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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教学应加强系统性

●“戏曲院校的课程设计要系统科学、整体考量。对学
生的培养既要重视一技之长，更要着眼可持续发展。”

——— 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副院长黄暾炜说。“以戏曲
教育的大中专贯通为例，中专阶段的教学要重基础，讲传
承，学生要苦练基本功，教师要合理规划教学内容，整体设
计课程；大学阶段的教学，应以中专为基础，加强剧目学习
及人物角色的塑造，重点在于对学生整体专业素质和创新能
力的培养。现今大部分戏曲院校表演专业在某种程度上还是
保留戏曲原有的师傅带徒弟的教学模式，很多学生跟着老师
一学就是很多年，探究其原因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教
戏与学戏不能一蹴而就，较为固定的教师可以系统地设计个
体的培养计划。一些资历较浅、剧目表演经验积累还不多的
教师还无法胜任这种系统教学，因此有必要分年级、分阶段
请合适的教师来教。

“非遗”传播应对接流行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承，曾是大众文化生活重要
的组成部分。面对现代社会，非遗的传播应该尝试突破现有
的模式，建立开放的、符合现代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传播方
式，面向更广大的公众，面向更广阔的都市生活空间，对接
流行文化的发展趋势。”

———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黄仲山说。“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人们习惯将其与流行文化进行对
照，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其实站在历史角度来看，非遗在
特定历史时期往往也是一种流行文化；只不过随着时代更
替，时尚成为传统，流行成为经典。非遗与流行文化之间并
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将二者割裂的思维已不适于当下文化
发展的需要。相反，将非遗文化重新输入流行元素，使其重
新成为时尚潮流追捧的宠儿，这样，非遗‘活态’文化才真
正地活在社会的机理之中，活在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

电视剧改编重IP更要重品质

●“提高IP改编剧的市场竞争力，不仅取决于IP本身的
质量和受众基本盘，更取决于导演、编剧能否把IP变成兼具
市场竞争力和良好口碑的电视剧作品。”

——— 导演郑晓龙说。“现在资本市场把点击量作为购买
IP的基本条件，但这并不能作为改编剧质量的决定性因素。
为什么电视剧有编剧？编剧和小说作者、作家不是一回事。
编剧就是编剧，作家就是作家，作家与编剧是不同的行业。
在对IP进行改编时，还是应该考虑更大的观众面，改编IP先
要了解电视剧的特性，IP只是工具和手段，最终呈现给大家
的一定是编剧的剧本。”

(孙先凯 辑)

□记 者 孙先凯
通讯员 韩金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红烧猪肘子，香肠火腿
一盒子，鸡蛋松花一坨子，苹果香蕉一篮
子，核桃果仁一盘子……”“带这么多东西
来不是带给您的，是带给哈巴狗的。”在近
日举办的山东省群众文艺新创作品汇演上，
山东快板《两条狗》以朴实的山东方言表达
出跌宕起伏的剧情，引得观众连声叫好。

更令人叫好的是，这个节目的创意来自
民间曲艺爱好者，表演者之一也是来自基层
的普通群众。“这几年群众文化活动多了，
有很多人通过曲艺茶馆、沙龙等参与到曲艺
中来，很多曲艺的创作灵感来自群众，群众
的热爱直接推动了曲艺的创作、表演。”表
演者任健说。

在第十届中国艺术节上，我省参加“群
星奖”比赛的作品全部获奖。其中32件作
品获得“群星奖”，4个群文项目获评为
项目类“群星奖”，6位群众文化工作者
被评为“群文之星”。十艺节后，我省群

众文艺创作更是迈上了快车道。此次山东
省群众文艺新创作品汇演，共有106件能
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和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并具有山东特
色的群众文艺精品节目入围。经过先期筛
选后，20个曲艺类节目、22个戏剧类节目
依次登台亮相。并将再次挑选精品，经过
打磨提升后代表山东省角逐第十一届中国艺
术节“群星奖”。

汇演结束后，专家评委一致认为在十艺
节后，山东的群众文艺作品整体水准没有掉
下来。“汇演作品中，总体水平都不低，有
些作品已经很有基础。这些山东特色的曲艺
节目很好地把山东的文化，群众对于曲艺的
热爱表达了出来。”这些专家评委的赞许，
成为近年来我省群众文艺创作繁荣发展的一
个肯定，也为我省冲击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
“群星奖”奠定了信心。

今年43岁的钟雪香平日里从事个体工
作，非常喜欢文艺演出的她闲时就参加庄户
剧团演一两场小戏过过瘾。在由临朐县推荐

的群众文艺新创作剧目《招聘婆婆》中，钟
雪香担起了大梁。在舞台上，她的表现毫不
含糊，扮相、唱功样样不输专业演员。“虽
然平时有些演出的经验，但是在这种大场面
中担当主角还是第一次。”钟雪香谦虚地表
示，“这多亏了县文化馆专业老师对我演
唱、台风的指导。”原来，临朐县文化馆现
在每周有三四天的时间会派老师到基层对文
艺骨干进行培训。“把最新、最专业的歌
舞、曲艺、小戏、广场舞等节目指导带到群
众中，让他们成为群众文艺的主体。送文化
下乡中，让普通百姓成为主角比起单纯地送
戏下乡效果更好。”临朐县文化馆馆长李咏
梅说。

“群众文艺繁荣发展就是要由之前‘送
文化’的理念向‘种文化’理念转变，在实
际工作中加大对基层群众文艺创作、演出的
支持和帮助。”山东省文化厅公共文化处处
长刘显世说。据了解，近年来，我省大力实
施公共文化辅导工程，正是契合了“种文
化”的理念。通过统筹规划、分批落实的方
法在省市县乡层层抓辅导培训，从2010年开
始，把全省1800多名乡镇（街道）文化站长
全部轮训。我省每年免费培训10000名公共
文化骨干队伍作为文化惠民服务群众的任
务，每年都会超额完成。“通过辅导培训，
为群众文艺提供了智力支持，让群众文艺创

作有指导，群众文艺演出有提升。并且，为
群众文艺培养了后续人才，打下了持续发展
的基础。”刘显世说。

济南市历城区全福街道桑园北社区舞蹈
队是济南市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示范点和济南
市基层群众文化活动辅导点。50多名居民组
成的队伍在领队张明的带领下，每天活跃在
睦邻广场等活动场所，排演一些百姓喜闻乐
见的表现邻里之间友爱互助的歌曲、戏曲和
欢快的舞蹈，在当地小有名气。而在获得专
业老师指导之后，这支队伍的演出水准有了
“质的飞跃”，他们不仅继续活跃在当地的
社区、广场，还走进学校、养老院、共建单
位无偿奉上精彩表演，表演活动更是成为社
区的一张靓丽名片。

“文化‘种下了’，更需要‘生根开
花。根据各个地区、社区和乡村的实际情
况，定期举办一些群众文化活动，能让从群
众中来的文艺作品走到群众中去，潜移默化
地以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美德影响观众，发
挥文艺的教化作用。”刘显世说。如今，我
省每年平均新创作群众文艺优秀作品660多
部，每年推出优秀作品200多部。举办县级
以上公共文化活动32000场次，县级以上较
大规模展览2100多个。为了响应文化惠民工
程的号召，群众文艺作品开展免费进农村、
进企业、进社区活动。

从送文化到种文化，我省群众文艺活动繁荣发展

每年推出优秀文艺作品200多部

□ 孙先凯

时近年末，冬至、圣诞节、元旦扎堆
而来。商家早已摩拳擦掌，推出各种夺人
眼球手段吸引人气。一时间，对于过“洋
节”还是“传统节日”的争论又开始上
演。对于“圣诞”的强势来袭，很多人认
为传统节日开始日渐淡漠，相反却对国外
的“舶来品”趋之若鹜，甚至发出传统文
化危矣的惊呼。

在一家商场中，笔者发现与圣诞老人
和圣诞树的点缀一起出现的还有许多“非
遗”手艺，剪纸、捏面人、吹糖人等现场
展示活动人气颇旺，“东风”压倒“西
风”的架势让那种对于传统节日和传统文
化担忧的论调显得无力。就笔者看来，如

今，不管是“洋节”还是“传统节日”，
其核心已经完全超脱出了它们本原的内
核，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加速让“节日”成
为了商业的战场和人们社交的契机。这种
情况下，传统与现代的混合，东方与西方
的相融成为可能，传统文化中一些“非遗
项目”则有了竞争的机会和生存的空间。

非遗项目能够活跃于“节日”之时，
这种示范给人启发。笔者认为，非遗项目
不仅要抓住节日的契机，更要在日常之时
思考如何迅速调整适应新的时代，寻求新
的发展。

前段时间，一位皮影戏非遗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对笔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她曾
经在一家影院的开业典礼上被请去做商业
表演，为了与好莱坞大片同台比拼，她将
近期热播的一部电视剧改编成皮影戏。配
上当地的方言，辅以精心准备的几个“段
子”，一时间观众像被磁石吸引住一样围
在皮影戏舞台旁边，更是让许多准备来看
动画电影的孩子大开眼界。她顺势向孩子
们普及了皮影戏这一非遗项目的由来和发

展，向孩子们讲述了作为西方动画鼻祖的
皮影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一场充满“现代气
息”“流行元素”的皮影戏演出，让人们在领
略非遗项目魅力的同时也接受了非遗知识
的教育，成效自不必多说。如此看来，非遗
项目的活跃，离不开现代元素的融入。

笔者一位曾经留学日本的朋友，曾吐
槽他归国后因为找不到剑道俱乐部而不得
不放弃这一爱好的经历。如果把关注点放
在“剑道”和“俱乐部”之上，笔者曾试
想国内是不是存在许多武术类非遗项目的
俱乐部。结果发现，与跆拳道、自由搏击
等武术项目相比，武术类非遗项目的俱乐
部较为少见。其中的问题可能出在武术类
非遗项目的传授方法上和传播渠道上。师
傅带徒弟、门派观念、武术技艺难度大等
问题让武术类非遗项目的传播范围小、难
度大。推而广之，除了武术类非遗项目之
外，很多种类的非遗项目都可能存在专业
性过强，推广渠道匮乏的问题。在笔者看
来，活跃存在这些问题的非遗项目，要在
保证非遗项目核心内涵的基础上进行适度

的简化，让其成为平易近人的“大众化”
项目；还要适度探索建立传习所、社会团
体等非遗传播的渠道。让非遗项目吸引
人，让非遗爱好者有团队依附，有机会进
行交流切磋，让更多的人有能力和渠道参
与其中。

笔者旅行途中曾夜宿一瑞士小镇，清
晨被一群身穿白装，将手中牛铃摇得震耳
欲聋的儿童游行队伍所惊醒。向当地居民
询问才得知这是当地特有的一项圣诞节前
的传统，其目的是用当地的吉祥物“牛
铃”驱散恶魔，祈求畜牧丰收和生活平
安。随着牛铃声远去的还有儿童的嬉笑和
“溃不成军”的游行队伍，这个当地的传
统节日类“非遗项目”俨然成了孩子们的
一项娱乐项目。让孩子参与，让充满仪式
感的传统习俗，也不显得生硬、呆板而更
多的是参与其中的乐趣与温情。反观我国
许多传统节日类非遗项目，类似的不多，
笔者认为，如果让更多的儿童在轻松愉悦
的氛围里参与其中，完全能够为非遗项目
的传承和发展埋下种子。

非遗项目适应新时代才能发展

□记 者 于国鹏
实习生 胡兆雪 报道

本报烟台讯 12月20日，由山东省文化
厅主办，山东美术馆、烟台美术博物馆承办
的“大师窖藏——— 走进山东半岛名作展”巡
展座谈会，在烟台市举办。这次巡展借力于
国家级艺术机构的丰富藏品资源，进一步提
升山东美展水平。参加座谈会的专家认为，
国家文艺机构应该充分发挥藏品优势，通过
巡展、主题展等多种形式，用一流藏品讲好
中国故事，让更多公众接受高雅艺术熏陶。

据介绍，“大师窖藏——— 走进山东半岛
名作展”今年8月29日至12月20日先后在全
省五市举办，展出总时长达94天，观众总人
数达到25万人次。其中，山东美术馆展出14
天、参观人数8万人。潍坊站吸引观众5万余
人，临沂站吸引观众6万余人，威海站吸引
观众4万余人，烟台站吸引观众2万余人。展
览不仅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看到了难得一
见的大师真迹，而且推动全省美术陈列机构
进一步加强联系和相互合作。

省文化厅副厅长王廷琦表示，不少国家
文艺机构收藏的美术精品以往多用于国际间
文化交流，很少与国内观众见面。此次中国
对外文化集团与山东省文化厅合作，组织遴
选了任伯年、吴昌硕、林风眠、徐悲鸿、齐
白石、陈半丁、傅抱石、石鲁、李可染、黎
雄才、李苦禅、朱屺瞻、周思聪、钱松喦、
吴作人、杜滋龄等56位近现代国画大家的74
幅精品佳作，成功举办了“大师窖藏———
走进山东半岛名作展”，实现了上述作品
在国内的首次大规模集中展出，实现了很
好的社会效益，在创新国家美术藏品运行
机制、更好发挥美术藏品展示交流功能、
更好地服务基层群众需求方面作出了新的
成功尝试。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郑工
认为，此次展览的首要意义是将原作呈现在
了观众面前，有利于改变和重塑群众的阅读
和审美习惯，引导广大观众形成对我们民族
自身文化特别是近现代文化的正确认识。

“我建议要进一步整合各地美术馆特别是国
家馆的藏品资源，加强专题化建设，让特色
更突出、主题更鲜明。要强化美展的文化互
动，综合采用讲解员、画册、视频影像等多

种方式，吸引群众参与，加强美展与观众间
的互动，争取更好展览效果。”

省美协副主席、著名画家梁文博梁文博
说：“艺术衍生品的宣传力度非常大，能够

将藏品或展览的审美教育功效带入日常生
活，有趣味、有意思，在潜移默化之间给人
以美的启迪，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感受艺术
气息，提高品格与品位。”

走进山东半岛名作展巡展历时三月观众达25万人次

用一流藏品讲好中国故事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12月18日，青岛市市南区珠海路街道举办迎元旦暨老年大学建校五周年汇演活动，400余名教师和学员表演了舞蹈、京剧、时装模特、

太极、声乐等节目。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12月15日晚，由青岛市市南区文化新闻出版局、青岛市
民族管弦乐学会、韩国全北大学、中国海洋大学联合举办的
“古乐同源”中韩传统国乐交流音乐会在青岛音乐厅举行，
来自中韩的艺术家们为观众献上了《丝绸之路》《青春歌》
《太平歌》等乐曲。

□记者 孙先凯 实习生 胡兆雪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17日，一批读者应邀走进省图书馆大

明湖国学分馆，参加“走进图书馆”国风专场活动，亲身体
验传统文化的魅力。

这次专场活动的第一站是“永奠和平——— 济南青岛德州
地区受降展”主题展馆。1945年12月27日，抗日战争山东战
区(济南、青岛、德州)侵华日军签字投降仪式在“奎虚书
藏”楼，也就是今天的省图书馆大明湖国学分馆举行。参观
过程中，工作人员为读者讲述了那段抗战历史，让读者从一
大批珍贵文物、史料图片中，了解了70年前抗日战争山东战
区受降的细节。

在省图书馆国学分馆，特别辟出一块场地，让读者体验
射艺。射艺，是中国传统的射箭游戏，由“六艺”之一的
“射”发展而来。在传统文化互动体验中，尼山书院专业老
师现场示范射艺有关动作、修养、精神和礼仪等，读者亲身
体验，感受这项古老运动的独特魅力。工作人员现场展示，
指导在场读者每人拓一份作品，作为活动纪念。古琴老师细
心讲解古琴的基本知识，教授弹奏的基本指法，在场读者兴
致盎然、流连忘返。

山东省图书馆大明湖国学分馆坐落于风景秀美的大明湖
畔，这里也建起了山东省尼山书院。每周举办古琴讲座、论
语讲座、艺术体验日、尼山义塾等各类公益活动，逐渐成为
广大读者和群众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汲取传统文化营养的重
要文化场所。

“走进图书馆”

国风专场活动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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