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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4月30日，青岛首个社区音乐厅在市南

区中山路社区启用，首期邀请“一天秋”丝竹乐舍，与社
区居民共赏纯民乐。

“一天秋”丝竹乐舍为居民奉上了合奏和重奏《跑马
山印象》《苏堤漫步》《红尘菩提》《悠远的歌》和《丝
绸之路》，笛子独奏《春潮》、古琴独奏《流水》、古筝
独奏《雪山春晓》、二胡与大提琴《良宵》和琵琶独奏
《春雨》。乐曲中，既有小桥流水的丝竹禅音，又有金戈
铁马的高潮迭起。

“一天秋”丝竹乐舍，以青岛籍诸城派古琴家张育瑾
先生存世的一张明代古琴命名，自创团至今，“一天秋”
不仅在传统音乐中深入耕耘，更提供了当代作曲家们另一
个独特的试验与游戏空间，成为岛城走精致路线的民族室
内乐团体，开展公益丝竹雅集十余场。

社区音乐厅是市南区文化服务“零距离”社区化、亲
民化和常态化的一个有益尝试和创新，引入“一天秋”丝
竹乐团、青岛市交响乐团、民乐团等专业院团，以“丝竹
琴瑟”、“艺术之路”、“管乐雅韵”、“戏曲杂谈”和
“最美和声”为主题，每月月末的周六上午，定期举办民
乐欣赏、音乐特长培养、管弦乐欣赏、戏曲欣赏和声乐欣
赏等演出与鉴赏活动，让百姓零距离感受高雅艺术的魅
力，培养时尚、健康、积极的文化品位，希望为社区居民
打造一处集大众娱乐、音乐艺术教育、群众休憩赏乐于一
体的新载体。

青岛首个社区音乐厅启用

□记 者 孙先凯
实习生 秦 婷 王 瑶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月29日，《惟薛有序，
于斯千年——— 古薛国历史文化展》在山东博
物馆开幕。青铜器、玉石器文物精品211件
组集体亮相，生动展示了古薛国的历史文
化，也让观众对灿烂的东夷文明有了一次近
距离接触的机会。

走进展览厅，一种厚重的历史感扑面而
来，一件件历经岁月洗涤的青铜器、一个个
精致靓丽的配饰、不免让人对这个曾经的古
国涌出无限的遐想。此次展出的文物既有制
作精美的玉石器，带有薛侯铭文的青铜礼
器、也有带有东夷特色的鹿角铜鸟兽饰、螺
旋纹双鸟圆形玉佩。

“薛国故城出土的这件器物很有特点，
它形状小，身上刻有‘薛侯行壶’的铭文，
说明了它的主人和用途。是很少见的用于携
带的酒器。并且，在盖顶有一鸟状的钮，这
颇具‘东夷’文化的特色。”山东博物馆典

藏部主任于秋伟向观众介绍此次展览的一件
特色藏品时说。

据文献记载，薛国始祖为夏朝的车正奚
仲，大概因为奚仲发明了车这一重要交通工
具，被夏禹封地于薛，从此薛国便在古老的
东方开始了其跨越千余年的兴与亡。夏末商
初，薛服事于商，在商王朝的建立和统治中
起了重要的作用。西周时期，薛国服事于
周，在周公东征后仍能延续国体，成为东夷
古国中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国家。

古薛国前后延续千余年，文化遗存十
分丰厚。是古代山东地区存续时间最长、
序列最为清晰的东方古国之一。薛国故城
位于滕州市官桥镇，是我国保存最完好的
东周古代城池。前掌大遗址则是薛国贵族
的墓地，为研究薛国历史文化、墓葬制度
提供了可靠资料。此次展览将几千年的时
光压缩，把已经消逝的古薛国文明重现在
观众眼前。

山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先

秦时期，山东地区古国林立，各个国家之间
相互交流融合，凭借着优越的地理环境、深
厚的文化底蕴，孕育出了璀璨的齐鲁文化。
“为了更好地研究山东古国文明，深入探索
齐鲁文化的源与流，让文物‘活’起来，让
更多的观众能够更深入地了解齐鲁文化渊
源，山东博物馆将与各市博物馆合作举办山
东古国系列展览。”山东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郭
思克介绍说，“《惟薛有序，于斯千年——— 古薛
国历史文化展》，即是山东古国系列展的开
篇之作。随着展出条件的成熟，山东博物馆
还将陆续推出山东古国系列展览。”

展览中，一件饪食器青铜簠引起了许多
人的关注。原来，它里面盛放的是一盒因时
代久远已经碳化的三角形食物，被认为是中
国传统美食——— 水饺。据介绍，该文物出土
时，上下盒锈蚀在一起，用手铲慢慢撬开后
发现，内排放着三角形食物，状似水饺亦已
碳化，用竹签轻轻拨动即破碎。三角形食物
内包馅状屑物，已无法辨认是什么馅。它比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中所出土的唐代
水饺食物，早了1500多年。这是迄今发现的
最早水饺，说明水饺这种独具特色的美食应
该是起源于我国古代的东夷地区。

据了解，薛国作为东夷土著国家，虽然

臣服于周，但仍然保留了东夷特有的风俗和
信仰，薛国故城出土有许多带有鸟饰的器
物，这充分说明了薛国仍保留有鸟崇拜的信
仰。现藏于济宁市博物馆的鹿角铜立鸟饰发
掘于滕州的薛国故城遗址。它的主体是一支
分五叉的鹿角，在鹿角的四个叉端上各套置
一铜鸟，第五叉端套一铜兽首。“每个铜鸟
形制相同，但在细微末节上也有着稍许变
化，例如，有一铜鸟头顶似长有羊角，有一
铜鸟却有着牛的鼻子。这也足以证明在春秋
时期东夷部落和其他部落的文化融合。”于
秋伟介绍说。

“此次展览旨在全面展现山东地区古
国、古文化的面貌，扎实推进东夷文化溯
源工程，积极推动山东地区古国和古文化
的深入研究，加强相关博物馆之间的交流
与合作。”山东省文物局副局长周晓波
说，“之所以把古薛国历史文化展作为山
东古国系列展览的开篇之作，不仅因为，
古薛国是古代山东地区存续时间最长、序
列最为清晰的东方古国之一，而且因为古
薛国的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其研究对于促进
鲁南地区夏商周的考古学文化研究、薛河流
域文化课题的深入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古薛国历史文化展启幕，211件组文物精品亮相

揭开东夷文明神秘面纱

□ 孙先凯

依据去年颁行的《山东省舞台艺术重
点 选 题 创 作 作 品 评 选 资 助 办 法 （ 试
行）》，近日，歌剧《檀香刑》、吕剧
《共产党宣言》、京剧《邓恩铭》、《镶
金玉雕》等8部作品从25部申报作品中脱颖
而出，成为全省舞台艺术重点选题2016年
度创作作品。据了解，这些舞台艺术作品
将获得数额不等的资金资助，用于作品的
创排。

有专家表示，这个类似于国家艺术基
金“舞台艺术创作”项目的评选资助办法
是我省在艺术创作管理上的创新尝试。这
种打破过去艺术创作资金“大水漫灌”的
评选资助方式，在笔者看来，其以“项目

化”的运作方式，突出了我省对舞台艺术
创作的精准扶持。

笔者了解到，在之前的政府扶持文艺
创作过程中，依照每年的财政预算把资金
按照各文化艺术单位、各市进行划拨。各
文化艺术单位和地方文艺工作者更习惯于
“打报告、找领导、跑项目”的旧有的行
政化工作方式。曾有院团申报舞台艺术重
点选题创作作品的评选，评选入围后相关
人士表示，如此像投标竞标一样的工作方
式把全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与此前
艺术创作资金“大水漫灌”相比，在扶持
对象的选择上也有了一定的精准性，能够
遴选出有创作积极性和创新实力的院团，
通过资助资金的扶持，发挥他们艺术创作
上的潜力。

2015年，由聊城市山东梆子剧院创作
的《海源阁》入选山东省舞台艺术重点选
题创作作品。相关主创人员告诉笔者，由
一个地方剧团创作一部高水准的戏着实不
易。原本基础就非常好的《海源阁》，在
创作过程中得到创作资金的支持，能够引

入高标准的导演、舞美团队，为演出的成
功锦上添花。笔者认为，如此对资助对象
的精准扶持，能够对症下药，调动艺术创
作的积极性并为之打造精品提供物质基
础。

在资金扶持艺术创作的过程中，笔者
了解到，资金的到位并不是一次性给予，
而是根据各艺术品种的创作规律，分两次
予以拨付。对每年评选确定的重点选题创
作作品，拨付资助资金总额的一半或
60%，作为作品创作生产启动经费，用于
资助剧本、编导、音乐等环节；正式首演
并经验收合格后，拨付剩余的资助资金。
这在尊重艺术创作规律的基础上，对作品
的创作给予了一定的监督。

除此之外，资助资金的额度并不是
“一刀切”。根据舞台艺术的特点，大型
戏曲、话剧、儿童剧重点选题作品为40万
元；大型歌剧、舞剧、音乐剧、杂技剧重
点选题作品为50万元。这种根据舞台艺术
特点量身打造的资助方式，也是精准扶持
的体现之一。

目前，山东舞台艺术重点选题创作作
品评选资助只是在文艺创作的初期进行了
相关的扶持。然而，舞台艺术作品创作之
后并不能“刀枪入库”“偃旗息鼓”。笔
者认为，将来，针对这些扶持的精品力
作，还需要研讨进行打磨再创作、巡演等
后续环节的扶持办法。确保精准扶持方式
在文艺创作的全链条上发挥作用。

在舞台艺术重点选题创作作品评选资
助办法中，要求艺术作品重点关注齐鲁优
秀传统文化题材、现实题材、革命历史文
化题材、地域特色文化题材。笔者认为，
这就要求扶持资金不仅要当艺术作品的
“发动机”，要发挥示范导向作用。在题
材导向上，评选资助办法也践行了这一
要求。创作题材的精准扶持体现在两年
来多部舞台艺术作品的创作上，去年入
选的山东梆子《海源阁》、话剧《孔
子》、舞剧《风筝》、山东梆子《南
下》等四部作品和今年入选的八部作品
无一不在这一题材框架下展示了山东艺术
创作的成就。

精准扶持让舞台艺术潜力迸发

动漫要用“匠心”

为孩子创造“里仁”的境界

●“小时候的儿童故事片《小叮当》是我的少年记
忆，贯穿了自己在‘文革’十年的荒原生活，去年大红影
片《捉妖记》里的妖十分可爱，楚楚动人，我看那胡巴，
总想起‘小叮当’。虽然有技术上的差异，但是它们身上
都蕴含着东方美学精神特有的纯真、质朴和始终保有善意
的无邪。”

———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说。“艺术学习要像匠人
一样劳作，像哲人一样思考。‘匠心’是作为自身制造者
的人类之心，要为孩子创造一个‘里仁’的境界。‘里仁
为美’典出《论语》，指的是居处在仁爱的乡里才是美，
也指长久生活在仁爱环境中就会生出美来。东方文化的发
蒙，总是以善的要求打开心智，动画片的创作就应回应这
种善和美的需求，为孩子们创造一种‘里仁’的境界。今
天的动漫创作和娱乐生活有太多的搞怪恶搞，把孩子的心
灵世界搞乱了，没有为他们成长提供‘里仁’的境界，值
得关注和警觉。”

互联网与艺术互动的紧密与频繁

“前所未有”

●“2015年，随着‘互联网＋’战略的推进，虚拟艺
术、人工智能、众筹、跨界、全媒体、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等新业态新技术全面融入艺术创作传播消费的全过
程，我国艺术发展步入全媒体时代。2015年互联网与艺术
的互动前所未有地紧密与频繁”。

——— 中国文联发布的《2015中国艺术发展报告》指
出。中国文联副主席夏潮说：“在当前的全媒体时代，我
国艺术呈现出跨界化、生活化等新形态，同时也显露出工
具化、非深度化和去本体化等新问题。文艺界更要利用好
新媒体这个平台，加强文艺引导，坚持‘中国精神’，讲
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国文化凝聚力，做到为人民抒写、为
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鼓励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年龄段

选择喜爱的书

●“多读书，读好书，我希望家长和老师们少一点急
功近利。”

——— 儿童文学作家沈石溪说。“部分家长和老师通过
短期集中阅读，期望提高孩子语文成绩和作文水平，这样
的做法十分不可取。如果每读一本书，都让孩子写读后感、
读书笔记，恐怕会造成部分孩子的逆反心理，产生对阅读的
畏惧、厌烦。读书，要从孩子的兴趣出发。阅读，从孩子的年
龄阶段出发，一步一个脚印地往上走。孩子的阅读要由浅入
深。只要遵循阅读兴趣，选取适合的书，踏踏实实地读下
去，日积月累，孩子定会踏上美妙的阅读之路。”

（孙先凯 辑）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作为山东博物馆2016年重

要展览之一，《惟薛有序，于斯千年——— 古
薛国历史文化展》于4月29日亮相。由于恰
逢“五一”假期，吸引来众多观众前来参
观。与此同时，山东博物馆2016年的展览
计划也已经敲定，包括这个展览在内的15
个大展陆续与观众见面。其他14个展览包
括：《兖州兴隆塔文物展》《馆藏人物画精
品展》《馆藏全形拓专题展》《鲁王之

宝——— 明鲁王朱檀墓出土文物展》《山东博
物馆青少年教育图片展》《山东博物馆建筑
摄影展》《妇好墓玉器、青铜器展》《张登
堂纪念展》《复兴之路图片展》《光辉历
程——— 纪念建党95周年主题展》《永恒之
城——— 古罗马的辉煌》《汉代文物大展》
《耀州窑瓷器展》《斯文在兹——— 孔子及儒
家思想展》。

据介绍，这15个展览中，《山东博物馆
馆藏人物画精品展》、《山东博物馆馆藏全

形拓专题展》也已与广大观众见面。
今年以来，除原有的基本陈列之外，山

东博物馆已经举办了《许伯夷和他的世界》
《皇帝眼中的西洋科技展》《大河上下———
黄河流域史前陶器展》《画说年俗——— 馆藏
年画精品展》《兖州兴隆塔地宫出土文物
展》，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展现山东悠久
的历史文化以及与其他地区文化的交流和互
动，为广大观众奉献一道道精美的文化大
餐。

山东博物馆2016年展览计划敲定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5月1日，2016“欢乐青岛”广场周

周演暨“艺术彩虹”文化志愿者服务走基层
活动在五四广场举行，岛城部分文艺团体载
歌载舞，表演了《共圆中国梦》《青春圆
舞》《鼓子秧歌》等节目。今年“欢乐青
岛”广场周周演活动持续到10月底，每周
六、周日和节假日，都将举行不同主题的文
艺演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北京讯 4月28日，中国孔子基金

会“十三五”学术规划研讨暨《孔子研究》
创刊三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来自
全国二十多个省份和地区的儒学专家和全国
知名学术期刊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儒学发展
大计。

作为中国三十年儒学学术发展的见证
者、践行者、引领者，由中国孔子基金会主
办的《孔子研究》是专门反映孔子、儒学和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诸方面最新研究成果及学
术动态的专业学术期刊。自创刊以来，该刊
一直被评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
科核心期刊、国家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来源期刊。据统计，截至今年第
二期，《孔子研究》在三十年间共出版154
期，刊载学术论文2346篇，总计达到了2211
多万字。

为表彰三十年来《孔子研究》的重要成
果，会议上公布了创刊三十周年“特别贡献
奖”和“优秀论文奖”。辛冠洁、周继旨、
阎韬、王式伦等十人获得“特别贡献奖”；
《我国古代“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张岂
之）、《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
（李学勤）、《孔子仁礼关系新释》（钱
逊）、《二十世纪儒学的衰落与复苏》（牟
钟鉴）、《竹帛<五行>篇为子思、孟子所
作论》（陈来）等十篇学术论文获得“优秀
论文奖”。

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长王大千介绍说，
以后中国孔子基金会还将设立《孔子研究》
优秀论文奖、《孔子研究》学术新锐奖等奖
项，从物质和精神上支持甘于坐冷板凳、德
业双修的中青年学者。

庆祝《孔子研究》

创刊三十周年

□崔爱民 报道
日前，利津县陈庄镇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学习勾

画京剧脸谱。该园开展了“绘制京剧脸谱、感受国粹魅
力”活动，让孩子们感受中国国粹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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