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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先凯

“妈，我知道你心疼我。可是青海的孩
子们更需要我。”“说破了大天我也不能同
意你再去支教。”“妈，你不要忘了我是党
员。”“党员怎么了，我也是党员。”……
一对母女关于支教问题的争论让气氛骤然紧
张。这不是生活中的真实场景，而是在山东
省话剧院排练厅里紧张排练话剧《家事》的
一幕。

由山东省话剧院打造的现实主义话剧
《家事》讲述了一家三代共产党员的“家
事”。临近父亲洪老爷子的生日，一家人齐
聚一堂，外孙女莉莉要重返青海支教的想法
在家族中引起轩然大波。女儿洪梅作为妈
妈，坚决反对莉莉重返青海支教的想法，继
而引发洪老爷子和大儿子洪钢两代共产党人
关于信仰和追求展开讨论。孙子洪雷雷大学
毕业一年了，却迟迟不找工作，在家与电脑
游戏为伍；孙女小美在单亲家庭中长大，性
格不羁，幻想着一夜成名，沉溺在选秀之
中。如何让大家消除困扰，走向正确的人生
轨迹，以洪老爷子为代表的一家三代共产党
员用党员的党性，身体力行地作出了回答。

一开始接到这个剧本时，导演房蔚就感
受到了其魅力。“虽然讲的是家事，但小的
家事让人感受到的是社会、国家的大事。尤
其是反映了党员身上无私奉献的那种精神，
一下子抓住了我的眼球。”房蔚说。在艺术

创作中，主旋律一贯以大主题承载在作品
中，要么是名人，要么是名事。要以小切口
完成主旋律的大创作，将是一个非常大的挑
战。房蔚说，“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的团
队觉得值得尝试。”于是，山东省话剧院决
定将《家事》搬上舞台。

在剧本的二度创作过程中，省话剧院的
创作团队也遇到了问题。虽然切入点、整体框
架不错，但剧本还欠缺一定的故事性，完全依
照剧本搬上话剧的舞台恐怕不够丰富。为此，
导演房蔚结合她前些年在青海采风的经历，
把奉献原子城、西部支教等故事穿插进《家
事》中，“让洪老爷子从泛泛的一名革命老兵
成为当年守卫原子城的士兵，让莉莉在支教
过程中遇到许多感人的故事，整部话剧的情
节比起之前丰富了许多。”房蔚说。

在《家事》中，邓鸣饰演的是洪老爷子
的角色。在排练的间隙，邓鸣还在不停地揣
摩洪老爷子这一角色的特点。说起这个角色
来，邓鸣认为他就是这个家的“定海神
针”，他作为一名老党员的奉献精神就是整
部话剧的“主旋律”。“不管社会有什么样
的变化，洪老爷子以他的言传身教影响着家
中的儿辈和孙辈。”邓鸣说，“比如，洪老
爷子要求死后捐献角膜。下定这么一个决
心，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来说都不是很容
易。但作为一名老党员，洪老爷子认为为社
会作出最后的贡献也是应该的。这种精神就
值得钦佩，他的信念和精神值得我们学

习。”
“要是我的孩子把去西部支教当作事

业，我可能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在剧中扮
演洪梅这一角色的董旋坦言。在《家事》
中，作为洪老爷子的女儿，虽然洪梅相夫教
子但也深受父亲的影响，认同为社会奉献的
理念。“这个角色充分展现了一个母亲的特
点，发自内心的对孩子的爱和孩子要奉献西
部的决定冲突时，她也走不过这道坎。”董
旋说。如何把这个角色演好，董旋尝试把自
己作为母亲的感情融入到角色中。董旋说，
“《家事》中并没有塑造‘高大全’的人物
形象，小家贡献大家的道理谁都懂，可真正
遇到这种选择的时候，作为母亲肯定是最纠
结的。把普通党员的形象最真切最形象地表
现出来，就会很感人。”

在《家事》的创排过程中，一份“特
殊”的入党申请书交到了省话剧院党总支。
这份手写的入党申请书出自演员李帅之手，
他在《家事》中扮演洪梅的丈夫、莉莉的父
亲少明。“原来普通党员的形象是如此的鲜
活，他们的奉献精神是如此的有感染力。在
角色的扮演过程中，我突然有一种入党的冲
动。”李帅说道。很多人用“火线入党”来
形容李帅的入党申请，可在他看来，自己还
没有达到那么高的觉悟。“只是觉得党员这
么有感召力，不入党提升自己已经不合适
了。”在父亲节的前几天，李帅给他的父亲
选了一件礼物，并告诉他自己申请入党了，

这让多年来一直“唠叨”催他入党的父亲很
欣慰。“我的父母都是老党员，他们也希望
我能够入党。正如《家事》中父辈与儿辈的
隔阂，我之前很不理解父母的用意。”李帅
说，“但是，经受过《家事》的洗礼，让我
重新认识了党员的责任和入党的意义，申请
向党组织靠拢，也希望党组织对我进行考
验。”

《家事》中莉莉有这样一句台词：如果
人人都嫌弃苦，那谁还去支持西部教育呢？
作为莉莉的扮演者，惠大妍认为这也是发自
她内心的一句疑问和肯定。“对，必须有人
去支持西部教育，必须有人奉献。”惠大妍
说。惠大妍撑着已经怀孕四个多月的身子，
在加班加点赶进度的排练中没有落下一场，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印证了党员的奉献精神。

“真实、感人、不要说教”是《家事》
启动之初对于这部话剧的要求。看完彩排后，
山东省文化厅副巡视员刘敏的第一感受就是

“没有高大全，非常生活化。”这个评价让创排
人员很受鼓舞。“虽然《家事》讲的是家庭矛盾
的小事，但是家是社会的细胞，由小家能够看
到大家，映射的都是社会现象。”刘敏评价
说，“《家事》挖掘到了人们内心的东西，
以贴近生活的方式表达了当下人们的复杂情
感，很有带入性，达到了思想性、艺术性、
观赏性的统一。虽然是小制作，但完成了大
题材。由小见大，贴切地反映出了共产党人
在社会中的责任和担当。”

摒弃高大全，真实反映共产党人的责任和担当

话剧《家事》贴近生活映射社会

□ 孙先凯

说起主旋律文艺作品，很多人可能没
看就开始摇头。有的人认为，从艺术生产
的规律来看，主旋律文艺作品内容较多重
复性、思想表现单一、内容缺乏创新；有
的人认为，主旋律文艺作品所阐释的价值
观念无法完全与当下社会生活相匹配，决
定了其无法与观众取得共鸣。但笼统地为
主旋律文艺作品贴上同质化标签，而不具
体分析其艺术规律与价值，更有失偏颇。
笔者认为，只要主旋律文艺作品遵循艺术
生产的规律，摒弃“高大全”说教的硬
伤，同样能够以艺术性打动观众。

近日，为庆祝建党95周年，我省文艺
工作者新创排了一系列文艺作品。吕剧
《宣言》、话剧《家事》、京剧《邓恩
铭》等正集中登上舞台与广大观众见面，
笔者观看了《宣言》和《家事》两部作
品。从个人角度来看，两部作品的表现形
式不同，但其主旋律的艺术主题突出，艺
术表现力突出。吕剧《宣言》是以还原历
史之真实打动观众，话剧《家事》则是从
日常生活的小事颂扬共产党员的家国情
怀。两部作品真实、贴切，触动人心。

吕剧《宣言》根据发生在东营市广饶县
大王镇刘集村的真实事迹改编，把上世纪30
年代《共产党宣言》流入刘集村，村民保护

《宣言》，利用宣言点燃革命火种的故事通过
吕剧还原出来。笔者曾接触过这个真实事迹
的各类文字、影像资料，总体来说，吕剧《宣
言》在艺术化创作的过程中，较为完整地保
留了历史的真实。当舞台上国民党反动派残
酷镇压农民运动时，观众仿佛跟随着剧情回

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感人至深。
笔者认为，这与那些不尊重历史事实

而编写拼凑的“神剧”一比，高下立见。
深究吕剧《宣言》能够以真实打动人心的
原因，笔者认为主创团队真诚创作的态度
是根本。相比其他团队的“网上采风”，
《宣言》的主创团队先后两次到故事发生
地现场采风。他们先后到《共产党宣言》
纪念馆、刘集支部旧址等地参观，并找到
革命先烈的后人了解情况，搜集了大量第
一手素材。为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
此可见，只有创作态度的真诚，才能确保
主旋律文艺作品能够以真实打动人心。

话剧《家事》则是以普通人的视角，
讲述了普通党员的故事。但因为有他们作
为共产党员的信仰和奉献精神，使得普通
人、普通事变得真实感人。当笔者观看
《家事》时，第一反应便是不自觉地将自
己带入到剧情当中。仿佛剧中的人就是身
边的人，剧中的事就是身边的事。而且，通过

这些人和事，反映出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毫不突兀。直到最后全家人一起回顾入党宣
言的一幕，也并没有说教感，反而更多的是
一种仪式感给人带来的庄重。

《家事》给笔者印象最深的是演员在
舞台上“不是在表演，而是在生活”的状态。
正如该剧导演所言，这是深受斯坦尼斯拉夫
斯基表演体系影响的结果。“演员应当永远
是舞台上活生生的人，要遵守生活的逻辑和
有机性的规律，在规定情景中真诚地去感
觉，去想，去动作。”《家事》中并没有“高大
全”式的说教，但真情实感流露于舞台之
上，引发与观众的共鸣。

主旋律文艺作品并不是照本宣科的普
通教育，而是需要通过特定的艺术形式浸
润人的内心。笔者认为，把主旋律文艺作
品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倾注到感情之中，将
其具化为艺术形象传递给观众，可以更容
易让观众认可并接受。让情感成为涓涓细
流，淌入人心，才能触动观众。

主旋律文艺作品亦可打动人心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讯 第七届冰心散文奖日前揭晓，

共评选出散文集30部、单篇散文奖42篇、散
文理论3部（篇）。山东有两位作家上榜，
周习凭借散文集《鲁院纪事》获得散文集
奖，胡容尔的散文《旧戏台》获得散文单篇
奖。

第七届冰心散文奖征稿范围为2014年到

2015年在中国大陆正式公开出版发表的散文
单篇作品、散文集、散文理论作品(理论集和
单篇作品)，包括2014年到2015年公开发表出
版的散文诗集和散文诗单篇作品以及赋体文
学。本届散文奖获奖名额比往届减少三分之
一，取消了优秀提名奖。张抗抗、李舫、孙
思等75人分别获得散文集、单篇作品和散文
理论奖。

冰心散文奖是中国散文学会的最高散文
奖项，也是全国专业散文评奖的最高奖项。
这项文学奖按照冰心先生遗愿在2000年设
立，旨在彰显散文创作成就，不断评选出题
材广泛、思想敏锐、着力表现现实生活、创
作形式风格多样的优秀散文。铁凝、贾平
凹、赵丽宏、肖复兴、叶文玲、迟子建、潘
向黎、王剑冰等名家都获得过此殊荣。

山东两位作家获冰心散文奖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陈昊彬 报道
6月29日，淄博市张店区科苑街道潘苑社区，老党员司继国拿出自己50年来珍藏的95套共计712枚邮票，在社区办起了庆祝建党九十五周年

主题邮票展。展览囊括了中国共产党95年以来各项发展成就的纪念邮票，成为社区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新平台。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月24日，由山东省戏剧

创作室、山东省艺术研究院与韩国戏剧导演
协会、韩国城东文化财团战略合作的中韩双
语话剧《灵魂深处的一滴泪，不曾流》在省
会大剧院进行首轮三天演出。

《灵魂深处的一滴泪，不曾流》采用中
韩两国演员同台演出的方式，用中文和韩语
两种语言演绎不同的人物，讲述共同的价值
观。它以“孝”文化为主题，融入了韩国民
间孝道故事《沈清传》，采用“戏中戏”的
形式，在现代“父女亲情”的故事中，加入
《沈清传》原汁原味的演绎，使现代孝道观
念与传统孝道观念在一部戏中形成有机融合
和深刻的对比。

该剧延续了中韩两国艺术家的合作模
式，由山东省戏剧创作室年轻的王娟、郑娇
娇任编剧，韩国东首尔大学教授、导演李光
馥担任导演。李光馥去年执导了《两重
门》，带来更加惊喜、更加成熟的戏剧表演
形式和风格。除李光馥之外，韩国著名演员
李奎东、田涯现、金预临、金恩惠、孙银璟
及音乐导演沈载润也加盟本剧。

山东省戏剧创作室主任、山东省艺术研
究院院长张积强作为该剧的出品人，对此次
中韩双方的二度携手充满信心。“《灵魂深
处的一滴泪，不曾流》是两家单位在艺术作
品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实现的又一次突破。它
证明了两国艺术家跨越语言障碍的亲密合
作，不仅仅是偶然，更是可以持续和提升
的。”张积强说，“更为难得的是，除了这
部戏之外，我们今年还将与韩国艺术家共同
打造另外一部融合我国‘二十四孝’故事
‘刻木事亲’的话剧作品。这部作品将于今
年8月在韩国首尔演出。我们希望通过这种
在中国讲韩国故事、在韩国讲中国故事的
‘双生花’的方式，展现两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同根同源，它把两国共同的价值观融合在
一起，使山东和韩国戏剧合作的层次得到进
一步提升。”

据了解，在此次演出之后，该剧还将登
陆德州大剧院，开始省内巡演。

中韩双语话剧

省内巡演

7月4日至7月10日
1、7月6日至7日19：30，历山剧院演出河北梆子《大

刀王怀女·抗辽破敌》《王宝钏·大登殿》；7月8日19：
30，演出河北梆子《北国佳人》；7月10日9：30，演出话
剧《微时代之囏人》

2、7月7日19：30，省会大剧院歌剧厅演出芭蕾之
夜——— 世界经典芭蕾舞剧集锦

3、7月8日19：00，济南市吕剧院在北洋大戏院演出
传统吕剧《小姑不贤》；7月9日14：30演出《逼婚记》

4、7月8日至10日19：30，山东省话剧院在省话亲子剧
场演出小剧场话剧《莫须有》；7月9日至10日10：30在省
话亲子剧场演出儿童剧《青蛙王子》

5、7月8日19：30，山东省京剧院在梨园大戏院演出
《凤还巢》；7月9日19：30，演出《三岔口》《将相和》

6、7月9日19：30，山东歌舞剧院在歌舞剧院音乐厅
演出“聆听经典感受音乐——— 室内音乐音乐会”

7、7月9日19：30，济南市曲艺团在明湖居剧场演出
开心甜沫105期专场

8、7月4日至10日19：30，山东剧院芙蓉馆小剧场演出
相声专场

9、山东美术馆展览：6月26日至7月13日，庆祝中国
共产党建立95周年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山东省优秀
美术作品展；6月28日至7月11日，“倾情颂党恩 凝聚正
能量”——— 省直文化系统离退休干部书画摄影作品展；7
月3日至8月31日，第三届青未了——— 山东省高等学校美术
院系应届毕业生优秀作品展

泉城大舞台

城市惠民演出季演出安排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广饶讯 6月27日晚，一场特殊的电影放映活动

在广饶县大王镇西李村文化广场开展，放映的是经典红色
胶片电影《走近毛泽东》，用的是近年来已难得一见的胶
片放映机。这也标志着山东农村电影院线公司开展的“忆
峥嵘岁月 铸辉煌明天”庆祝建党95周年优秀电影展映活
动正式启动。

现场村民对电影赞不绝口。广饶是革命老区，这里建
立起江北最早的村党支部，保存了最早的中译本《共产党
宣言》，因此放映这部电影就具有了特殊含义。胶片放映
机同样引发了大家浓厚的兴趣。来自泰安肥城的会议代表
王茂平说：“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实施之前，胶片放映机用
了几十年，后来换成了数字放映机，今天看到这台胶片放
映机，让我心里又想起了以前工作的点点滴滴，感触很
深。”

据介绍，山东农村电影院线公司精心挑选了活动电影
节目目录，既包括反映革命历史、党的建设、社会主义建
设、先进英模的故事片，也包括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传
播法律法规、生产生活知识的科教纪录片。

优秀电影进农村社区展演

□记者 于国鹏 通讯员 许鑫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月22日，山东省文物保护百项重点工

程启动暨保护利用项目签约仪式，在章丘城子崖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举行。据了解，这些项目预算总投资超过200亿
元。目前百项重点工程所属178个子项目的工程方案、施
工设计等前期工作已经完成，国家和省级项目补助资金到
位15 . 7亿元。

据介绍，“十三五”期间全省将实施“七区三带”文
化遗产片区保护，实施1000多项文物保护项目，形成重点
突出、点面结合、社会和经济效益显著提高的文物保护新
局面。这次集中启动的百项重点工程，涵盖“七区三带”
各大板块，涉及文物保护利用各大领域，都是涉及全局、
影响广泛的重大项目。其中“三孔”、泰山、齐长城、大
运河世界遗产工程18项，鲁国故城、齐国故城、城子崖等
考古遗址公园和定陶汉墓等重点大遗址工程16项，三孟古
建筑、坊子德日建筑群等重点文物单位保护工程29项，山
东自然博物馆等博物馆建设工程19项，长城村落、胶东海
草房等“乡村记忆”工程10项，可移动文物修复工程3
项，其他工程5项。

山东省文物局将对百项工程在申报审批、技术帮扶和
资金配套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同时严格按照《文物保
护法》《山东省文物保护条例》的要求，把好质量关。

开放社会资本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活动当天，有11项
文物保护利用项目集中签约。省文物局与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山东省分行、鲁信集团签订文物保护利用战略合作协
议。山东省考古所与济青高速铁路有限公司、枣庄市庄里
水库建设管理处签署了文物保护工作协议。

由鲁信集团发起成立山东文博投资发展公司，将争取
国家基金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贷款，投资15亿
元，与5个市8个县级政府合作，共同推进实施“乡村记
忆”工程中的“长城村落”等一系列保护利用项目。邹城
市与上九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签约上九山“乡村记忆”工程
项目。曲阜市与山东博海文化产业发展公司签约曲阜中华
书法博物馆项目。

面向社会推介的项目有66个，都是资源条件好、开发
利用前景好的重点项目。包括10个资源条件较好的市县级
文保单位，44个“乡村记忆”村落保护利用项目，12个文
博产业招商项目。这些项目鼓励社会力量投入资金保护利
用，尤其是发布的市县级文保单位项目，依法依规在不改
变所有权的前提下，给予投资者一定期限的使用权。

山东投资200亿启动

文物保护百项重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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