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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艺呼唤法律保护

●“著作权法律体系应为民间文艺的法律保护留下一
席之地。只有从中国实际出发，大胆实践，才能走出适合
自己的道路，真正保护好民间文艺。”

———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周林说。
“破解民间文艺著作权立法难题，首先需要确认民间文艺
传承人身份或资格，由政府通过专项普查等方式，对有关
传承人予以确认。其次，应赋予传承人以著作权法上的权
利，尤其是对民间文艺传承人的尊重，应当放在优先考虑
的地位。当然，在有市场回报的情况下，也应让传承人获
得他们应得的经济利益。最后，关于民间文艺的保护期。
上述国家版权局的征求意见稿提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版
权的保护期不受时间限制。但民间文艺的特殊性在于，它
是不断变动的，因此，为了既长久保护又现实可行，可规
定民间文艺的保护期为50年，50年后可以续展，通过‘有
期限、可续展’的制度设计，把保护落到实处。”

曲艺高等教育需要一张“身份证”

●“中国曲艺教育没有搭上改革开放的快车，没有实
现正规化、系统化、专业化的艺术教育，错失良机直接影
响了曲艺艺术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 中国曲协副主席崔凯说。“面对曲艺表演语境的
变化，曲艺演员不仅必须是传统意义上的艺人，而且需要
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保障。换言之，曲艺演员要接受系统
的教育，并保持长期学习的习惯才能达到这一要求。现在
高等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过渡为大众教育，曲艺这种大众
艺术却仍然得不到一张高等教育的‘身份证’，传统意义
上的‘拜师收徒’虽有数量，但是人才培养功能已严重弱
化，存在‘有名无实’的尴尬，曲艺高等教育身份的缺
失，成为束缚曲艺发展的瓶颈。”

（孙先凯 辑）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编者按 我省是戏曲资源大省，吕剧、
柳子戏、五音戏、豫剧、山东梆子、柳腔、
茂腔等地方戏在我省具有广泛的发展空间和
广阔的群众基础。近日，我省印发《关于贯
彻国办发〔2015〕52号文件做好戏曲传承发
展的实施意见》。《意见》从加强戏曲保护
传承工作、支持戏曲剧目创作、改善戏曲创
作生产和演出条件、加强戏曲人才培养、加
强戏曲传播推广、加大政府保障扶持力度等
方面提出具体的工作规划。计划在将来形成
管理规范、运行科学、保障有力、演出活
跃、人才辈出、剧目创作普遍繁荣、艺术精
品不断涌现的戏曲事业发展新机制，推进我
省戏曲艺术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作为戏曲大省，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
省有国有戏曲院团（含划转的非遗传承保护
中心和转企院团）60余个，民营剧团和庄户
剧团也有数百个，戏曲院团和从业人员数量
位居全国前列。历史上，山东戏曲人才辈
出，仅建国以来就涌现出方荣翔、宋玉庆、
郎咸芬、张春秋、黄遵宪、霍俊萍、章兰等
一大批德艺双馨的知名艺术家。

人才是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
全省各级文化部门和戏曲院团高度重视戏曲
人才培养工作。出台长期规划，健全戏曲职
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人才培养链条；开展多
项业务练兵、艺术比赛、集中培训、选派进
修、资助拜师等活动，戏曲中青年演员快速
成长；一批拔尖人才荣获“文华表演奖”、
“梅花奖”等国家级重要奖项，一批具有领
军人物气象的演员快速成长。

职业教育，储备下一代人才

七月盛夏，在山东省吕剧院的排练大厅
里，刘文昊和他的同学们正在老师的指导下
把京剧《杨门女将》创排成吕剧作品。刚刚

从山东省文化艺术学校毕业的他，唱腔和身
段已经很老到，因为从他小学毕业后进入省
文化艺术学校，已经接受了七年多的吕剧专
业艺术教育。

自2008年开始，山东省文化艺术学校与
山东省吕剧院合办吕剧地方戏专业。该专业
创新性地采取了“科班+学院”式的地方戏
人才培养模式。学生要学习文化课，还要在
完成戏曲基训课程后，粗略地划分行当、选
择剧目，由省吕剧院选派有舞台经验又有教
学实践的教师指导剧目实践。“山东是戏曲
大省，京剧、地方戏人才荟萃、名家辈出，
但一段时期以来，戏曲艺术事业发展同样面
临着后继乏人的窘况，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
中专戏曲教育的断档。”说起开办这个地方
戏吕剧专业的初衷，省文化艺术学校校长安
立元介绍说。“戏曲人才培养有特殊性，要
求演员有从小就开始练习的‘童子功’。在
现行教育体制下，如果把戏曲专业教育放到
大学，那就有些晚了。”安立元说。

为此，山东省艺术学校自2007年起开办
京剧专业，2008年起开办吕剧专业，2010年
开办柳子戏专业，2013年开办山东梆子专
业，2016年开办莱芜梆子专业。成为我省唯
一一所戏曲职业教育的中专类学校，成为山
东地方戏曲后备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在
戏曲艺术人才培养的链条上，中等职业戏曲
教育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没有基础过
硬、技能扎实的中专人才输出，就会影响戏
曲院团的发展，影响高等戏曲教育人才培养
质量的提升。”安立元说。

目前，在校戏曲专业学生共279名。这
些学生在毕业后，将为北京、上海等地的高
等戏曲学院提供高质量的生源，或者进入到
各市和省直戏曲院团，为其补充新鲜血液。

专业培养，提升中青年人才水平

在参加完2012年山东省戏剧导演高研班
后，山东省吕剧院青年导演张建业最大的感

受就是开阔了眼界，提高了专业艺术素养。
“与当演员相比，当导演所处的平台不一样
了，观察的角度也不同了。平时，作为演
员，是别人在看我演；作为导演，是别人在
演我在看。做演员是对角色的直接感受，做
导演是对作品多方面全方位的感受。这个换
位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张建业说。

据统计，自2010年以来，省文化厅先后
组织举办了戏曲音乐、地方戏表演、京剧表
演、编剧、导演、舞蹈编导、文艺评论、舞
美设计、舞台灯光、音响操作等十余期艺术
人才培训活动，累计各艺术门类近300人参
加培训。这些人才培养活动的成功举办，对
于提高现有专业艺术人才队伍整体水平，加
强全省人才队伍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很多
已经在自己的艺术领域崭露头角。

我省还实施“大师引进工程”，引领文
化队伍建设，尤其是带动高端人才的培养。
支持青年演员拜名家为师，这些名师包括梅
葆玖、郎咸芬、李岱江、章兰等省内外名
家，对年轻演员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除此
之外，我省还选拔优秀青年演员到中国戏曲
学院等知名艺术高校进修学习。2012年全国
京剧折子戏优秀青年演员展演中，我省入选
的6名演员中3人出自之前举办的“京剧新秀
集训班”，获得优秀表演奖的3名演员中2人
出自该班；同年度央视第七届青京赛中，我
省1 2名演员入选并获奖，其中6人来自该
班。

在去年8月举办的“全省艺术新秀优秀
作品展演”上，全省戏曲青年艺术人才群英
荟萃，充分展现了年轻演员的风采，提升了
优秀青年人才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其中，山
东省吕剧院盖勇，曾先后在吕剧《画龙点
睛》、《大唐黜官记》、《回家》中担任主
演，并获第九届中国艺术节“优秀表演
奖”。济南市京剧院陈长庆曾荣获全国京剧
优秀青年演员评比展演二等奖。泰安市山东
梆子艺术研究院年仅26岁的青年演员陈扬，
凭借山东梆子《两狼山上》一剧获2013年第

十届中国艺术节表演奖，该剧获“文华优秀
剧目奖”。

重点提升，培养戏曲领军人物

此次《意见》中指出，要实施“名家传
艺”计划，支持优秀中青年戏曲编剧、导
演、作曲、演员拜知名老艺术家为师学艺。
对符合国家和省有关高端人才培养引进工程
条件的戏曲人才，特人特招、特事特办。对
作出突出贡献的戏曲艺术工作者给予相应的
荣誉和奖励，让中青年尖子人才在艺术生涯
的巅峰期得到相应认可。

据了解，自2013年开始，省文化厅制订
方案，实施山东舞台艺术“4+1工程”。所
谓“4+1工程”，即：山东省舞台艺术精品
工程、山东省地方戏振兴与京剧扶持工程、
山东省优秀保留剧目工程、山东省舞台艺术
英才培育工程，以及支持鼓励我省优秀剧
目、优秀人才参加国内外重大艺术比赛和评
奖活动的激励政策。

2014年省文化厅公布的《山东省舞台艺
术创作规划（2014—2016年）》，再度明确
实施“山东舞台艺术英才培育工程”，要求
尊重艺术生产规律和艺术生命周期规律，努
力为优秀中青年编剧、导演、演员成名成家
创造条件，培育我省各艺术领域新的领军人
物。在培养领军人物的同时，我省还积极开
展文化惠民演出活动，既让广大群众收到文
化实惠，又可以让演员尤其是年轻演员有更
多机会“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实践中
获得舞台演出经验。

据省文化厅副巡视员刘敏介绍，通过
实施山东舞台艺术“4+1”工程，我省戏曲
人才创作生产一批立得住、传得开、留得
下的地方戏艺术精品。“培养、推出一批
技术过硬、素质优良、水平一流、德艺双
馨，在全国有影响的中青年艺术人才。使
山东地方戏曲影响更大、普及更广。”刘
敏说。

打造戏曲人才培养全链条机制
一批具有领军人物气象的演员快速成长

□ 孙先凯

前几天笔者去某市剧院采访，正值当
地地方戏曲的展演。有一千多个座位的演
出大厅里几乎座无虚席，观众的热情如此
高涨令人大吃一惊。但剧场管理者也倒了
半天苦水，这其中的一半票是文化惠民演
出送出的免费票，“要是没有这部分免费
票，场面肯定没有现在的红火。”

近年来，我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均等化建设成效显著。据统计，2015年以
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形成开展的“送戏
下乡”演出达4 . 5万余场次，惠及观众上亿
人次。人民群众享受到了文化惠民的实
惠，但也给剧院和剧场带来了困惑。在笔
者的采访中，很多剧院和剧场的管理者表

达了这样的担忧：一旦观众养成通过文化
惠民以低票价甚至免费看戏的习惯，演出
市场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一些转企改制
的剧团和市场化运营的剧场在演出市场的
冲击中，创作演出、剧场服务的能力就会
大大削弱。

如何调和公益和市场的矛盾？笔者认
为，需要在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下，通过
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式，让剧团和
剧场在公益和市场之间选择平衡点。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动国
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
意见指出，“国有文化企业要正确处理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
的关系，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
经济效益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服从社会
价值，越是深化改革、创新发展，越要把社会
效益放在首位。”在笔者看来，《意见》为解决
公益和市场的矛盾设定了先决的原则。无论
是事业性还是市场性的剧院、剧场，如果遇
到公益与市场的矛盾时，首先要考虑的是

解决公益性的问题。
笔者了解到，某市院团在文化事业改

革后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在市
场化的过程中，经历短期的阵痛顽强地撑
了下来。现如今，成为政府购买公共文化
服务的主力，活跃在文化惠民的舞台上。
在文化惠民过程中，剧团抛开了生存的压
力，能够以更加饱满的激情去创作和演
出。同时，为群众送戏下乡，完成了公益
事业的任务。

与以往的政府财政拨款，安排剧团创
作演出不同，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
中也会提出相应的考核标准和要求。笔者认
为，这更能够激发院团创作演出的活力和积
极性，提升院团的水准。在院团水准提升的
同时，市场会给以肯定。这样，能够形成院团
以公益带动市场的良性循环。

作为承担文化演出任务的剧场，在承
接公益性文化演出时也需要付出相应的人
力、设备等成本。在剧场市场化改革之
后，如何在公益性演出中保障成本成为一
大问题。笔者了解到，在有的城市曾有政

府发放文化惠民卡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
的尝试。

去年，天津市发放了6万余张文化惠民
卡。市民可以用100元来购买储值为500元
的文化惠民卡，另外400元由政府补贴。这
张惠民卡可以用于购买天津市文艺院团在
剧场中的演出，并且享受一定的折扣优惠。
据统计，文化惠民卡发放以后，各剧场的上
座率明显提升，演出场次也有所增加，演出
市场发展明显。笔者认为，文化惠民卡在让
群众实实在在受益的同时，也让剧团和剧场
在市场化中得到认可，增加了演出和上座
率，提高了收入。如此一来，既能够文化惠
民，又能有市场提升，真正兼顾了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据相关专家介绍，文化惠
民卡的模式已经在多地得到实践的认可，
我省也已打算将其引入。

无论是政府购买剧团的演出场次，还
是政府以文化惠民卡的形式补贴剧团和剧
院，都是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尝试。
如果能有平衡公益和市场的作用，就值得
鼓励。

寻找公益与市场的平衡点

□陈彬 报道
日前，博兴县启动为期三个月的“消夏广场文化活动”，每当夜晚来临，庄户剧团纷纷携带自己的“拿手剧目”登台亮亮相，以精彩的表

演和特有的乡土气息，吸引了众多市民观众前来观看欣赏。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纪念建党95周年暨红军长

征胜利80周年，山东省吕剧院编排了现代吕剧
《宣言》，发生在山东广饶刘集村那段用生命
保存《共产党宣言》的故事被搬上戏曲舞台。
“七一”期间，《宣言》登上舞台，得到广大
观众的认可。

据了解，本剧在剧本形成之初就已经成功
入选“2016年度山东省舞台艺术重点选题资助
剧目”。近日，多位专家集思广益，为《宣
言》打造艺术精品建言献策。

“这部戏满舞台年轻人挑大梁，满满的朝
气。青年演员为了拿下这个戏下了很多功夫，
对演员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高。”山东省柳
子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杨春伟认为，《宣言》最
大的特点是起用了很多年轻演员。“但在之后
的演出中这些年轻演员还需要进一步的磨
合。”

“整个戏用国际歌来贯穿，最后全场大合
唱国际歌有一种很强的震撼力，唱腔既不丢失
吕剧味又有创新。”国家一级作曲高鼑铸评价
说。除此之外，《宣言》的舞台效果得到专家
的一致认可。国家一级导演孙杰认为，“《宣
言》这部戏导演大量运用了戏曲舞台独有的手
法，在时空处理上很细致，也很贴切。舞美也
很震撼，把这个戏推上高潮。舞台节奏把控得
很好。看出导演在剧本解释舞台呈现上是下了
很大的功夫。”下一步，专家认为年轻演员在
表演和演唱方面有很大的提高空间，还需要在
演出中磨合提升。

吕剧《宣言》

赢得广泛好评

7月11日至7月17日
1、7月11日至13日19：30，山东省吕剧院在中国婺剧

院演出吕剧“吕剧华夏行”之《墙头记》、《姊妹易
嫁》、《李二嫂改嫁》；7月15-17日19:30，山东省吕剧院
在安徽艺术剧院演出吕剧“吕剧华夏行”之《姊妹易
嫁》、《墙头记》、《李二嫂改嫁》

2、7月15日至16日10：30，山东省话剧院在省话亲子
剧场演出小剧场话剧《三只小猪》

3、7月15日至17日19：30，山东省柳子剧团于新疆喀
什进行援疆交流演出柳子戏新编古装剧《张飞闯辕门》

4、7月11日至17日10：00、15：00，历山剧院演出儿
童剧《阿拉丁神灯》；7月17日19：30，演出《京剧名家
名派演唱会》

5、7月11日至17日19：30，山东剧院芙蓉馆小剧场演
出相声专场

6、7月14日至15日19：30，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在宝
贝剧场演出第八届济南亲子剧节——— 儿童剧《列那狐传
奇》；7月17日10：00、15：00演出第八届济南亲子剧
节——— 儿童剧《成语连连看》

7、7月11日15：00、19：30，济南市京剧院在北洋大
戏院演出京剧优秀折子戏专场

8、7月16日19：30，济南市曲艺团在明湖居剧场演出
开心甜沫101期专场

9、第三届“泉荷奖”济南市优秀青年演员艺术比
赛：7月11日14：30，济南市杂技团剧场演出杂技专场，
19：30，群星剧场演出器乐专场；7月12日14：30，宝贝剧
场演出声乐专场，19：30，宝贝剧场演出话剧专场；7月
13日19：30，群星剧场演出京剧豫剧专场；7月14日19：
30，北洋大戏院演出吕剧专场

10、山东美术馆展览：6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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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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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至8月
30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快乐”绘画作品展

齐鲁大舞台

城市惠民演出季演出安排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讯 6月30日，在全国文化精准扶贫工作视频会

议上，山东省文化厅作了《创新实施“169”文化精准扶
贫行动》的典型发言。这也标志着文化精准扶贫的山东经
验在全国推广。

据介绍，山东省文化厅把文化扶贫作为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聚焦全省7005个省定贫困村，整合资源、凝聚合
力，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创新实施“169”文化精准扶
贫行动。“169”，即编制1张全省文化精准扶贫地图，办
好6件实事，实施9项扶贫工程，2018年前实现“五个全覆
盖”、“三个明显提升”的目标，率先提前完成文化扶贫
任务。

今年，省财政投入超过2亿元，目前资金已全部争取
到位，3件实事已完成年度任务。

山东文化精准扶贫经验

在全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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