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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威海讯 日前，威海市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
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发展均衡、服务便捷、多元参与、共
建共享、保障充分、统筹有力、充满活力的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

让公共文化服务惠及每个群众，必须提高公共文化服
务均等化水平。根据《意见》，威海将健全覆盖市、区
市、镇(街道)、村(社区)的四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
建立公共文化服务城乡联动机制，推行公共文化场馆总分
馆制，到2017年全面完成全市180个省定贫困村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文化大院)完善升级工作。

为进一步规范公共文化服务标准，《意见》提出要建
立健全涵盖保障标准、技术标准、评价标准的市级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全面推行公共文化标准化服务。
2016年年底前，各区市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完成标准
化制度设计并全面运行，有条件的场馆通过认证。2020年
前，所有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完成标
准化改造提升。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归根到底是保障群众基本文
化权益，促进文化消费。为增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动力，
《意见》提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艺术团体
公益性演出、展览和社区影院公益性电影放映，确保威海
大剧院优惠票价的高水平文艺演出每年不少于40场，加强
和培育文化消费；探索开展公共文化设施社会化运营，出
台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目录，让社会力量参
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构建内容丰富、机制健全
的文化志愿服务体系，鼓励各区市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
化志愿服务品牌。

提档升级文化阵地，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是突破
口。结合“智慧城市”建设，《意见》提出推进“智慧文
化”建设，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与科技融合发展，打造“威
海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平台”。同时，提升公共文化服务
效能，大力扶持行业博物馆、民营博物馆发展，逐步将其
纳入免费开放范围。以行业联盟等形式，开展馆际合作，
推进公共文化机构互联互通，开展文化服务“一卡通”、
公共文化巡展巡讲巡演等服务，实现区域文化共建共享。

在加强文化交流合作方面，《意见》指出，要自觉融
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大力发展国际文化贸易，支持
影视、书画、工艺美术等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融入国际
文化产业链。抢抓中韩自贸区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建设机
遇，努力建成对全国有辐射力的中韩文化交流基地和文化
创意产品贸易基地。支持在韩国举办威海艺术家及文化名
人艺术作品展，积极扩大与韩国的学术交流，举办高规格
的中韩学术研讨会，不断提高城市文化影响力。

□ 张薇

◆ 个人简介 杨志军，1955年生，现
任青岛财经日报社副编审。系山东省首批齐
鲁文化名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环湖崩
溃》《藏獒》，中篇小说《驴皮记》《大湖
断裂》，散文集《藏獒精神》等。作品曾获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当
代》文学奖等，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向青少年推荐的一百种优秀图书。根据其作
品拍摄的电影《藏獒多吉》，入围法国昂西
国际动画电影节。

他的肖像一直没有变化，清癯的面容，
饱满的额头，浓密的眉毛，深大的眼睛。仔
细观察，这张肖像有着岁月的沧桑，整张脸
看上去冷漠而深邃，他的眼睛注视着你，而
你分明感到他的眼光穿透了你，那么遥远那
么锐利，令你既无处遁形，又深知他其实洞
察的是你身后的广大世界。

这个人是作家杨志军，他以荒原小说系
列和藏地小说系列名世。作品多次获得全国
文学奖，并以多种文字被译介到国外。2014
年杨志军入选“首批齐鲁文化名家”，这是
对一个一直孤身穿行荒原和城市丛林的作家
所赋予的历史荣誉。他从青藏高原长途跋涉
来到齐鲁大地，他的生命力和创造激情也在
此生根。

杨志军在青藏高原生活了40年，他是那
块世界最高地的行吟诗人。从他一出生起，
仿佛就被大地抓住了双脚，荒原的野性驱使
他不停歇地深入藏地，探访古老神秘的异族
文化，拜谒高贵庄严的神性。雪山的冰川化
为流动在他身体里的血液，他全部旺盛的激
情和诗心都来自于荒原的馈赠，他也甘愿成
为那个高原的赤子。面对人群，他常常表现
出倨傲与谦逊混合的复杂表情，而面对荒
原，他则顶礼膜拜，俯首谦卑。恰恰是他的
谦逊和谦卑拉开了他与世俗社会的距离，而
使他更加接近了神性。他获得了绝大的精神
自由，以至于他的创作到达了真正的随心所
欲。

纵观杨志军的创作，他在1980年代发表
的描述人与自然关系的《环湖崩溃》、《海

昨天退去》极具先锋性，对历史、现实和未
来有清醒的自觉，在中国当代新时期文学伊
始，文学意识和文学理想正在普遍重建时，
他就表达了我们今天的社会面临的生态危机
与灾难，并以此构成了庞大的荒原小说体
系。对荒原持续不竭的忠实，使他以荒原为
思想的载体，他的“荒原”因此成为一个象
征，进而成为杨志军独一无二的创作母题。

杨志军建构了一个作家可遇而不可求的
地理故乡：人文意义的藏地荒原。

2005年《藏獒》的出版“石破天惊”(周
昌义语)，这部小说获得的殊荣令人眼花缭
乱：《当代》文学拉力赛2005年年度总冠
军、第二届当代长篇小说年度最佳读者奖、
新浪最佳文学类图书奖、中国最佳风云榜读
者最喜爱的作品奖、中国小说学会2005年排
行榜第一名、香港“红楼梦文学奖”入围
奖、入选台湾十大畅销书排行榜、入选新闻
出版署“向青少年推荐的一百本优秀图

书”、入选新闻出版署、中国作家协会、中
国科学家协会向青少年联合推荐的“优秀长
篇小说”、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直至荣
获全国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优秀图书奖。此后他接连出版了《藏獒2》
《藏獒3》，《藏獒》三部曲发行超过百万
册。《藏獒3》获2008当代长篇小说年度最佳
读者奖、2008中国沈阳十大好书奖、山东省
精品工程奖。

此时的杨志军早已移居青岛，城市生活
与荒原隔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杨志军对中
国社会的现状有更加强烈的焦灼。如果说此
前他致力于揭示现实世界的弊病，这时他个
人的思想体系逐渐成型，他希望能够建立一
种秩序，实现人类精神的修复，他选择了藏
獒。藏獒生长于青藏高原的牧区，是草原牧
人财产与家园的守护者，它们的忠诚、勇
敢、责任是天性，也是时代的映照，整个社
会的道德失范，人性的溃败，道义良知的背

弃，为《藏獒》提供了理想建树的可能。一
个有良知的作家应该为社会承担责任，杨志
军在作品中发出藏獒的嚎叫，希望用文学建
构一种社会理想。他把人类缺失的文化精神
和道德准则植入藏獒的生命，籍藏獒让我们
了解，正是藏獒精神挽救了一个犬种的命
运，使它们在漫长的历史中成了草原生活的
重要组成部分而没有被淘汰出局。那么人类
能否借藏獒这面镜子，照出我们面临的绝
境，从而拯救人类自身？

201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伏藏》获得山
东省泰山文学奖。在这部小说里，杨志军继
续他的荒原精神旅程，挑战“常识”，颠覆
了既有的关于宗教与信仰的概念。他坚信，
人可以没有宗教，但不能没有信仰。仅有宗
教是狭隘的，惟有信仰才是支撑人类心灵大
厦的基石，信仰是超越宗教的，信仰也是建
构精神与完善灵魂的惟一强悍的力量，宗教
是一种形式，而信仰才是包括宗教以及一切
形式之上的灵魂。杨志军站在精神高地，赋予
小说以思想的翅膀，孤绝前行，不遗余力。
2012年出版的《西藏的战争》，是一个理想主
义者的史诗，他以出色的小说才能描写了一
场百年前英军十字精兵入侵西藏的战争，而
文化的强大包容性最终战胜了战争。到了
2013年当代忏悔录式的《藏獒不是狗》出版，
杨志军联接起城市蓝岛和荒原麦玛镇，完成
了荒原与城市的寓言式描写，《藏獒不是
狗》是一部有着深刻象征意义的现实主义作
品。当无数良心睡觉时，杨志军仍在思考人
之所以为人的根本问题，他把自己投入其
中，进行炼狱般的审视，深入人性最幽暗的
所在，探索人在当代现实生活的心灵真相。

这是一个置身人类苦难生存的介入者、
一个洞悉罪恶洞察人性的忏悔者、一个深刻
反思社会的思想者，面对现实的心灵痛苦、
批判勇气、思想承担以及理想建树。

杨志军的真正杰出之处，在于他一直走
在寻求信念的路上，为此他保持了双重绝然
的孤独：写作的孤独和思想的孤独。而孤独
并未成为他的障碍和困境，反而是他丰富心
灵和精神领域的神性庇护。表面上看，他是
不合群的，格格不入的，但任何时代都必定
有这样少数人的存在，他们是小说家、哲学
家、思想家。杨志军也不例外。更重要的
是，他有永不停息的探索精神，他对齐鲁大
地的思考正在激发他的新的创造能力，正如
他自己说的：“是齐鲁人就得表现齐鲁精
神，一个作家的使命就是把大地赋予的生活
变成人类精神的一部分。”

杨志军：从青藏高原到齐鲁大地

□ 吴可畏

第三批“中国梦”入选歌曲之一的《中
国印》(君瑶、付林词，付林、皓天曲)，凭
借对中国传统文化大浪淘沙式的甄别与鉴
选，以独特的文化审美品位，呼应起中国梦
的宏大主题。可以说，一方凝聚起中华几千
年传统文化精髓的“印玺”，成为歌曲创作
者高屋建瓴式审美切入的滥觞指代。

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

《中国印》选择集中国文字、篆刻、传
统审美于一身的“印玺”这一典型的中国传
统文化符号作为立美切入点，可谓是“独照
之匠”，不仅因为方寸大小的印玺历经了从
战国古玺、秦印、汉印、朱文印到今体字中
国印、兄弟民族文字中国印的渊源流变，聚
合了从缪篆印、杂形玺、图案印到收集印、
斋馆印的诸多图文形态，更是由于中国印承
载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人文内涵，浓缩起
中华文明绚烂夺目的历史演进，维系着古往
今来文艺书写的桥梁纽带。可以说，“印”
字一出，其下的行文尚“不着一字”，便让
作品着力泼墨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
容“尽得风流”，审美意象把握精到。

凭借对这一审美意象的精心设置，歌曲
的主创者成功地实现了借古喻今的审美表达
意图，溢显出美学方面形而上的哲理思考：

通过一方印的诸多传统文化元素呈现，正如
主创者所说：“在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
中，都凝结了浓浓爱国心、拳拳民族魂和深
深人民情。倾诉出中华儿女对祖国江山如
画、人民幸福生活的由衷赞美；表达出中华
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满怀豪情实现
中国梦的坚定决心。”

浓郁的“中国风”烙印

显而易见，《中国印》的歌词风格带有
浓郁的“中国风”烙印，字里行间，我们可
以嗅到方文山式的发幽思古之味道，可以感
受到亦诗亦词的古典浪漫气息，可以品味
“塞北萧萧马，岭南燕燕花”的诗情画
意……简言之，时下此类流派歌词的常见笔
触在这里都有迹可循。

然而常规之外，《中国印》的大格局气
度，又不同于重在个人感受抒发的小清新风
格的中国风歌曲，其对于“诗词歌赋、大江南
北、笔墨丹青、戏曲梨园、古今沧桑”等众多传
统文化元素的兼容并蓄，锻造出一方沉甸甸
的“文化之印”。《中国印》的歌词，通过赋予传
统文化事物以生命活力，移觉常规试听感受，
架通古今艺术桥梁的创作特质，丰富起中国
风歌词的另一种美学表达可能性，其大量“通
感”修辞手法运用制造出的移觉效应，突破
了常规语言的束缚，大大增强了歌词的艺术
表现效果，读后令人印象深刻。

具体释之：“一壶唐诗宋词/饮尽英雄
浪漫/谁家玉笛春风塞北又绿江南/一纸水墨
丹青/流连姑苏客船”，开篇几句给出的
“唐诗宋词”、“塞北江南”、“水墨丹
青”、“姑苏客船”多重意象载体，均以通
感移觉的方式鲜活起来：本属于视觉、听觉

范畴内的词赋，在这里移觉到味觉范畴，
“饮”出了英雄浪漫之味；乐器“玉笛”原
属听觉范畴，在此化作“春风”移觉到触觉
范畴，温暖了塞北，吹绿了江南；同样属于
视觉范畴内的“水墨丹青”，通过心理感受
层面的拟人化移觉，以“流连”的情感化注
入，引出了“姑苏客船”意象，并在此后瞬
间实现古今时空转换，如魔幻现实手法般类
比，引申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南湖红船———
“烟雨缠绵悠悠蓬船红灯照平安”；同样的
方式，其后对仗段落的前几句“一曲梨园余
音/舞袖时光惊艳/歌舞升平芳华一叹醉了牡
丹/一城秦砖汉瓦/染尽岁月铅华”，依然采
取通感的修辞格进行移觉，生发浪漫笔触，
并借古喻今式，落脚在“千古风流数今朝处
处天上人间”的颂扬表述。思绪的巨大跳跃
间，笔法却不留一丝痕迹，值得玩味与称
道！

和而不同，止于至善

《中国印》“跨文化”特质的整体音乐
品格，令笔者熟悉中又倍感意外与惊喜：一
方面，歌曲中时而“昵昵儿女语”时而“划
然变轩昂”的五声化旋律叙事，音乐伴奏中
出现的竹笛、箫、古筝、民族大鼓所交织出
的民族古典韵味，同时辅以流行电子音色所
散发出的时尚气息，无一不是我们对于当下
风靡华语乐坛的同类中国风歌曲，所耳熟能
详而又津津乐道的各类技术表达；但另一方
面，歌曲的引子部分以及尾声呼应部分，采
用西方宗教合唱理念给出的静穆式背景和
音，却令笔者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以笔者有限的视野范围来看，自古典韵
味的流行中国风歌曲这一门类诞生以来，几

乎清一色是在电子、电声的背景衬托下，追
求音乐编曲上古色古香之能事，融入西方宗
教音乐元素，在此之前看来几乎是风马牛不
相及，犹如天方夜谭。《中国印》一曲却据此
开创了风格性先河，在编曲思路上将中国民
谣式的诉说，与西方宗教唱诗班和声进行巧
妙混搭，将两种差别甚大的音乐文化，通过音
乐技术上的巧妙处理，进行跨文化组合再造，
最终呈现的音乐效果不但毫无违和之感，反
倒营造出一种格调独具的中西合璧式的音乐
美感，仿佛是在西洋油画为底色的基础上，缓
缓展开的一幅中华文明的水墨画卷，充分体
现出西方先进文化元素的融入与本土优秀传
统文化交互作用下的当代中国文化群体生
态，赋予“中国形象”以多元化的关照意义。

传统文化歌者的时代担当

自2010年起，流行歌手皓天以消弭商业
功利于无形的流行歌声，表达致力于中国传
统文化的挖掘整理，用《孔子说》的“天下
大同”、《老子说》的“天人合一”、《释
迦穆尼说》的“淡泊明志”，默默宣讲着中
国传统文化的真谛与可贵。直到这首《中国
印》的推出，皓天在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致
敬的道路上所趟出的足迹愈发清晰可辨，从
偶然发端到文化自觉的脉络，演变亦更具形
而上的思考意味，在流行与主旋律之间进行
完美跨界的“传统文化歌者”身份也得以荣
耀彰显。正如词曲作家付林所评价的那样：
“皓天的《孔子说》一出来，我感觉他开始
走向成熟，用歌曲释放人类的良知，表达歌
曲的内容更加人文化。”

(作者系山东省音乐家协会秘书长，山
东省首批签约文艺评论家)

一方印玺天下阔
——— 皓天新歌《中国印》的创作审美评述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又一个国家级美术大展亮

相山东美术馆。1月17日，“中国精神———
第四届中国油画展”之“心像——— 当代中国
油画的表现性学术研究展”区段展览正式在
这里开幕，展出207件充分表征中国精神的
油画力作。展览将于2月28日结束。

据了解，“中国精神——— 第四届中国油
画展”分为“心像——— 当代中国油画的表现
性学术研究展”、“真像——— 当代中国写实
油画的新发展研究”、“意象——— 当代中国
油画的抽象性探索展”和“中国精神——— 第
四届中国油画展优秀作品展”四个区段。

本届油画展的作品展览、学术活动从
2015年延续到2018年。前三个区段是“中国精
神——— 第四届中国油画展”的三个分课题，每
个分课题计划一个年度的研究、展览季。第四

区段为汇总报告展，包括前三个课题及研究
成果展。力图展示中国油画经过近百年的发
展历程，逐渐形成的写实、表现、抽象三大
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民族油画语言体系。

本次展览展出的是“中国精神——— 第四
届中国油画展”之“心像——— 当代中国油画
的表现性学术研究展”区段。展览共分三
章，第一章“百年来中国油画表现性的探索
历程”，展出罗尔纯、詹建俊、陈钧德、妥
木斯、姚钟华、谌北新、闫振铎、罗中立、
戴士和、何多苓、俞晓夫、洪凌、焦小健、
王克举、韦尔申、闫平、朝戈、段正渠、杨
参军等几十位在中国油画史上具有标杆性的

名家力作。第二章“当代艺术家个案研
究”，展示了詹建俊、罗尔纯、闫振铎、何
多苓、焦小健等具有代表性的当代油画艺术
家作品。第三章“青年一代艺术家的探
索”，展示了近百位当代青年艺术家通过自
身实践与感悟对“中国精神”的探索成果。

中国美协油画艺委会副主任、中央美院
教授朝戈表示，在美术界的纷繁与躁动中，第
四届中国美协油画艺委会坚持一流学术标
准，稳步挑选和培养具有积极倾向的，并富创
造力的作者，尤其是青年作者。更有詹建俊等
老一辈艺术家的创作与引领，使得展览的组
织工作和学术甄别工作较为成功，为山东爱

好艺术的观众献上了一份精美的新年贺礼。
山东省油画学会主席陈国力在致辞中指

出，本次展览的包容性、开放性使山东油画
界受益匪浅。他认为，山东应该向第四届中
国油画展的策展方式和学术高度看齐，让本
省的油画活动更上一层楼。他表示，相信这
个展览能够对全国的油画发展起到非常强有
力的推动作用。

据了解，中国油画展已举办四届。1987
年年底至1 9 8 8年年初 ,“首届中国油画展”
作为中国油画史上首次全国性的油画专项大
展在上海举行，成为挖掘油画新兴力量的重
要平台，是中国油画界的一次整体亮相。

第四届中国油画展207件优秀作品展出
□建军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月16日，公益纪录片电影《山海情》

在青岛东方影都举办首映盛典。
《山海情》讲述的是山东志愿者帮助青海省贫困藏区

儿童的故事。2008年，汶川大地震，青岛市黄岛区的徐公
安发起几名志愿者募捐了五万元药品物资自费去四川救
援。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他们又自发到玉树抗震救
灾，在抗震救灾现场，徐公安看到当地的藏区有不少藏区
失学儿童，有了长期帮助藏区儿童的想法，经当地一个志
愿者联系，徐公安和几名志愿者和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
昂思多镇洛忙村结下了不解之缘。

2015年8月，山海情志愿组织在网上通过腾讯公益平
台募捐9600元，通过社会募集8000多元，全部捐给了灾
区。并给9名藏区孩子和5名家长买了火车票，把他们请到
了黄岛区做客，让藏区孩子在黄岛度过了难忘的十天。从
志愿者去青海省洛忙村支教，到邀请藏区孩子到黄岛，导
演王建军一直在跟踪拍摄，制作了这部公益纪录片。

公益纪录片《山海情》

举行首映

威海：健全四级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近年来，定陶县群众文化工作始终秉承为百姓书写、
为群众放歌的责任与使命，按照搭建一个平台、打造一支
队伍、传递一种精神的工作思路，让“泥腿子”登台，让
“酸秀才”谱曲，真正让群众“唱主角”，定陶县367个
行政村，全部实现了村级文体队伍全覆盖，活动场所全覆
盖，文化活动全覆盖。

为摸清实情，掌握动态，定陶县建立了县文化信息管
理系统，实现了对全县12个镇街367个行政村文艺队伍状
况的数字化管理，通过信息管理系统，村级文化骨干还可
以随时发送各类文化服务需求信息，县镇按需及时安排包
村的文化指导员进村入户指导，帮助解决问题，实现了县
镇村三级的沟通与交流。

为激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多渠道创造为群众
展示才艺的机会，把舞台留给群众，让群众唱主角。现
在，定陶县每月都举办诸如庄户剧团调演、曲艺班社展演、
秧歌舞比赛、广场舞展示等文化活动，由以往花钱请节目改
为群众出节目。目前，全县12个镇街，每个镇街每年都举办
一到两次具有镇域特色的文化活动，特色镇街文化活动成
为群众家门口的盛宴。很多村庄的村民都发挥自身特长，举
办自己的文化活动，秧歌表演、书画展览、健身舞蹈、曲艺演
奏等，他们自编自导自演自娱自乐，以不同形式展示着当前
农村的新变化、农民的新风貌。在定陶县仿山镇，乔楼、邓
集、游集、王良庄、前王楼等村庄喜欢书画的村民比较多，在
镇书画协会的带领下，他们组成了9个联村书画组，农忙
之余自发开展书画展览、书画比赛等活动，逢年过节，还
义务为村民写春联，很受群众欢迎。

在定陶农村，小到集资几百元购置活动器材、服装，
大到几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修建的村级广场、大戏楼，都有
群众广泛参与的身影。2015年，陈集镇中沙海村民自发筹
资110多万元，建起了能容纳5000余人的大戏楼；杜堂镇
宋楼村也筹资近100万元，建起了能容纳4000余名观众的
戏楼，极大方便了群众演出、看戏。目前，全县367个行
政村全部建有文化活动广场，超过一半的自然村也有了自
己的活动场所。

筑起舞台引来队伍。在加大文化投入的基础上，重点
引导群众自发开展文化活动，组建文艺队伍，搭建活动场
地，真正实现群众的活动群众办。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全县群众自发组建的文艺队伍有近千支，其中秧歌表演队
370多支，广场舞表演队421支，武术表演队40多支，竹马
表演队36支，舞狮表演队18支，庄户剧团24支。

定陶：文化活动

让群众“唱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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