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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3月19日，“历史的温度：中央美术学

院与中国具象油画(巡展山东站)”(以下简称“历史的温
度”)在山东美术馆开幕。展出的198件作品中，包括一批
难得一见的珍品，如李叔同(即弘一法师)创作的油画《半
祼女像》，被认为是他存世三幅油画中唯一一件人体油画
作品。展览将于4月17日结束。

展览由中央美术学院主办，山东省文化厅特别支持，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山东美术馆、山东艺术学院、山东
省油画学会承办。展览分为新学启蒙、国家叙事、本体精
研、当代关切、中央美术学院藏外国具象油画原作及研摩
作品、写生与素描六个板块，以中央美术学院收藏的20世
纪具象油画珍品为主体，以及其他相关艺术机构和艺术家
的藏品共计198件。作品以清末民初的油画肖像为起始，
分为民国时期、新中国时期、改革开放后、新世纪这四个
大的历史时段，从不同层面反映了中国油画的发展历程。

作为2014年即已启动的中央美术学院“百年辉煌”项
目的重要部分，“历史的温度”展旨在全面系统地梳理百
年来“央美”及其前身国立北平艺专、延安鲁艺在20世纪
中国美术发展历程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自中央美术学院
建院以来，如此大规模地将院藏精品向社会公众系统展示
前所未有，李超士、常书鸿、徐悲鸿、吴作人、董希文、
艾中信、冯法祀、司徒乔、王式廓、朱乃正、靳尚谊、何
孔德、全山石、王文彬、闻立鹏、陈丹青、孙景波、杨飞
云、王沂东等近200位油画名家佳作云集。其中尤以“徐
悲鸿及北平艺专的名师”作品、“留学苏联”作品、“马
训班”师生作品、“油研班”师生作品、“董希文及其董
希文工作室”作品、“靳尚谊及新古典主义名家”作品、
“中央美术学院藏外国具象油画原作及研摹作品”等作品
的公开集合展示为难得。

展出的弘一法师作品《半祼女像》，布面油画，画幅
为宽116 . 5厘米、高91厘米。据介绍，这件作品约创作于
1909年，即弘一法师留学日本时期。他出家后就不再创作
西画，因此存世作品稀少。《半祼女像》于1920年曾公开
亮相，后长时间不知其下落。2011年，中央美术学院整理
馆藏民国时期作品时，发现了一批珍贵的名家名作，其中
就包括弘一法师的这件油画作品。

展览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殷双喜说：“本次展
览是在艺术史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中国油画的百年历
史，可以说是一个浓缩的中国油画史的展览。它使我们有
机会在百年后回头展望：油画这样一个外来画种，进入中
国以来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当代艺术家
对油画的中国化、民族化做了哪些有益的工作。”

省文化厅副厅长张桂林表示，作为中国最为重要的
美术院校之一，中央美术学院培养出众多美术人才，创
作出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代表我国美术发展水平
的优秀美术作品。这些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中央美院的收
藏，推动了我国美术创作水平的持续提高，成为惠及子
孙后代的宝贵财富。“本次展览是中央美院多年所藏精
品的集中亮相，理性梳理出央美与中国油画的关联，系
统表达了具象油画鲜明的历史特征以及与中国社会发展
的密切联系。作者中不乏大师巨匠，作品中不乏寻常难
见的艺术精品，这次来到山东美术馆展出，让山东的广
大观众可以欣赏到见证了20世纪中国历史篇章的优秀作
品。”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展览的参展艺术家中，有15
位山东籍油画家，他们分别是济南人闫平、石良；青岛人
王文彬、徐青峰、王克举、唐寅、李荣林、路昊；烟台人
王式廓、孙滋溪、王恤珠、孙景波；潍坊人宋步云；临沂
人王沂东；泰安人张华清。另外，还有长期在山东工作的
著名油画家杨松林先生，在山东接受教育并正式走上创作
道路的夏俊娜等，共约30余位与山东有千丝万缕血脉联系
的艺术家作品入选。对上述艺术家而言，此次大展，将是
他们的艺术的一次温情“回乡”。

此外,还有一件特殊的巨幅参展作品，这件作品同时
也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新入藏精品，取名《远望泰山
南天门》，为我国著名油画家冯法祀先生的临终绝笔，作
者以一生的艺术积淀，饱含激情地创作了五岳之首的巍峨
泰山。

据了解，2015年4月29日，“历史的温度”展览首站
于上海中华艺术宫开幕时，山东美术馆即与央美美术馆的
相关负责人做了具体接洽，明确邀请展览到山东美术馆展
出，并初步达成了2016年上半年举办展览的合作意向。今
年以来，山东美术馆已经通过网站、微信等平台发布了多
次展览预告，得到了极高的社会关注。为做好展览的各项
具体筹备工作，山东美术馆配合主办方，严格认真地验收
展出作品，每一幅作品都详细检查，并拍照、签字确认，
加精心做好展览的布展工作。派出最精干的工作人员进行
布展，每人都戴白手套上岗，并确保“画不靠墙、框不落
地”，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对艺术家和艺术品的尊重。还详
细布置安排了本次展览的安保工作。除在展厅布置24小时
看护员外，针对有可能引起高度关注的热点作品，还预估
了最大人流量，做好了安保预案。

山东美术馆馆长柳延春说：“山东美术馆坚持学术立
馆，长期保持着对国内、国际一流美展的高度关注。我们
始终千方百计创造和改善条件，努力争取尽可能多的高品
质展览来此展出，让齐鲁百姓在家门口便能尽情享用世界
一流的文化大餐。”

□ 本报通讯员 蒲 赓
本报记者 孙先凯

◆ 个人简介 任志鸿，1965年生，现
任山东世纪天鸿文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任中国出版协会常务理事、民营工委主
任等。系山东省首批齐鲁文化名家，被评为全
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新中国60年百名
优秀出版人物、中国百名优秀出版企业家、山
东十大财经风云人物。创立的山东世纪天鸿
文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评为全国版权保护
示范单位、山东省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
发展先进单位、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以书布道

1993年，任志鸿走出学校。那一年，沾
化县一中不会有人想到，从这所小小的县城
中学里，会走出一个人，多年之后，他的名
字刻印在文化教育产业发展的轨迹中。

1994年，怀着对教育梦想的追求，凭借
十余年中学语文任教实践，任志鸿从学校走
上了教育出版之路，他根据对教学与备考的
深刻理解，逐步摸索构建起一套针对中小学
师生的“志鸿学习与备考解决方案”，这一
方案经过商业转化和十几年的市场运营，逐
步形成了以“志鸿优化”为核心，全面涵盖
中小学学习与备考领域的助学读物系列产
品，截至目前，产品品种达到3000多个。

他的任教实践积累、市场嗅觉和商业转
化能力，对公司的发展壮大发挥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同时在行业中享有较强的影响力。二
十二年，以书布道，秉持“关心每个角落、每个
人的教育”使命，积极对接业内外优质教育资
源，加强与国内知名教材出版社的战略合作，
任志鸿执掌的世纪天鸿久经考验，从一家名
不见经传的小企业，成长为业界知名的文化
教育公司，并在不断拓展着书业发展的版图。

数字出版 发酵互联网+

对于企业的发展，任志鸿有自己清晰的
定位与清醒的认知。数字教育是大势所趋，
而发展在线教育产品是未来之路。任志鸿内
心早已深刻意识到。

从传统出版到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一疏
一近之间，貌似毫不相干，其实却不难看出
内在的某种抉择：在尊重和传承传统出版的
同时，以未来发展为主轴，向新技术发展的
战略已经开始发酵。

数字出版与企业信息化建设迫在眉睫。
经过多年的实践，结合传统教辅图书在内容
资源和渠道方面的优势，从2000年开始，任
志鸿带领团队来到北京这一信息化前沿阵
地，成立北京天梯志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全面进军在线教育，并形成了以“志鸿优化
网”“志鸿网园校”“备课助手”等为核心
的服务教师、学生和家长的多款在线教育产
品，为公司转型升级提供了创新方向。

传承齐鲁文脉

用文化温暖一座城

怀揣文化梦想，在文化创意产业即将成
为国家经济支柱产业的背景下，任志鸿敏锐

地意识到，立足教育出版实现跨行业、多元
化转型发展，才能在大文化产业中汲取更多
的发展机会。于是，任志鸿开始了崭新的文
化产业之路。除发力教育出版外，他还看到
了日益旺盛的文化需求，华鸿文化物流园与
印象齐都文化创意产业园应运而生。2013年3
月，印象齐都文化创意产业园奠基仪式举
行，这一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任志鸿的文化梦想正式起航。

印象齐都文化创意产业园一开始就被列
为山东省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在任志鸿看来，
印象齐都势必要成为一座承载齐文化传承使
命的文化新城，在这里，人们将会感受到齐文
化的深厚底蕴和传奇魅力，园区是集齐文化
展示、文化产品研发、创意设计、数字版权和
动漫、广告会展、电子商务和文化旅游为一体
的文化产业集聚区。目前，园区内的淄博记忆
展览馆主馆已经建设完毕，正在进行内部装
修，今年9月开放，青少年体验中心已经动工，
将在今年底主体完工，齐文化商业街区今年7
月开工建设，齐文化主题酒店计划今年年底

开工建设，淄博记忆展览馆主馆将投入运营。
任志鸿认为，印象齐都文化产业园更大的作
用在于，她将是新兴文化业态的孵化器，必
将推动着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

华鸿文化物流园位于济青高速淄博匝道
口，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向人们展示着其文
化魅力和实力。任志鸿说，园区初期更多的是
服务于教育出版，为教育出版提供现代化的
仓储服务和物流配送，但随着文化消费需求
的提升，华鸿文化物流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通过资源整合的方式构建国内领先的文化相
关产品的采购、集散、分销平台和展示中心。

大浪淘沙，在大变革的环境，任志鸿敏
锐地接过改革的“接力棒”，进行以主业为
中心的文化教育产业的全面布局。

进军资本市场

成功登陆新三板

2015年9月15日，任志鸿的主业公司———
世纪天鸿文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登陆新
三板，成为山东省内第一家新三板挂牌的文
化企业。他说，新三板挂牌是公司整个资本
运作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世纪天鸿
的资本运作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当时国
内很多投资机构研读国家关于新闻出版行业
的宏观政策后，结合在民营书业中的调研，
表达了对世纪天鸿进行股权投资的意愿，就
是在那个时侯世纪天鸿第一次接触到了资本
市场。真正开始进行资本运作的实施，是在
2012年之后，历时3年。这次新三板挂牌，将
为企业提供更为广阔和便捷的融资渠道，让
企业在大文化领域和资本市场有了更大的施
展空间，为企业升级转型储备力量。

资本之路任重道远。任志鸿内心的布局
也有了新的前瞻，着眼未来，在互联网+催
生的行业大变革环境下，文化教育产业如何
完善产品开发、渠道建设、用户服务，顺利
实现逆势上扬一直是业内外的关注焦点。对
此，任志鸿说，我们已经开始进行未来3—5
年的战略规划，对教育产品和服务有了新的
布局和安排，对文化产业园区的运营模式有
了清晰的判断和思路，传统出版面临转型和
升级，新文化产业板块亟须探索和突破，为
此我们做好了迎接一切挑战的准备。

当中国梦在每个城市每个角落开始慢慢
萌芽时，任志鸿的教育梦想和文化梦想将会
乘风起航，与其他民营文化企业一起走在文
化产业发展与变革的道路上，积极探索与思
变，持续进取，不断推动着民营书业积极向
上发展。

任志鸿：鸿鹄之志 任重道远

□ 孙海翔

儒家思想经过历史的沉淀洗礼，已成为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
想的创始人孔子，也成为人们心中神一般的
存在。就电影、电视剧以及舞台剧几种表演
艺术形式看，都曾留下过种种不同的孔子艺
术形象。即便如此，也无法否认孔子题材艺
术作品虽容易讨好，却不太容易具象化地再
现。那些或留存于典章的言语段落，或流传
在民间的故事桥段，虽然将孔子的身世和经
历勾勒出些许传奇色彩，但是如何将其与孔
子思想结合起来，且以表演的方式进行形象
化的解读，继而引发观众对传统文化儒学的
关注，绝非易事。

山东省话剧院演出的《孔子》，剧情从
杏坛讲学起到完成《春秋》止，基本是按照
孔子传播自己所创建的儒学思想的行动轨迹
来进行的。该剧选择的这一方向，实际上正
是将孔子作为一个不太得志的有志有识普通
人，展现其为实现理想而不懈奋斗的过程。
处于这段人生中的孔子不会想到，自己以遵
循周礼为出发点的思想学说和治国理念，会
在后世光大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而
他本人，也会被后人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
表，成为让无数人顶礼膜拜的“神”。

《孔子》中的“这一个”，是满怀着对
理想社会的向往于春秋乱世中推广自己治世
主张的，但是现实却令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
的挫败。他先是受鲁昭公之邀，用礼制作为
劝诫手段，去说服权势过大的季孙意如予以
收敛，以避免一场鲁国权利集团内部的战

争。这一次出山，以孔子的失败告终，其结
果是鲁昭公在攻打季氏兵败后逃往齐国，从
而导致孔子想在鲁国实现礼制的愿望化为泡
影；接下来的第二次，是理想不灭的孔子转
战到邻国齐国，希望听闻中的开明君主齐景
公能够赞同自己的治国主张，继而在齐国实
践周礼。这一次，又由于晏婴的阻挠未能实
现。返回鲁国的孔子，曾一度受到重用，尤
其是齐鲁“夹谷之会”事件，令他登上了政
治生涯的一个高峰。在被封为治安官大司寇
后，通过孔子的治理，一度使鲁国呈现出他心
目中理想国的状态，但是由于权势集团的不
合作以及鲁定公的贪图享乐，“理想国”很快
成为一现昙花，孔子也遭受到再一次的巨大
失望。至此，理想主义者孔子在无力挽回现实
颓势的境况下，怀着“若不能看到礼制在一
个国度的实现，我是绝对不会回到这块土地
上来的！”的坚定信念，开始踏上他一生中
最重要的周游列国、寻求明君圣主征程。

话剧《孔子》对于这段长达十四年征程
的呈现，依然聚焦于孔子的多次受挫。其中
就包含后世熟知的著名桥段“子见南子”。以
礼为处事原则和行为规则的孔子，拒绝了南
子邀其留在卫国的盛情。与之前孔子在无奈
之下的被迫弃走不同，这一次，是出于他对行
为不端、有违周礼的南子的不认同而主动离
开的。另一个重要桥段，是孔子在行程中，遭
受到乡野农人的不解与奚落，以致在他们眼
中，显现出的是疲惫的“丧家之犬”之相。

从国君鲁公、齐公，到卫国君之侧的君
夫人南子，再到路人，孔子对话的对象一路
下滑。从遭遇颇有建树的能臣鲁国季大夫和
齐国晏婴，先后质疑他希望以礼制为手段，
来约束乱世的主张是否可行后的受挫；到不
愿意与怀有强烈个人目的的南子为伍的主动
放弃；再到面对路人“明知道他做的事根本
改变不了什么，可他还非要去做”的无情评
价。一路走来，孔子在乱世中的传道之路愈

发艰难和滞涩，甚至有种古希腊悲剧式的挫
败感和毁灭感。而当他置身于陈蔡之困的境
地中，回答仲由困惑时的一段富有诗意的表
达——— “你以为仁义的人必定会被信任，那
么伯夷、叔齐就不会饿死在首阳山；你以为
睿智的人必定被任用，那么王子比干就不会
被剖心。能不能遇到明主，是由时势决定
的。君子学识渊博，谋略深远，而没有碰上
好时运的有很多，哪里单单就我孔丘一人
呢！”——— 既是对乱世的无奈，又不乏对理
想信念的最后坚持。

穷途末路之际，孔子似乎等来了一线希
望。他的弟子冉求和仲由分别被鲁国和卫国
请去，委以治国之任。而孔子也通过心灵的
对话，最终接受了老子的“道法自然”，开
始慢慢放下宣讲的执念，开始向顺势而为的
心态转变。

剧中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在孔子回到
鲁国之后。多年之后，孔子依然没有机会参
与政事，却仍一直通过弟子们来关注着国
家。最终，这个乱世中的理想主义者，这个
始终无法摆脱“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凡夫俗
子，在面对鲁公失去权力已有五代，政权落
于大夫之手也有四代，三桓的子孙已显衰微
之相的现实时，终于彻底失去了对从政的希
望和热情，转而将全部身心，投入到以教学
传播自己的思想，以编纂《春秋》记载自己
以礼治世的希望之中。

话剧《孔子》中的“这一个”，是一个
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执着于自
己内心的凡人。他的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
颇有些励志意味。试想，如果没有孔子奔波
于各国“贩卖”自己思想的过程，他的理念
就不会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如果他在遭遇过
挫折后就不再坚持，轻易失去一个理想主义
者的信念，后世就必然会缺少一笔巨大的精
神财富。所以，“这一个”孔子所要表达
的，是使他能够成为万世师表的，对理想信

念的坚持与坚韧。这一点也正是戏剧可以担
当的。而孔子作为“至圣先师”的部分，理应交
给学界去探讨、去研究，去更好地传承与光
大。此外，“这一个”凡人孔子，还展现出享
受家庭和亲情的一面。他与妻子亓官氏、女
儿无违相处的生活片段，在剧中亦有呈现。

对于观众一方而言，话剧《孔子》是一
部需要沉下心才能看进去的剧目，况且，这
部剧的整体舞台格调与其剧情基本一致，剧
中包括几乎所有的表现和造型手段，都是偏
朴素的。这对部分观众的观赏习惯可能会提
出一些挑战。显然，创作方也认识到了这一
点，所以才有了“子见南子”一段中，身着亮丽
华服的南子，以一段被孔子称之为“宋乐纤细
娇弱，容易使人萎靡，我以为不可登大雅之
堂”的妖冶舞蹈，为舞台添加了些许明艳之
色。又有了身穿铠甲的仲由在卫国，因遵从于
师长孔子“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
教导，以一个勇者之姿在暴乱中奋战后死去
的呈现，为舞台加了壮烈色彩。而尾声中孔
子的一段“问天”独白，既是有意将全剧调
式上扬，又有着儒家思想渊源流传的寓意。

最后，不妨回顾一下山东省话剧与孔子
的渊源。20世纪80年代后期，省话剧院的编
剧“铁三角”翟剑萍、茅茸、刘庆元共同创
作了话剧《布衣孔子》，由当时已有了一定
名气的薛中锐和王玉梅首演后一炮打响，不
仅获得多个奖项，并且成为山东省话剧院的
一部招牌大戏。其后，剧院又分别于1996年
和2007年对该剧进行过复排演出，而由于
《布衣孔子》一剧出场人物较多，几乎大部
分省话的优秀演员都出演过该剧。2015年，
由丁如如、金然编剧的这一版《孔子》，虽
然缺少了当年《布衣孔子》大腕扛鼎的演出
阵仗，但是作为2015年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
目，依然堪称省话剧院的匠心之作。

（作者系山东艺术研究院编审，山东省
首批签约文艺评论家）

乱世中的理想主义者
——— 话剧《孔子》的“这一个”

具象油画展

在山东美术馆举办

□甄再斌 报道
近日，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纪委大力加强对村、社区

居民宣传阵地建设，充分发挥村、社区文化墙的作用，以
“务实清廉为民”为主题，从“做官”、“做事”、“做
人”三个方面，宣传廉政节俭文化，大力营造廉政文化舆
论氛围，让广大村民入眼、入脑、入心，以党风廉政建设
的实际成效凝聚正能量，使“廉政节俭”在陶庄形成一种
风气。图为该镇东仓村村民正在观看廉政文化墙。

□马庆亮 任建建 报道
本报广饶讯 咚咚锵，咚咚锵……近

日，广饶县花官镇中心小学操场上，几只狮
子舞得正起劲，有单人小狮子，有双人狮，
搔痒、抖毛、舔毛，学校里的小学生们将几
只狮子舞得惟妙惟肖，惹人喜爱。该镇非遗
古河道狮子舞传人戴杏柱在一旁指导着孩子
们的动作，露出满意的微笑，经过一年的训
练，这批新加入的舞狮队员们已经舞得有模
有样。

说起戴杏柱，在当地可是小有名气，他
带领的古西村少年舞狮队多次到邻村、企
业、单位免费演出，每年还参加市、县的元

宵节展演，并多次获奖。2013年，戴杏柱把
舞狮教学引入该镇中心初中，实现常态化教
学，让学校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根据地。

身为古河道狮子舞的第三代传承人，多
年来，戴杏柱专心于挖掘整理本村的传统文
化，探索出了狮子舞、拐子棍、梢子棍的教
学套路，并利用闲暇时间无偿教学，推动了
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在村里教狮子舞都
是无偿的，出去演出大部分也没有报酬，加

上我媳妇身体一直不好，家里也不宽裕，所
以刚开始大家很不理解，邻居也劝我找个安
分赚钱的工作，可是我就是放不下啊，人人
都一心扑在赚钱上，咱们这些传统文化谁来
传承啊？”谈起其中的历程，戴杏柱十几年
来的悲喜一起涌上心头，“但我的家人很支
持我，村里也经常帮助我，逐渐地，村民们
也开始参与到舞狮队中来，现在舞狮队每年
都能受邀到市里参加演出，我这些年的努力

也没有白费”。
为了保护和传承狮子舞，多年来，戴杏

柱不仅仅在本村广收门徒，还多次到临近乡
镇和胜利油田教授舞狮技艺，培养了十几支
舞狮队伍。如今，古河道狮子舞在东营、淄
博、潍坊以及胜利油田都有了较高的声誉，
并深深扎根人们心中，成为丰富群众文化生
活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戴杏柱还被授予了
“山东省农村优秀文化人才”称号。

戴杏柱：行走乡间的快乐非遗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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