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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记者从济宁市文广新局了解到，

为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丰富城乡人民群众节日期
间的精神文化生活，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快建设文
化强市首善之区，2016年春节期间，济宁市将开展“弘儒
韵畅民风”文化进万家活动，活动从2016年1月中旬开始
至2016年3月上旬结束。

活动以发展城乡文化事业、营造节庆氛围、增进人民
福祉为主题，本着政府主导、全民参与、文化惠民、务实
节俭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县图书馆、文化馆、尼山书院、
综合文化站服务中心、乡村儒学讲堂、文化广场的公共文
化阵地作用，充分发挥专业艺术院团、群众文化队伍和文
化志愿者的作用，以艺术的形式集中开展优秀传统文化进
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和进家庭“六进
普及工程”，着力打造“儒学原乡·文化圣地”公共文化
服务品牌，丰富城乡人民群众节日期间的精神文化生活，
让人民群众切实享受文化发展成果，使全市人民过上一个
快乐、祥和、文明的春节。

其间，将开展济宁市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活动，原创大型杂技剧《孔子》惠民演出，济宁市优秀文
艺作品大汇演活动，大型礼乐《礼乐邹鲁》惠民展演，济
宁市庆祝“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月”传统武术类非遗项
目展演活动等主题活动。同时还将开展第二届河南豫剧
节精品剧目展演、“过年——— 2016猴年春节晚会”、讲述中
国故事——— 济宁市优秀非遗展演项目走基层惠民巡演等
系列活动。各县市区也将在新年春节期间开展丰富多彩
的系列文化活动。整个2016年春节期间文化惠民活动将
会精彩纷呈，百花齐放，在新年春节期间营造出全市上下
村村锣鼓响、处处歌声飘的良好氛围。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月15日晚，国家艺术基

金资助项目、山东歌舞剧院出品的民族管弦
乐音诗《孔子》在济南历山剧院首演。担纲
作曲及文本撰写的莫凡形容：“这场演出像
是一个初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从现场专
家和观众的反映来看，这宣告“我来到这个
世界”的“第一声啼哭”，清脆、响亮，赢
得了一个好兆头。首演圆满成功，也让大家
为这部作品经过打磨提升后走得更远充满期
待。

由山东歌舞剧院民族管弦乐队作为主
体，融入声乐及其它艺术表演形式的民族管
弦乐音诗《孔子》，展现了孔子五十岁之后
的人生历程。这一段时间里，这位伟大的思
想家、教育家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历经磨
难、矢志不渝、孜孜以求。作品共分十二
节，分成上、下两个半场。

由《梦想》、《战乱》、《办学》、
《祭祀》、《抉择》、《离别》组成的上半
场，表现了春秋时期战乱频仍，礼崩乐坏，
孔子怀着美好的理想，遵循“克己复礼”的

信念，决心奉行“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
办学思想，在当上鲁国大司寇却遭遇“堕三
都”失败后，在五十五岁时告别家乡和亲人
去寻求仁义礼治的政治理想。

由《思念》、《围困》、《鸿雁》、
《风雪》、《归鲁》、《大同》组成的下半
场，则主要描述了孔子一行在陈、蔡之间遭
遇围困时的思想争鸣，展现了历经十四年周
游列国，颠沛流离的孔子一行回到家乡，以
及孔子去世前又一次在杏坛向人们宣讲自己
的大同理想的场景。

1月16日，在济南举办的民族管弦乐音
诗《孔子》专家研讨会上，莫凡表示，创
作这部作品，目的是想“塑造一位有血有
肉、情感丰富饱满的先哲形象，能够打动
现代的观众”。他坦承，以这种艺术样式
创作一部表现孔子的作品，起初也是有些
“茫然”，通过阅读更多关于孔子的史
料，自己的认识也越来越丰富，孔子的形
象也越来越鲜活，“他的思想博大精深，
他的一生其实也是充满故事性，甚至可以
说有一定的传奇色彩，用音乐的样式来表

现孔子这段人生历程，就有了很大的艺术
创作空间，能够避免让观众感觉这只是一
些艰深的理论阐释或者空洞的说教，也能
够避免让音乐陷入单调刻板。”

至于这部作品的艺术表现样式，莫凡
称就是为山东歌舞剧院的演员和乐队量身
打造。作品力图努力发挥民族管弦乐队丰
富的色彩，表现当时的社会环境、生活状
态，用声乐艺术唱出孔子、孔妻和弟子们
的内心情感。莫凡说：“我们没有刻意去
追求难度、新奇，希望在平实的娓娓道来
中，让观众更好地理解作品，产生情感共
鸣。”

文化部艺术司音乐舞蹈杂技处处长黄
小驹表示，这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作
品，唱响主旋律，又用民族管弦乐的形式
来呈现，令人印象深刻。作为一部表现孔
子题材的作品，既需要排除其中的一些消
极元素，又要充分发挥其思想中的优秀部
分，要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还要达到一定
的艺术高度，难度很大。“这部作品能够
深入浅出，不论是文字语言还是舞蹈语

言，对孔子的解读以及主创人员对孔子的
理解，能很流畅地传达给观众，这一点做
得非常成功。”

山东省剧协主席陈鹏则表示，这部作品
以音乐的形式来阐述孔子的思想，感觉生动
流畅，“尤其是表现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与
情感的抒发结合得好，对思想的表达成为情
感寄托的主体。此外，音乐性与表演性之间
的关系把握得也比较准确。”

当然，专家们也认为，这部作品毕竟刚
刚公演，在音乐、舞美、演员表演等方面也
都还有值得研究提升的空间。山东歌舞剧院
院长王彬林表示，山东歌舞剧院作为孔子家
乡的乐团，本次排演民族管弦乐音诗《孔
子》，力图用孔子追梦理想的行动，用鲜明
动听的音乐来感动当代听众，展示中国儒家
文化的魅力。“我们将虚心听取专家和观众
的意见建议，与主创人员一起努力，做好剧
目加工提升工作，我们不仅希望这部《孔
子》能够顺利通过国家艺术基金的评审验
收，还期待着打造成我们的又一台保留剧
目。”

民族管弦乐音诗《孔子》成功首演
塑造了一位有血有肉、情感丰富饱满的先哲形象

◆项目名称：青岛市市民五王才艺大赛
项目

项目完成单位：青岛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4万多人报名参赛，演出4300多个节目，
举办晚会200多场，现场观众20多万人，通过
网络点击关注的网民达598万人……自2014年
10月至2015年2月，一场海选歌王、舞王、戏
王、琴王、秀王的“五王”才艺大赛，采取
市民自主报名参赛、选手自定才艺展示、自
下而上比赛海选、评委点评普及知识的方
式，引领青岛市民“唱响中国好歌曲，舞出
中华好风采，演绎经典好戏曲，琴颂古今好
乐章，展现传统好技艺”。在青岛市打造了
一场全民参与、全城欢动的群众文化盛典，
掀起了一场“全城全民全参与、展才展艺展
绝技”的市民文化活动的新热潮。2015年
底，青岛“五王”才艺大赛创新公共文化活
动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荣获第二届山东省文化
创新奖。

“一座城市的品质，不仅仅体现在宏伟
的地标性建筑、知名工业品牌，还要有接地
气、惠民生的文化品牌。‘五王’才艺大赛
正是这样一块惠及我市城乡每个角落、广受
群众赞誉、激活城市文化基因、点燃城市文
化热情的文化品牌。”青岛市文广新局局长
李明说。

百姓成为“五王”舞台主角

在“戏王”决赛现场，来自青岛市市南
区福林小学的王奥翔扮一副包公的黑脸出
场，无论是扮相还是唱腔，都有板有眼。

一曲《铡美案》选段《包龙图打坐开封府》，
让台下观众连声叫好。经专家评审、媒体评
审和大众评审之后，王奥翔力压爷爷奶奶辈
的选手，一举夺得“戏王”金奖。在“五王”的
舞台上，像王奥翔这样的能人大有人在。有
的是已经80多岁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有
的是四五岁的儿童，却也技艺超群。

近年来，青岛市群众文化活动虽然开展
得红红火火，但一直缺少一个在全市范围
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品牌。青岛市文广新
局社会文化处处长樊泽元告诉记者：“先
看老百姓的文化需求，再为他们量身定制
文化活动。”“五王”才艺大赛应运而
生。

大赛面向全体市民，不设任何门槛，内
容形式自定，五大艺术门类同台竞技，自下
而上海选草根达人秀，真正做到了“把舞台
放给群众，把资金投向基层”，成为在一个
平台进行五项艺术门类海选的市民才艺展示
舞台。

“来这个舞台主要是圆我们一个舞台
梦，我们不争金王、银王、铜王，我们就要
个健康快乐长寿王。”获奖选手冷传芳谦虚
地说。“‘五王’才艺大赛改变了过去‘政
府主办、院团主角、你唱我听、你舞我看’
的文化模式，让普通百姓走向前台，成为文
化表现主体。”樊泽元介绍说，从孩子到老
人，从业余选手到专业人士，都能够参与进
来。首届“五王”才艺大赛吸引全市百姓踊
跃参与，使之成为青岛最具吸引力和影响力
的大型群众文化活动，一下子点亮了城市文
化生活舞台。

“有专家高度评价‘五王’才艺大赛，
认为这种模式找到了一条城市文化总体追求
与市民文化个性需求相互融合的创新路径，
发现了一个政府文化主导与群体文化创造完
美对接的崭新平台。”樊泽元说。

政府变为“五王”辅导员

短短4个多月时间，分12个赛区组织4万
多人参赛，组织汇报演出2 0 0多场。“五
王”才艺大赛的组织工作时间短、任务重，

对青岛市文化工作者来说是一次重大考验。
“举办市民‘五王’才艺大赛，既是对全市
文化草根的一次全面发动，又是对全市文化
队伍的一次全面历练。全体文化工作者因变
而变，迅速完成角色转换，由过去的文化活
动主导者、表演者，变为现在的宣传员、协
调员、辅导员、服务员。”樊泽元介绍说。

此次“五王”才艺大赛的“秀王”获得
者龙玉美是青岛市西海岸经济新区文化馆一
名业务人员，在这次大赛中她“既是选手又
是教练”，不光把自己的才艺展现给了观
众，也将她所辅导的文艺爱好者带到了“五
王”才艺大赛的舞台之上。

据了解，此次“五王”才艺大赛的组
织过程中，青岛市文化工作者将工作着力点
放在基层，分片包干责任到人，深入各分赛
区和农村社区一线，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
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发现推选文艺人才，
组成参赛战队参赛。指导社区村庄建立健全
各具特色的舞蹈队、秧歌队、合唱队、演出
队、庄户剧团等文艺团队9800多支，涵盖全
市所有的村庄社区，既为大赛锻炼培养了人
才，又活跃了基层文化生活。在12个赛区都
开办了“五王”训练营，组织专业文艺人才
组成导师团，对优秀选手进行个体辅导和整
体包装。组织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志愿者组成

“五王”服务队，为基层选手参赛提供全方
位优质服务。

此外，在“五王”才艺大赛启动期间，优
秀参赛选手和文艺工作者组成演出队伍，开
展了“走进经典”——— 青岛市“微演艺”“六
进”公益演出活动，把一场场文艺演出带到
了商场、机场、火车站、汽车站、书店、市场
等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让高雅艺术与普
通市民美丽邂逅，赢得了群众的广泛喜
爱，彰显了城市的艺术气质。

300万赞助保障赛制运行

专业的舞台设施、专业的团队、专业的
评委队伍，在“五王”才艺大赛的演出现
场，“专业”的保障让演出增色不少。

“要把草根的‘五王’才艺大赛做出专

业的水平，我们看到了自身力量的不足和社
会力量的优势。通过组织招标的形式，青岛
时空文化集团在众多投标者当中脱颖而出，
承担起200多场比赛的组织、策划、保障工
作。”樊泽元说。“通过青岛时空文化集团
的市场化运作，比赛组织周密，演出效果
好，评审水平高，让首届‘五王’才艺大赛
开了一个好头。”

“我们现场的所有工作人员从台前到幕
后都付出了很多，但是看到选手发挥出了实
力，展现出了非常接地气的精彩比赛和节
目，这让我们的工作更带一股劲头。”助理
导演徐浩说。“为‘五王’才艺大赛做保
障，也是为青岛文化建设作出一份小小的贡
献。”

除了借用社会力量办好“五王”才艺大
赛之外，在主办之初通过冠名、合作等多种
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进来，青岛圣元营养
食品有限公司出资300万元成为首届“五王”
才艺大赛的独家冠名单位，解决了整个赛事
资金的近40%，有效解决了文化活动经费来
源问题。对此，圣元营养食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克有自己的理解。“作为有社会责任感
的企业，为社会作出一份贡献，是荣耀也是
责任。”李克说，“在以后文化点亮青岛的大
路上，希望包括圣元在内的社会各界能够贡
献更多的力量。”

2015年9月，青岛市“无与伦比”——— 中
日韩东亚文化之都“五王”大赛暨第二届青岛
市民“五王”才艺大赛再发英雄帖，向青岛市
民、日韩选手敞开报名参赛的大门。据悉，第
二届“五王”才艺大赛将在科学性、艺术性、规
范性、参与度、接地气、连民心上多下功夫，力
争将市民“五王”才艺大赛打造成富有浓郁青
岛特色、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知名文化品牌。同
时，将发挥大赛优秀选手的作用，充实“微演
艺”艺术团队，继续组织好“走进经典”———

“微演艺”“六进”公益演出活动；组建“市民
‘五王’艺术团”，下基层巡回演出，带动群众
参与文化生活的积极性；组成“东亚文化之
都”文化使者团，作为与日韩、欧美等国家
和地区进行文化交流的纽带，向世界传达青
岛独特的艺术魅力。

“五王”火炬，点燃青岛市民文化活动热情

把舞台完全放给群众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1月15日，2015年“幸福市南、文化惠民”青岛市市南区公益文化培训展演在青岛市歌舞剧院梦幻剧场举行，350多名培训班学员登台演

出，用歌舞、朗诵、器乐演奏、时装表演等形式，汇报学习成果。图为舞蹈串烧《快乐你就扭起来》。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月20日，文化部“国家

级古籍修复中心”第三督导组到山东省图
书馆督导古籍修复工作。督导主要从队伍
建设、制度建设、修复环境改善、古籍修
复数量、修复培训、修复科研、宣传推广
及经费保障等八个方面入手，通过了解实
际情况和交流座谈，促进“十三五”规划
的制订，推进山东省古籍修复工作再上新
台阶。

省文化厅副厅长李国琳在致辞中指出，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山东省古籍保
护和修复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已经形成了
集普查、修复、展示、研究、利用“五位一
体”的古籍保护模式，为我省古籍保护的长
远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山东将以这次督导
为契机，总结经验，改进不足，在文化部、
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保护协会
的领导和支持下，全面推动古籍保护和修复
工作再上新台阶，为让珍藏在古籍里的文字
真正活起来，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
新的贡献。

与会领导与专家进行了交流座谈，总
结了古籍修复工作中所存在的共性问题，
分析了技术、人才等方面存在的矛盾和难
点，为以后的工作开展提供了指导性意
见。督导组一行对山东省古籍修复中心、
善本书库进行了实地督导，并就修复技
术、设备、场地与环境等进行了进一步交
流。

山东古籍保护

和修复工作成绩显著

“弘儒韵畅民风”

文化进万家活动启幕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月19日，全省各市史志办主任工作会

议在济南召开，总结交流工作，并为下一步工作做出安排
部署。

2015年，我省史志开拓创新、奋发有为，制定出台全
国第一个省级史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在全国史志系统率
先推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成果，修志编鉴主业再创佳
绩，信息化和方志馆等基础建设不断加强，服务经济文化
强省能力水平不断提升，走在全国前列，创造了“山东经
验”，成为了排头兵。

据省史志办主任刘爱军介绍，2016年，我省将启动
《山东省对口支援西藏志》、《山东省对口支援新疆
志》、《山东京杭运河志》编纂工作。将实施齐鲁名镇
名村志文化工程，每年推出20部名镇志、名村志精品。
继续推进齐鲁历史名人动漫制作和《齐鲁历史名人传
略》丛书编纂，出版《山东省历史地图集》，推进《山
东省历代方志集成》。同时，还将继续深化抗战研究。
完成山东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系列纪录片拍摄，深入推
进山东抗战研究丛书，重点开展《山东抗日根据地志》编
纂工作。

我省将编纂

《山东抗日根据地志》

□张吉礼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月20日，山东齐鲁美术研究院在山东

书城成立。
山东齐鲁美术研究院是山东出版集团发起成立、经省

民政厅依法注册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将致力开展重点
课题创新研究，形成美术创作理论体系，更好地指导艺术
创作实践，同时加强省内外美术界合作，传播齐鲁文化。
当天，“云林深处——— 王书侠王绍波张宜三人作品展”举
行。王书侠长于山水，王少波擅写花鸟，张宜精于人物，
展出的120余幅作品，技艺精湛、笔墨老辣，从中透露出
浓厚的中国画写意精神。

山东齐鲁美术研究院成立

□万照广 甄再斌 报道
本报枣庄讯 有着200年历史的陈旧家具、手摇式留

声机、锈迹斑斑的抗战大刀……一件件老物件都有一段自
己的故事。1月18日，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东仓村的村史
陈列馆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在这间展示面积80平方米的
屋子里，承载着东仓村丰厚的文化底蕴、记载着东仓村的
沧桑变迁。

东仓村2015年获评全国精神文明村。一进陈列馆的
大门，一幅幅介绍东仓村起源与发展的资料悬挂在墙壁
上，展示了东仓村的历史沿革和村容巨变。村委会人员
向笔者介绍，村史陈列馆摆放的物品都是村民自愿捐赠
的，整个村史陈列馆分为“忆往昔峥嵘”、“看今朝沧
桑巨变”、“荣誉展示”和“展未来再创辉煌”四部分内
容。

在“看今朝沧桑巨变”板块里，陈列馆摆放了锄头、
犁、粮票、老照片、座钟、菜坛子等家居用品和农具，展
现了东仓村上一辈人辛苦劳作、生产生活的场景。在陈列
馆的另一面墙上，以“展未来再创辉煌”为脉络向村民展
出了近年来东仓村所获得的奖牌、奖杯、锦旗和证书。

村史馆留住乡情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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