性的比较，在激情表达的同时强调理性的
分析，在用事实说话中体现出令人信服的力
量。中国共产党在从诞生到成长到执政的二
十八年间，《共产党宣言》始终是自己最亲
密的伙伴。没有哪部理论著作，能像“宣言”这
样凝聚起中国革命者的共识。也正是由于中
国共产党人用心血和生命的践行，“宣言”才
得以在中国土壤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继陈望
道的中译本问世后，《共产党宣言》陆续出现
不同的译本，其中最著名的有华岗译本、成仿
吾徐冰译本、陈瘦石译本、博古译本和莫斯科
译本等。新中国成立以来，“宣言”在国内的发
行总数达千万册以上，是发行量最大的马列
经典作品。放眼全球，还没有一种力量像《共
产党宣言》这样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并
继续影响着人类的历史进程。《国家记忆》
的创作呈现出严谨的学术特色，不仅具有史
料意义，也具有相应的文献价值，同时也成

为《共产党宣言》的再传播与研究及其累积
影响的重要文本。

最后，作品的写法采用“现象学”方式，还
原历史“现场”，回归历史“常识”。而且，“现
象”和“常识”恰恰自然而然地揭示出事物的

“本质”。《国家记忆》注重考察《共产党宣言》
在特定时空中的显现方式，并不去刻意纠正
已经存在的某些历史偏见，而是让这一“现
象”直观地呈现出来。或者更进一步说，真实
的价值并不是去重新寻找，而是不断地去还
原。首先是现象还原，其次是本质还原，二者
相辅相成，互相彰显。《国家记忆》通过适时实
地的采访和史实史料的考察，力图还原那段
鲜为人知的历史，从而进入到历史的“现场”
中，回归到历史的“常识”中。这就与一般的说
教拉开了距离，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

“忠诚与信仰”的永恒力量，而且提供出对
于当代社会的新的思考、新的问题和新的方
法。其实，讲述“小历史”的同时也就往往
会延伸出“大历史”。

阅读《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
的中国传奇》，时时会想起另一本书———
《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
或许今天的人们不再面临那样的特定革命环
境中的“生”与“死”的选择，但人生在时
代和社会中的选择问题却始终不会离去。尤
其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当
代语境和历史进程中，“忠诚与信仰”的价
值选择依然醒目。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副教授，山东省首批签约文学评论家)

“忠诚与信仰”的还原和回归
——— 评报告文学《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

□记 者 于国鹏
通讯员 刘芳芳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山东演艺联盟发展有限
公司承办，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出品的大型
情景声乐套曲《西柏坡组歌——— 人间正道是
沧桑》，11月6日晚在山东会堂成功演出，
赢得现场观众阵阵热烈掌声。

这台节目是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历时3
年倾力打造的一部红色音乐史诗。组歌基于
观照西柏坡精神的当代价值，彰显以“两个
务必”、“赶考”为核心的共产党人的坚定
信念和执政理念而创作。

《西柏坡组歌》是一组“套曲”，既有
气势磅礴的合唱，也有生动活泼的“对
唱”。节目按照《热土》《决胜》《清风》
《赶考》4个乐章16首歌曲次第展开，柏坡
岭、土坯房、发报机、小磨盘、煤油灯……
一幅幅生动凝练的民俗画卷，一幕幕波澜壮

阔的历史瞬间，一组组亲切鲜活的人物形
象，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团长李劲介绍，西
柏坡是“新中国从这里走出来”的地方，正
如《组歌》里所唱，“我的西柏坡，一条羊
肠道，走出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成
长，从这里走向成熟，所以就决定围绕这个
题材进行艺术创作。“2011年选题确定，2012年
启动，酝酿和创作的三年间，经历了上百次修
改加工，主创人员先后二十多次深入西柏坡
和太行山区，搜集素材，寻找历史资料，广泛
听取党史和军史专家、学者和当地干部群众
的意见建议，力求每一个细节和每一个词句

都经得起检验和推敲。今晚在济南演出的，算
是我们的第6个版本。我们还在不断加工润
色，期待着花费八到十年的时间，打造琢磨成
一部真正的时代艺术精品。”

组曲作曲之一、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编
导室主任王路明介绍，这是一个题材宏大的
作品，作曲驾驭的难度是很大的，“共由19
首歌曲组成，每一首歌都经过反复讨论修
改，最多的一段旋律，修改了20多稿。我们
坚持原创，同时也吸收了戏剧等音乐元素，
力求内容与旋律完美结合，表达出历史的厚
重感和鲜明的时代精神。”

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京剧队队长丁晓

君，担任组曲中的《天下乡亲》的领唱。她
祖籍山东，自称到山东来演出，心里感觉
“特别踏实”。“《天下乡亲》称得上是组
曲中的灵魂之作，词好，表达出共产党人的
坚实信仰、坚定信念，表达着党和老百姓的
血肉深情；旋律也美，流畅入耳。我就像一
位‘邮递员’，登上舞台，要把这种感觉，
小心翼翼地传递给观众，希望观众更能真切
地体会到这台节目的情感和力量。”

截至目前，该剧已在军内外演出七十余
场，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与好评，本次来
山东巡演，济南是第一站，随后还将赴东
营、临沂演出。

“西柏坡组歌”泉城成功演出

话剧《东方朔》

打造新的“智圣”形象

□ 孟庆剑 赵守军

“在网上，一颗葫芦籽，一般的能卖到1块钱，品种
好的葫芦种子一颗就可以卖到几百元，甚至上千元。通过
互联网进行葫芦销售，销售面更广了，需求项也不一样，
一个葫芦可以在互联网上卖出‘花’来。”聊城市东昌府
区葫芦种植户郝晓龙的介绍新意十足。

2014年，东昌府区堂邑镇葫芦加工户路丙建，开设
了“巧手之家工艺葫芦”网上店铺。“我主要是做全国
各地的景区供应，通过积攒下的市场脉络，网络了众多
需求量不大，但进货批次比较多的中小客户，借助网络
和快递的便捷性，培养了一批牢固的客户，合作很愉
快。”路丙建说，因为合作得很好，有几个小客户也不
断成长，最近几天，他接了北京延庆、天津河西两个过
万个葫芦的大单。

“我们村家家户户做葫芦生意，以前跑市场是背着葫
芦全国跑，辛苦不说效率还很低。这些年，随着网络的兴
起，人们网络购物成为习惯，政府引导鼓励我们设网站、
开网店，借助网络卖葫芦，现在我们一个村就有240多家
网店，有5家快递公司在村里设置代办点。”

堂邑镇路庄村是东昌府区葫芦种植与加工最具代表性
的文化产业村，目前全村葫芦种植面积能达3000多亩，有
10家葫芦加工企业，年加工销售葫芦2500万个，葫芦产销
量占全国的50%，年销售额达两亿元，网络业务量占总业
务量的65%。

“近年来，我们区依托网络服务、网络培训、网络发
布就业信息等功能，为城乡居民提供市场调研、业务对
接、展洽推介、权益维护、创业指导、培训、创业贷款、
工商注册等一条龙创业服务，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东
昌府区宣传部长张丹青介绍说。

目前，东昌府区组织开展电子商务培训20余次，培训
经纪人1500余人次。积极推行“互联网+特色产业”的发
展新模式，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新业态，引导70余名经纪人
通过“触网”实现特色加工业创新发展。

东昌府：“互联网+”

激活传统文化产业

□ 席真 杨秀萍

“47组：尉，蔚，熨，慰……”翻开装帧精美的《汉
语单字识别捷径》，一种不同于传统汉语字典的查阅方式
让人感受一新。可谁能想到，发明并撰写这部“词典”的
竟是一位年逾八旬的耄耋老人。10月26日，来到聊城市公
路局家属院见到词典的编著者程毓斌老人时，他正在工作
室中用电脑整理资料。

从最初的《汉语单字识别捷径》到《汉语单词辨别捷
径》、《汉语语法学用捷径》、《汉语学用捷径补遗》，
十年光阴，近4000个日日夜夜，四本数百万字的工具书成
为86岁的程毓斌老人阅读人生的精华浓缩。1999年，程毓
斌从市公路局离休，他想到用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下自己人
生中经历的酸甜苦辣，留给年轻人作为参考借鉴。提笔之
前，为打好基础，对文字要求精益求精的老人决定先系统
学习汉语基本知识，买来《辞海》、《辞源》等百科辞书
加以研究，逐渐发现现行的字典、辞书虽然种类多，但内
容往往是按照笔画或拼音排列，读音相同字形相同的字词
很容易混淆。“如果将相关的、有可比性的挑出来，以表
格的形式比较其中的关联与差别，或许会简单实用些。”
于是，老人萌生了编写一本工具书的想法。

十年来，程毓斌老人的生活十分规律：上午用电脑将
手写稿打成电子版，下午晚上翻字典、看书研究，几本字
典从白纸翻成黑纸，甚至书皮都掉了。按照阅读日程表，
老人每天都会看完规定的篇章，用他的话说，“只要用
功，都会受益，学习不能欠账，要付利钱的。”或许是强
大的意志力支撑，老人身体格外好，几年来甚至连感冒都
没有得过。

今年2月份，老人完成了第四本书——— 《汉语学用捷
径补遗》的编写，之后他自费三万余元印刷了200套，赠
送给身边的亲友。这样宝贵的精神财富，让不少收到的人
又惊又喜、爱不释手。

耄耋老人和他的四本“词典”

□胡兆雪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0月27日至30日，由《时代文学》主

办，山东盛大华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名家金秋笔
会”暨“办刊策划会”在济南举行。阿成、肖克凡、刘书
棋、兴安、季栋梁、刘照如、范玮、常芳、陈仓、付秀莹
等二十多名作家就创作进行交流的同时，也为杂志的栏目
定位、新媒体创新化发展、版式的编排等方面提出建设性
意见和建议。

《时代文学》举行金秋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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