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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伟 薄纯民 报道
本报利津讯 2月26日，利津县汀罗镇前关村乡村剧

场热闹非凡，县文化馆工作人员由新叶正在教村民们跳广
场舞。村民王占美高兴地说：“趁着农闲，县文化馆的老
师又来教我们跳广场舞了，现在我们学会了《红红的日
子》、《欢聚一堂》等30多支广场舞，每天晚上大家都来
跳舞，这里可热闹了。”

前关村投资70万元建起了乡村剧场，硬化了场地，并
安装了路灯、音响、投影等设备，村里组建了腰鼓队、广
场舞队和铁门关庄户剧团，村党支部书记崔星国说：“在
县文化馆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庄户剧团编排了《夸夸咱们
前关村》、小品《二老探监》等节目，拍摄了《换届风
波》、《殡葬风波》等微电影，村里每年都举办消夏晚
会、春节晚会，大家伙儿凑一块儿乐呵乐呵，庄户剧团还
到各村去免费演出呢。”

前关村不仅把舞台搭在了村头，还把舞台搬进了城
里。春节前，前关村编排了大型秧歌舞蹈《花开盛世 鼓
庆新春》，在全县元宵节民间文艺展演时，秧歌队的队员
们伴着欢快的音乐翩翩起舞，整齐的步伐、娴熟的动作、
高亢的声音，引得观众齐声喝彩。正月初七至十五期间，
县凤凰广场举办了“欢乐大家唱”活动，庄户剧团纷纷登
台献艺，有表演梦想和艺术才华的草根文艺爱好者还可以
现场报名参加文艺演出，群众走上舞台、展现才艺，连续
举办了戏曲、歌舞等9场专场文艺晚会。前关村新排的小
品《诚信买卖》、双簧《夸夸咱村新变化》等节目也登上
了“欢乐大家唱”舞台，深受广大群众喜爱。

“今年的文艺晚会我每场都来看，民间文艺团体的表
演水平也很高，老百姓演给老百姓看，更热闹。”观众张
志强说。

该县以“舞动凤凰城·唱响新利津”为主题，充分发
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
用，不断创新文化活动载体，策划了乡村剧场优秀剧目展
演、庄户剧团演出、百姓春晚等系列群众文艺演出，老百
姓成为舞台上的主角。

为丰富城乡群众文化艺术生活，该县把公共文化建设
的重点放在了基层，在农村，全县建起乡镇(街道)综合文
化站8个，文化大院476处，农家书屋249家，乡村剧场35
个，各村普及了有线电视网、远程教育网，基本形成覆盖
城乡的“15至20分钟文化圈”。今年，将计划建设20个乡
村剧场，组织县文化馆工作人员进村开展健身广场舞、戏
曲等文化培训，鼓励庄户剧团同县剧团一起开展“百团千
场乐万家”、庄户剧团巡演等活动，进一步激发基层群众
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

□ 刘东方 张厚刚

新世纪以来，山东女性诗歌“异军突
起”，在当下诗坛形成了一道亮丽的景
观，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山东文学的版图结
构。《山东文学》曾集中推出“山东首届
女子诗会”，展示了69位活跃在山东新世
纪诗坛的女性诗人的诗作，呈现出鲜明的
创作特色，引发了山东乃至全国诗歌研究
界的“青睐”。她们的诗作在女性意识、
苦难意识与存在意识诸方面，实现了自身
的精神建构。

新世纪山东女性诗歌有着非常鲜明的
女性意识，以及独特的女性体验。它们既
表现了女性在家庭、社会中感受到的性别
歧视，也表现了超越女权和男权的女性自
身的生命意识，还表现了置身现代化节奏
中女性特有的生活感受。

山东的女诗人微紫在《女性书》中写
道：

我忽然惊觉自己：
我的存在——— 身体
它也是凝绿的，并积聚水流与力量
使那些痛苦蓄藏着的叶子从体内涌泻

出来
“惊觉自己”即身体意识的觉醒，亦

即女性意识的觉醒，“惊觉”的内容是
“我的存在——— 身体”，用“身体的觉
醒”即“自我意识的觉醒”来清除长期以
来文化对女性所施加的枷锁和污名，使得
诗歌中的女性内容得以填充，使之具有了
坚实的反抗力量，并以此来确证女性自身
存在、独立存在的合法性。微紫的《女性
书》是新世纪以来，书写女性独到经验的
一部力作。正如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赛诗
歌奖授奖词所言：“微紫的《女性书》有
一种内在的力量，……把女性诗歌写作带
到了一个新的精神高度。”与以往女性诗
歌抒写的不同之处在于，微紫超越了男女
两性分立、对峙的视点，她所关注的是在
更高的视点上，从人类作为一个类的共同
体上来探寻幽秘的女性生命体验与存在的
关系，这就走出了整个二十世纪以来女性
诗歌乃至女性文学控诉男人、追求两性平

等的表面层次，进到更为复杂的生命体
验。

其他的山东女性诗人也在各自不同的
诗歌领域探索着自己独到的女性体验，路
也的诗歌从青春爱情的自我咏叹转变为对
女性意识的沉重探讨，具有一种阴郁沉静
气质，读她的《风生来没有家》与《地球
的芳心》、《心是一架风车》、《我的子
虚之镇乌有之乡》等诗集能很明显地感觉
到这一点。臧利敏的诗作表达了一个“小
城的”的女诗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酿制
和发酵的生活感受，以及委屈和忧伤……
凭借对女性生活意识的敏感，她的诗歌带
上了一些含蓄蕴藉、空灵沉静的审美成
分。东涯在“侧面的海”上，展开自己独
特的女性诗歌写作，即使是言说“存
在”、言说“死亡”这些沉重的话题，也
能以女性之爱作基底的承托，使得她的诗
具有悲悯温厚的母性情怀。山东女性诗人
群体的女性意识觉醒，不是形而上的意义
上的姿态式的追求，而是有其苦难意识、
存在意识作为支撑，既具有女性主体式的
情感体验，又具有普世的意义，是中国女
性诗歌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山东女诗人虽然有着强烈的女性意
识，但她们的诗歌并不热衷于自我的极度
张扬，也不局限于个人的一己悲欢，而是
通过书写“苦难”，呈现出对历史、对命
运的主动承担。这些“苦难”不仅是现实
生活意义上的，也包括超越现实层面进入
到精神层面的苦难。寒烟的诗歌对人类苦
难的抒写有着近乎痴迷的热忱，她通过苦
难沟通了与她所崇敬的先辈诗人之间的精
神勾连。请看《曼德尔施塔姆》

一个浑身着火的人
闯进了谁的时代？
请接受我冒烟的问候
你被呛出了眼泪？
啊……我吞噬空气
吞噬我们亲密的距离
没有人比我更热爱这血液里的陌生
当真理在黑暗中分泌毒液
我的人民，让我去试刽子手的刀
我已听到黄金的韵律
世纪的幼芽在宇宙的胎盘里
惊醒
曼德尔施塔姆是俄罗斯白银时代著名

诗人、散文家、诗歌理论家，他少年时期
便显露出诗歌才华，他的诗歌形式严谨，
格律严整，在优雅的古典韵味中充满了浓

厚的苦难意识，并具有强烈的悲剧风格。
寒烟在诗歌中感受到了与他类似的“苦
难”，“当真理在黑暗中分泌毒液/我的人
民，让我去试刽子手的刀……”作为高度
敏感的诗人，寒烟能切实地感到曼德尔施
塔姆的痛苦，并承续他的“苦难”，“一
个浑身着火的人/闯进了谁的时代？/请接
受我冒烟的问候”作为跨越时空的这笔
“遗产”的承继者，诗人用“苦难”作为
对时代和人类的共通性的承受和感应，因
此，寒烟诗歌中的苦难不是外源性的，而
是带有“历史承续”和“历史循环”的性
质。笔者认为寒烟的苦难意识在很大程
度上来源于对俄罗斯知识分子苦难的阅
读以及欧洲史上的苦难认知，她的那种
崇高的、理想主义的情结无疑是值得尊
敬的，但她诗歌中的苦难因为缺乏有力
的生活支撑，因而更倾向于一种姿态，
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形而上的一种自我虚拟
和幻想。

与寒烟的“形而上”的苦难相比，另
一位诗人阿华在诗歌中呈现的苦难意识更
加“接地气”。“我已经把痛苦捂在胸前
了/为什么雾气还要一层层地/笼罩着这广
袤的原野”阿华善于从日常生活场景中呈
现诗歌中的悲悯，并带有深刻的自我剖
析。来小兮(臧海英)的苦难意识是从亲情
体验中提炼出来的带有令人绝望的悲伤表
达。在一组给母亲的诗《风吹草动》中，
她把母亲的苦难提升为“人”的苦难，
“母亲，你有一百个悲哀”“我用黑暗和
风声爱你，用野草和杨树爱你/总有一天，
我用死亡爱你。”诗人通过对母亲的爱，
显示出母亲的苦难、绝望以及自己对这爱
的彻底和决绝。

新世纪山东女性诗人笔下的苦难有着
丰富的内容指向，与二十世纪女性诗人的
创作相比，她们笔下的苦难更多地向着人
类的苦难、知识分子的苦难和女性自身的
人生苦难倾斜，它克服了时代的喧嚣带来
的诗歌抒写的浅表化，给山东女性诗歌带
来宏阔的气象与丰厚的质地，也赋予了山
东女性诗歌凝重沉稳的风格。

山东女性诗歌的精神建构不仅包括女
性意识、苦难意识，还有对存在意识的执着
探寻。其存在意识体现为多方面，既有着眼
于个体生存困境，也有对人的生存意义上的
关怀，还有对现代文明的拒斥与批判。臧利
敏《一个人被抛到世界上……》：

一个人被无端地抛到这个世界上

除了自己
没有人为他的生死负责
在臧利敏看来，人的“存在”并没有

先在的“因由”，因为世界是先于个体生
命而存在的；“被抛入”表达了人的孤
独、无理由的荒诞性质。另一位诗人王小
玲在《相约春天》里写道：“生命是不可
预言的。幸与不幸都猝不及防地出现在每
一程漂泊中……生命太多的际遇本来就是
含混不清的，甚至荒谬离奇的。就像爱会
伤害美，美能击毁美。”诗作表达了诗人
对命运和人生的不可预知性的深度思考。
正如她自己所说：“诗是我内心世界的神
圣独舞。守住自己的文字世界，保护女人
冰凉锐利的理智和温暖高贵的凡心。一个
真正的写作者一定有着明亮的心灵和雍容
的人格。如此，诗歌的力量即主要与内心
的气质与尊严有关。”

而东涯则认为“我所主张的诗歌写
作，应该往生命体验里写，往灵魂深处
写，注重诗歌的精神尊严和内在力量的挖
掘以及诗歌品位的经营和提升，‘以感情
形式表现德行和理智真实’。这个世界上
能证明我们独一性的方式很多，诗歌是最
为理想的一种。写诗是一辈子的事业，
虚伪不得，功利不得。”《在不透明的
城堡里寻找》中，她把自我存在具化为
“我的存在是一个双重迷宫，生活和写
作构建了它，拿掉任何一部分我都将是
残缺的。”在她这里，自我存在置换成
了“写诗”，“写诗”成了东涯自由意
志展开的路径，并上升为“生活的灵
魂”。阿华的存在之思体现在自我与世界
的对立关系中，她写道：“我一直想和这
个世界和解/生活却总是带着敌意”。“和
这个世界和解”的内在主观愿望与这个世
界的“敌意”构成了巨大的矛盾，但这世
界的“敌意”，也是从个体的体验中得到
确认的，因此，“敌意”也就成为了个体
存在的一个内部环节。限于篇幅，不再展
开。

总之，山东女性诗歌，作为一个“群
体”或一种“现象”，所秉持的对“女性
意识”、“苦难意识”、“存在意识”的
自觉发现与追寻，使其“越来越成为中国
诗坛不可忽视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李掖平
语)，也正是在这个发现与追寻的过程中，
完成了自身的精神建构。

(作者系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山东省
首批签约文艺评论家)

在当下诗坛形成了一道亮丽的景观

山东女性诗歌的精神建构

□ 冯远

出于专业同行的缘故和原来工作职责
的原因，我一直较为关注山东地区中国画
艺术创作发展变化动态，并结识了众多的
山东籍艺术家。多年以来，在全国各类
美术创作和展览活动中，山东艺术家以
队伍整齐，实力雄厚，整体业绩骄人为
业内所瞩目，在传统齐鲁文化与海内外
不同文化的交流交融中，逐渐确立并提
升了以注重人文精神内涵、传统优秀文
化内质、载道济世服务社会为内容的进
取精神，进而形成了基本功扎实、思维
活跃、视野开阔、善于开拓创新和风格面
貌多样的文化特征与艺术特点。一大批中
青年艺术家代表在全国产生了日益广泛的
影响，令人欣喜。

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批接受过良好专
业基础训练的山东青年艺术家新苗绽放、
茁壮成长。他们能够注重向传统学习、向
生活学习，注重研究学习现代艺术的创作
规律，创作观念不断更新。我高兴地看到
了以张宜、杨晓刚、张春艳为代表的这批
新人显现锋芒、崭露头角，表现出良好的
禀赋潜质：主题取自现实生活寻常细节的
杨晓刚人物画，致力于以水墨语言诠释艺
术的诗性化特征，在写实风格中追求唯美
主义的抒情特点；张春艳的作品具有浓郁

的、能够打动人心的质朴和亲近之感，她
以极好的再现塑形能力，通过工中寓意的
手法，充分重构了生活中的人物“原
型”，表现出极好的潜力；王志东入微地
观察身边生活，运用细腻精准的工笔画语
言表达对象，体现出内涵丰富的现实主义
艺术精神和扎实的写实功夫；如果说赵峰
的生动自然的人物群像组合和看似率性、
实则经意的水墨语言表现神采各异的苗族
枪手，而具有较强的调动多人物画面的能
力；那么吴磊的作品选题则近距离地聚焦
于现代女青年和儿童日常生活，并且以不
事雕琢的技术手法重现生活的多样侧面；
而女画家李静笔下的都市人物则是多样兼
容的写意笔墨，表现出某种灵异的视觉图
式效应。曾受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李
岩，其作品除了表现出鲜明的军艺绘画特
点外，新作品“风”却体现了独有的个性
特色和写意绘画的特质；宋述林试图以传
统人物绘画题材结合变异化处理的画面制
作，产生既陌生且独特的绘画效果，堪为
别出心裁；而冯超在能够熟练创作佛道题
材绘画的同时，又画得一手精致的现代都
市时尚女青年的肖像，显示出多面手的扎
实功底；卢晓峰善于采用中国式的新古典
主义绘画语言，同时融进了适度的夸张和
趣味化处理，为人物造型和画面结构增添
了些许生动意味；孙春龙在绘画主题和人

物造型组合中刻意营造某种宗教气息和装
饰性因素，突出了画面的象征主义寓意特
点；而孟祥军以颇具现代感的视觉样式和
笔墨元素别具一格地表达出当代男女青年
的生活情态与形神面貌；至于以追求禅风
释趣为旨归的水墨画家张宜，则从价值观
信仰到生活方式都与现代社会和世俗精神
保持着相应的距离，并且在研习承传文人
写意绘画与书法艺术中体悟到不同境界的
乐趣；而王法进则试图在画面中寻求新的
诉求，将笔墨转换为色块与线条的交融，
以简淡明快的塑造方式使画面呈现出浓浓
的古典趣味；于磊则以中国式的审美令恬
淡细腻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呈现出有悖
于都市紧张压抑气氛的洒脱悠然，令人如
沐春风。

齐鲁文化精神博大，源远流长，丰沃
的文化土壤滋养了无数人文耆宿与饱学之
士，也影响熏陶了一代代后来人，我在这
些年轻人的作品中看到了山东文化艺术发
展的未来。我之所以为他们高兴，是因为
他们赶上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
巨大成果的大好时代，赶上了中国文化艺
术繁荣发展的大好机遇，赶上了各级党委
和政府大力推进文化建设，积极支持创作
的大好环境，赶上了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文化消费与艺术品市场持续活跃的需
求，这无疑为他们提供了发挥各自才能、

展示各自才华的大好条件。而就他们的自
身条件而言，今天的青年人天性敏感、敏
锐、敏捷，资质聪慧、颖悟，个性鲜明自
信，因此，只要他们能够谦虚谨慎，踏实
努力，勤奋钻研，耐得住寂寞，成才、成
功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当然，在他们的作品中，也还存在着
各自的不足和需要不断充实提高的薄弱环
节。整体而言是希望他们继续读好生活的
大书和艺术的大书，增加人生历练，提高
综合学养。个别而言，有的需要在造型形
式研究、驾驭方面向着深入和掌控规律上
用力用勤；有的需要关注现实，善于从平
凡中发现美的闪光点，以善良、正直的人
性的眼光去观察、撷取、锤炼各自的表现
对象和风格语言；有的则需要在作品中进
一步强化大我精神和境界追求……。艺术
家可以自主选择不同的学术、艺术求取方
向和目标，可以极尽张扬自我的个性，但
是艺术的终极目标在于从精神到形式、内
容的完美统一，这已是无数代艺术家、批
评家的实践和人类文明历史反复印证的真
理。张宜、杨晓刚、张春艳等正处于人生
与艺术事业最好的上升时期，惟其年轻是
因为他们有着不可限量的未来，我真诚地
祝贺、祝愿他们。

(作者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副
主席)

艺林新军 竞显华彩
山东艺术家以实力雄厚业绩骄人为业内所瞩目

□王军 报道
本报惠民讯 农历正月二十，惠民县

姜楼镇姜家村文化广场上丝竹悠扬，锣鼓
喧天，建筑工地用的脚手架搭建的简易舞
台上，几位身着黄绿戏服的演员正铿锵有
力地唱着折子戏《龙凤呈祥》，一板一
眼、一招一式颇有范儿（左图）。容纳200
多人的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看到精
彩处，不少村民随着韵律节奏，轻声地和
唱，不时发出阵阵喝彩。

在这里演出的是姜楼镇实验京剧团，
是由50多名农民京剧票友在2014年底组建
的。今年62岁的闫风贵是京剧团的发起
人。“这几年农民的日子好过了，但村民
的文化生活却不如人意，不是打扑克就是
玩麻将，有时甚至赌博。”闫风贵说，
“尤其是村里的老人因为怕孩子们嫌弃自
己脏，只能自己呆在屋里看电视，甚至有

老人心疼电费连电视也不敢看，只好几个
老头呆在一起在屋檐下晒太阳。”

他还表示，最初就是村里的几个爱听
爱唱的在一起，时间一长，周围十里八乡
的不少戏曲爱好者也都加入进来，王家
集、西牛等10多个村庄的都有，现在已经
达到五十来人。“俺们的剧团不为挣钱，
全是免费为村民演出，演出就为图个乐，
大家聚到一起，吹拉弹唱，一是自己图个
乐，二是也能给乡亲们带个乐，给过年增
添点年味，就拿这次演出来说，为了能让
村民按时看上演出，演员们一大早就开始
着手准备了。”闫风贵说。

在舞台旁边小卖部的房间里，一个满
头白发的老人已经化好了妆，下一个角色
轮着他出场，他叫曹汝锋，今年72岁了，
前一阵在替儿子做农活时崴了脚，儿子不
愿意他再来演出，可老人就是不同意，他

儿子没办法，只好在一旁全程陪同。轮到
老人上场的时候，他扶着老人上台，再扶
着他坐好。老人神态严肃，一丝不苟。伴
随着打击乐和京胡声的响起，其铿锵有力
的“马派”唱腔，赢得了满堂喝彩。

闫风贵和他的京剧团成立之初就给自
己定下了任务，每个月都要有一场演出，
冬闲或是逢年过节要加演，一年下来免费
演出20余场。去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
年，马本林特别编排了两出现代京剧，6
月中旬到7月底，天气炎热，每次排练两
三小时，每个人身上都湿透了。一个多月
下来，成员们共排练了12场。

为弘扬社会正能量，他们挖掘各村典
型，将各村的人和事编成节目，经过精心
排练，真实、生动地反映出农民在生产生
活中的喜人成果和对勤劳致富、贤孝和谐
的追求与讴歌。

农民京剧票友京腔京韵乐乡间

草根明星活跃城乡

□张宪军 田林 报道
威风的锣鼓敲起来，欢快的舞蹈扭起来。新春时节，

德百集团由200余人组成的文艺队伍来到德州市、县区主
要街道以及河北的故城、景县、吴桥等地，丰富活跃当地
文化生活，祝福新的一年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群众生活幸
福安康。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冯萍 报道
“大圣，大圣，我们合个影吧！”身披黄金甲、头戴

紫金冠、毛茸茸的“美猴王”出现在淄博市张店区人民医
院儿科病区，引起阵阵欢呼。原本因打针而哭闹的孩子露
出了惊喜的笑容。

□许永飞 王娜 报道
本报冠县讯 “戏迷擂台赛，有才你就来！下面有请

兰沃乡韩路村梨园文化大院的演员们给大伙儿演唱豫剧
《庄稼老头》。”日前，在冠县兰沃乡韩路村豫剧戏迷擂
台赛现场，戏台上报幕声刚落，台下叫好声随即响起。

韩路村是兰沃乡的明星村，靠万亩“中华第一梨园”
享誉聊城市及周边地区，每年都吸引省内外游客旅游参
观，富裕起来的村民把唱大戏当成享受生活的方式。每个
月的初八、十八、二十八，这里都会定期唱大戏。春节前
还加演了一场戏。“俺们的戏迷擂台赛还吸引了周边村庄
的戏迷呢，擂台赛每天上午八点开始，多时将近700多人
来听。”正在观看打擂的67岁老戏迷王凤祥欣喜地说。

正在化妆的王占花是韩路村人。她说，家里开着一个
生资门市，特意跟儿媳妇错开看门市的时间，来这里痛快地
唱一场。“她可是村文化大院的台柱子，年轻的时候还是豫
剧团的演员呢。”一旁的边红方说。“到我上场了，看着吧，这
次的擂主俺拿定了。”王占花信心十足地上台了。

兰沃乡文化站站长么红彩说，当地充分发挥村文化大
院的作用，结合各村开展的戏迷擂台、广场舞等多种形式
的文化娱乐活动，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现在群众生活
水平高了，参与文化娱乐活动的热情也高涨起来。我们也
积极提供引导、扶持和帮助，日子红火了，精神生活也不
能落后。”

冠县乡村戏迷“打擂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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