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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文物修复过程让公众体会工匠精神

●“12月26日将正式开放故宫‘文物医院’，展示文
物修复过程。故宫文物医院是文保科技部展示区，于2014
年底启动建设。建成后的建筑长度达361米，是目前世界
上最大的文物修复中心，将作为常规展览场馆向公众开
放。”

———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我们要让文物修复
大师走到前台，让百姓走近文物修复。文物被修复了，故
宫才能呈现更多展品。《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播出
后，文物修复的‘人气’明显提升，去年有1 . 5万人报名
在故宫从事这项工作，而故宫一年只招收20名相关人才。
故宫一位文物修复大师曾用7个月修复一件漆器。因为这
件漆器需要刷100多遍漆，平时一天最多刷两遍，在潮湿
的季节一天只能刷一遍。希望公众从文物修复的工作中体
会到工匠精神”。

戏曲传承与创新是一体两面

●“戏曲是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古老艺术形式，具有深
厚的传统；然而面对时移世易后的当今观众和市场，戏曲
又必须锐意创新，传递时代的精神。传承与创新，从来是
戏曲发展的一体两面。”

——— 上海市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尚长荣说。“戏曲需
要重视传承，守护住剧种的本体风格和本体生命。所谓万
变不离其宗，在中国模式、中国戏曲的领域里务实地传承
好每个剧种的风格特色和本体生命，讲好古今的中国故
事，是一条可行之路。在这个基础上广泛吸收其他艺术的
有益元素，百花齐放，对传统戏曲来说也很必要。诚然，
传承与创新并不矛盾，好的创新中总是深深烙印着传统的
痕迹。坚守传统，是为了更好地创新。一名演员能不能成
为剧种的领军人物，很大程度上在于你的新创作品中有没
有深厚的传统功底。”

□记 者 于国鹏
通讯员 刘芳芳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山东省文化厅、山东演
艺集团主办，山东演艺联盟承办的首届“山
东省剧场运营管理人才培训班”，11月7日
至10日在济南举行。围绕剧场运营管理人员
的基础性需求、实务性需求以及国内外艺术
营销的新理念和新动向等课题，省文化厅邀
请来这些领域的专家举办辅导讲座。其间，
学员们还将观摩演出并到省会大剧院参加实
地教学活动。来自全省45家剧场及专业艺术
院团等单位的70余位剧场管理人员参加培训
班。

据主办方介绍，在科学调研山东省剧场
运营管理现状，并切实了解剧场运营管理者
能力需求的基础上，组织并实施了此次培
训，希望能够提高我省剧场运营管理者的专
业水平及能力，规范繁荣山东演出市场。本
次培训活动内容丰富，培训课程涵盖剧场运
营管理、品牌打造、营销推广、剧目投融
资、演出季策划实施、IP剧目的开发与运营
等诸多方面，满足剧场复合型专业人才的发
展需求。

其中，属于第一层级满足基础性需求的
课程，包括《山东剧场标准制定与实施》、
《剧场运营与管理》。前者对剧场等级划分
与评定内容进行解读，后者从剧目选择、提
升服务、价格制定、品牌打造等方面着手探
讨剧院发展模式与策略构建，让学员们可以
全面了解剧场运营管理的内涵。第二层级的
实务性需求，也设置了两门课程，包括《剧
目的营销推广及投融资》、《演出季的策划
与实施》，分别从演艺市场投融资大环境、
国内外成功演出季的设置等角度进行分析与
解析，介绍剧场现代运营知识。关于第三层
级的理念问题，设置了《艺术营销的营销艺
术》课程，通过典型案例，帮助大家转变更
新观念，艺术营销不能仅仅关注资金、资源
等硬条件，更要关注理念、战略、定位、思
路和价值观等软实力，把钱花在内容上，把
精力放在营销上，把功夫下在服务上。

同时，培训形式也非常灵活。考虑到参
加这次培训班的学员都是从事剧场工作多
年、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剧场”，不再采
用“老师讲学员听”的单向度培训模式，而
是采用互动式教学的方法，并辅以案例引

领、问题引导、小组讨论等具体培训方式。
主办方表示，通过这次培训，一方面确保学
员切实掌握具体的知识技能，另一方面能够
促进学员之间的充分交流，为将来实现更广
泛更紧密的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近年来，全省各地高度重视剧场建设，
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剧场设备设施改造。特别
是2010年至2013年筹办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期
间，我省剧场保有量、剧场规模和设施设备
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山东剧场硬件条件已
经进入全国前列。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
省已经拥有各类专业化剧场126座，其中特
大型剧场6个，大型剧场25个，中型剧场65
个，小型剧场30个，从业人员3100余名。

山东演艺集团副总经理于剑介绍，山东
省的剧场虽然具备这样的基础和优势，但是
也还存在一些短板，比如，缺少成熟的经营
管理模式、剧场经营管理专业人才不足、行
业项目信息不对称、演出消费市场不够活跃
等，这些问题不同程度上成为我省剧场行业
发展的制约因素。“山东演艺联盟针对上述
问题，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全面调动可利用
资源，细致完善这次全省剧场运营管理人才

培训班的实施方案。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持
续的人才培训活动，让剧场运营管理人员的
素质和能力获得显著提升，做到‘岗得其
人、人尽其才、人事相宜’，更好地推动山
东省剧场的运营管理实现良性运转。”

省文化厅副厅长张桂林表示，省文化厅
在培养人才方面“不惜钱，不惜力”，也希
望学员们能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要带
着问题学，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工作实际，以
及剧场运营管理实际，深入学习交流。要以
提升剧场运营管理的思路与实际应用能力为
目的，瞄准打造省内、区域内、行业内一流
剧场这一目标，适应演艺产业现代发展需
要，加速职业化进程，努力成为复合型剧场
运营管理人才。还要勤于思考，加强交流。
“受当前国内演艺市场状况制约，单一剧场
开展市场运作的成本非常高，加上我省大多
数剧场是中小型剧场，观众容纳能力有限。
希望大家以这次培训为契机，以山东演艺联
盟的组建为契机，在今后的发展中加强交
流、深化友谊，不断探索更多更有效的合作
方式，实现山东剧场和演艺行业的抱团发
展，更好地服务山东文化强省建设。”

首届剧场运营管理人才培训班举办
全省45家剧场及专业院团的70余位管理人员参加

□ 孙先凯

近日，淄博市博山区的104个民间剧团
负责人带着演出视频光盘、现场照片以及
当地村居签字盖章的回执单从文化部门领
到了文化惠民下乡演出的补贴。“有了这
部分钱，剧团可以再添置几身演出服
了。”“能再买点演出道具了。”民间剧
团负责人纷纷表示。

去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
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
的意见》，就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
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
供给体系作出了部署。此后不久，山东省
政府办公厅在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
共文化服务方面发布了具体实施意见，我
省各市也相继出台各类措施，鼓励政府购
买公共文化服务。

之前，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现在，将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购买公共文化
服务。这种“市场化”机制能够提高公共
文化服务的精准度和有效性，但它是不是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的良
药？在笔者看来，市场化的行为可能带来
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市场缺陷，为
了秉持公共文化服务的初衷，政府对公共
文化服务不能一买了之，还要配合相关监
督管理的措施，确保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
效果。

在青岛市城阳区，多年前就开始尝试
“文化超市”惠民工程。基层社区和群众
自主选择文化演出、图书报刊、公益电影
和文化培训等多种公共文化服务，由区、
街道两级财政共同出资购买。在笔者看
来，这种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尝试有
“按需供给”的特点。在政府购买公共文
化服务的过程中，想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
率，莫过于把选择权和决定权交给基层群
众。文化超市的“点单式”供给方式被实
践证明是有效的方法，笔者认为，这种事
前调查群众需求、把选择权交给群众的方
式值得借鉴。能够形成以群众需求为导向
的筛选机制，在这一点单供给的过程中，
能够让真正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服务

深入到基层，将缺乏实际需求的项目逐步
在菜单中下移，甚至最终“下架”。

不过，根据笔者所采访中的经验，应
当注意为群众所提供的“菜单”的构成，
如果菜单构成过于单一，则可选择的余地
就会受到较大限制。应尽可能拓宽“社会
力量”的范围，不论民营院团、艺术辅导
机构还是有才艺的个人，如果能够提供群
众喜闻乐见的公共文化服务，都应当纳入
其中。

在做好供给的同时，还应不忘公共文
化服务效果的评价。正如淄博市博山区的
做法，要求提供相应的演出资料和反馈评
价。笔者认为，除了公共文化服务方提供
效果反馈之外，政府要探索引入第三方评
价的机制。说起公共文化服务的效果，并
不是几张照片、几张问卷能解释得了的。
通过专业的第三方进行效果评价，不只是
要看到公共文化服务的成果，更要反馈公
共文化服务在提升群众文化素养、引导社
会风气等方面的作用，为政府接下来的采
购提供更为全面的建议。

在笔者的采访中，作为公共文化服务
的提供者，多家民间剧团在入选政府购买
清单之后，有了资金的支持，“日子比之

前好过了许多”。但笔者观察发现，在剧
团收入方面的确比之前有提升，相应的硬
件条件也有改善。但民间剧团演员普遍老
龄化，剧目也是传统剧目占多数，人才培
养、剧目创作方面不是资金扶持所能解决
的。

笔者认为，在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文化
服务的事前调查、事后监督之外，还应以
政策扶持文化类社会组织的成长。笔者了
解到，在我省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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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提及了支持民营戏曲院团加
强艺术人才培养。“各地要定期组织专
家、艺术家为民营戏曲院团开展业务辅
导，组织民营戏曲院团演职员到国有院团
和艺术院校进行学习和培训。”在这样的
政策扶持下，相信民营剧团的人才短缺问
题能够得到缓解，相应地就能提供更高质
量的公共文化服务。

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并不是“一
买就灵”，更不能“一买了之”。想要弥
补市场行为的缺陷，需要做好调查和监
督，更要资金和政策双管齐下，才能提升
文化类社会组织所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的
质量，保障政府购买的效果。

公共文化服务不能一买了之

11月14日至20日
1、11月12日、14日、15日19：30，山东省吕剧院在大

连经济开发区剧院进行“吕剧华夏行全国巡演”演出，演
出剧目《姊妹易嫁》《李二嫂改嫁》《墙头记》；17日、
18日19：30，在中国评剧院演出《墙头记》《李二嫂改
嫁》；18日19：30，在清华大学演出《姊妹易嫁》。

2、11月17日，山东歌舞剧院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进
行艺术进校园演出。

3、11月18日19：30，历山剧院小剧场演出《历山艺享
汇》相声专场。

4、11月19日、20日10：30，山东省话剧院在省话亲子
剧场演出儿童剧《木偶奇遇记》；19日10：00、15：30，
在JN150剧场演出儿童剧《海的女儿》。

5、11月20日10：00、15：00；山东剧院演出经典童话
剧《皇帝的新装》；14日至20日19：30，山东剧院芙蓉馆
演出相声专场。

6、11月17日19：30，省会大剧院音乐厅演出《琴键上
的芭蕾》名曲之夜音乐会；11月20日19：30，演艺厅演出
莎士比亚原版喜剧《驯悍记》。

7、11月14日至20日10：00，济南市曲艺团在明湖居剧
场演出《好客明湖》专场；19日19：30，在明湖居剧场演
出开心甜沫124期。

8、11月18日19：30，济南市杂技团在铁路文化宫演出
杂技剧《红色记忆》；20日10：00、15：30，在JN150剧场
演出魔术主题秀《魔法学院》。

9、山东美术馆继续举办中国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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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山东油画作品展；山东画家走进巴山蜀水——— 山
东画院、山东美术馆、山东省文化馆四川写生作品联展；
流金岁月·山东画院齐风鲁韵三十年作品展等展览活动。

齐鲁大舞台

城市惠民演出季演出安排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郓城讯 11月9日，为推进文化惠

民工程，繁荣乡村文化，省文化厅驻郓城县
黄集乡“第一书记”工作团举办了黄集文艺
骨干培训辅导班（上图），邀请来自省城的
文艺专家到黄集乡对各村的文艺骨干进行一
对一的点评指导。点评结束后，受到当地群
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

此次培训活动，得到了山东省柳子剧团
和山东省歌舞剧院的大力支持，济南市戏剧
家协会副主席张美娟、山东省柳子剧团中青
年演奏员刘麒、山东省歌舞剧院青年歌唱家
闫寒对黄集乡的文艺骨干精心辅导，躬身示
范，一招一式的纠正，一板一眼的带教，让
这些业余文艺爱好者获益匪浅。

培训辅导现场精彩纷呈，黄集乡文艺骨
干纷纷亮出自己的绝活，山东梆子、豫剧、
郓城花鼓等节目让现场观众一片沸腾。

据省文化厅驻郓城县黄集乡“第一书
记”张峰介绍，为进一步丰富帮包村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省文化厅驻郓城县黄集乡“第
一书记”工作组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为
六个帮包村的1400余户村民免费安装直播卫
星电视户户通接收器；邀请山东省话剧院、
定陶县两夹弦剧团等文艺院团到帮包村演
出，并举办电影放映宣传活动，丰富了群众
文化生活。

“第一书记”举办

文艺骨干培训辅导班

□高德刚 李海莲 报道
本报临邑讯 一些村民在多功能厅内载歌载舞，图书

室内几个村民正在读书看报，而文体活动室内几位老人正
打着扑克……11月9日，在新近建成开放的临邑县德平镇
综合文化站，群众愉快地享受休闲时光。

为满足全镇广大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该镇把原农
委办公楼改建为综合文化站，内部全部精装修，历经两
个多月的施工，10月25日，正式对外开放。综合文化站
总建筑面积7 6 0平方米，站内设有管理办公室、图书
室、多功能厅、文体活动室、历史文化展室、电子阅览
室、儒学讲堂、青少年科普活动室以及协会活动场所，
现有文化专(兼)职干部3名，工作日全年对外开放，向
居民群众提供书报刊借阅、时政法制科普教育、群众文
艺演出活动、数字文化信息服务、公共文化资源配送和流
动服务、科普宣传、青少年校外活动等服务项目，供广大
居民群众免费使用。后期，该镇将依托综合文化站组织开
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农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
活。

综合文化站

让群众乐享文化生活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

的“2016感知中国·秘鲁行”将于11月20日
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大羽华裳》将在
活动开幕式上震撼亮相。11月9日晚，一场
精心准备的汇报表演在山东剧院举行（上
图）。

悠扬的古典音乐、绚丽的舞台灯光、华
美的舞台服饰，《大羽华裳》的艺术家一出
场就把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本场演出是
《大羽华裳》的经典版本，共分“鼓韵雄

风”、“云裙水袖”、“青衫红袍”等六个
部分，融诗、乐、歌、舞、技、画为一体，
荟萃京剧、昆剧、地方戏等著名剧种，还有
水袖、跷功、帽翅功、翎子功、判官吐火等
绝活表演。把场面、片段、技巧、光影、情
景以诗意的艺术语汇连缀成篇，如诗如画、
如梦如幻。

《大羽华裳》的导演宋惠玲认为，这个
剧目跟其他的戏不一样，很多演员所承担的
东西不是单一的行当。“戏曲演员要接受舞
蹈的训练，舞蹈演员也要接受戏曲的训练，

都要严格统一到一种气质。”宋惠玲说。
“中国女人的美就这么表现出来了，中国文
化的底蕴就这么体现出来了。”观众严丽华
不断称赞《大羽华裳》，“非常好，看得我
都流眼泪了。”

《大羽华裳》作为首部原创性中国古
典戏曲服饰意象艺术大型展演，有专家表
示，其最大的成功是荟萃了中国戏曲程式
美、图案美、写意美的美学特征，显示了
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博大精深的人文内
涵。

大羽华裳：一场绚丽多彩的视觉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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