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责任编辑 张西可
大众文化QQ群：１１３９７９１８９

2016年5月13日 星期五 第205期

热线电话：(0531)85193604 Email：xike777@126 .com 27

文创产品的创意是核心

●“以往故宫文化产品注重历史性、知识性、艺术
性，但是由于缺少趣味性、实用性、互动性而缺乏吸引
力，与大量社会民众消费群体，特别是年轻人的购买诉求
存在较大距离。同时，今日一般性的旅游纪念品已经很难
满足博物馆观众不断增长的期望。”

———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因此，必须在注重
产品文化属性的同时，强调创意性及功能性，通过观众期
望与文化创意产品升级的互动，使人们真实感受和正确理
解故宫博物院所传递的文化信息。故宫博物院拥有众多专
家学者，为故宫文化创意产品研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文
化创意产品研发人员经常邀请文物专家进行专项指导，深
入梳理和解读文物藏品内涵，选取出特色最为鲜明，兼具文
化价值、艺术价值与情感价值的文物元素，为文化创意研发
寻找正确方向。研发部门将所选取的文物藏品元素详细介
绍给设计团队，包括文物藏品的历史渊源、文化寓意、昔日
的使用者及背后的故事等，使设计团队充分领会文物藏品
所蕴含的底蕴，了解研发对象与传统文化的紧密关联，让文
物藏品的气质与文化创意产品的气质有效结合。这样的文
化创意产品才会具有故宫文化的特别性格。”

发展古琴艺术不能“述而不作”

●“孔子说‘述而不作’。但对古琴音乐这样一种比
较独特的传统文化来说，加以诠释性再创作的‘述作’是
当代创造力的体现，有利于古琴艺术的发展。”

——— 古琴艺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吴
文光说。“根据上世纪50年代古琴大家查阜西的统计，全
国有160多种琴谱谱集、600多首不同名的琴曲，还有3000
多首包括同名琴曲在内的曲目。其中大部分是‘述作’作
品，也包含着一些创作作品。古人留下的这个庞大曲库非
常重要，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
当代古琴音乐的‘述作’创新问题。诠释性再创作的“述
作”可以从传统的打谱形式中吸收精华并开放出未来之
花。”

两岸文创产业合作合制推动中华文化复兴

●“‘一带一路’战略为两岸文创产业的发展带来新
机遇，大陆与台湾的文创产业应当超越交流的阶段，进入
合作合制的阶段，以早日推出可以代表华人整体水准的文
化产品。”

——— 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联盟协会荣誉理事长李永萍
说。“两岸的文创产业，应当从交流迈入实质性的合作合
制阶段，同时需要细致的操作来克服差异、实现互补，携
手推动中华文化的复兴。希望两岸携手把中华文化纳入全
球化的文化语汇当中，增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扩大中华
文化的影响力。台湾和大陆在文创街区和园区打造方面能
够合作合制，为两岸人民体验中华创新文化提供橱窗，展
示最新的创意成果。如果年轻人有一样的文化经验和生活
理念，就不用担心两岸的未来，因为心已结合在一起。”

（孙先凯 辑）

本报济南讯 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委高校工
委、省网信办、大众报业集团、省国资委、省工商局、省
质监局、山东广播电视台、省广告协会等联合主办的2016
年“厚道鲁商”公益广告大赛，目前正在进行作品征集，
截止日期是10月20日；11月1日至30日，在网络平台展映、
展播、展示入围作品并进行网络投票。

大赛设优秀组织奖和作品奖。作品奖按平面、影视动
漫、广播等类别分设特等奖、金奖、银奖、铜奖和优秀奖
五种奖项。

全国（含港、澳、台地区）各广告设计制作机构及各
企事业单位、高等学校和个人均可参加。查阅有关资料，
了解更多详情可访问“厚道鲁商”官方网站 ( h t t p : / /
www.vr lu shang . com)和“厚道鲁商”官方微信公众号
(houdaolushangweixin)。

参评作品依形式分为三大类：平面类、影视动漫类
（含flash、微电影）、广播类。平面类作品含平面广告、
海报招贴，作品尺寸为A3（297*420mm） ,存储格式为
*.tif，不得低于300万像素。影视动漫类作品包含影视、
flash作品。片长为5秒的倍数，最长不超过120秒（微电影
时长不超过180秒），片子开头有3秒倒数显示及3秒片名
标题版，报送作品格式为MPEG4和MOV或MP4两种高清
格式，分辨率为16:9（1920*1080）或4:3（720*576）。广播
类作品包括广播作品、微故事等。报送的广播作品须刻录
在光盘（CD）上，存储格式为mp3，每一条广告时间不得
超过120秒。微故事创作，要求围绕“厚道鲁商”品牌，
以山东企业的真实故事为创作基础，制作成音频文件，适
合在微信等新媒体形式传播。每件作品需附打印的广播内
容文稿两份。

参赛作品要求导向正确，主题突出，构思新颖、创意
鲜活，融山东特色、时代特征、艺术特点于一体，具有一
定的艺术感染力和冲击力。

另外，每件参赛作品（同一主题的系列参赛作品除
外）皆须填写《“厚道鲁商”公益广告大赛申报表》，并
将作品刻录在光盘上，集体或个人报（寄）送，同时发送
电子版至指定邮箱（sdhoudaolushang＠163 .com）。报送的
光盘封面上须标明“‘厚道鲁商’征稿+个人姓名（机构
名称）+作品分类+作品名称”。集体报送的参赛作品，
还须填写《“厚道鲁商”公益广告大赛推荐作品清单》，
随作品一并报送。

报送方式：平面类作品请报（寄）送至走向世界杂志
社（联系人：王闻教，联系电话：0531-81615035；邮政编
码：250021，邮寄地址：济南建国小经三路47号走向世界
杂志社）。

影视动漫类和广播类请报（寄）送至齐鲁网（联系
人：尚明宪，联系电话：0531-85851981；邮编：250062，
邮寄地址：济南市经十路18567号山东广播电视台齐鲁
网）。

“厚道鲁商”公益广告大赛

征集作品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6日，由省委宣传部、

省文化厅主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
会”首发式在省文化馆举行。据了解，2015
年初启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会征集活
动，共评选单篇故事、系列故事、音频故事
和视频故事500篇，并形成丛书和光盘出版
发行。同时，故事会传播平台网站启动。这
标志着作为齐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工程
重点项目之一的齐鲁优秀传统文化故事会取
得阶段性成果。

省文化厅文化科技与法规处处长张钢表
示，希望通过征集评选优秀故事、公益出版
发行、建设故事会传播平台、展演展播等方
式，发挥故事会“短小精悍、喜闻乐见、通
俗易懂、易于传播”的特点，让人民群众在
轻松愉快中接受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首发式上，故事会作家王晓家和故事会
传播平台设计者孙平受邀共同启动了故事会
传播平台网站。对于故事会项目，两位从不
同方面作出了贡献。其中，王晓家提供了
《三皇》《五帝》《尧舜》《王祥的孝友故
事》等系列故事21篇，孙平主持设计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故事会传播平台应用设计方
案。接受记者采访时，王晓家表示，作为文
史爱好者，他对诸多优秀传统文化故事很熟
悉。“为了将这些故事准确、详细地表述出
来，我又查阅了《尚书》《史记》《晋书》
等历史文献。”王晓家说。

入选故事会的《王祥的孝友故事》蓝本
直接来源于《晋书·王祥传》，与史料中记
载王祥生平事迹不同，王晓家选取了王祥孝
敬父母、善待兄弟的故事。“据史料记载，
王祥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也有着孝顺、友爱
的高尚品德。我认为，他的身上蕴含了优秀
传统文化的基因，他的故事也是很好的传播
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王晓家说。从《晋
书·王祥传》中，王晓家通过改编，用现代
汉语表述、创作了十篇故事。“每篇故事三
千字，以现代、简短的方式讲述王祥的故
事，能够吸引读者的兴趣。不管将这些故事
讲给孩子还是成年人，都能够让他们了解王
祥，了解他背后孝敬老人，友爱兄长的优秀
传统美德。”

从翔实的文史资料出发进行再创作，是
王晓家入选故事会作品的一大特点。王晓家

认为，这是以古人的智慧来指导我们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史书中，我们有大量的
极富‘正能量’的故事。”王晓家说，“把这些
故事讲好，让现代人通过这些故事受到优秀
传统文化的熏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随着嘉宾按下开幕球，故事会传播平台
网站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据了解，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故事会传播平台以故事会素材系
统、故事会展演展播系统、故事会征集系
统、故事会舆情监测系统、故事会技术服务
系统为应用运行支撑，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故事会传播平台向社会提供服务，实现互
联互通的网上“一站式”服务。

设计者孙平介绍，这一传播平台的最大
特点是集故事素材管理、故事展演展播、故
事征集、舆情监测、技术服务等功能的“五
位一体”模式。其中，故事素材管理和舆情
监测是与其他平台相比所特有的。故事会分
类编目标准将为故事会素材库的建设提供规
范的、有效的标准。并按照统一标准，对故
事会素材库进行规范管理和整合提升，实现
故事会传播平台管理标准化、科学化。舆情
监测的功能是监测故事会受喜爱程度，建立

故事浏览检测后台，对受喜爱故事进行对比
评选，定期推出最受喜爱的故事进行展示。

据了解，简洁、明快、大气、实用的故
事会传播网站不日将正式上线。“考虑老年
人、少儿、残障人士的特殊需求和少数民
族、海外用户的需求，将进一步完善网站功
能并开发多语言文字版本。”孙平说，“此外，
故事会传播网站的内容可以通过后台管理系
统进行很好的优化，包括对网页标题、关键字
和说明部分的定制，使搜索引擎可以很容易
找到该平台。通过技术手段，还可以使搜索排
名迅速提高，更便于网站的推广。”

据了解，下一步，省委宣传部、省文化
厅将加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会活动实施
力度，继续在全球范围组织开展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故事会征集活动（第二批），评选一批
优秀故事（独立成篇、系列、音频、视频4种形
式），编辑出版故事会书籍和光盘（第二辑），
充实拓展故事会素材库，完善故事会传播平
台，并采用网络音频视频、戏曲、曲艺、影
视、广播、音乐、舞蹈、美术、动漫等传播
方式，开展多元化展演展播活动，丰富故事
会的传播力、表现力和感染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会取得阶段性成果

丛书出版光盘发行网站启动

□ 孙先凯

近日，省文化厅启动全省乡镇（街
道）文化站长轮训工作，计划举办两期文
化站长培训班。将从基层公共文化活动的
创意、策划、组织实施与社会化运作，科
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文化政策法
规解读，乡镇文化资源的发掘与利用，文
化考察等方面对活跃在基层一线的文化站
长进行文化业务的培训，在抓基层综合性
文化服务设施硬件建设的同时，提高基层
文化工作者的“软实力”。

据专家介绍，近年来我省积极探索了
高校培训、文化馆专业辅导等基层文化培
训模式，为基层文化工作者带去了高水平

的文化指导。但在笔者看来，在这一培训
过程中，除了高水准的“阳春白雪”之
外，不能偏离适应群众需求的初心。基层
文化培训需要从实际出发，以适应基层群
众文化需求为出发点，提供有用、有效的
文化培训。

前段时间，在某省的广场舞大赛中，
评委们遇到了这样的尴尬：广场舞的整体水
平很高，大多数获奖作品有着复杂的编排和
舞蹈动作，更像专业的舞台艺术表演。而这
些广场舞作品往往将普通民众拒之门外，很
难推广普及。“广场舞为中老年人的休闲生
活增添了乐趣，但一到比赛场合，很多经过
专业培训的作品往往出尽风头，但这些作
品又不适合向普通人推广。”。

基层文化活动是“自娱自乐”还是要
“登堂入室”？基层文化培训该向着怎样
的方向发展？在笔者看来，基层文化培训
追求专业化和高水准并不是好高骛远，向
着简单化和普及化的方向也并不是不思进
取。基层文化情况千差万别，一定要以基

层实际和群众的需求为出发点，不忘为了
群众的初心。

笔者在之前的采访过程中了解到，我
省文化馆在组织基层文化培训过程中总结
出了“因材施教科学辅导”的经验。在小
学进行曲艺培训时，根据小学生对理论不
感兴趣的特点，培训老师表示要“直接表
演，让他们直接感受。等喜欢上了曲艺，
再介绍理论知识。”在社区对老年人进行
舞蹈培训时，“给他们排练舞蹈要考虑他
们的身体因素，比如不能有太多地板动
作、跳跃动作等，而且要有很大的耐心，
有时还要像哄孩子一样鼓励和批评他
们。”

如此一来，针对基层不同群众的实际
情况所设计的培训方案，以最贴合他们实
际的方式将文化培训送到身边，是“有
用”的文化培训。这些“有用”的文化培
训方式能够调动群众参与文化培训的积极
性，也能够让培训收获最大的效果。但当
群众文化需求有更进一步的提升时，文化

培训也要跟得上群众的需求，提供更专业
和更高水准的培训。

在去年举办的山东省群众文艺新创作
作品汇演时，作品的创作者、表演者有离
退休的工人、个体户、大学生等，演出的
是百姓身边的故事。文艺作品虽然质朴，
但水平不低，某部作品主角的扮相、唱功
样样不输专业演员。笔者了解到，她虽然
经常在庄户剧团的演出上亮亮相，有一些
演出的经验，但为了挑起大梁，她接受了
县文化馆培训老师在化妆、演唱、台风等
方面三个多月的专业训练。

这种高水准、严要求的文化培训，能
够满足许多群众对文化活动“更上一层
楼”的需求，成为“有效”的培训方式，
让群众文化活动和文艺作品的水准提升一
个档次。在笔者看来，还有更重要的一个
作用，就是为基层文化工作种下种子，如
此的文化培训不仅仅是将文化送到了基
层，更是通过文化培训把文化种到了基
层。

基层文化培训不能偏离初心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在第26个助残日来临之

际，5月11日，山东省文化厅、山东省教育
厅在济南市特殊教育中心举办山东省“光明
之家·视障数字阅览室”设备发放仪式暨技
术人员培训会议，向全省17所盲校（特殊教
育学校）发放“光明之家·视障数字阅览
室”专用设备，并正式在全省市级以上公共
图书馆和全省特殊教育系统开通“光明之
家”视障数字阅览室。

据介绍，山东省“光明之家”数字图书
馆建设，是省财政厅省级财政专项彩票公益
金的支持资助项目。此次开通的“光明之
家”视障数字阅览室，每个阅览室包含盲文
学习机、盲用电脑、智能阅读机、听书机等
30件先进的无障碍数字化设备和盲文图书、
光盘。

省文化厅副厅长李国琳介绍，这个项目
是我省积极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
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开
展文化助残工作，是一项播撒爱心的事业。
我省公共财政和社会各界对这项工作也给予
多方面的有力支持。

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则表示，全省特
殊教育系统要按照“光明之家·视障数字阅
览室”的标准建设好阅览室，配备培训好专
门人员，达到每天不少于8小时的开放时
间。

据统计，山东省全盲和低视力人群约有
67 . 3万人，其中61 . 9%的人没上过学。正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我省开始开发建设“光明之
家”盲人数字图书馆，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济南市特殊教育中心视障班8年级学生
余永业，用“知识点亮我的世界”来概括数
字化阅读对自己的帮助。他说，自己喜欢读
人物传记、历史传统、童话故事等类图书，
通过阅读，首先提高了写作能力。“后来又
迷上了武侠，对金庸作品描绘的那个武侠世
界感叹不已。也阅读了包括《哈里波特》系
列在内的外国图书，大开眼界。数字化阅读
让我们与眼前的世界实现无缝对接成为可
能。”

目前，“光明之家”盲人数字图书馆由
山东省图书馆开发建设，“一站、一网、一
库”的技术服务模式，为视障人士提供更贴
心、更便利的数字文化服务。所谓“一
站”，是建设“光明之家数字图书馆”网

站，为盲人建造一条在互联网上浏览信息的
“盲道”。网站全面采用先进的语音导航和
语音指令技术，针对盲人建立起清晰易用的
声音导航界面，创新性地开发了网页语音指
令功能。网站UKEY免登录认证系统，插入
U盾即完成登录。还专门开发了盲人专用的
无障碍浏览器，网站栏目设计合理，简洁易
用，设有“天下事”“图书馆”“音乐角”
“影剧院”“老戏台”“讲座厅”“曲艺
苑”等7个主要栏目。

至于“一库”，则是构建内容丰富的、
适合视障人士需求的数字资源库群。目前包
括有声电子书1300部、中外音乐作品近1000
首，电影70余部，传统戏剧120余部，讲座
420余部，曲艺笑话600余篇。

“一网”是构建延伸到盲人身边的基层
服务网络，建立功能完善的盲人阅读末端服
务体系，切实解决盲人数字图书馆服务最后
100米的问题。省图书馆与省残联等相关部门
协作，在视障人士集中的机构和场所（如特教

学校、福利工厂、残障人士再就业培训中心
等），按照设定的功能和统一的设备配置标
准，建立“光明之家”视障数字阅览室。

省图书馆馆长冯庆东表示，省图书馆将
不断提高“光明之家”建设方面的技术水平
和运行能力，更好地保障视障学生在信息化
时代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权益，提升基层盲
校学生利用互联网和无障碍数字化设备获取
知识、获取信息的能力，更好地利用这一数
字化平台开展素质教育和技能培训。

我省构建盲人畅游互联网“盲道”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高士东 报道
5月6日，无棣县海丰办事处后桥村文化广场声乐悠扬，老年慈善义工艺术团的演员正在表演传统戏剧《桑园教子》，这是今今年该县文化

惠民活动的第98场演出。该县按照“一村一年十场戏”要求，送戏下乡，受到群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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