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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工作

●今年4月，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
展引导城乡居民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引导城乡居民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工
作。

——— 此次扩大文化消费试点的工作中，文化部鼓
励和支持各试点城市因地制宜、探索创新，正确处理
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形成有示范意义、可持续
和可复制推广的促进文化消费的模式和研究成果。各
试点城市在工作推进中，要准确把握两个原则：一是
鼓励基层创新，注意政府角色不能越位或错位；二是
引导和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工作不是一场运动、一阵
风，要以试点工作为契机，形成具有本地区特色的促
进文化消费模式，为引导和扩大文化消费提供持续动
力。

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品牌

●“提到国外的知名文化品牌，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
日本的动漫，韩国的电视剧，美国的好莱坞电影等。这些
拥有全球市场的文化品牌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带动了企业生
产和市场消费。相比之下，我国文化产品的品牌效应不算
突出，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更是凤毛麟
角。”

——— 中南大学文化产业品牌研究中心主任欧阳友权
说。“近年来，中外文化贸易逆差逐渐缩小，与我国
‘走出去’的民族文化品牌之间有着必然的关联。培养
民族文化品牌成长，并逐步走向国际化之路，将是未来
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中国文化品牌建设任重道
远，与发达国家相比，文化品牌影响力差距较大。在文
化产品生产过程中，一些文化企业的套现思维导致了眼
光短视，过度迎合市场，而忽略了对文化附加值的开
掘，对市场的后劲支撑乏力。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
我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影响力还未达到应有高度。只有将
优质内容凝练成文化品牌，才能进一步在国际市场实现
快速、有效、大范围传播。”

文化自信有赖人民主体性发挥

●“文化是人民实践的创造物，文化自信本质上是人
民对自己创造的文化的信念与信心。这种自信的获得取决
于人民主体性的发挥，这种自信的彰显也要通过人民来实
现。”

———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易说。
“人民是文化创作的源头活水，是文化建设的主力
军。增强文化自信，要求党和政府紧紧依靠广大文化
创造主体，尊重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继续给予政
策支持，尤其是对文化领域的中小微企业‘扶上马、
送一程’，鼓励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走得稳，在国
际竞争中强筋健骨、发展壮大。文艺工作者、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者以及骨干文化企业等是文化建设的重要
力量。提升人民的文化自信，要求这些关键力量虚心
向人民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多姿多彩的生活中
汲取创作营养，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积极释放创造
力，提出更多具有原创性和时代性的概念、理论，生
产和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丰富多样的文
化产品，让发展成果惠及最广大人民，解决好‘为什
么人’的问题。”

（孙先凯 辑）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7月2日晚，大弦子戏《两架山》彩排结束
后，主角翟玉省的前胸后背已经被汗水浸透。
来不及休息多长时间，他便马上与导演讨论
起了彩排中还有哪些瑕疵。此时，距离大弦子
戏参加“香港中国戏曲节2016”还有近半个月
的时间。“演一次就能多发现一些问题，演一
次就能提高一点点。”翟玉省告诉记者。

7月15日晚，在香港大会堂剧院，大弦子
戏《两架山》将代表山东（菏泽）地方戏曲传统
经典在“香港中国戏曲节2016”上首演。接下
来，7月16日，山东梆子、枣梆、两夹弦、大平调
等剧种的代表性折子戏将与观众见面。

传统戏曲“家乡菜”

登上香港舞台

“香港中国戏曲节”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
及文化事务署主办，至今已举办过六届。每年
夏季，香港中国戏曲节的组织单位都会邀请
内地及香港的戏曲界翘楚，演绎多出脍炙人
口的戏码，同时展现多项别具特色的戏曲剧
种，为广大观众带来一顿丰盛的戏曲大餐。除
观赏戏曲外，还可以参加戏曲节期间举行的
导览活动、讲座、工作坊及展览等，细细品味
中国戏曲的戏味与曲情。

今年的戏曲节，香港方面邀请了中国国
家京剧院一团，北京京剧青年团、上海昆剧
团、浙江昆剧团、浙江绍剧艺术研究院和菏泽
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等为数不多的戏曲院
团参加演出。“近年来，国家对地方戏曲等传
统文化艺术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越来越多
的内地戏曲院团对戏曲交流传播越来越重
视，所以申请参加香港中国戏曲节演出的院
团数量也越来越多，能获得邀请的大都是内
地的知名院团和戏曲界翘楚。”菏泽市地方戏

曲传承研究院院长徐向东表示，这一舞台是
检验地方戏水准的“擂台”，为了展示近几年
来菏泽地方戏曲保护和传承的水平，从前几
年就开始准备申请参加香港中国戏曲节的工
作。从当地上百台传统经典剧目中精心挑选
出了大弦子戏、山东梆子、枣梆、两夹弦、大平
调等独具地方特色的经典戏曲。

“一开始我们还担心香港戏曲界因为听
不懂山东地方戏而拒绝我们，可等我们把影
像资料、文字介绍等准备齐全交给主办方后，
我们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收到了邀
请。”徐向东说，“这说明我们打造传统戏曲的

‘家乡菜’，得到了认可。带有浓郁乡音乡情的
传统文化盛宴，将为传播和弘扬山东地方戏
曲艺术，增进香港与内地的文化交流，起到积
极的推动作用。”

濒危大弦子戏将展示古风古韵

此次打头阵登台演出的大弦子戏是流传
于鲁西南地区的古老剧种，因在唱曲起板时
总以三弦起头而得名。它是在元明俗曲小令
的基础上，经过艺人数百年来的创作、加工
和提炼，发展成为集民间俗曲之大成的多乐
调戏曲声腔类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
2014年之前，大弦子戏已在当地销声匿迹了
40多年。

2014年，由山东省艺术研究院和菏泽市
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以“依团代传”的模式将
大弦子戏传统经典剧目《两架山》搬上舞台。
以菏泽市现有的山东梆子剧团和枣梆剧团为
依托，从两剧团选调部分优秀中青年演员学
唱大弦子戏，尝试跨剧种传承。才使得这一古
老剧种得以延续。

《两架山》导演周波在复排一开始，便从
一些文字和老艺人的只言片语中寻找这个剧
种的艺术特点进行创作。周波说：“为了表现
大弦子戏粗犷豪放的表演特点，我们在剧中
设计了‘推圈’、‘踢脚’和丑角‘跳桌子’等形
体动作，凸显了剧种特色，使其看上去火爆热
烈，增加了可看性。”

复排过程中遇到的另一大问题就是音乐
和唱腔的问题。比如，大弦子戏的特色乐器

“尖子号”如何使用，就是一波三折。负责《两

架山》音乐设计的高原告诉记者，“一开始，
‘尖子号’放在乐队中使用。有老艺人说，不是
这么个用法，应该在‘出将’、‘入相’时延伸到
舞台上使用。再后来，有更熟悉情况的老艺人
表示，这个用法也不合适，‘尖子号’要在特定
时机，演员直接到舞台上吹奏。事实上，这种
方式确实才能更好地发挥出尖子号的特点。”

周波说：“能够登上香港中国戏曲节的舞
台，是对大弦子戏这一古色古香的传统地方
戏的认可和鼓励，希望这个古老的剧种能够
站在更大的舞台上，让更多的观众欣赏到其
中的韵味。”

精益求精打磨提升

在接到去香港演出的通知后，翟玉省、孟
凡金等几位主演就没有清闲下来，“我们开始
学大弦子戏的时候都感觉很有难度，一听说
要到香港去演出，压力就更大了。”翟玉省说。
几个月的集中排练，让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大
弦子的旋律。稍有感觉不太对的地方，就跑到
老艺人那里请教。

以前演武生的翟玉省，要在《两架山》中
出演文丑这一行当。其中最考验他功夫的就
是一段帽翅功的场景。他需要通过脖子的力
量调动起头上乌纱帽的帽翅，并且得让两个
帽翅以不同的节奏抖动。“这虽然是很小的一
个场景，可是为了表达角色当时内心纠结的
情况，必须得演好。”翟玉省说，“帽翅功考验
的就是平时练习的功夫，有时候一天得练个
三五个小时，就算是现在已经熟悉了，也得一
天练习个一到两个小时，要不然功力达不到，
效果也就出不来。”

据介绍，《两架山》讲述了明代官员贾
屠亮不畏权贵，智擒宦官刘瑾义子，使清官
郑奉一家得以团聚的故事。孟凡金在《两架
山》中扮演清官郑奉的角色。他认为这个角
色的浩然正气让他很感动，对人物的刻画他
也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比如在台词中，加入
“打老虎”、“抓苍蝇”的反腐元素。
“《两架山》体现了惩恶扬善、邪不压正的
主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孟凡金说，
“《两架山》教育人们与人为善，尊重公平
正义，是一部以古论今的好戏。”

大弦子戏亮相香港中国戏曲节
山东梆子、枣梆、两夹弦、大平调等剧种也将与观众见面

□ 孙先凯

近年来，我国对外文化交流日益增
多，文化“以文化人、以文促情、以文建
信”的作用日益明显。我省文化“走出
去”也越来越频繁，“欢乐春节”、“中
国山东文化年”、“山东文化周”等对外
交流活动把山东文化带到了世界各地，让
世界感受到了齐鲁文化的美与厚重。

说起山东文化，最为海外所熟知的可
能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正如提到
中国文化时，首先让人想到的是国粹京
剧、水墨国画、陶瓷等。笔者观察发现，
在对外文化交流过程中，剪纸、戏曲、杂
技、书画展等一些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成为
文化交流活动的“常客”。如此一来，在

不断加深国外观众对中国文化印象的同
时，是不是也容易形成“管中窥豹”的弊
端？笔者认为，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旧调
重弹”的方式并不可取。更全面地把多元
文化的全貌展示出来，也能全方位地反映
文化的自信和繁荣。对于对外文化交流来
说，更多元其实更中国，更多元也更山
东。眼下，如何进行更多元方式、更多元
文化的交流，值得关注。

正在进行的“香港中国戏曲节2016”
上，山东特色地方戏曲大弦子戏、山东梆
子、枣梆、两夹弦、大平调等亮相香港戏曲舞
台，与中国国家京剧院一团、北京京剧青年
团、上海昆剧团、浙江昆剧团、浙江绍剧艺术
研究院等国内知名戏曲院团同台竞技。菏泽
地方戏——— 大弦子戏虽然没有京剧、昆曲等
知名度高，但有着浓郁乡音乡情的戏曲也得
到了主办方和观众的认可。传统戏曲的“家
乡菜”虽然质朴，也登上了大雅之堂。讲到山
东代表性的地方戏曲，吕剧、梆子、茂腔
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在此次文化交流的
过程中，大弦子戏、两夹弦、大平调等

“小众”地方戏曲登上舞台，把山东戏曲
多元化的一面展现无遗。

所以，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剪纸、泥
塑、杂技等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项目担
当走出去“主力军”的同时，一些看上去
“小众”的文化项目不可忽视。在笔者看
来，这能够使文化交流的内容更丰富，形
式更多样。这种多元化文化交流的魅力，
正在于其能够全景式地展示我省文化的独
特性。

在丰富内容的基础上，对外文化交流
形式上的创新也需要不断探索与丰富。在
去年的美国书展上，中国以主宾国的身份
参加。我省文化企业，山东出版集团带去
的包括大型丛书《日本侵华图志》在内的
多部抗战主题新书举行了全球首发。另
外，由山东友谊出版社打造的纽约尼山书
屋、洛杉矶尼山书屋和尼山书屋国际出版
社分别在当地落地并揭牌成立。洛杉矶的
尼山书屋设立在洛杉矶公共图书馆，将展
示包括《大美齐鲁》在内的三百多个品种
五百多册图书。如此通过文化企业而进行

的民间文化交流，对吸引更多当地民众了
解中国文化，增进两国人民文化交流有着
重要意义。

观察目前对外文化交流的形式，虽然
民间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扮
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政府仍然是对外
文化交流的主要推动者和参与者，负责对文
化艺术机构、民间组织统一安排参与国际文
化交流活动。笔者认为，在文化交流日益频
繁的将来，民间的文化交流相比较政府所主
导的文化交流，在数量和方式上都有无限的
潜力。在探索文化交流多元化的方式上，不
妨尝试鼓励民间交流的方式。政府加强引导
和支持，发挥民间灵活性和专业性的优势，
避免“官方热、民间冷”。

在文化交流的内容多元化、形式多元
化之外，随着“互联网+”、“文化+”融
入到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化交流的
多元化还要思考技术方式的多元化。借助
互联网和文化融合的方式，创新文化交流
的内容和形式，才能让文化充满活力，才
能更好地与其他文化在交流中合作发展。

对外文化交流更需多元化

大弦子戏《两架山》剧照。

齐鲁大舞台

城市惠民演出季演出安排
7月18日至7月24日
1、7月19日至21日19：30，山东省吕剧院在东海海陵

影剧院演出“吕剧华夏行”之《姊妹易嫁》《墙头记》
《李二嫂改嫁》

2、7月23日至24日10：30，山东省话剧院在省话亲子
剧场演出儿童剧《白雪公主》；7月24日19：30在历山剧
院演出儿童剧《木偶奇遇记》

3、7月22日19：30，山东省京剧院在烟台保利大剧
院演出京剧《红鬃烈马》；7月23日19：30，在招远影
剧院演出京剧《红鬃烈马》；7月24日10：00，在招远
市玲珑镇文化中心演出京剧《平贵别窑》及经典唱段；
19：30，在招远玲珑镇疃埠村演出京剧《柜中缘》及经
典唱段

4、7月18日至24日19：30，山东剧院芙蓉馆小剧场演
出相声专场

5、7月21日19：15，济南市京剧院在北洋大戏院演出
京剧《钓金龟》《将相和》；22日19：15演出《三岔口》
《春闺梦》；23日演出《望江亭》

6、7月23日19：30，济南市曲艺团在明湖居剧场演出
开心甜沫107期专场；24日15：00在趵突泉白雪楼演出曲艺
专场

7、7月20日15：00，济南市歌舞剧院在群星剧场举办
济南市道德模范晚会；7月22日19：30，在趵突泉举行泉
水主题民族音乐会；23日至24日10：00，在都市剧场举行
少数民族调演初选

8、山东美术馆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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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快乐”绘画作品展；艺彩新峰——— 山东美术新人
新作展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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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在山东美术馆开幕。展览由
山东省文化厅、山东省教育厅联合主办，山
东美术馆、山东省教育厅艺术教育委员会承
办，各高等学校美术院（系）、山东教育印
务中心协办。据了解，本届展览将展出国
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粉）画、壁
画·综合材料、视觉传达、陶艺等八大类238
件作品。

“青未了——— 山东省高等学校美术院
（系）应届毕业生优秀作品展”是山东美术馆
自主策划的年度常规展评活动，是面向全省
各高校应届美术专业毕业生开展的大型美术
活动，自2014年启动以来已成功举办两届。

本届展览，经初评、终评两轮评选，共
有238件作品被评为展览作品，国画作品74
件，油画作品65件，视觉传达36件，版画作
品6件，壁画·综合材料23件，雕塑作品17
件，陶艺作品17件。

自第一届开始，主办方为展览设立了配
套奖项“刘大为艺术奖”，用以表彰和奖励
优秀青年艺术人才，促进我省青年艺术人才
健康成长。这一奖项将从第三届“青未了”
60件获奖作品中产生。

第三届“青未了”

优秀作品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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