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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城可持续发展需重视当代遗产保护

●“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我们不仅需要保护古代文
物和近代史迹，也需要重视对20世纪遗产和当代遗产的保
护。”

———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在历史文化名城可
持续发展中，如不及时对现代文化加以发掘和保护，我们
很可能将在极短的时间内忘却昨天的历史。存在于我们身
边那些年代并不悠久的建筑，也是历史长河中重要的一
环。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如果只注重古代的建筑，那么
我们这一代人的创造就会在历史的足迹中消失，这个历史
链条就不完整。位于南京的中央体育场旧址和南京长江大
桥，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豪情和精神。南京的很多近代建
筑，都是由当时最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创作而成，是那个时
代巅峰的艺术建筑，它们理应得到呵护。历史文化名城应
加大对反映普通民众生活方式的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例
如乡土建筑、工业遗产、老字号遗产等。过去我们认为这
些东西太过普通，从不重视它们。但事实上，它们才是文
化多样性的重要表现形式。”

要扩大文物资源社会开放度

●“扩大文物资源社会开放度等举措，要求由文物部
门管理使用的各级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应尽可能向公众开
放，未对公众开放的要明确开放时限。”

——— 近日，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促进文物合理利用
的若干意见》。如何多措并举，切实让文物活起来？意见
提出了六项具体措施：包括扩大文物资源社会开放度、促
进馆际交流提高藏品利用率、加强革命文物展示利用、创
新利用方式、落实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政策和鼓励社会力量
参与。其中，针对“扩大文物资源社会开放度”一项，意
见明确，认真组织对辖区内文物开放利用情况进行一次全
面调查，准确掌握各级各类文物的开放利用情况。由文物
部门管理使用的各级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应尽可能向公众开
放，已对公众开放的要进一步挖掘潜力、提升服务，未对
公众开放的要明确开放时限；由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等
使用的国有文物保护单位，应创造条件实现局部或定时开
放；非国有文物保护单位向公众开放、提供展览展示服务
的，文物部门应当给予指导和帮助。建立健全文物信息平
台，畅通文物信息渠道。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应主动向社会
公开藏品信息和展览信息，完善管理与服务，满足公众的
教育、研究、欣赏需要。

（孙先凯 辑）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10月25日，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官方网
站公示第十七届群星奖获奖作品名单，我省
报送的唢呐、板胡与乐队《山东梆子腔》在
音乐类奖项中榜上有名。评选结果将在29日
晚举行的群星奖颁奖仪式上正式公布。

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于10月15日至31日
在陕西举办，在此期间举行第十七届群星奖
评选活动。此次群星奖评选有音乐、舞蹈、
戏剧、曲艺四个门类共84个作品进行角逐，
并在西安、延安、渭南、宝鸡等地举行20余
场惠民演出。我省有两件作品入围决赛，分
别是济宁市文广新局报送的唢呐、板胡与乐
队《山东梆子腔》和山东梆子小戏《家有贤
媳》。

10月17日晚，第十七届群星奖音乐门类
决赛在西安拉开帷幕，《山东梆子腔》第二
个节目登场。《山东梆子腔》取材于山东地
方剧种，以唢呐模仿人声，板胡演奏过门，
展示了流传在鲁西南一带人民群众百听不厌
的乡音乡韵。乐曲中唢呐吹奏独具鲁西南特
色，惟肖惟妙；板胡演奏刚劲且不失委婉；
并融入独具一格的山东梆子锣鼓经，赋乐队
以新的编配手法，令人耳目清新。

在上台比赛之前，“上午、下午、晚
上，所有演职人员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外，
彩排几乎超过10个小时。”济宁市嘉祥县文
化馆原馆长、年过六旬的刘奉涛说。2014
年，刘奉涛带头组织一批民间草根艺人排演
了鲁西南鼓吹乐《山东梆子腔》。据他介
绍，该节目的编曲、演奏人员均为基层文化
馆业务人员和民间艺人，常年活跃在农村，
深受当地民众欢迎。“参加第十一届中国艺
术节，是我们这个节目首次登上国家级舞
台，也是将这个具有原汁原味鲁西南地区风
土民情的音乐节目向全国展示的好机会。”

《山东梆子腔》唢呐主奏杨玉贺学习唢
呐十余年，在他看来，将鲁西南的鼓吹乐与
山东梆子腔结合，用唢呐吹唱腔，是很好的
创新。“参加群星奖的评选，除了与各地的
交流，也让我们对地方文化更有自信。”杨
玉贺说。

“现场效果非常好，演出结束后掌声
雷动，看观众们的反应，我们感觉达到预
期目标了。”济宁市文广新局公共文化科
科长刘凤来说。决赛结束的第二天，群星
奖评委专家们召开了点评会，中国音乐家
协会分党组书记、秘书长韩新安对《山东
梆子腔》评价非常高。“这个作品从编排

上看十分讲究，我看的时候，脑海中几乎
构思出了整个画面，一个唢呐代表男人，
一个唢呐代表女人，他们时而两人对话，
时而三人对话，非常有生活气息。”韩新
安表示，《山东梆子腔》可以说是近年来
不可多得的群众文化精品，很好地展现了
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10月18日的群星奖小戏类决赛中，山
东梆子小戏《家有贤媳》第11个登场。这台
小戏以某种误解和误会为切入点，通过婆媳
关系、赡养老人等家庭生活细节，以亲情打
动人并引起观众深思。有专家表示，优秀的
小戏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进行创新，
具有浓郁生活气息并紧密结合时代，在展现
戏剧艺术魅力的同时，传递了人间真情和正
能量。据了解，《家有贤媳》创作于2013
年，连续三年被列为济宁市采购“送戏下
乡”经典剧（节）目之一，目前已演出260
余场次，获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在群星奖比赛前夕，省文化厅厅长王磊
观看了参加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
的演职人员的彩排。王磊表示，各位演员都
来自民间、来自基层，经过市里、省里的层
层选拔，最终来到西安代表山东参加全国
“群星奖”决赛，非常不容易。“感谢演职

人员长期以来付出的艰辛和汗水，希望大家
再接再厉，在决赛中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为山东争光。”演员们不负众望，在决赛表
演中的表现获得广泛好评。

据了解，“十艺节”后，我省为进一步
繁荣全省群众文艺创作，充分发挥“后十
艺”效应，打造了多个群众文化活动品牌，
增加了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供给，为备战第十
一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作了充分的准
备。为此，省文化厅制定下发了《繁荣全省
群众文艺创作，备战下届中国艺术节“群星
奖”工作方案》，在全省深入开展群众文艺
作品创作活动。全省各级文化部门组织群众
文艺创作人员，集中创作一批弘扬主旋律和
正能量的优秀作品，同时对部分落选上届
“群星奖”但具有提升潜力的优秀作品进行
打造提升。在广大群众文化工作者的积极努
力下，全省各级涌现出670余件内容健康、
题材多样、艺术性观赏性和时代性俱佳的群
众文艺精品。同时，组织优秀群众文艺作品
开展进农村、进社区、进广场、进学校、进
军营、进企业的“六进”活动，不断丰富基
层群众文化生活，使基层群众享受到群众文
艺作品创作成果，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惠
民。

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获奖作品名单公示

我省《山东梆子腔》榜上有名

□ 孙先凯

近日，第二届全省小型戏剧新创作优
秀作品暨基层院团优秀剧目展演在济南开
启。“小戏”和“基层院团”是这次展演
的主角，也是最大的亮点。几场演出下
来，这些贴近生活、短小精悍的小戏给笔
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些小戏大多取材于热门的现实话
题，如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邻里关
系、养老敬老等。这些话题也是基层群众
最关心，最受基层群众喜爱的话题。像反
映精准扶贫的扽腔《扶贫风波》、弘扬和
重建传统美德的《家有贤妻》、紧扣反腐

倡廉主旋律的柳琴戏《拜寿》等等，在收
到现场观众点赞的同时，也已在各地巡演
的过程中收获了不少赞誉。

为何这些小戏如此受欢迎？笔者认
为，最根本的还是抓住了文艺创作“源于
生活”这条基本要领，契合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讲的“文艺创作
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
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
活”的精神。

笔者曾经向多位院团的负责人请教
过，在基层演出中最受欢迎的是哪出戏？收
到的回答却惊人的一致，不管是吕剧、五音
戏还是柳琴戏，剧目《墙头记》都是送戏下乡
过程中最受欢迎的。因为，虽然是一部古装
戏，但其教育人们孝敬老人的故事内核在当
下仍然有非常实用的教育意义。尤其是在基
层农村、社区，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孝道”
教育需要通过文艺作品来完成。

文艺作品能够源于生活才是为基层群

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这就要求文艺工作
者要真正地走到基层的生活之中，不能凭
空想象、闭门造车。笔者曾经采访过莱芜
梆子剧团的编剧李春明，由院团会计改行
当编剧的她虽然不是编剧专业科班出身，
但近几年笔耕不辍创作了近百部莱芜梆子
戏，这其中绝大多数是简明轻快的小戏。
在她的编剧创作过程中，跟随剧团下乡演
出的过程中和基层群众的闲聊成了她创作
灵感的源泉。她的作品多数取材于基层民
众的日常生活，反映的也是百姓的真实生
活状态。李春明认为，不断向生活学习，
不断感受生活，在生活中捕捉新意，才能
创作出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作品。

源于生活的文艺作品想要真正为基层
群众所接受，还要适于生活。在笔者看来，就
是要用合适的方法，以合适的渠道传播到群
众之中。很多院团也有困惑，每年下大力气、
花费大成本制作的精品剧目在城市的剧院
演出效果还不错，到了基层就有各种不适

应。尤其是一场一两个小时的大戏下来，能
够坚持到最后的观众却寥寥无几。受此次展
演的启发，笔者认为深入基层的文艺作品要
向这种“短平快”的精巧小戏学习。几位演
员、简单的布景，再加上凝练的故事表达，几
十分钟内将一个故事、一组矛盾表达出来，
更能适应当下逐渐变快的生活节奏，为观众
所接受。笔者了解到，现在已经有院团开始
意识到这个问题，将一些正常的大戏改编成
简短的“青春版”、“精简版”，在基层的演出
效果并不差。

源于生活、适于生活的文艺作品贴近
群众生活，更容易为群众接受。源于生
活、适于生活的两个标准之上，文艺作品
还应该追求高于生活。这就要求文艺工作
者不忘艺术的初心，发挥艺术创作的能力
将更高的生活追求、精神追求融入到文艺
作品中去，以创作高于生活的文艺作品为
标准，引导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积极向
上，以文化人，以艺润心。

文艺作品源于生活还要适于生活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一部反映中菲历史

文化交流和传统友谊的长篇传记文学《北游
记：苏禄王传》由作家出版社和济南出版社
共同出版。作者杨义堂说，中菲友谊源远流
长，700年前，菲律宾苏禄国东王就曾来中
国朝拜，并且安葬在中国，从那以后，中非
友谊一直没有断绝。

这部书背景放在大明永乐年间，描写了
苏禄群岛的东王巴都葛巴哈刺在郑和下西洋
的感召下，带领西王、峒王以及他们的家
人、部族等340人的大型使团“航涨海，泛
鲸波，不惮数万里之遥，执玉帛，捧金表”
来大明朝贡的真实故事。一路上，他们不惧
惊涛骇浪，与海盗的恫吓、鲨鱼群的追赶、
台风的施虐等进行顽强的斗争，终于来到中
国福建泉州。又沿着京杭大运河，经过杭州、
无锡、苏州、镇江、扬州、淮安、济宁、聊城、德
州等城市一路北上，见证了“中华上国”的美
丽繁荣。他们来到北京之后，受到了永乐皇帝
的接见，献上了举世罕见的大珍珠，永乐皇帝
给予他们黄金、印信、冠服、宝钞、文绮等丰厚
赏赐，允许其每年来大明朝贡。但是在回国途
中，东王巴都葛巴哈刺却不幸病逝在德州。永
乐皇帝亲自撰写祭文，封其为“恭定王”，
为其建设陵寝，遣官致祭。他的长子回国继
承王位，而王妃和次子、三子为其守墓，留
在了中国。苏禄王墓是一座国家级历史文化
遗产，其温、安二姓后人成为中华民族大家
庭的成员。

该书作者详细考究历史，沿着苏禄王当
年的航线，全面研究了东亚各国的历史和民
俗文化，研究中国航海史，研究中国大运河
以及沿线重要城市的历史文化，由此来建构
一个个故事，使涉及到的每一个人物、事件
都符合当时的历史情景。比如，书中再现了
郑和与中国的航海家们利用水浮司南确定南
北、利用前后帆调整航向、利用过洋牵星术
在夜晚确定经纬度等先进的航海技术。

作家杨义堂近年来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
《大孔府》《大运河》和长篇纪实文学《抗
战救护队》等多部长篇。其中，《大孔府》
获得日本孔子文学奖，《大运河》获得山东
省文艺精品工程奖，《抗战救护队》选入
《2015中国报告文学年选》。

《北游记：苏禄王传》

展示中菲交流源远流长

齐鲁大舞台

城市惠民演出季演出安排

10月31日至11月6日
1、11月5日至6日，山东省话剧院在省话亲子剧场演

出儿童剧《丑小鸭》；5日至6日10：00、15：00，在JN150
剧场演出儿童剧《青蛙王子》。

2、10月31日至11月5日，山东歌舞剧院在聊城乡镇进
行社会福利机构公益演出。

3、10月31日16：00、19：30，山东省吕剧院在山东师
范大学音乐厅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演出吕剧
《墙头记》《姊妹易嫁》。

4、10月31日至11月6日19：30，山东剧院芙蓉馆演出
相声专场。

5、10月31日19：30，省会大剧院音乐厅演出音乐会
《幽灵盛典》；11月6日19：30，歌剧厅演出舞剧《粉墨
春秋》。

6、10月31日至11月1日19：30，济南市京剧院在省会
大剧院歌剧厅演出京剧《李清照》。

7、11月5日19：30，济南市曲艺团在明湖居剧场演出
开心甜沫122期。

8、11月5日19：30，济南市杂技团在铁路文化宫演出
杂技剧《红色记忆》；11月6日10：00、15：30，在JN150
剧场演出亲子魔术主题秀《魔法学院》。

9、山东美术馆继续举办中国姿态·第四届中国雕塑大
展；2016山东油画作品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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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展览活动。

□记者 房贤刚 报道
10月20日，中国三大男高音戴玉强、莫华伦、魏松来

到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车间举行演唱会，为企业员工带
来高水平的艺术欣赏。

□孙运河 报道
今年以来，乳山市文广新局立足各村实际，以文化“育民、惠民、乐民、富民”为主题，实施贫困村文化提升工程，开开展送戏、送电影、

配图书、建队伍等系列活动，全面激活乡村“文化因子”。截至目前，乳山市文广新局共为全市45个贫困村送戏30余场、送电影270余场，帮
助组建戏班子9个，配送图书5000余册，帮助贫困群众直接增收3万多元、间接增收50余万元。

□赵磊 吴宝防 报道
本报鱼台讯 10月20日，鱼台县罗屯镇

随海村民俗博物馆展台前，一件件做工精湛
的“非遗”文化产品引得人潮涌动。“瞧，
这里有寓意深刻的绾结葫芦、独具匠心的木
板年画、气势雄浑的夯歌，真是太精美、太
传神啦！”在天津工作，中秋前来探亲的李
晴看后兴奋地说。

鱼台县是闻名遐迩的“孝贤故里”，

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孕育了数量丰
富、价值独特的民俗民间文化，被誉为人
类文化遗产的瑰宝。随着时代的变迁，大
量的文化遗产散落于县境内的各个角落。
为将这些瑰宝串起来，县里专门成立了
“非遗”保护中心，建立县级“非遗”保
护名录，组织开展普查工作，并发掘、整
理出了民间文学《闵子骞传说》和曲艺
“山东清音”两项省级“非遗”项目；民

间美术“木版年画”，曲艺“湖滨大鼓、
传统技艺“绾结葫芦”等 1 4项市级“非
遗”项目；193项县级“非遗”项目。“对
‘非遗’项目最好的保护和传承就是让它
们‘活起来’。县里完善了‘非遗’保护
传承人制度，设立专项补助资金，深入发
掘和盘活民俗文化艺术资源，并涌现出一
大批‘非遗’传承人。”县文广新局局长
田书敏说。

鱼台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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