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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西光 李东乾

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利津县盐窝镇门家村文化
广场上总是人头攒动、热闹异常，在阵阵音乐声中，一场
由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广场舞表演相继上演。

刚跳完一曲广场舞，身着鲜红色演出服的村舞蹈队员
李俊英难掩心头喜悦地说：“以前出来跳舞会觉得不好意
思，怕村民笑话，跳舞时专找灯光暗的地方站，更别说参
加比赛了。现在，哪里有舞台就在哪里跳，我们自己是主
角。”

门家村群众开展文化活动的大舞台，是盐窝镇建成的
20个乡村文化广场之一，该村秧歌队实现了由健身向娱
乐、由体育向文化的转型，参与群众达60余人，表演节目
越来越丰富。在村里几位老艺人的共同努力下，整理出了
《一捧书》和《九龙翻身》两套鼓谱融入到秧歌表演中，
使民间传统文艺得到继承和发扬。

“以前，村里组织文化活动时愁没有演员，稍微有点
文艺特长的都不好意思登台表演。现在反过来了，愁的是
节目太多，演员太多，并且都是精心准备的，不上谁的也
不行。”村支部书记张居山说。

近年来，盐窝镇大力推进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
设，一个个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的农村文化广场，成为
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该镇文化站站长薄
建华介绍说：“建成文化广场的20个村，村村都建立起
专门的文化活动队伍，一般都在30人以上。今后我们还
将整合资源，加大投入，继续推广这种基层文化建设的
好做法。”

盐窝镇村民争相登台表演当主角，是利津县基层群众
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的一个写照。在遍地开花的广场文化活
动中，白发苍苍的老人踏着青春的旋律起舞，一脸稚气的
孩童在大人的陪同下嬉戏玩耍。每场演出都是台上乐曲悠
扬、舞姿翩跹；台下人如潮涌、掌声雷动。

今年以来，该县组织举办“欢乐黄河口 美丽中国
梦”群众广场文化活动26场、“文化利津·送戏下乡”100
场，举办“春满凤凰城”乡村剧场优秀剧目展演、庄户剧
团优秀剧目展演、欢乐大家唱和2016民间文艺展演11场，
放映公益电影4687场次。

利津：群众争相登台唱主角

□ 席真 杨晓翠

“好！好！再来一个！”8月24日晚上八点，
处暑过后的夜晚有了丝丝凉意，在聊城市东
昌府龙山社区不足五十平方米的会议室里，
挤满了社区居民，大家正在观看“龙山社区星
辰喜乐会”首场相声大会，精彩的段子让台下
不时爆发出此起彼伏的叫好声。

舞台上不同年龄段的演员们诙谐夸张地
表演着自己拿手的相声段子，现场表演的有
传统相声《报菜名》，也有当代相声《同学
会》，有单口相声《张飞爬树》，也有群口
相声《八扇屏》，其间还穿插了反串歌舞

《国色天香》。其中，有几位表演者虽然还是十
来岁的孩子，但一张嘴，那配合完美的一捧一
逗、不时抖出的包袱赢得了观众阵阵叫好声。

站在会议室门口看表演的龙山社区书记
张登第说：“以前，都是借助媒体听相声，
曲艺演出离我们太远了，今天感谢星辰喜乐
会把相声带到居民身边。传统相声进社区，
既弘扬了民族文化，又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
就能享受快乐。”

“孩子们，今天的表演太精彩了，俺还
没看够，你们以后要经常来啊！”居民王海平
大爷紧紧拉着演员的手说。转眼间，两个多小
时的表演就要结束了，相声演员们为社区居
民表演了十段精彩的相声，居民一边表示“不
过瘾，没看够”，一边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会议
室。星辰喜乐会的演员也纷纷表示，“只要社
区居民喜欢看，只要社区居民们愿意看，这
样的活动，我们会一直持续地办下去。”

把曲艺送到百姓身边

东昌府：相声盛宴进社区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由文化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四
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将于9月21日
至25日在济南举办。记者从第四届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
2010年以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已
经成为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最具代表性
的全国性展览活动，是展示近年来非遗保护
工作成果、宣传当前非遗保护工作方向的重
要窗口。

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将以
“非遗走进现代生活”为主题，可看性和体
验感将大大增强。目前，博览会的筹备工作
正在积极推进。

非遗T台秀将亮相博览会

据了解，本届博览会内容丰富、亮点纷
呈。“博览会将设置六大板块，既有静态的
非遗项目展示，也有动态的非遗T台秀、非
遗项目比赛等。”山东省文化厅副巡视员刘
敏介绍说。

本届非遗博览会六大板块分别是：第一
个板块，传承与再创造——— 非遗精品展，该
展区是整个博览会的精华之一，共包括金属
工艺、竹木雕刻、玉石雕刻、刺绣等分展
区，展示各发展阶段的典型实物精品，呈现
当代传统工艺的最高水平。第二个板块将展
示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优秀
成果，全面展示承担此项计划的全国57所高
校优秀成果。在该板块中，刺绣服装走秀活
动也将成为研培成果展的又一道亮丽风景。

第三个板块是非遗保护学术成果展，本次将
学术成果引入展会，该展览将以文字、图
片、视频、出版物等方式呈现全国各地在深
入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究和理论
实践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展会期间，还将
举办传统工艺振兴论坛，邀请非遗领域和传
统工艺领域权威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等各界
人士通过实践分析和理论交流，共同探讨弘
扬手工精神、振兴传统工艺的方法和路径。

在第四个板块中，将开展传统工艺项目
比赛。比赛项目包括编织、剪纸、刺绣、竹
编、陶瓷手工成型等，有多个选手展示手工
绝活。第五个版块是传统工艺制品和非遗衍
生品展示交易，将邀请全国各地非遗项目和
传承人参展参演，预计全国将有一千多个省
级以上非遗项目参展参演。同时，邀请国际
及港澳台地区手工艺人现场展示具有地域特
色和现代设计理念的传统工艺制品。第六个
版块是非遗特色系列活动。本届博览会将举
办民歌大赛，全国优秀选手将进行最后的角
逐。手工艺传承体验区更具趣味性、互动
性，将成为青少年和儿童的乐园。同时，博
览会特设美食大集，进行现场制作、销售，
宣传展示我国的传统饮食文化。

可看性和体验感将大大增强

在新闻发布会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
产司巡视员马盛德认为，本次博览会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本届非遗博览会将集展
陈、比赛、体验为一体，与以往相比，可看
性、体验感和参与程度都大大增强。”马盛
德说，“在展陈方式上，本届博览会将改变

以往非遗展览过于像大卖场一样的面貌。专
门设有贸易洽谈区、拍卖场所。今年整个展
陈理念、方式上有很大改变，有能够体现优
秀传承人和工美大师精湛技艺的精品展；还
设立了传承体验区，让人们近距离了解到、
感受到非遗。”

据马盛德介绍，与往届相比，本届非遗
博览会重点加强了对表演类项目的招展力
度，在展厅内和展厅外分别设立了两个舞
台，邀请音乐类、舞蹈类、曲艺类、传统体
育类项目进行展演展示。“此次博览会首次
将时装T台秀引入展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的部分成果将
走上T台，把带有浓郁地方特色和民族特
色，同时又更贴近当代生活的传统服饰呈现
给观众。”马盛德说。此外，此次博览会
还首次将比赛引入博览会现场，比赛项目
既包括剪纸、刺绣等传统工艺项目，又包
括民歌等表演艺术类项目，场内场外各种
比赛交织举行，活动内容大大丰富。博览
会现场还将设专门体验区，让公众不仅可
以欣赏传统工艺精湛作品，并且可以亲自
动手、学习制作，从各个方面体验到手工
制作的魅力。

据了解，本届博览会还设有网络交易平
台，为非遗传承人群提供全天候线上、线下
交流、交易服务。此外，会场还将推出一对
一专业采购商洽谈采购服务和拍卖服务，增
进现场采购交易功能。

市场化运作突出专业化

2010年以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

会每两年一届，已经连续举办了3届。自今
年举办的第四届开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博览会将永久落户济南。

据济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巡视员
张军介绍，目前，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博览会六个版块、12项活动策展、招展工
作成效显著，已进入收尾阶段。占地2000平
方米的传承与再创造展区、面积约4000平方
米的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优
秀成果展区，已经完成。国际及港澳台手工
艺产品展示交易已确定尼泊尔、印度、泰
国、日本、台湾、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参
展。

据张军介绍，此次非遗博览会将设立非
遗大舞台，在博览会期间每天上午、下午各
演出一场。目前，民歌大赛已完成报名工
作，约有1000余选手参加。

“与往届相比，本届非遗博览会在招展
方式和途径上有一些改变。”张军说，“往
届都是给各个省下通知，然后让他们组团来
进行参展。这次不以此方式为主，我们拿出
部分展位进行市场化运作，通过市场化运作
方式招了260多个项目，既增加了市场的收
益，又反过来补贴我们的展会。”此外，本
届非遗博览会在招展范围上与往届不同。
“往届主要按区域展示，这次我们尽量按照
专业和功能来区分，突出专业化。参展单位
可以选择搞特装展，可以搞非遗街、非遗
墙，也可以搞标展。”张军说。此外，还重
点加强了对表演类项目的招展力度，在展厅
内和展厅外分别设立了两个舞台，邀请音乐
类、舞蹈类、曲艺类、传统体育类项目每天
为观众进行展演展示。

第四届中国非遗博览会将于9月21日至25日在济南举办

让非遗走进现代生活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9月10日至29日，由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
厅组织举办的“山东戏曲青年名家展演”将在
济南梨园大戏院拉开帷幕。来自全省7个剧种
的13名青年戏曲名家，将历时20余天，分别在
济南、烟台、日照、莱芜、临沂等5市开展10场
巡演。将以丰富多彩的剧种艺术、流光溢彩的
舞台呈现、典雅俊秀的舞台形象，为广大观众
展示古老戏曲艺术的现代风韵。

精心遴选出人才

去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
戏曲传承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今年6月，山
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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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召开全省戏曲工作座谈会，提出戏曲人
才培养的计划和要求。在社会各界重视戏曲
人才培养的契机下，“山东戏曲青年名家展
演”计划得以提出和实施。据山东省文化厅艺
术处处长张东林介绍，开展“山东戏曲青年名
家展演”是力图将我省现有青年人才中基础
最好、水平最高、创作成果最为丰富、未来发
展最被看好的拔尖人才评选出来。“通过集中
展演展示和重点宣传培育，展现我省戏曲拔

尖人才的最高水平和艺术特色，提升其知名
度和影响力，增强其文化自信和艺术自觉。”

据了解，此次展演按照坚持艺术水平第
一、适当考虑剧种协调的原则，从全省青年戏
曲演员中精心遴选出13位青年名家。为真正
把最优秀、最适合的青年人才遴选出来，此次
展演评选不通过艺术院团推荐，而由省文化厅
邀请熟悉全省戏曲工作、了解各地青年人才队
伍现状的13位省内戏曲专家组成专家组。先以
每位专家分别推荐10人的方式确定了备选人
员，然后由全体专家以集体评议、独立投票的方
式，最终评选出13位“山东戏曲青年名家”。评选
期间，相关专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对全省14个
现有剧种、70余个戏曲剧团的优秀青年演员进
行了全面摸排，结合各自掌握的人才信息。“经
汇总，13位专家累计推荐人选仅42人，远少于理
论值的130人，充分表明入选人员受到了相关专
家的普遍认可。”张东林说。

入选人员中既有屡获大奖的大牌名角，
如“文华表演奖”和“中国戏曲梅花奖”获得者
刘莉莉、“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刘建杰和
吕淑娥，也有近年来脱颖而出、初露峥嵘的艺
术新秀，如省京剧院青年演员吴雪靖先后获
得文化部“全国京剧青年演员折子戏展演”金
奖和央视“青京赛”金获，并师从著名京剧表
演艺术家李鸣岩先生学戏；省柳子剧团尹春
媛年仅26岁，聊城市山东梆子剧院青年演员
纵宛宛年仅27岁，都已经成为所在剧团的“台
柱子”，承担起本团重点剧目创作任务。既有
省直大团的知名艺术家，也有市级院团的骨
干演员，基本代表和体现了当前戏曲人才的
结构状况。

展示出一个完美的自己

“我希望展示出一个不同的自己，一个完
美的自己。”来自临沂市柳琴戏传承保护中心
的青年演员刘莉莉虽然“身经百战”，可是参
加此次展演也毫不含糊。她告诉记者，她选定
了柳琴戏传统经典剧目《樊梨花》和《花为媒》
作为她的展演剧目。“虽然是二十分钟的折子
戏演出，但对唱功、做功、表演的要求会非常
严格。”刘莉莉说，“在这个舞台上，一方面希
望展示出柳琴戏的唯美，另一方面还是要以
认真的态度展示出自己的水平。”

在吕剧青年演员盖勇看来，此次山东戏
曲青年名家展演对青年演员是一个“激励我
们更上一层楼”的机会。“搭建这样一个平台，
既能够对自己严格要求，又能让我们看看同
辈们的努力状况，让我们有一个互相学习和
交流的机会。”盖勇说。

“此次展演既是青年名家艺术才华的集
中展示，更是我省各戏曲剧种艺术魅力的全
面展现。”张东林说。展演涵盖了京剧、吕剧、
山东梆子、柳子戏、柳琴戏、莱芜梆子、枣梆等
7个戏曲剧种，既有京剧、吕剧、山东梆子等分
布全省的大剧种，也有柳琴戏、莱芜梆子、枣
梆等小剧种；入选人员既包括省直重点大团
的拔尖人才，也包括“天下第一团”的艺术新
秀。

参演作品丰富多彩，有革命历史题材的
《沂蒙情》，有现实题材的《李二嫂改嫁》，有新
编历史剧《官箴碑》，有群众喜闻乐见的《姊妹
易嫁》《程咬金招亲》。另外，《老羊山》《龙门

谣》《文昭关》《黄桑店》《百花赠剑》等各剧种
代表性传统剧目，充分体现了所属剧种的艺
术特色以及入选演员的综合素质、最高水平、
个人风格。

打造戏曲人才培养的品牌

近年来，山东省文化厅高度重视青年艺
术人才培养工作，在全省组织实施了“艺术英
才培育工程”，以促进戏曲事业长远发展。我
省先后组织举办了戏曲音乐创作、表演等不
同艺术岗位的近20个高研班、培训班等，同时
支持青年演员拜名家为师，鼓励年轻演员到
知名艺术高校进修学习。这些举措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2012年全国京剧折子戏优秀青年
演员展演中，我省入选的6名演员中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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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名演员入选并获
奖，其中6人来自该班。

据了解，“山东戏曲青年名家展演”将成
为新一代戏曲名家的提升发展平台，被省委
宣传部纳入“山东省青年艺术家培养宣传推
介工程”给予重点支持。

下一步，为持续推动青年艺术人才成长，
省文化厅还将以此次展演的成功举办为契
机，逐步探索实施“名家传艺”、青年艺术家创
作项目扶持、中青年艺术人才培训研修等相
关政策，形成支持青年人才学习成长、排戏创
作的扶持保障机制，推动更多青年优秀人才
成长、成才，为山东文化强省建设奠定更加坚
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山东戏曲青年名家展演将启幕，在5市开展10场巡演

13名戏曲青年名家尽展风采

□ 本报记者 李子路

唯美、灵动、韵味……G20杭州峰会文艺演出《最忆
是杭州》，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还记得美丽的白天鹅
在西湖上翩翩起舞的美景吗？还记得饱含对自然热爱和对
故乡风物眷恋的“难忘茉莉花”吗？作为《天鹅湖》《难
忘茉莉花》两个栏目的编导之一，山东师范大学舞蹈系主
任高志毅讲述了文艺演出幕后的故事。

“你们最终看到24只小天鹅在水上翩翩起舞，可在准
备过程中却经历了一波三折，这个节目曾经一度被撤
掉。”现在，从高志毅轻松的语气中，已全然看不出当初
节目被撤换时的紧张。“我们最初的想法是把演员悬吊在
空中模仿天鹅飞翔，但由于技术原因被迫搁置。多亏全息
影像技术帮忙，这个节目才得以顺利演出。”

他认为，全息影像技术的运用是《天鹅湖》的亮点，
也是难点。为了使演员的动作与影像保持一致，演员们需
要在影棚录制一天时间，更需要在现场反复磨炼。“要知
道，演员在现场是看不到旁边的影像的，只有通过编导一
遍遍地纠正，演员的动作才能几近完美。”

水上演出，防滑和节奏成为两个需要克服的难题。
水上芭蕾对演员的要求极高，单就足尖立动作来说，穿
普通舞鞋无法在水里立起来。高志毅透露，芭蕾舞演员
的鞋是用塑料特制的，可以做到遇水不软，但舒适度大
打折扣。

“舞台在离水面3到20厘米之间，为了防滑，我们在
上面刷上颗粒，但是两个小时后就会长上青苔。排练时间
紧，根本来不及清理青苔，演员受伤是难免的事情。”高
志毅说，“芭蕾舞演员都是北京舞蹈学院的在校生，她们
在演出中克服了极大困难，都是好样的！”

与《天鹅湖》高难度的动作不同，《难忘茉莉花》的
难点在节奏。几十名演员要在前后三大舞台上同时表演，
要想节奏准确，调度难度很大。高志毅和其他几位编导合
作，数着拍子进行，一点点练习。“水中行进阻力较大，
最初表演时，一拍的动作演员们两拍才能完成。我们看到
的小幅度动作，在水下就需要增大幅度，最终看到的表演
都是不断磨合的结果。”

从6月进组，到9月演出，高志毅经历了有生以来时
间最长的一次排练。“越到最后大家越紧张，生怕出什
么问题。没想到就在演出当天下午，杭州突降急雨。我
们虽然早有预案，但是突发状况十分棘手。导演组接到
外交部的电话，准备改换第二套方案，张艺谋及其他主
创紧张地调整节目。”高志毅回忆，节目调整快结束的
时候，雨停了，又来通知要求按原计划进行。“得知消
息，我们都高兴地鼓掌，也许是老天爷在考验我们，那
场雨好像给我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高志毅笑着
说。

说起张艺谋导演，高志毅不停地夸赞。“张导作风严
谨、为人谦和，十分善于协调各方，掌控局面。”高志毅
回忆，在排练现场，张艺谋对每个节目抓得都很细，小到
舞蹈动作，大到节目编排，他都会参与意见。“被广大观
众称赞的许多创意，如白色拱桥、全息影像技术等，都是
张导的主意。”

演出圆满成功，高志毅说：“看着朋友圈里被大家的
祝福刷屏，我觉得只要身边人高兴我就很高兴。排演有时
最晚到凌晨2点才结束，3个月的坚持最终成就了令世人惊
艳的表演，我觉得值了！”

小天鹅如何在水上翩翩起舞

——— G20杭州峰会文艺演出

编导讲述幕后故事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9月3日，“第二届王羲之奖书法作品展”于山东美术馆开幕。本次书法展开幕式在《王羲之》微电影中拉开帷幕，展览共展展出书法及篆

刻作品260余件。作为第九届山东国际大众艺术节的重要活动之一，“王羲之奖书法作品展”已成功举办两届，吸引全国各地书法法爱好者广
泛关注并积极参与。据了解，展览将持续至9月13日。

□记者 孙先凯 通讯员 李维维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4日，由山东国际大众艺术节组委

会、山东省文联主办的山东省“美丽乡愁·走进三德范”
摄影展在章丘市文博中心群艺馆举行。

作为本届山东国际大众艺术节的重要活动之一，“美
丽乡愁·走进三德范”摄影展自5月份起共征集摄影作品
2600多幅，精选120幅佳作，充分展现了章丘三德范村悠
久的历史、淳朴的民风、多彩的民俗和真挚的乡情。三德
范村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扛
芯子远近闻名，现有玄帝阁、禹王庙两处省文保单位。三
德范村设立了全省首家乡村儒学讲堂，崇德向善，乡风文
明。很多前来观展的群众被一幅幅精彩绝伦的照片所震
撼，感叹平日身边不起眼的小村子竟蕴藏着丰富的民俗和
深厚的文化底蕴。

美丽乡愁摄影展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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