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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国鹏

9月19日，由西班牙马德里中国文化中
心、山东省文化厅主办，山东歌舞剧院民族乐
团演出的大型民乐演出《丝路情长——— 来自
孔子家乡的旋律》，在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剧
场上演。中国民乐丝竹管弦的独特韵味，音乐
描绘的山东民俗风情之美，迷住了对艺术有
着狂热情感的西班牙观众。奔放的弗拉明哥
舞蹈、浪漫的吉他民谣，还有激情四溢的斗牛
表演，与来自东方的艺术相遇在地中海之滨，
齐鲁文化的哲理之思与艺术之美，正越来越
深切地走进西班牙民众的内心。

展示山东文化的特色美

演出开场，粗犷热烈又幽默风趣的吹打
乐《繁花似锦》响起，一下子让西班牙观众沉
浸到山东演奏家们带来的独特音乐世界中。

吹打乐《繁花似锦》是山东民乐的重要
曲目，也是品牌性的代表作。乐曲根据山东

省平阴县非物质文化遣产中的鼓乐“笳鼓
咚”而创作。“笳鼓咚”自明末清初形成以
来，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表演时，笙
管交响，鼓乐和鸣，演奏家们再通过击打鼓
边、闷击锣鼓等方法，丰富了唢呐节奏跌宕
的律动和鼓乐音色的变化。

中阮独奏《丝路驼铃》，是一首当代民
乐，乐曲用色彩斑斓的语汇，描绘了大漠落
日、沙海绿州的西域美景，生动展现了中国
西部地区的风土人情。

有“唢呐王”美誉的山东歌舞剧院院长王
彬林登台，演奏了两首山东民曲，让现场掀起
了一个小高潮。《一枝花》和谐舒缓，表现了齐
鲁大地生动活泼的人文景观，《打枣》风格热
情活泼，情感抒发酣畅淋漓，尤其是演出过程
中几种乐器交替吹奏，一时间音乐大开大合，
音色千变万化，高超的艺术技巧与充满生机
的意境表达，正有余音绕梁之妙。

当然，也少不了向西班牙观众详细地介
绍一下山东。名曲联奏《谁不说俺山东好》，由
多首歌曲组成，有对山东优美自然风光的描

绘，有对齐鲁深厚传统文化的礼赞，更表达着
山东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和憧憬。

展示中西文化的融合美

这场演出，通过丰富而富有地域特色的
音乐，多层次展示了山东文化的丰富多彩，
同时也努力展示山东文化开放包容的情怀，
让西班牙观众从更深层次感受山东文化的活
力、创造力。

这种包容体现在艺术创作与表演中。二
胡与萨克斯管合奏的《二泉映月》，二胡与
萨克斯管这两种来自东西方两种完全不同型
制的乐器，带给观众非常新鲜的音乐体验。
《二泉映月》是中国著名盲人音乐家华彦钧
的传世之作，描绘了中国锡惠山下的“天下
第二泉”的秀美风情，情致婉转，如泣如
歌。山东演奏家们表演的《二泉映月》，更
为原作平添了一份动人的诗情。

斗牛是西班牙传统的民族文化，类似于
京剧之于中国，称得上是西班牙的“国

粹”。当民族管弦乐《西班牙斗牛士》奏
起，西班牙观众听到音乐中狂欢般的斗牛元
素，现场也是一片沸腾。民族管弦乐《西班
牙斗牛士》，是一部具有异国气息的移植作
品，也是一部极具艺术个性、中西合璧式的
合奏经典，节奏多变，气氛热烈。演奏家们以
刚劲挺拔又潇洒柔媚的技术色彩进行艺术表
达，“无序”般停顿的休止节奏，在每一位演奏
者的表演中起始得整齐划一，力度的变化反
差大且速度快，体现了演奏家们很高的音乐
素养和对西班牙民族音乐的尊重和热爱。

正是在这些乐曲的创作与演出中，来自
山东的音乐展示了山东文化开放包容的情怀
和融合多变的艺术美，引发观众强烈的情感
共鸣。

西班牙“山东女婿”的思乡情

在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这场山东
民乐演出，门票很快被预约一空。西班牙观
众们都是自己获知消息后，从网上预约门票
的，这些人大都对中国艺术或者对中西文化
交流充满热情。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文化参赞刘雯秋介
绍说，近年来，西班牙民众对中国的兴趣越
来越高，希望了解中国文化的热情越来越
浓，所以文化交流活动很受欢迎。

演出结束后，一位西班牙老太太高兴地
用汉语“你好”向记者打招呼，说她是第一
次欣赏到中国的民乐演出，那些中国乐器让
她感到非常奇妙，而二胡与乐队《赛马》让
她印象格外深刻。这是一首描写骏马奔腾激
越纵横驰骋的音乐作品，刻画了中国蒙古族
人民节日里赛马奔驰的热烈场面。

演出结束后，在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大
门口，还巧遇正忙着与山东艺术家们合影的
小伙子嘉兰。嘉兰是地道的西班牙人，也是
地道的“山东女婿”，娶了一位济南媳妇关
晓悦，所以对山东尤其充满感情。

嘉兰说，整台演出让自己感到非常震撼，
几乎是惊讶得张着嘴巴看完的，没想到会这
么美。他自称是一位“很思乡”的女婿，“因为
一边看演出，一边让我回想起在山东，尤其是
在济南旅行时的感受，我想起黄河奔流的景
色，是内心非常火热的感觉。”

嘉兰也提到了《赛马》这首作品，音乐
把奔马激越嘶鸣的场景表达得真实生动。还
有那首《西班牙斗牛士》，在嘉兰看来，这
是一首非常难演奏的曲子，想不到听到山东
民乐的演奏，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震撼。

嘉兰娶了一位济南媳妇，于是喜欢上了
中国文化。关晓悦说，他目前又报了一个学
习汉语的辅导班，正努力学习汉语。嘉兰已
经游历过济南、泰安、曲阜、蓬莱等地方，
他表示，将来不只是旅游，如果有合适的机
会，希望和媳妇一起到山东生活、工作。

丝竹管弦的独特韵味，音乐描绘的山东民俗风情之美

孔子家乡的旋律倾倒西班牙观众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展现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现状和前景的
《中国民办教育调查》、描写当代农村题材的
长篇小说《公敌》、反映当下热点社会问题的
长篇小说《求职》、反映当下农村社区建设和
中国农民命运深刻变革的报告文学《浴火乡
村》……近年来，山东作家通过深入生活的体
验，反映社会生活的温度，一批反映时代精神
和群众心声的优秀文学作品与读者见面。

在这一过程中，山东省作家协会起到了
积极的引导作用。通过建立完善一系列积极
引导作家深入生活的长效工作机制，为广大
作家扎根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创造机会
和条件，提供扶持和帮助，促进了全省文学创
作的繁荣发展。

重点扶持一批深入生活的作品

6月27日，由长篇报告文学《国家记忆》改
编的电影《大火种》作为纪念建党95周年全国
重点推荐影片上映，收获了专家和观众的好
评。在这部电影的背后，也凝聚了省作协签约
作家铁流和徐锦庚的心血。

作为省作协策划的重点选题，两位作家到
广饶县大王镇深入采访8个月后创作出了长篇

报告文学《国家记忆》。通过在民间的深入了解，
生动记述了《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农村传播、星
火燎原的历程。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宏大的境界
和生动的叙事引起强烈反响。《国家记忆》先后
荣获山东省“精品工程奖”和全国第十三届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近年来，省作协探索重点选题策划机
制、文学精品打造机制、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等，在实践中形成了与文学发展规律相适应
的、促进多出精品的工作体制机制。山东省
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杨学锋介绍说：“在实施
这些项目时，始终把引导与扶持作家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放在重要位置来考量，贯穿于
工作之中。”

从2014年开始，省作协建立了山东省作
家定点深入生活制度，每年从全省各市和有
关单位推荐的申报项目中评选10个定点深入
生活项目，每个项目给予1万元的资金扶持。
到目前，已有31位作家获得定点深入生活项
目扶持。为保障和方便作家深入生活一线，省
作协探索建立起了作家深入生活联系点、联
系户制度。引导作家通过各种方式建立深入
生活联系点、联系户，通过持续、深入地到基
层体验生活，开阔生活视野，积累创作素材，
创作出一批优秀作品。

“通过建立和完善鼓励、支持作家深入生
活的工作机制，使我省作家更加自觉地把群
众作为文学创作的表现主体和服务对象，更
加自觉地从人民群众火热的生活中汲取营
养，促进了全省文学创作的繁荣。”杨学锋说。

以“行业行”深入生活一线

今年5月21日，随着济南至重庆k15次普通
快速旅客列车缓缓驶回济南站，“车长”逄春
阶眼睛一热，说：“三天两夜，我感觉我在重新
做人……。我发现了当乘客时没有发现的细
节，我发现了乘务人员的付出。”

作为一名参加“山东作家铁路行”的签约
作家，逄春阶身穿列车长制服，跟随列车往返
运行4128公里，途经山东、江苏、安徽、河南、
湖北、陕西、四川、重庆等7省一市。全程与乘
务人员同行，观摩列车长角色，创作了纪实文
学《三天两夜，与孟车长同行》，一经发表便在
铁路职工和普通旅客中引起强烈反响。

2012年以来，山东省作家协会先后与山
东省林业厅、济南铁路局、山东省科技厅等单
位联合组织了“山东作家林业行”、“山东作家
铁路行”、“山东作家科技行”大型采风活动。
先后15次组织作家416人次深入到全省改革发
展第一线以及兄弟省区市进行采访采风，积
极引导作家深入实际、深入生活，努力创作反
映现实的优秀作品。

据了解，“行业行”采风采取点面结合、蹲
点跟班等方式，即在了解行业基本情况的基础
上，由行业部门确定最具代表性的单位和个人，
组织作家一对一定点采访采风。杨学锋认为，这
种方式改变了过去走马观花式的方法。“能够使
作家真正深入到行业工作生活的第一线作深入
具体的了解采访，真切体验行业生活，激发创作
灵感和热情，从而创作出一批反映林业、铁路、
科技等行业改革发展成就、展示相关行业人员
精神风貌的优秀文学作品。”

“山东作家行业行”活动开辟了集中对一
个行业进行采风创作的新途径，对于拓展广
大作家的创作视野，更好地了解时代、了解社

会，促进合作方的文化建设都起到了重要作
用，已经成为山东作协的一项重要文学活动
品牌。目前，已有多个行业发来合作邀请。接
下来，省作协将继续推进“行业行”活动，让更
多的作家了解更多的行业，创作出更多的鲜
活作品。

建立深入生活的创作基地

近年来，山东省作协先后与沂源县委县
政府、济南铁路局、东营市河口区孤岛镇政
府、单县县委县政府、济南市园林局、兰陵县
委县政府合作建立了山东作家沂源创作基
地、济南铁路局创作基地、黄河口创作基地、
单县创作基地、济南园林创作基地、兰陵创作
基地等六个创作基地。

据杨学锋介绍，这些创作基地的建立，不
是简单挂个牌，而是具有实质内容。双方正
式签订有效期为5年的共建协议书，明确各
自的权利和义务。合作单位要设立基地活动
专项资金，用于在基地举办相关文学活动所
需费用。省作协每年定期组织作家赴基地采
访采风，帮助合作单位开展文学活动、培养文
学人才。“在进一步引导作家深入基层、深入
生活的同时，以文学的形式展现合作方经济
社会文化生态建设的新风貌、新成果。”

今年，省作协组织参加第十六届中青年
作家（散文）高研班的学员，分别到黄河口创
作基地、单县创作基地实地采访采风，创作了
一批反映当地发展建设的作品。“这些创作基
地将成为山东作家深入生活的‘根据地’，也
成为山东作协的又一项重要文学活动品牌。”
杨学锋说。

省作协积极引导作家扎根基层深入生活

创作出一批有生活温度的作品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伴随着优美的曲调，身着四身袄，头戴
特色斗笠的越南少女展示出柔美多姿的曼妙
身姿。9月16日晚，在山东省会大剧院，由
越南国家歌舞乐团表演的《官户月夜》拉开
了越南国家歌舞乐团访华演出的序幕。

越南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越南国家歌
舞团通过不断整理和挖掘，荟萃了几乎所有
民族的艺术精华，全面、清晰地展示了其多
姿多彩、灿烂悠久的歌舞艺术，是越南文化
艺术长河中最为耀眼的明星。

在演出中，有越南民族乐器独弦琴的独
奏演出，通过一根琴弦，悠长委婉、淋漓尽
致地诉说着越南人民的情感与灵魂；有越南
民族服饰秀，展示了备受越南女性喜爱的传
统民族服饰奥黛，展现出越南女性之美……

更值得一提的是，越南国家歌舞乐团特
意准备了多首中国歌曲。越南艺术家把《绿

叶对根的情意》、《草原之夜》、长箫独奏
《游牧箫声》等中国歌曲演绎出了别样的风
味。

“朋友们，来我们的家乡吧！”在《越
南，我的家乡》的优美歌声中，演出接近尾
声。歌曲唱出了越南人民欢迎远方的朋友，
传承、发展友谊的心声，也展示了中越两国

文化交流的成果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友谊。
据了解，越南国家歌舞乐团隶属于越南

文化体育旅游部，成立于1951年，是越南最
负盛名的综合性艺术团体，在数十年的里程
中，培养和集中了一大批越南民族、民间歌
舞领域出类拔萃的人才，为弘扬和传播越南
文化艺术作出了卓越贡献。

省会大剧院上演“越南之美”

9月19日，山东歌舞剧院民族乐团的艺术家们在西班牙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演出。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12日，《山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志》

《山东省对口支援西藏志》编纂工作启动会议在济南召
开。

据了解，援疆援藏工作20多年来，我省先后派出八
批援疆干部和八批援藏干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
域开展对口支援，有力地推动了新疆和西藏经济社会
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编纂援疆援藏志是援疆援藏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志书形式全面、客观、系统地
记述援疆援藏工作，在全国尚属首例。是增进民族团
结和地区交流的桥梁纽带，是继承和弘扬援疆援藏精
神的有力支撑。

援疆援藏志的编委会办公室设在省史志办，负责统
筹规划、组织协调、培训指导、督促检查和总纂、终
审、出版等工作。据悉，援疆援藏志上限为我省第一批
援疆援藏干部开展工作之时，下限为2016年，每部志书
80万字左右，将于2019年6月完成编纂出版任务。

援疆援藏志书编纂工作启动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15日，山东广播电视台国际频道

（泰山电视台）推出全新的频道ID、标识、LOGO演绎、
宣传片、节目导视等视觉体系，同时，《这里是山东》、
《有朋自远方来》等两档自办新栏目与新编排同时亮相。
这是山东广播电视台“联接中外、沟通世界”走出的重要
一步。其中，两档自办的对外传播新栏目和“孔子全息
像”版的宣传片等尤其引人瞩目。

改版后的国际频道明确将“孔子故乡·中国山东”做
为频道定位语和宣传语，与山东省的外宣定位和主品牌保
持了统一。同时，国际频道以“山东国际 TAISHAN
TV”为中英文称谓，并将有关元素有机融合到新台标之
中。

全新改版的山东电视国际频道采取四六编排方式，全
天分为四个六小时的版块连环播出，保证全球大部分地区
在晚上时段都能够收看到国际频道最精彩的节目。在六小
时版块内部，设计了生活服务节目带、自办对外传播节目
带、健康专题节目带、季播综艺节目带、梦想励志节目带
和人文纪录节目带等，带带相联。

山东电视国际频道

全新改版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22日，由山东省文联举办的“长征

精神·民族魂魄——— 红色经典诗词书法作品展”暨“山东
东方书画院”成立揭牌仪式在济南市美术馆举行。纪念红
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书法艺术展，是第九届山东国际大众艺
术节的一项重要活动。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
年。为隆重纪念中华民族这一伟大的历史壮举，“长征精
神·民族魂魄——— 红色经典诗词书法作品展”展出了我省
书法家精心创作的以讴歌长征为主题的130幅书法作品，
以书法艺术讴歌和弘扬艰苦奋斗、不畏困苦、勇于奉献的
伟大的长征精神。

此外，省文联文艺部与青岛东方海纳集团联合成立了
山东东方书画院，旨在团结志同道合的书法家、美术家共
同致力于书画艺术事业发展，不断推出思想性艺术性和观
赏性相统一、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书画精品，广泛开展
“翰墨薪传”书法艺术普及工作，积极参与送书画下基层
文艺惠民活动，为推进齐鲁书风、齐鲁画派的繁荣进步竭
尽绵薄之力。

红色经典诗词书法展启幕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梁孝鹏 报道

9月14日，即墨市通济实验学校“趣味课堂”活动室
里，学生们正在老师指导下体验陶艺制作。当地学校利用
课外活动时间开设脸谱绘制、手工花卉、陶艺制作等传统
手工艺课程，让学生们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锻炼动手能
力，体验传统文化艺术。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22日，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的“行者无疆——— 杜滋龄中国画
作品展”全国巡展第二站亮相济南山东美术馆。展览展出
杜滋龄先生从早年自学绘画至今所创作的中国画、写生、
速写、素描作品等共计近百幅。

杜滋龄先生是我国当代具有代表性的水墨人物画家之
一，此次展览将通过“兴趣为师：杜滋龄的早期绘画”、
“传承出新：杜滋龄的80年代”、“步履南北：杜滋龄的
90年代”、“天山南北：杜滋龄的新疆题材”、“雪域高
原：杜滋龄的西藏题材”、“万里之行：杜滋龄的旅行足
迹”、“线的交响：杜滋龄的速写与写生”七大板块，以
文献和作品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呈现杜滋龄先生的艺术历
程以及多面探索。

据悉，此次展览是继广东美术馆巡展之后的第二站。
展览结束后，还将于10月29日赴浙江美术馆展出，并将于
11月23日在中国美术馆收官。

杜滋龄中国画作品展

亮相山东美术馆

体验传统手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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