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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阿娇

◆ 个人简介 郭思克，1966年生，现
任山东博物馆常务副馆长、研究馆员，兼任
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山东管理处处长，中国
博物馆协会常务理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
委员。系山东省首批齐鲁文化名家。编辑出
版《山东文物丛书·玉器卷》《山东省博物
馆藏年画珍品》等多部著作，组织策划的
《考古山东》《非洲野生动物大迁徙展》等
展览多次荣获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
推介奖项。承担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或子课题，荣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泰
山文艺奖等多个重要奖项。

众多博物馆让历史人物频频“卖萌”与
网友互动，成为坊间热门话题；山东博物馆
推出一系列新颖别致、文化含量深厚的展览
和体验活动，让馆藏文物活起来，引得参观
人员络绎不绝。博物馆文化从来没有像今天
这样走近寻常百姓，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
文化强国、文化强省的建设中发挥至关重要
的作用。

郭思克，现任山东博物馆常务副馆长。
他以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整合利
用齐鲁历史文化资源，传承创新，带领山东
博物馆向着“国际先进、国内一流”的发展
目标快速迈进。

鉴定求精，为国家藏宝

文物鉴定是文物征集、保管、展览陈列
的基础，文物进出境、打击文物犯罪等也都
离不开文物鉴定。2008年，郭思克被国家文
物局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他长于
玉器鉴定，兼职负责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山
东站、山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日常工作，组
织全省的文物进出境审核、公检法海关部门
等涉案文物鉴定、馆藏文物鉴定等。郭思克
对文物鉴定的法律法规、文物鉴定技能做到
准确掌握，文物鉴定程序娴熟于心。从事文
物鉴定工作二十多年来，郭思克组织参与文
物进出境审核、文物拍卖公司拍卖标的审
核、国有文物收藏单位馆藏文物的鉴定、定
级和公安、检察、司法、工商、海关等罚没
文物的鉴定等各类鉴定活动近千次，鉴定文
物20余万件。

文物保护与征集是博物馆重点工作之
一，作为山东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郭思克一
直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并在抢救与保护濒危

的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作出重大贡
献。2010年山东博物馆新馆落成至今，山东
博物馆征集各类藏品达10272件(套)，其中包
括山东地区民间木版年画2108件，鲁绣作品
及资料4510件，战国至汉代铭文陶器1514
件，山东籍书画、收藏名家作品及藏品410
件，以非洲野生动物大迁徙为主题的珍稀野
生动物标本400件等。在进一步充实原有馆
藏资源的同时，也在木版年画、鲁绣、古代
书画、古代铭文陶器、珍稀野生动物标本等
领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收藏体系。

新馆开放至今，总面积近千平方米的金
属、纸质、漆木器、陶瓷、纺织品等文物保
护实验室相继建成并投入使用。山东博物馆
近两年来为本馆及其他文博单位修复各类藏
品1486件，先后承担国家重点文物保护项目9
项。

展陈创新，为公众启智

博物馆具有比较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
蕴含着祖先和当地人民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郭思克认为，
展览是博物馆与观众联系最为密切的渠道，
也是博物馆各项工作水平的直观体现。

如何把展览做出特色、做出水平，让精
深的历史文化走进百姓的生活视野，是郭思
克一直在思索的课题。为此，郭思克倡导将
国外先进的“策展人”制度引进到山东博物
馆的展览工作中，即选定题目后，选择该展
览领域的专业人员作为展览策展人。策展人
总体负责整个展览项目，包括展览创意、策
划和筹备等，协调有关展览的公共资源。策
展人制度能够更为合理地实现资源配置优
化，最大限度地激发人员活力，让展览的主
题更加鲜明、设置更为合理，全面提升参观
者观看展览时的体验。

山东博物馆推出的《考古山东》展览荣
获“2012年全国十大精品陈列”。《空灵之
约——— 中国沉香文化展》《非洲野生动物大
迁徙展》分获2013年度、2014年度全国博物
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评选优胜奖。2013年10
月，作为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的重点项目，山
东博物馆推出《欧美经典美术大展》，展出
达芬奇、毕加索、达利等世界顶级艺术大师
的美术作品300余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
响。2014年11月开展的《非洲野生动物大迁
徙展》，展出标本400件，总价值超过2亿元
人民币。这一展览是迄今为止国内规模最
大、展出动物标本最多、展陈手段最先进的

非洲野生动物展，也是山东博物馆新馆开馆
以来首个自然类常设展览。展览开展以来，
观众参观热情高涨，最多的一天达到25115人
(2015年1月1日)，创造了山东博物馆单日参观
人数的新纪录。

山东博物馆目前形成了9个展览、15个
展厅的基本陈列体系，每年还推出20余个临
时展览，其中原创性的展览占到一半以上。

倾力为民，服务文化建设

郭思克特别重视博物馆的社会服务职
能。作为山东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山东博物馆积极创新服务形
式，不断丰富服务内容，努力提升服务质
量，让博物馆的文化与服务惠及民生，为来
自世界各地的观众提供贴心周到的服务。

目前，山东博物馆已经顺利通过国家文
物局“完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试点单
位验收，形成了“孔子学堂”、“自然教
室”、“历史课堂”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教育
体验体系。自2013年开始，山东博物馆连续
三年举办了“环球自然日”——— 青少年自然
科学知识挑战山东赛区活动，并于2015年7月
承办了全球总决选，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
区以及国内11个省市的267支队伍、近千名选
手参赛，规模和人数创下历届全球总决选之
最。山东博物馆因在环球自然日活动中的杰
出贡献，被环球健康与教育基金会授予“特
别组织奖”。

虽然是学术领域的文物鉴定和策展专
家，郭思克却将文物和文化如何走入基层作
为了工作重点之一。“流动博物馆”正是这
样的一种“接地气”的文化传播形式，以文
化大篷车为载体，让文化走进校园、走进社
区、走进企业、走进军营，系列博物馆活动
持续深入开展。

每次策展时，郭思克都要求尽可能设计
观众参与项目、设置互动区，让观众全方位
立体化地体验博物馆文化带来的愉悦，在体
验中增长知识。山东博物馆还综合运用多种
文化传播渠道，强化网站、微博、微信、数
字化博物馆等新媒体在信息发布中的作用，
使之成为博物馆主动服务群众、实现与观众
良性互动的重要渠道。此外，山东博物馆还
积极设计开发博物馆相关文化衍生品，不断
改善观众休闲服务设施，目前有纪念品商
店、沉香雅集、咖啡厅、自然展礼品店、博
文书苑等6处场所为观众提供全方位的文化
产品与休闲服务。

山东是文化大省，孔孟之乡，有着悠久
灿烂的文明。郭思克深深地热爱着他从事了
多年的文物鉴定、藏品研究和陈列展览工
作，并将继续付诸心血，努力将山东博物馆
打造成为我省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和对外宣
传的响亮名片。

郭思克：让博物馆文化走近寻常百姓

□ 于学剑

戏曲流派是以表演特色为中心，薪火传
承、同中有异的群体现象。艺术是人生的花
朵，流派是精神的图腾。流派的外显形态是
相对稳定的艺术特色，内涵却是观众群体无
意识之下的人性之美的对象化。如京剧梅兰
芳梅派，端正大度、雍容平和，这正是观众
向往能以泰和气度、君子之风做人处世的精
神指向。程砚秋程派，其程腔幽暗明灭，如
游丝凌空独袅，这正是人们于困境中柔韧劲
挺的心理守则……每一种戏曲表演流派的形
式韵味的美学特色不同，但其深层都接通着
人们富有正能量的精神资质。

这是戏曲流派产生的根本原因和人文意
义。

戏曲流派的昨天与今天

戏曲流派的昨天是戏曲流派的奠基与繁

荣的时期；今天，是戏曲流派传承发扬、欲
开新局的时期。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六十
年代，戏曲艺人的创作才华被极大地激活，
相继纷呈的特色演艺与观众多样的审美期盼
一拍即合，于是一个个表演流派应运而生。
有的流派较早地消匿了，它的局部精华融入
了新的流派之中。

戏曲流派在当下有三个特点：其一，几
乎没有产生昭然于世的新流派。这是因为上
世纪八十年代戏曲恢复传统戏，流派的接
续、继承，成了第一要义。这一“传承”就
磨了二十多年，至本世纪初，戏曲流派的光
芒才逐渐稳定地放射出来。其二，传统流派
仍在继承中发扬。凡有流派的剧种，都有一
批出色的流派继承人，他们凝聚着发扬着本
剧种流派的精华，填补了流派的历史断层。
其三，戏曲流派的不平衡现象。戏曲流派，
觉其多，实则少。戏曲剧种三百有余，而有
流派的剧种不过十分之一。

有流派的剧种又有差异。其中以京剧为
盛，京剧生旦净丑流派曾多达四十余种，影
响巨大，标志着京剧的辉煌。而其他剧种流
派则显弱势：有的偏行于旦；有的偏行于旦
与小生；有的虽兼及旦、生、丑，却影响不
大；有的以地域称派；大量剧种则无流
派……

戏曲流派的继承创新与弘扬

戏曲界对流派问题有不同声音。有人不
主张流派，有人甚至认为传承流派阻碍了剧
种发展，有人则认为今后不会再产生新流
派。

戏曲流派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未来，
它是一个永恒现象。这是流派自身魅力、审
美需求、创作规律等因素所决定的。其一，
流派是流动的团体，其具体呈现则是其创始
人与继承人一种特殊形式的联合创作，这一
虚实重合、幻影叠韵的美学意味是不可替代
的，这正是观众审美场域所期待的。流派又
为选择、对比、品评提供了艺术彩带。其
二，当今社会追求艺术个性化多样化的审美
心理强烈，戏曲新流派更为人们所期待！其
三，江山代有人才出，总有卓越者，高标出
世；天赋才智终有别，也总有从贤者，择派
而栖。其四，已有的流派从纵横两方面催生
着新流派。其五，从生活中提炼元素，借鉴
传统，是产生新流派的绿色通道，尤其生活
化浓郁的地方戏更当如此。

在流派共性中凸显个性，与越出共性独
显个性，两者互相接续，是艺术个性化的不
同表现，都会被当代艺术审美所接纳。

传承流派会失去个人特色吗？创作性的
继承流派就不会失去个人特色，还会成为一
代大家。以京剧程派传为例。赵荣琛，演唱
低音重，多咽音，含蓄老到；李世济，演唱
节奏力度对比强，尾音多阔放；当今程派翘
楚张火丁，演唱于谨严中释放着亮度，三人
各有特色，又同在气敛韵含的程腔风格中。
继承流派，削足适履、捧心效颦者也有，只
是一时迷途。

当今新流派产生的主要困难在主观。一
是剧目生产的目的与机制不利于流派产生。
院团创作主要为拿奖，拿了奖，万事大吉，
赶排下个剧目。以高薪聘来的主创班子，不
能完成长期细磨打造的任务。二是演员少传
统积淀，少代表性剧目，少艺术新质，如
此，谈何创新流派？

其实，这些年戏曲新流派不曾绝迹，当
今表演艺术家中有的已经够格称派，只是未
被确认，没有叫响。他们自己也拒绝称派，
如尚长荣说：“我永远不称派”，李维康说:
“我是没有派的”。

流派不以个人承认与否而定。京剧四大
须生之一的奚啸伯，当社会公认他为“奚
派”时，他还矢口否认：我不敢当。出色的
艺术家一时未称派，不等于以后不被观众称
派。以雅正高风令人仰之弥高的京剧艺术大
师李少春，1962年就以电影《野猪林》为标
志卓然成家，但直到本世纪2000年之后才逐
渐热称“李派”。依我看，戏剧观众喜爱的
以激情浓烈、积健为雄为表演风格的尚长
荣，以精美天成、朴素大方表演风格著称的
李维康及黄梅戏的马兰、黄新德，豫剧的李
树建，还有我不熟悉的许多出色的艺术家都
有称派的资格，只是时间与宣传问题。戏曲
流派不能拔苗助长也不能保守自闭。现在对
戏曲流派的认识落后于现实存在。

以往未能称派，是因“文革”时期传统
戏中断，流派观念杜绝。老戏恢复后，流派
意识蛰伏难醒，复称旧派还顺口，而称新派
则口涩。多年来，又暗流着戏曲流派缺少个
性的错误观念。

山东地方戏流派概览

山东地方戏原有35个，现存14个，其流
派情况大体同于其他地方戏流派由简括向精

致渐变的态势。其布局，也不均，盖有四
类：

有流派明确的：流派明确的只有山东梆
子，主要有，生行：窦(朝荣)派，演唱苍凉
雄阔，《两狼山》公认为范作；任(心才)派，演
唱洒脱清逸，弟子有表演艺术家张贵元(电影

《墙头记》饰张木匠)等；许(相云)派，演唱清新
刚健，弟子有当今山东梆子生行领军人杨圣
军等。旦行：有刘(桂荣)派，闺门小旦，演唱清
亮圆活；刘(桂松)派，声腔大口大韵、明朗高
亢，弟子有当今山东梆子旦行领军人李新花
(刚中能润，有新派之质)、祝凤晨；姚(月芝)
派多饰老年妇女，朴素自然……

流派隐约不明的剧种有：五音戏，旦角
邓洪山素有“五音泰斗”“鲜樱桃”之称，
演唱酸甜摄魂，堪称“邓派”当之无愧，却
多年无人予以堂皇称之，今应高悬其流派。
筱派：(邓吉祥艺名“小樱桃”)，擅悲剧，
深沉含蓄，是五音前辈大家，亦当流派高
树。邓洪山弟子霍俊萍，梅开二度，将深度
体验融入土味的戏曲形姿，别开生面，颇具
“霍派”之色。大平调，生行一代名家郭盛
高，艺名“小黑牛”，演唱于沙哑中抗坠挥
洒，堪称“郭派”；马洪轩，艺名“小黄
牛”，演唱明朗通脱，堪称“马派”；郭派
高足何西良，当今大平调首席生角，台风中
正，声亮韵清，与苍沙粗放的传统拉开距
离。堪称大平调新派“何派”。以上剧种流
派应予以堂堂正正地明朗化。

应该流派再认的剧种有：柳子戏，净角
张春雷，其表演曾受到梅兰芳、周信芳等艺
术大师的称赞。电影《孙安动本》中饰演徐
龙、《张飞闯辕门》中饰演张飞，演得满台
风雷，这样杰出的艺术家称其“张派”理所
当然。饰演电影《孙安动本》中孙安的黄遵
宪，其演唱既有“净面文生”之夸张，又中
正文清，是表演新范，堪称“黄派”风格。
再说吕剧，有“三杰”早已蜚声遐迩。郎咸
芬，自电影《李二嫂改嫁》即始成蕴藉大度
之风格。李岱江，演唱清丽素雅，其“马大
保喝醉了酒”唱段已成吕剧流行曲。林建
华，演唱华美玲珑，至今是吕剧女声之冠。
他们各有弟子列队门墙，堪称吕剧三大派：
“郎派”、“李派”、“林派”。

大量剧种没有流派……
山东应学习其他剧种，多举办本剧种流

派演出专场，这是宣传本剧种流派的有力措
施。

(作者系山东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我省流派明确的目前只有山东梆子，大量剧种仍没有流派

高扬起戏曲流派的彩带

◆ 当今新流派产生的主要

困难在主观。一是剧目生产的目

的与机制不利于流派产生。院团

创作主要为拿奖，拿了奖，万事

大吉，赶排下个剧目。以高薪聘

来的主创班子，不能完成长期细

磨打造的任务。二是演员少传统

积淀，少代表性剧目，少艺术新

质，如此，谈何创新流派？

其实，这些年戏曲新流派不

曾绝迹，当今表演艺术家中有的

已经够格称派，只是未被确认，

没有叫响。

要让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没有藏身之地

●“综合来看，我们应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繁荣发
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使命感，加强理论学习，开展对不良作
品、现象和思潮的批评，深化新时期文学史研究，传承和
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让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没有藏身之
地。”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董学文说。“首先，要把文
艺批评和文艺争鸣切实地开展起来，敢于同文艺上的历史
虚无主义现象作斗争。文艺界要对有代表性的历史虚无主
义文艺作品，展开旗帜鲜明、实事求是、充分说理、指名
道姓、短兵相接的分析和批评。这样，才能遏制历史虚无
主义蔓延的势头。这应是克服文艺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
核心工程。其次，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大力传承和弘扬中
华美学精神，把文艺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清除出去。中华美
学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一个源泉，是我们在世界审美文化激荡中站稳脚
跟的一块基石，是在文艺领域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
道坚固堤坝。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
有文化传统的血脉。坚决拒绝‘以洋为尊’‘以洋为美’
‘唯洋是从’，摒弃虚无历史、虚无价值、虚无中国，在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文学评论要有新的生机与活力

●“概括起来，当前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基本上表
现在公信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不足上。公信力不足涉及到
是否说真话、是否坚持思想和艺术标准；感染力不足涉及
到学术的、理论的话语能不能转化为面向大众的语言；而
影响力不足，则涉及到文学评论能否树立自身的权威，能
否有效、有力地引导创作和阅读。”

———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说。“针对这些问
题，文学评论界也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我认为，文学评论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面临严峻的考验，必须重新认识文学评
论的功能，加强文学评论的自身建设，准确处理学术与社
会、理论与创作、研究与判断等一系列基本关系，使文学
评论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文学批评要说真话，但说真话
还是基本要求，还要说有水平令人信服的话、对读者和作
家有启发的话，还要说大家能听得懂、听得进去的话。这
些似乎简单的要求做起来都不容易，既是对文学评论工作
者们的考验，也需要有关领导部门和各个方面的协同支
持，共同营造使文学评论健康发展的环境。”

(孙先凯 辑)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想当初含羞带怒离张家，现如今乔装

改扮试素花。她若是依然执拗不愿嫁，我只好一刀两断舍
弃她；她若是主意改变随我去，我这个新科状元就认下
她。”2月14日，随着舞台上吕剧经典剧目《姊妹易嫁》
的开唱，老戏迷王本周也跟着轻声和唱。“春节上班第一
天就能听到这么原汁原味的吕剧老戏，很高兴啊。”王本
周竖起大拇指称赞道。

据了解，2月14日至15日，省吕剧院携《姊妹易嫁》
和《李二嫂改嫁》两部经典吕剧为泉城人民恭贺新春。同
时，这两场演出也拉开了国家艺术基金2015年度传播交流
项目——— “吕剧华夏行”全国巡演活动的帷幕。

“吕剧华夏行”全国巡演活动作为2015年度国家艺术
基金资助项目，将为全国各地观众奉献总计30场的吕剧经
典剧目巡演，参加巡演的剧目分别为《姊妹易嫁》、《墙
头记》和《李二嫂改嫁》。

据了解，本次巡演活动分为省内巡演和全国巡演两个
部分：其中，省内将演出9场，分别在济南、青岛、德
州、潍坊等市的剧场和当地大学礼堂演出；而全国巡演将
分三个阶段在安徽、湖北、浙江、江苏、辽宁、北京、河
南等七个省市共演出21场。此次全国巡演注重精品剧目推
广、公益惠民演出、经典剧目宣传与高校受众群培养的结
合，巡演过程中十分注重开展剧目巡演和在高校举行戏曲
宣传讲座活动。价值在于传承优秀吕剧艺术，彰显齐鲁文
化魅力；整合院线资源，活化传承方式；普及公益惠民，
促进文化共享等。

同时，省吕剧院也继续加大文化惠民演出服务力度。
本次巡演更加注重贴近基层、贴近群众，并适当向农村地
区、革命老区、欠发达地区、偏远地区、部队及敬老院、
社会福利院、儿童福利院等区域(单位)倾斜，尤其是十分
注重满足社会特殊群体的文化公益服务，共享文化公平，
借此机会将巡演和公益性文化服务活动相结合，拉近艺术
与生活、艺术与群众的关系，让全国更多的观众特别是基
层群众体验齐鲁文化的魅力。

吕剧华夏行

全国巡演活动首演

□高占根 陈磊 报道
2月16日，滨州市沾化区举行乡镇民间艺术调演，由

来自各乡镇、村的18支“非遗”项目表演队，分别带来了
竹马、风秧歌、莲花落、虎斗牛、鸳鸯嫁老雕等极具地方
特色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让群众集中享受了一道
精彩的“非遗”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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