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责任编辑 张西可
大众文化QQ群：１１３９７９１８９

2016年7月29日 星期五 第215期

热线电话：(0531)85193604 Email：xike777@126 .com 11

国学热需要冷思考

●“近些年来，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
出现了国学热，或者说是传统文化热、儒学热。当前，国学热
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需要我们保持警惕。”

———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王杰说。“警惕国学热
中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近些年的国学热中始终有这样一
股思潮，即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都是好的，只有中国传统
文化才能解决中国及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这种思潮的盛
行极易导致复古主义和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如果这种狭
隘的文化保守主义发展到极致，一些人就会宣扬鼓吹把儒
学立为国教、用儒教取代马克思主义。警惕有些人以弘扬
国学为幌子抵制人类文化优秀成果。我们更应进一步深入
了解和研究西方文化，在抵制西方文化糟粕的同时大胆吸
收其优秀成果。弘扬国学与吸收人类文化优秀成果并不矛
盾，不能以弘扬国学为幌子抵制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人类
文化优秀成果。警惕封建迷信思想借国学热死灰复燃。在
国学热中，一些原本已经销声匿迹的封建迷信思想在有的
地方又借机死灰复燃。它们打着国学的名号，实际上是招
摇撞骗，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歪曲和践踏。”

文艺片要与“资本”融合

●“艺术电影是用电影的语言去抵达人们抵达不了的
地方，而商业电影则是一种性能合理的产品，两者并非同
类事物。而今天的观众，也可以自由选择观影内容，没有
必要用艺术片的情怀绑架观众消费。”

——— 收获海外影坛好评和13座电影奖杯的国产文艺片
《路边野餐》导演毕赣说。“资本控制下的电影市场其实
也不是那么糟糕。电影市场很火热，资本都多得溢出了，
所以它们才能考虑到我和我的电影。资本的涌入让电影市
场很混乱，但也带来了大量机会。换一个思路，在这样的
资本环境中，文艺片反而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让艺术片
继续探索电影语言和人性，让资本管理好自己的投资，各
自做好各自的事情。文艺片不是不可以和资本结合，也许
它们正在寻找有效的‘婚姻’模式。”

（孙先凯 辑）

□ 孙先凯

暑期已至，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
等公共文化场所迎来了暑期的热潮和汹涌
而至的少年儿童。很多孩子的学校、家长
甚至夏令营组织机构都把文化场所当成了
让孩子接受艺术熏陶、增长知识的宝地，
这样的初衷再好不过。但是，近来发生的
一些“熊孩子”大闹博物馆的事，却也引
发了业内人士的担忧：国家动物博物馆策
划总监曾发微博表示，“尽管进馆前我们
说明了注意事项，但学校、老师、家长不
教育孩子如何参观博物馆。博物馆成了游
乐场，孩子进来追跑打闹，大声喧哗。没
人告诉孩子：秩序是领会艺术的一个必要
前提，甚至可以说就是艺术的一部分。”

笔者曾在参观博物馆时遇到一群参加
夏令营的孩子，他们在夏令营组织机构的
带领下有秩序地进入博物馆，但是在参观
展览的时候却再也没人组织，也没人讲
解。很多孩子粗略地看完展览，便在大厅
里无所事事，更有甚者玩起了嬉闹的游
戏，场面一度很混乱。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这无可厚非。可是
在公共文化场所嬉戏打闹，却是需要孩子、
包括家长在内的组织者和文化场所都要思
考自身是否做得足够去应对这一问题。

在公共文化场所，遵守公共秩序是公
共准则，对于孩子来说也不能例外。由于
孩子好奇、好玩的天性，对于秩序可能不
会一下子完全严格遵守。不做艺术面前的
“熊孩子”还需要孩子自己内心有一条准
则，自觉融入周围的氛围。对于带领孩子
的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
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言传身教教育和引
导孩子遵守文化场所的秩序。

谈及组织孩子参观文化场馆的学校或
者夏令营组织，笔者观察发现，很多组织者

对于进入到文化场所后如何组织讲解，如何
组织孩子深入了解展览却少有研究。很多时
候组织的参观成了“旅游团”，到此一游拍照
而走。在孩子缺乏兴趣的时候，天性自然而
发，不遵守秩序的行为才会发生。如何从组
织者的角度解决孩子不守秩序的问题，不应
仅从组织者需要加强“管束”的角度出发，而
是应该从如何组织更有吸引力的活动让孩
子沉浸其中的角度去思考。

笔者认为，组织者应当把文化场馆当
成一间可拓展的“教室”和一座待挖掘的
“富矿”。针对孩子的参观活动设计相关
的课程，让孩子在文化场馆内，通过专业
的讲解和所组织的活动接受培养教育，让
孩子在其中学会探索未知、开阔视野。而
不只是美其名曰接受文化熏陶，而事实上
只是逛逛文化场所。

对于文化场所来说，在笔者看来，解
决孩子不守秩序的顽疾，不仅仅是简单地
加强“管理”。严格的“管”之外，还要
思考如何“理”，即组织针对孩子的特殊
参观活动，适当增加体验性、参与性的活

动，适合孩子的特点并满足他们对文化知
识的好奇心。如此一来，既能够增加文化
场所对孩子的吸引力，也能在吸引住他们
的同时管理好场所的秩序。

笔者了解到，作为山东博物馆的常设
展览，非洲野生动物大迁徙展非常受观众
的欢迎，对于孩子的吸引力尤甚。为此，
博物馆专门开辟出一部分区域，引入先进
的3D设备和电子展示设备，让孩子可以通
过数字模拟技术体验在非洲大草原上巡逻
保护野生动物。这一用心的设计，很受孩子
们的喜欢。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针对孩子的
体验类活动值得借鉴。例如，省博开办“孔子
学堂”、“模拟考古坊”、“自然教室”向孩子教
授国学、考古、自然科学等知识；省美术馆打
造“山东美术馆美术大讲堂”、“山东美术
馆对外培训课堂”等一系列艺术教育品牌
活动；省图书馆组织少儿京剧艺术公益课
堂、学生社会实践等活动。这些体验类的
活动让孩子在活动中玩，在玩中学习文化
艺术知识，并且不用担心秩序管理的问
题，可谓一举多得，值得推广。

告诉孩子：秩序是艺术的一部分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7月21日至23日，在济南市北洋大戏院，
济南市京剧院优秀中青年演员带来经典传统
剧目《钓金龟》《将相和》《三岔口》《望
江亭》，让戏迷们直呼过瘾。据济南市京剧
院院长于鹤咏介绍，一年下来，济南市京剧
院在北洋大戏院有50多场演出。“这么多的
演出，与北洋大戏院的硬件支持密不可分。
有了好的演出场所，剧团的演出积极性也高
了。”于鹤咏说。

在近期公布的我省关于《贯彻国办发
〔2015〕52号文件做好戏曲传承发展的实施意
见》中指出，要“改善戏曲创作生产和演出条
件”，其中戏曲院团用来排练和演出的剧场建
设成为关注的焦点。“近年来我省借助‘十艺
节’兴建、改造了一批剧院，在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过程中，在乡村建设了一批可供戏
曲演出的基础设施，提升了戏曲院团在城乡
生产和演出的条件。”山东省文化厅艺术处处
长张东林说，“下一步，将根据《意见》的要求，
推动实现国有戏曲剧团‘一团一场’计划、在
基层推进‘城乡百姓舞台计划’等，从硬件上
保障戏曲院团的生产和演出条件。”

“一团一场”保障剧团生产和演出

“十艺节”期间，我省新建与改建相结

合，投入98 . 31亿元，对我省各类演出场所进
行了新建和升级。如今，这些场馆已经成为
我省重要的文化阵地和文化新地标。

济南百花剧院在“十艺节”期间进行了
改建，其灯光设备、音箱设备和舞台演出的
吊杆等设备都进行了升级换代。据百花剧院
经理翟仲华介绍，现在百花剧院可以满足传
统戏、现代戏等各类戏曲节目的演出。“现
在每年能够有四五十场戏曲在百花剧院演
出，其中有吕剧院的演出，也有其他地方戏
曲的演出。”翟仲华说，“作为山东省吕剧
院所属剧场，百花剧院完全可以满足吕剧院
创排一系列新戏、大戏的要求。同时，也能
承担很多其他戏曲类演出的安排。”

今年5月，山东省吕剧院为庆祝中国共
产党建党95周年而创作的重点剧目——— 吕
剧《宣言》在百花剧院建组排练，在为期
一个多月的创排期间，百花剧院为演员们
提供了良好的硬件支持。演出时，剧院的
灯光、音箱和演出设备配合着舞美设计，
为整部戏增色不少。去年9月，菏泽市地方
戏曲传承研究院在百花剧院举办“迎国
庆——— 菏泽戏曲新创剧目汇报演出”，山
东梆子《南下》《大汉英后》和两夹弦
《春秋商圣》三部新创剧目与观众见面，百
花剧院针对地方戏曲的特点，对灯光、音箱
等设备进行调整，保障了地方戏曲演出的成
功。

据记者了解，目前，省直戏剧团都有自
己的剧场。山东省京剧团有梨园大戏院、山
东省柳子剧团有东柳剧院、山东省吕剧院有
百花剧院。这些剧场经历过改造升级后，完
全可以满足省直戏剧团日常排练和正式演出
的需求，实现了“一团一场”的目标。

每个县（市、区）至少一个剧团

在利津县汀罗镇前关村乡村剧场，吕韵
庄户剧团团长王建刚忙着安排演员上台演
出。“原先，剧团下乡演出，搭舞台就需要半个
小时。现在好了，村里建起了乡村剧场，灯光、
音响、投影样样齐全，我们也有了‘明星’的感
觉。”王建刚说。据了解，在利津县各个乡村，
都建起了乡村舞台，配齐了高质量的音箱设
备，方便了戏曲院团送戏下乡的演出。

菏泽市是我省著名的“戏窝子”，戏曲
在当地很受群众欢迎。当记者采访菏泽市定
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主任侯彦丽
时，她正忙着筹划过几天下乡演出的事情。
“现在我们一年能演300场戏，大部分是惠
民演出送戏下乡。”说起送戏下乡最大的困
难，侯彦丽认为最让她头疼的是前些年下乡
时搭建临时舞台的问题。“不过，自从我们
有了舞台车，再加上农村文化设施越来越
多，这些年对这个问题倒是不担心了。”侯
彦丽说。记者了解到，为解决基层群众看戏
难和文艺表演团体下乡演出搭台难、转场难
等问题，山东省近年来专门安排财政资金，
购买流动舞台车用于院团演出使用。“流动
舞台车可自动搭台，舞台面积达60多平方
米。一部车就是一个舞台，走到哪就能演到
哪。从车开进村里，到舞台全部搭建好，只
需要半个小时。”侯彦丽说。

基层文化设施日益完善，流动舞台车可
普及到各个剧团，提升了我省戏曲文化惠民
演出的效果，实现了“一年一村一场戏”的
目标。据了解，根据《意见》要求，下一步
我省将实施“城乡百姓舞台计划”，基本实

现每个县（市、区）至少有一个剧团，每个
乡（镇）至少有一座综合性“文化礼堂”；
推动“乡村戏台”建设，把室内简易戏台
（戏剧大棚）纳入村级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范
围，推动戏曲舞台向农村延伸。

组织活动为戏曲搭建更多舞台

自今年6月“齐鲁大舞台”城市惠民演
出季开始以来，济南市京剧院已经在北洋大
戏院连续举办了近20场京剧演出，观众高涨
的热情让济南市京剧院上上下下很受鼓舞。
据于鹤咏介绍，因为一直没有自己的专属剧
场，制约了济南市京剧院演出的能力，而且
在剧场进行提前排练也占了演出成本的一大
部分。“通过‘齐鲁大舞台’城市惠民演出
季得到了更多的演出机会，既锻炼了我们的
队伍，也给观众带来了更多接触戏曲的机
会。”于鹤咏说。

记者了解到，在“齐鲁大舞台”城市惠民
演出季中，政府向戏曲院团和剧场购买公共
文化服务，建立起城市专业剧场承办、职业院
团演出、精品剧节目参加、低票价文化惠民相
结合的城市惠民演出新机制。让戏曲精品剧
目演起来、文艺阵地用起来、文艺工作者动起
来，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戏曲演出的活力。

“通过戏曲院团和剧场的联动，戏曲能
够更多地展示给观众。”张东林认为，之所
以重视戏曲生产和演出的条件，其根本目的
还是要让戏曲在演出中传承和发展，让更多
的观众通过有戏可看，到喜欢看戏。“通过
硬件保障和活动的支持，希望能够看到更多
的戏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走向舞台，满
足观众的需求。”张东林说。

我省将进一步提升戏曲生产和演出条件

推动戏曲舞台向农村延伸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7月21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

中国美协油画艺委会、山东美术馆、中国油画院美术馆
承办，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协办的“中国精神：第四届中
国油画展（第二区段）真像——— 当代中国写实油画的新
发展研究展”终评结果在山东美术馆揭晓，170件作品
最终进入展览（入选名单参见中国美协官网）。其中，
山东共有19件作品入选，占比达11%。

据了解，自2016年2月征集工作启动，推荐、海选部分
共收到2903人的5993件报送作品。经初评，最终确认85位
优秀画家以特邀艺术家身份直接参展，242件推荐、海选
作品进入了终评环节。中国美协自评委库中遴选出专家
组成评审委员会，最终评选出170件入选作品。

中国美协秘书长、展览评选委员会主任徐里表示：
“‘第四届中国油画展’第二区段的展览，报送和入选的比
例高达40：1，入选难度非常大。评选委员会以学术性和导
向性为标准，着重审核作品是否具备中国精神和中国元
素。入选作品一定要是体现当下时代、体现中国人在油画
创作上的追求，体现中国精神的优秀作品。”

中国美协油画艺委会秘书长、本区段展览评委会秘
书长徐青峰介绍，此次评审和以往评选程序上有所不
同：“以往展览评选，多是把作品放在地上，再由评委
进行评选。在这种评选方法下，小画幅的作品往往比较
吃亏。这次‘真像’区段展，在山东美术馆的大力配合
下，利用美术馆二层展厅，将作品上墙、打光，将最好
的一面展现给评委，最大化地实现了公平。”

终评会结束后，围绕当代油画创作的相关课题，还
举办了一个学术座谈会。在谈到“如何实现油画写实技
法的时代性与当代性”问题时，中国艺术研究院油画院
院长、中国美协油画艺委会主任杨飞云说：“我认为，
能够承载一个艺术家的情感和内心的绘画，不管是什么
语言方式，只要今天能存在，它就是当代的。只要能够
有力地、准确地、真实地承载当今艺术家的情感、精神
和思想，这个语言就是当代的。语言只是一个工具，只
要能承载今天中国艺术家的心灵情感，它就是当代
的。”

170件作品入选中国油画展展览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7月22日晚，青岛市市南区社区公益剧场“欢起剧社”爆笑音乐小品晚会在金门路街道天山小区广场上演，演员们表演了原创创

小品《一棵桃树》《相亲》《我们结婚吧》（上图），让市民们在欢笑的陪伴下避暑纳凉。

齐鲁大舞台

城市惠民演出季演出安排
8月1日至8月7日
１、8月2、3日19：30，山东省吕剧院在百花剧院演出

国家艺术基金人才培养项目“《姊妹易嫁》青年表演人才
培训班”结项汇报演出。

２、8月2日19：30，山东歌舞剧院音乐厅演出李东二
胡独奏音乐会

３、8月1日至7日19：30，山东剧院芙蓉馆小剧场演出
相声专场

４、8月6日至7日10：30，山东省话剧院在省话亲子剧
场演出儿童剧《小红帽》

５、8月5日至7日19：15，济南市京剧院在北洋大戏院
演出京剧传统戏

６、8月1日19：30，济南市吕剧院在汽训大队演出庆
八一“吕剧综艺晚会”；8月6日至7日8：30，济南市吕剧
院在北洋大戏院演出吕剧《井台会》《闹房》

７、8月6日19：30，济南市曲艺团在明湖居剧场演出
开心甜沫109期专场

８、8月1日至7日13：30、19：00，济南市杂技团在欧
乐堡演出杂技专场；8月5日至6日19：30，在铁路文化宫
演出杂技《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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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 8月20日山东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
程入选作品陈列展；7月28日——— 8月11日情满威海——— 山
东美术馆馆员威海写生作品展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自去年年底开始，东营市河口区图书馆

通过发放市民需求调查表等多种形式，广泛征求市民对文
化生活的需求和建议，今年初开启了“市民点餐、图书馆
买单——— 订制服务”新模式。

现在，在河口区图书馆尼山书院每周都有市民公益大
讲堂。在讲座开始之前，图书馆预告公益讲座内容并公布
“点餐”电话，广大市民通过图书馆网站、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群、电视台、报纸、政务公开网等渠道，自行选择感兴趣
的讲座主题，进行预约报名。若预约人数达到20人以上，图
书馆工作人员会尽快联络相关讲座人，举办相应主题的公
益讲座。根据广大市民“点餐”，图书馆利用周末时间先后举
办了国学知识、健康养生、亲子教育、情绪管理等内容健康、
内涵丰富、品质上乘的讲座，深受广大市民欢迎。

为更好地建设书香城市和书香社区，河口区图书馆推
出了“你选书，我买单”、“图书馆+书店”特色服务。
图书馆与新华书店签订合作协议，读者在新华书店自行选
书，工作人员现场进行图书编目、加工，直接办理借阅手
续，就可以将新华书店的新书带回家阅读，在规定时间
内，既可以还至新华书店，也可以归还至图书馆。所有费
用由图书馆买单。

市民“点餐”图书馆“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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