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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中华文化持有自信

●“文化自信的主要内涵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指
对中华文化的自信。”

———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说。“这里的中华
文化，一指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指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
合创造的革命文化、红色文化、先进文化，三是指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够使中华民
族凝魂聚气、强基固本、团结奋斗、攻坚克难。有了这三方面
的文化自信，我们就能认清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历史沿革、文化依据和精神支撑，就能深刻认清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渊源、文化根基和历史必然。”

剧作要在话剧创作中占首要地位

●“推动中国原创戏剧的发展，首先要确立剧作在中
国当代话剧创作中的首要地位。提倡尊重原创、尊重剧
作，这也是我们办原创戏剧邀请展的目的之一。”

——— 国家话剧院院长周予援说。“这就需要剧作家接
地气，更好发现和认知世界；社会要形成尊重原创的氛围
和机制。同时，培养后备人才，并且不断加强推广，增加
和观众的互动。在‘来势汹汹’的西方话剧面前，要多关
注中国原创话剧。”

文化投资应做长期股权投资

●“中国的文化投资项目跟国外有很大区别，国外的
投资项目基本上都投股权，而中国正好相反，好多投资都
变成高利贷融资，而风险投资也不像风投风险，这样导致
中国很少有长期的股权投资。”

———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说。“中国
最赚钱的BAT企业，其投资人几乎都是国际投资者，因为
国内的投资者早早就退出了，国内很多投资基金基本上是
坚持3年、5年或7年。其实，很多文化企业第七年才开始赚
钱，因此，国内投资者错过了文化企业发展的最好机遇。国
有金融机构投资只要保值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增值，因为有
可能增值一点，结果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杠杆促进作用。

（孙先凯 辑）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7月14日至16日，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研
究院受邀参加“香港中国戏曲节2016”。为
香港观众带去了山东地方戏曲知识交流讲
座、大弦子戏《两架山》和山东梆子、枣
梆、两夹弦、大平调4个山东地方剧种的代
表性折子戏，让香港观众了解了山东地方戏
曲台前幕后的奥秘，欣赏到了原汁原味的山
东地方戏曲。

“演出非常成功，之前的紧张准备工作
没有白费。”演出结束后，菏泽市地方戏曲
传承研究院院长徐向东长松了口气。“此次
到香港演出赢得观众的认可，也是对我们近
几年对地方戏曲传承和保护工作的认可，让
我们以后有了更大的干劲。”

讲座交流展示戏曲特色

7月14日晚，大弦子戏《两架山》的导
演周波与主要演员一起为观众带来了题为
《从曹州地方戏谈中国戏曲声腔》的讲座，以
互动交流的方式向观众展示了山东地方戏曲
的魅力特点。周波详细讲述了大弦子戏的唱
腔特点和音乐特点。在讲述的过程中，大弦子
戏《两架山》主演之一的宋秀红现场展示了

“四个字唱两分钟”的“绝活”。“这是大弦子戏
的声腔特色，婉转悠扬。大弦子戏是一种唱腔
曲牌繁多，唱腔行云流水的典雅的地方
戏。”周波介绍说，“大弦子戏的唱曲分为
粗、细两种。《两架山》运用了《海里

花》、《锁南枝》、《玉娇枝》等细腻典雅
的‘细’曲牌及《大青羊》、《高抱妆台》
等粗犷豪放的‘粗’曲牌，彰显了大弦子戏
音乐曲牌丰富的表现力。”

除大弦子的唱腔之外，大弦子戏特色乐
器锡笛、尖子号也走上了展示舞台，现场向观
众展示演奏，让观众近距离欣赏到了这两种
独特乐器。“在大弦子戏中，有时候需要烘托
气氛，这时候尖子号就派上用场了。”周波说，

“虽然尖子号只有一个音调，没有演奏的曲
谱。但是声音一出，便能吸引观众。”

在香港观众看来，这些关于山东地方戏
曲的讲解让他们提前对陌生的地方戏曲有了
一个直观的认识。经常听戏的陈女士对此场
讲座非常满意，因为她能够近距离地接触到
演员和乐器，对于她接下来的听戏非常有帮
助。“在香港听到京剧、昆曲和粤剧的机会
比较多，这是第一次接触山东地方戏曲。听
了讲座后，有了一定的了解，感觉比花旦、
小生为主的戏曲要粗犷很多，也很期待不一
样的戏曲韵味。”陈女士说。

大弦子戏让香港观众直呼“过瘾”

7月15日，山东大弦子戏经典剧目《两
架山》首次登上香港戏台就吸引了众多观
众，香港大会堂剧场音乐厅里几乎满座。服
饰色彩鲜艳，演员扮相靓丽，配上锡笛、三弦、
尖子号、四大扇等大弦子戏的特殊乐器配乐，

《两架山》一开场就以独特的山东“气质”吸引
了现场戏迷。开场不久，演员们亮出的“甩头

发”、“抖胡须”的绝技，引来观众热烈的掌
声。一场戏下来，演员卖力的演出，大弦子
戏的独特魅力，引得观众连连叫好。

“演出的效果出乎意料的好，香港观众
对地方戏曲的接受程度超出了想象。”演出
结束，主演翟玉省告诉记者说。演出前，翟
玉省压力很大，用他的话说就是“不知饭
味”，他曾担心香港观众听不懂山东地方话
的韵白，演出过程中还放缓了语速，没想到
观众们完全听得懂，“香港的观众欣赏水平
高、热情高，与演员互动好。”

“声腔好爽，锣鼓喧天，乐器丰富！”
香港观众张风也是第一次看山东地方戏，直
呼“过瘾”。因为之前一直喜欢京剧、昆
曲，习惯了柔美婉转的戏曲强调，第一次看
到如此婉转与粗犷相结合的戏，张风感觉很
新鲜。因对大弦子戏《两架山》中使用的特
殊乐器感兴趣，演出结束后张风特意跟随记
者到后台，乐师现场为其表演了大弦子戏特
殊乐器尖子号。

地方戏曲传承希望走上更多舞台

香港京剧票友、今年已经76岁的尹德川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祖籍山东青岛的他
能在香港听到“原汁原味”的家乡戏非常感
动，希望更多来自不同地方的戏曲到香港演
出。“戏曲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之
一，最直观、动人。希望全世界华人团结起
来，一起推动戏曲等中国传统文化传承。”

7月16日下午和晚上，两场山东梆子、

枣梆、两夹弦、大平调4个山东地方剧种的
折子戏专场接连上演。因为是周末，吸引了
更多的观众前来观看，场面火爆。

下午的两夹弦折子戏《三拉房》一结
束，定陶县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主任侯
彦丽便与她的搭档聊起了晚上演出要注意的
事项。“我们现在一年能演300场。”侯彦
丽说，“因为有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任
务，我们的剧团一年365天有300天在基层进
行演出。”她认为，两夹弦虽然是小的地方
戏曲，现在的传承和保护方式还是需要多多
走向更多、更大的舞台，让更多的观众了解
两夹弦，喜欢两夹弦。

香港和韵曲社副社长、著名昆曲研究学
者陈春苗表示，虽然目前传统戏曲市场面临
观众缺失，市场不景气等问题，但他相信随
着戏曲文化教育的不断深入，将会吸引更多
观众喜欢戏曲，传承戏曲。

“这次演出剧目可谓行当齐全，特点鲜
明，地方特色浓郁，集中展示了山东传统地
方戏曲的精髓。”徐向东说，此次在港演出也
是山东地方戏曲走出去的一个开始。据了解，
目前我省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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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
加强戏曲传播推广，鼓励戏曲走出去。“鼓励、
支持各类戏曲院团和艺术家走出山东、走出
国门，进行戏曲经典剧目展演、开展文化交
流等活动。”据徐向东介绍，下一步，菏泽
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将积极与港澳台、海
外各艺术机构联系，力争让更多的同胞、华
侨聆听到原汁原味的家乡戏曲。

山东地方戏曲香港舞台绽放异彩
香港观众欣赏到了原汁原味的山东地方戏曲

□ 孙先凯

近日，山东地方戏曲大弦子戏、山东
梆子、枣梆、大平调、两夹弦等多个剧种登
上“香港中国戏曲节”的舞台。在香港戏曲界
专家看来，这些剧种在规模上虽然比不上京
剧、昆曲等大剧种，但有着浓郁乡音的地方
戏曲“家乡菜”特色鲜明，受香港观众欢迎的
场面相比大剧种丝毫不输阵仗。展演结束，
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相关专家表示，
这种文化交流活动给院团保护和传承地方
戏的工作打了一针“强心剂”。“既展示了我
们地方戏曲保护传承的工作成果，也因为得
到观众的肯定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发展地方
戏曲事业的信心。”

展演前对观众可能听不懂、不喜欢山

东地方戏曲的担忧，在文化交流后荡然无
存，更多了一份对自身的认可和文化的自
信。在笔者看来，这是此次文化交流活动的
最大收获。从妄自菲薄，到树立文化自信，笔
者认为对外交流所起到的作用功不可没。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
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
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
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
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如何
树立文化自信？笔者认为，一方面是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自觉自
省，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把这种文化自
信通过文化交流展现在世界的舞台之上。

7月底，山东省杂技团担纲演出的多媒
体时尚舞台剧《因为爱》将迎来首秀并开
始全球巡演。这场由美国百老汇亚洲公司
制作的舞台剧看点多多，尤其是山东省杂
技团的表演可圈可点。在舞台剧中，《车

技》《草帽》《钻圈》《空中吊子》等中
国传统杂技艺术元素为基础，巧妙融合了
皮影戏等艺术形式。创作人员透露，在剧
本写作阶段就考虑融入各种中国文化艺术
元素，包括杂技、皮影、武术、川剧变脸、流行
音乐等，“比如，将川剧变脸用于主角们都
参与的时装秀里面，服装由负有盛名的设
计师设计，面具的样式非常新潮，背景音
乐又采用了西方流行音乐的表达方式。”
据笔者了解，近年来，像这台舞台剧一样
中西方文化元素交融的文化艺术形式越来
越多。从中外合拍电影到中外联合制作舞
台剧、音乐会，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越来
越多，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文化作为一支独
立、自信的力量，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扮演了
愈发重要的角色。

据悉，这台充满中国文化元素的舞台
剧将在国际化视野下策划运作，尊重艺术
规律和市场规律，开展世界巡演。把中国
文化通过文化交流，带入到世界各地。让
中国通过文化交流展示文化自信，让世界
了解中国文化的魅力。

诚然，文化自信可以通过对外文化交
流逐渐树立。但在笔者看来，在对外文化
交流的过程中还要注意避免“大而无
当”、“交而不流”的盲目乐观和自信，
要脚踏实地做好对外交流的精准达到和良
性互动。去年年底，在“2015东亚文化之
都”青岛召开的第七次中日韩文化部长会
议就做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会议签署《中
日韩文化部长会议——— 青岛行动计划
（2015年至2017年）》，落实了一系列文
化交流与合作的重大项目，如“东亚文化
之都”评选活动、中日韩艺术节、中日韩
文化艺术教育论坛、“东亚文化交流使”
等。要求进一步探讨在三国之外举办中日
韩艺术节，鼓励三国在文化产业、公共文
化服务、文化遗产保护、青少年交流、奥
运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开展更进一步的交
流。从《青岛行动计划》引申而出的文化
交流活动覆盖公共文化、艺术交流、文化
产业等多个方面，详细并且有一定的规
划，将是我国展示文化成就的良好契机，
也是树立文化自信的重大机遇。

以对外交流展现文化自信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7月20日，由山东博物馆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共同主办的
《传奇妇好展》与广大观众朋友正式见面。
据了解，此次展览共展出青铜器、玉石器、
甲骨器等474件，展期3个月。

本次展览自2016年3月开始筹办，在首都
博物馆“王后母亲女将——— 纪念殷墟妇好墓
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成功举办的基础
上，山东博物馆经过一系列的筹备和改陈，
以妇好传奇的一生为主线，分为“妇好”、
“王后”、“女将”三个单元，展示妇好作
为王后的尊贵地位，作为普通女性的爱美之
心以及作为女将征伐四方的飒爽英姿。

妇好墓1976年发现于安阳殷墟，是1928
年以来殷墟宫殿宗庙区内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之一，也是殷墟科学发掘以来发现的唯一保
存完整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妇好墓出土了
1928件精美文物，其中青铜器468件，玉器755
件，骨器564件；另外还出土海贝6800枚。随葬
品数量巨大，种类丰富，而且造型新颖，工艺
精湛，堪称国之瑰宝，全面反映了商代晚期的
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反映了商代高度发
达的手工业制造水平。妇好墓是目前唯一能
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
的商王室成员墓葬，它的发现与发掘在中国
考古史、殷商史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此次展览中，备受瞩目的当属司母辛铜
方鼎（右图）。鼎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出现的炊
煮器，逐渐被赋予祭祀礼器的内涵。铜方鼎出
现于商代，成偶数使用。妇好墓随葬一对两件
司母辛铜方鼎，口沿下一周夔龙纹为主纹饰。
铭文“司母辛”铸于口下内壁，意思是妇好的
子女为祭祀亡母辛而铸此鼎，“辛”是妇好去
世后在宗庙被供奉的庙号。此鼎重达117 . 5公
斤，是不多见的商代大型重器。在布展现场，
当包装严密的文物箱打开时，它无与伦比的
体量和透过那斑驳的铜锈散发的庄严和威权

感染了现场的所有人。它的体量之大，需要四
个工作人员同时扛起，并由两人在旁边辅助。
司母辛铜方鼎历经三千多年，本身的铜质已
经十分脆弱，所以在搬运的同时需要十分小
心。经过近半个小时的拆箱和布展，这件精美
的晚商青铜鼎终于放入展柜之中，在冷光源
展陈灯的照耀下，散发着深沉和神秘。

此次展览除了像司母辛铜方鼎这样的“大
家伙”以外，还将展出数量众多的小体量玉器，
甚至有如拇指般大小的袖珍玉器。妇好墓随葬
玉簋两件，一青一白，造型美观，刻纹精细，器形
规矩，器壁厚薄均匀。制作工艺非常复杂，要经
过切割成形、掏膛去余料、周身碾轧纹饰、抛光
等一系列工序，耗时经年累月，全面体现了当时

的琢玉工艺。这件精美的白玉簋可能用于祭祀
等盛大的礼仪活动，在几千年前，商王朝的王室
贵族们曾使用它盛装着祭祀的食物，向神灵和
祖先祈求风调雨顺。

本次展览既是一场带给普通观众的殷商
文化饕餮盛宴，也是一次给予众多殷商文化
爱好者和研究者穿越殷商盛世的视觉旅行。

穿越殷商盛世的视觉旅行

《传奇妇好展》亮相山东博物馆

齐鲁大舞台

城市惠民演出季演出安排
7月25日至7月31日
1、7月25日16：00、19：30，山东省京剧院在招远市

辛庄镇东北村和滨海广场演出京剧《小宴》、《武家坡》
及经典唱段；26日10：00、19：00，招远市蚕庄镇礼堂、
西山王家演出京剧《柜中缘》、《平贵别窑》及经典唱
段；27日16：00、19：30，招远市辛庄镇邢家村、玲珑镇
前花园村演出京剧《武家坡》、《柜中缘》及经典唱段

2、7月30日至31日10：30，山东省话剧院在省话亲子
剧场演出儿童剧《丑小鸭》

3、7月25日至31日19：30，山东剧院芙蓉馆小剧场演
出相声专场

4、7月28日至30日19：15，济南市京剧院在北洋大戏
院演出京剧折子戏《闹龙宫》《铡美案》《苏三起解》
《会审》《奇冤报》

5、7月30日至31日10：00、15：00，济南市儿童艺术
剧院在历山剧院演出儿童剧《人参精灵》；31日15：30在
省军区演出儿童剧《三只小猪》；15：00在青少年宫演出
童话剧《青蛙王子》

6、7月30日19：30，济南市曲艺团在明湖居剧场演出
开心甜沫108期专场

7、7月29日至30日19：30，济南市杂技团在铁路文化
宫演出大型意象杂技剧《粉墨》

8、7月26日、27日19：30，省会大剧院歌剧厅演出舞
剧《风筝》

9、山东美术馆继续举办第三届青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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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发
7月15日，为期两天的台儿庄古城“台风音乐节”举

办，来自国内外的36组艺人在音乐节期间登台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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