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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先凯

“一句诺言树立了革命信仰，一本宣言
亲人们鲜血流淌……”6月17日，吕剧《宣
言》首演便收获了观众久久不息的掌声。吕
剧《宣言》收获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成
为我省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的重点文
艺节目。

据山东省吕剧院院长蒋庆鹏介绍，在吕
剧《宣言》剧本形成之初，就凭借高水准的
艺术创作成功入选“2016年度山东省舞台艺
术重点选题资助剧目”。排演之后，入选
2016年山东舞台艺术重点选题工程，得到了
政策、资金等方面的全方位支持。

近年来，山东着力加强戏曲创作支持力
度，充分运用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优秀保护
剧目工程、重点选题创作项目资助等重点工
程，加大对戏曲创作的支持，全省戏曲精品
创作取得丰硕成果。

“全链条”扶持戏曲精品创作

2013年8月起，山东出台“舞台艺术4+
1”工程，涉及舞台艺术精品、地方戏振兴
与京剧保护扶持、优秀保留剧目、艺术英才
培育及获奖奖励等多个环节。2014年，又制
定出台了《山东省舞台艺术重点选题创作作
品评选资助办法》和《山东地方戏振兴与京
剧保护扶持工程实施办法》。这一系列措施
以戏曲剧种保护与扶持为依托，推动地方戏
曲健康发展，促进山东戏曲艺术全面繁荣。

记者了解到，自“山东地方戏振兴与京
剧保护扶持工程”实施以来，先后资助大型
戏曲剧目19部、新创作戏曲剧本4部，小型

戏曲剧目2个。据不完全统计，自2014年以来
全省艺术创作专项资金的60%以上都用于戏
曲生产，实现了戏曲创作从选题论证、剧本
创作到加工修改、后期演出、获奖奖励的全
方位扶持。

在全省戏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一些
多年来创作趋于下滑的剧种，如山东梆子、
柳琴戏、茂腔等，重新焕发了活力，涌现出
多部优秀剧目。2013年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期
间，山东15台入选剧目中，有8台地方戏、2
台京剧；4个文华大奖获奖剧目中3个是戏
曲，其他戏曲剧目均获得文华优秀剧目奖。
此外，吕剧《苦菜花》《姊妹易嫁》先后获
得文化部优秀保留剧目大奖；吕剧《回家》
入选2015年中国戏剧节和文化部“全国地方
戏优秀中青年演员汇报演出”。山东梆子
《萧城太后》入选全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
2014年至2015年，先后有6部大型戏曲剧目和
6部小型戏曲剧目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
目。这些优秀成果，充分体现了山东推动地
方戏振兴发展所取得的成果。

在省市重点戏曲院团不断推出艺术精品
的同时，县级戏曲剧院艺术创作也取得新成
果。仅2015年就有单县山东梆子剧团、定陶
县两夹弦剧团、高密艺术剧院、莱阳京剧团
等10余个县级剧团创作推出了整台大戏，约
占县级剧团总数的25%。剧目艺术质量大幅
提升，一大批优秀剧目入选山东省文化艺术
节和山东省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优秀剧目展演。

以戏曲精品剧目弘扬时代精神

去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今年是纪念中国共
产党建党9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为
弘扬时代精神，我省文艺工作者紧扣时代脉
搏，从山东地域文化特色出发，创作出了一
批爱国主义题材的戏曲作品。

“战友们，我们回来了！60年前我们从

这里出发……”伴随着一声深情的呼唤，将
观众拉回了60年前。2015年9月，由菏泽市地方
戏曲传承研究院创作排演的山东梆子大型现
代戏《南下》首演，向观众展示了新中国建国
初期百废待兴，南下干部建设国家那段鲜为
人知的历史。2015年11月，《南下》入选2015—
2016年度“山东省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在解放战争后期，山东解放区先后选派
10万名地方干部加入南下大军。“10万地方
干部南下充分体现了山东地方党组织的奉献
意识和全局观念，展现了齐鲁儿女志在四方
的革命豪情。”《南下》编剧韩枫说。据了
解，该剧的创作初衷主要是受南下精神的感
召，其次是目前国内还没有关于南下干部题
材的舞台艺术作品，该剧的上演可以弥补此
类题材的缺失。《南下》用戏曲艺术的形式
把南下干部的形象，生动、鲜明地立上舞
台，呈现给观众，通过舞台艺术真实地还原
那段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革命历史。菏泽
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院长徐向东认为，
“‘南下’其实代表着一种无私无畏的奉献
精神和牺牲精神，《南下》一剧的创作排演
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除此之外，山东省吕剧院创作的《宣
言》，讲述了在广饶县刘集村那段用生命保
存《共产党宣言》的故事。山东省柳子剧团
以1928年发生在济南的“五三惨案”为背
景，复排红色现代剧目《青山作证》。淄博
市则通过本土地方戏形式创作了五音戏《大
众星火》，以抗战时期山东省委机关报《大
众日报》在当地印制、发行的故事为主线，
以新闻战线抗日的独特视角，讲述了革命年
代铅字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以戏曲精品剧目

展示深厚文化底蕴

作为历史文化大省，在艺术创作方面，
我省注重把发掘和展示我省丰厚的历史文化

资源作为重点。作为传统的戏曲艺术，更是
在挖掘和展示历史题材上有着先天的优势。
一批地方戏曲剧目结合戏曲艺术的特点，成
功展示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

2015年，山东梆子剧《海源阁》登上舞
台。以戏曲艺术形式，讲述了位于聊城市的
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背后那段
鲜为人知的历史文化故事。“戏剧是写人的
故事，挖掘海源阁背后‘以书为魂，以书为
诗，以书为史’的悲壮的民族故事是创作
《海源阁》的主题。”《海源阁》编剧刘桂
成说。

翻阅了三个月的资料后，刘桂成发现海
源阁有很多藏书的资料，但是缺少这些人物
的资料，缺少这些人物的故事。据刘桂成介
绍，“编剧的原则是‘大事不虚，小事不
拘。’依据史实，我将清末的一些著名人物
巧妙地糅合进了这部剧中。讲了创立海源阁
杨家藏书、护书、读书救国的历史。”

《海源阁》导演陈贻道认为，《海源
阁》这部戏以书为媒把人、事、情、理有机
地编织在一起，故事的衔接恰到好处。“剧
本从清朝晚叶到抗日战争，让百年风雨飘摇
中的海源阁在舞台上展现得有声有色，感人
至深。”陈贻道说。

2015年，讲述陶朱公定居定陶经商故事
的两夹弦大型历史剧《春秋商圣》入选
2015—2016年度山东省地方戏振兴与京剧保
护扶持工程。

《春秋商圣》以菏泽市定陶区的历史名
人范蠡为主要人物，挖掘并创作。据导演邹
德旺介绍，范蠡在这部戏中可以用“持盈”
“定倾”“节事”三个词概括，讲述了范蠡
凭借智慧、勇敢、诚信、仁义以及对天文地
理、时事局势的超常洞察力和对事物胸有成
竹的高超把握，一步一步地战胜了对手、征
服了人心，为当今社会展现了诚实厚道的儒
商理念。“既是对历史人物的发掘展示，也
是以历史文化来讲一个经商之道，让优秀传
统文化浸润人心。”邹德旺说。

弘扬时代精神 展示文化底蕴

我省“全链条”扶持戏曲精品创作

□ 孙先凯

近日，以《张士超你昨天晚上把我家
的钥匙放哪里了》一夜爆红的上海彩虹室
内合唱团登陆济南省会大剧院。合唱团艺
术总监金承志举办大师班·工作坊，从合唱
的准备开始，到合唱的要领，再到合唱中
的合作等问题与合唱艺术爱好者一起分
享。休息期间，许多合唱爱好者不由得赞
叹金承志和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专业和
认真。

同样的，让笔者暗暗赞叹的并不是合
唱团所唱的“神曲”，而是他们专业、专
注的精神。笔者了解到，上海彩虹室内合
唱团的成员并非专业的音乐艺术家，成员
来自社会各界，从事各行各业。凭借着对

合唱的热爱，他们广泛涉猎古典、当代、
民族、流行、爵士等跨越时代、地区、风
格的音乐作品。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作为
一个民间自发组织，成为国内少见的同时
具有知名度与艺术水准的合唱团。在笔者
看来，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几乎是凭借一
己之力让合唱这种文化艺术形式得到关
注，由此可见，专业化的民间文化组织的
力量不能小觑。

作为由政府组织举办的济南国际合唱
节的一部分，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与来自国
内外的知名合唱团在合唱节上同台亮相，为
泉城人民带来了一场合唱艺术的盛宴。合唱
节不仅让市民欣赏到了合唱艺术，并且提升
了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推动了合
唱艺术在城市的普及和提高。

在笔者看来，这种“政府搭台，民间
‘唱戏’，公众受益”的合唱节模式，在
繁荣文化，尤其是提升政府公共文化服务
能力方面，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在繁荣
文化的过程中，通过“官民合力”的方
式，既能发挥民间文化组织专业化的优势

和直接对接群众文化需求的活力，又能发
挥政府的平台作用并且规范引导，可谓双
赢。

如何发展推动繁荣文化事业的“官民
合力”模式？在笔者看来，关键之处在于
政府文化管理模式的转变。一方面要搭建
更多的平台，鼓励更多的民间文化组织参
与公共文化服务；另一方面要注意引导和
规范，使民间文化组织提供合理健康的公
共文化服务。

据笔者了解，截至2015年，国有博物
馆3528家，民间博物馆982家。在有的城
市，国有博物馆与民间博物馆已经可以平
分秋色。在2015年颁行《博物馆条例》之
前，民间博物馆缺乏政策支持、制度规范
以及资金扶持。《博物馆条例》规定：
“国家在博物馆的设立条件、提供社会服
务、规范管理、专业技术职称评定、财税
扶持政策等方面，公平对待国有和非国有
博物馆。”自此，民间博物馆成为“非国
有博物馆”，与国有博物馆享受同等的政
策、制度和资金的扶持。这样一来，将为

近一千家非国有博物馆的发展扫除障碍。
同时，也将焕发非国有博物馆的活力，成
为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有力补充。

笔者了解到，在西方国家，民间文化
组织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而我国民间文化组织目前在公共文化服
务中所占的比重还很小。目前我国文化类非
政府组织仅3000多个。如何调动它们参与公
共文化服务的积极性？笔者认为，下一步还
需要政府放宽民间文化组织的准入条件，以
税收减免等政策鼓励企业和个人通过民间
文化组织对公共文化进行资助和捐赠。

近日，民政部陆续公布“离岸社团”
“山寨社团”名单。笔者观察发现，在这
些山寨社团中，最多的是打着各类旗号的
“文化类”社团。这说明在一定程度上，
民间文化组织还亟待规范和引导。“官民
合力”，不仅是要发挥民间文化组织的活
力和积极性，更要求政府对其有一定的区
分和监督。这样才能确保民间文化组织的
正确导向，为社会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公
共文化服务。

让更多民间组织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沂南讯 8月23日，沂南县铜井镇

龙泉村文化广场，在《想》《太阳出来照四
方》的音乐声中，20余位统一着装的村广场
舞舞蹈队成员翩翩起舞，用精心编排的舞蹈
展示龙泉村的新面貌、新风尚。山东省省级财
政专项彩票公益金助力脱贫攻坚公益电影放
映活动正式启动，村民们现场观看了科教片

《低盐饮食保健康》和故事片《考丈人》。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选派“第一书

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财政厅、省新
闻出版广电局、山东广播电视台等单位主
办，山东农村电影院线公司等单位承办。在
启动仪式现场，济南出版社、山东红十字会
医院、山东农村电影院线公司联合向龙泉村
捐献了价值4万余元的书籍、1 . 5万元的医疗
物资和科教电影光盘。

据介绍，为做好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山
东农村电影院线公司组建了专职团队，精选
了50部故事片、50部科教纪录片，印制了30000
张活动海报、制作了300条活动横幅，以让更
多群众了解活动详情。同时，制定了详细的工
作指南，明确了放映地点、放映频次、放映要
求以及照片、放映回执单等相关材料的整理
收集要求。与活动启动仪式同步，还举办活动
培训班，将相关要求贯彻到每一支放映队。

助力脱贫攻坚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将覆盖
全省101个贫困人口县，重点是全省609个省
直“第一书记”帮包村，活动放映场次将达
到10000次以上，受益观众300万人次左右。

我省启动

公益电影放映活动

□记者 孙先凯 通讯员 蒋惠庆 报道
日前，在无棣县棣丰街道办牛氏农民专业合作社，牛国秀（右）正向弟子咸胜男传授绒绣的制作要领。今年54岁的牛国秀是棣丰街道王

白杨村人，是绒绣技艺第五代传人。绒绣，俗称“花绣”，是将五颜六色的纯棉线用绣花针剟出来的一种绣法，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齐鲁大舞台

城市惠民演出季演出安排
1、9月3日、4日10：30，山东省话剧院在省话亲子剧

场演出儿童剧《阿拉丁神灯》
2、8月29日，山东歌舞剧院在福清演出2015年度国家

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大型民族管弦乐音诗《孔子》；9
月3日19：30，山东歌舞剧院现代乐团在临沂费县鲁南制
药厂礼堂演出现代交响音乐会《石破天惊》

3、8月30日至9月1日，山东省吕剧院在汶上县文化艺
术中心剧场参加第六届中国戏曲红梅大赛

4、8月30日至9月1日，山东省柳子剧团在汶上县文化
艺术中心剧场参加第六届中国戏曲红梅大赛

5、8月30日、31日19：30，历山剧院演出第九届山东
大众国际艺术节——— 交响音乐会《石破天惊》

6、9月2日、3日19：30，山东剧院演出开心麻花2016
贺岁舞台剧《李茶的姑妈》；8月29日至9月4日19：30，山
东剧院芙蓉馆小剧场演出相声专场

7、9月3日、4日15：00，济南市曲艺团在明湖居剧场
演出曲艺专场；9月3日19：30，明湖居剧场演出开心甜沫
113期专场

8、8月29日至9月4日11：00、14：00，济南市杂技团
在欧乐堡演出杂技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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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镌刻世纪—中华文化先贤新影像展；8月20日至9月1
日，漫引史诗入丹青——— 王本诚八十华诞艺术作品回顾展

文艺创作需要更多关照社会现实的作品

●“真正好的小说一定是直面社会现实的。”
——— 小说家阿来对当前及未来文艺创作提出自己的看

法。“今天的文学创作，可以产生非常雅致的小说、非常
精巧的小说，但要写出真正伟大的小说，一定需要更多地
关照社会现实。文艺创作一方面要不断传递好消息，给人
以鼓舞，这很重要；同时也需要有一系列反思现实的作品，
一些对现实和未来提出警示的作品。这样丰富多彩的文艺
创作将对社会进步产生深远意义。当下的文学创作，需要充
实作家的思想资源，进而丰富社会大众的思想资源。对包括
科幻在内的类型文学创作，也不能轻易放低文学门槛和标
准，相反那些面对小众读者的创作一样要高标准、严要求，
这样才能使类型文学有朝一日真正形成突破。”

编剧要为舞台表演服务

●“当前，编剧人才不断涌现，编剧创作理念与时俱
进，深入实践、贴近生活、扎根人民，推出了很多优秀的
戏曲作品。但是，就现在的剧本状况来看，废品率较高，
有相当数量的剧本由于质量不高等原因没能存活，没有院
团排演。”

——— 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周汉萍说。“编剧创作要立
足于舞台表演，首先，要在思想立意方面下功夫。思想高度
决定作品的高度。经典作品都是在思想上占据了制高点。但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作品仍仅是简单照搬生活，没有对生
活深度的理解、加工和提炼，写成的剧本在思想上也没有升
华，更没有独特的见解。因此，剧作家要勤于思考、善于学
习，提升专业知识的同时要关注文学、历史、哲学，甚至自然
科学的发展变化，不断提高思想深度，扩大艺术视野。其次，
要提升戏曲剧本创作的技巧和功力，认识和把握戏曲剧本
创作的独特性：一是为舞台表演留出足够空间，二是熟悉舞
台节奏，三是明确的剧种意识，四是具有剧团或演员思维。
编剧只有在对剧团、演员、剧种十分了解的情况下才能更容
易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与其无目的地生产标准件，不妨考
虑专门为一个院团或者一个演员进行‘私人订制’。”

（孙先凯 辑）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8月22日，山东省精品志书编修培训班

在济南开班。自2011年我省实施史志人才培训五年规划以
来，已累计培训上千人。在总结前5年人才培训的基础
上，我省将实施新一轮全省精品志书工程，计划培养更多
的史志人才，不断提高修志人员的理论水平和编纂技能，
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修志队伍。此次培训班继续邀请了新
疆、西藏、青海、云南、内蒙古等省区50余名史志工作者
前来学习交流。

记者从培训班上了解到，今年以来，省史志办推出了
《山东抗战研究丛书》、《山东省历代方志集成》（府州
志）、《山东年鉴》(2016卷)等优秀史志成果。《山东抗
战研究丛书》包括《亲历沂蒙抗战》、《沂蒙抗战大事
记》、《沂蒙抗战歌曲选》、《沂蒙抗战将士记忆》4部
书，共110多万字，600余幅图片，真实再现沂蒙军民热血
抗战的壮丽史诗。《山东省历代方志集成》（府州志）精
选我省珍贵府州志31种，共275册，1300余万字，填补了省
内市级旧志汇集整理的学术空白。《山东年鉴》近年荣获
全国年鉴最高奖“综合特等奖”，被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纳入中国年鉴精品工程，2016卷在今年6月出版发行，连
续三年保持全国最早出版。

新一轮全省精品志书工程

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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