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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文艺国家要有“文化战略”

●“繁荣文艺，国家应该有‘文化战略’，这个‘战
略’应该是金字塔形状的。”

———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冯骥才说。“国家
要把精力放在培植金字塔顶端上。它代表的是当代文艺的
高峰，是全民仰视和引为自豪的地方。俄罗斯如果没有托
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和列宾等人，俄罗斯文艺只是高原不
是高峰，而我国‘五四时期’，如果没有‘鲁郭茅巴老
曹’，五四运动的文化也仅仅是高原而已。繁荣文艺，还
应避免市场化、娱乐化和八卦性倾向。文艺作品不是不能
关注市场，而是不能过于强调市场和屈从市场，否则会削
弱文艺作品的思想力量与艺术价值，还会影响民众的素
质。如果一个民族的艺术完全沉溺在娱乐式的氛围当中，
这个民族的精神是提振不起来的。我们不是没有优秀的作
家和作品，可是知名度不高，在当前泛娱乐化的时代，要
加大力量宣传优秀的、正能量和真善美的作品，同时，千
方百计引导百姓欣赏这些作品，提升大众的审美水平。”

文化传播需从“送出去”变为“卖出去”

●“对‘一带一路’文化传播来说，‘卖文化’比
‘送文化’更有效。”

———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说。
“‘一带一路’文化传播方式仍然是以交流为主，但只有
找到各国人民的共同需求点，把无形的文化落实在有市场
需求的文创产品或产业中，才能真正让中国文化走出去。
‘一带一路’国家语言、宗教、文化都具有较大差异，因
此可以选择一些偏重视觉性、体验性的文创产品作为突破
口，同时还要强调互惠原则，实现产业轮转落地。比如
说，我们可以联合‘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不同城市，
举办‘百家名寺文化体验’、‘百城摄影展’等，每个城
市主办者只需负担在当地举办活动的成本，却能在每个城
市的相关活动中得到宣传和展示。”

(孙先凯 辑)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1月29日晚，来自96个国

家和地区的800多名山东大学留学生，在济
南梨园大戏园欣赏了山东省京剧院带来的一
场“艺术家进校园”山东大学留学生专场京
剧演出（上图）。这是一个“有讲解”的京
剧专场，山东省京剧院特意安排了一位主持
人，为现场的国外留学生解说剧情、角色、
服装、道具等方面的戏曲知识。演出结束
后，留学生们表示，尽管还是看不大懂，但
对于那些精巧的虚拟动作所表达的内容颇能
心领神会，尤其一些精彩的舞蹈、高难度的
武打动作让他们惊叹不已。来自日本的留学
生小野裕贵说：“还是打斗好看！”

这次专场演出也是山东省直艺术院团进
校园公益演出的活动之一。据介绍，山东省
京剧院和山东大学为了这台演出，进行了周
密准备。因为山东大学的礼堂暂时没法使
用，演出地点安排在了梨园大戏院。这样一

个安排，倒也有很多好处，梨园大戏院是一
个专业剧场，可以充分保证化妆、音响、灯
光等各方面的舞台效果，充分展示京剧艺术
的华彩与精致，让这些大多数是第一次接触
京剧的留学生们，能欣赏到一台原汁原味的
高水平京剧表演。

这些留学生来山东的时间长短不一，对
中国文化的了解也大不相同，有的虽然接触
过京剧，事实上也是了解不多理解不深，为
此山东省京剧院特意安排了一位主持人担任
解说。考虑到这些留学生来自96个国家和地
区，语言背景多元，但都能或多或少地听懂
中文，因此现场只保留“慢速中文”一种语
言。在演出过程中，主持人还邀请感兴趣的
留学生登台模仿体验，跟着演员学表演。这
样一种演出形式，留学生们尽管并没有完全
看懂节目，但全场演下来一直情绪高涨，对
京剧演员亮出的绝活大加赞赏。

省京剧院的艺术家们表演了《夜深沉》

等选段，通过解说的细致介绍，现场的留学
生观众们了解到，中国京剧分成生、旦、
净、丑四个行当，每个行当又有细分，比如
“生”又分成老生、小生、武生、娃娃生
等；从事京剧表演要学习唱、念、做、打四
门功课，这是演员的基本功，也是戏曲表演
的四种艺术手段。主持人告诉观众：“练好
了这些基本功，演员在台上才能准确地刻画
人物形象，表达感情。”

演员的“华丽而又奇怪”的服装也很让
留学生们关注。比如男演员穿的那厚厚的
“鞋”。主持人告诉他们，那叫厚底靴，演
员们刚开始穿这种靴子练习时，都有个习
惯——— 就是“崴脚”。还有武将们穿的那身
复杂的行头，叫“靠”，背后还插着四面
旗——— 只要看到这身戎装的，就知道是一位
武将，正带着千军万马去打仗。两位外国小
伙忍不住好奇，上台模仿学习“长枪”打斗
的技术，一试才发现这种兵器看上去简单，
不好好练习还真玩不灵光！

演出还选择了舞蹈和动作比较多而又没
有太多说唱的《拾玉镯》《三岔口》等选
段，让观众体会京剧表演的特色。《拾玉
镯》中，公子与少女一见钟情，公子故意丢
下玉镯，以为定情信物，少女最终捡去，成
就一段美好姻缘。演员的表演风趣、活泼，
舞蹈性很强的程式化动作，不仅能让观众看
明白喂鸡等场景，也能很清楚地领会到少女
拾镯时内心的娇羞，现场笑声不断。《三岔
口》中两人在明亮的舞台上表演“黑暗中打
斗”，虚拟化表演堪称经典。两人持刀在黑
暗中互相打探，眼看即将撞到一起却又神奇
地擦肩而过，不小心遭遇自然是一阵刀光剑
影，紧张处不禁令人屏息，演员翻身上桌、
互相打探、持刀打斗的精彩场面，不断引来
阵阵惊叹。还有《八大锤》的高难度武术表
演、《闹龙宫》的妙趣横生，让这些来自国
外的年轻人，深深地感受到中国京剧艺术的
美、技艺、有趣。

来自乌克兰的尤丽娅，来山东大学两个
月了。之前，她已经学过一年时间的中文，
虽说现在表达得还不是太熟练。她打着手势
用中文说：“很好看，但是我只是喜欢跳
舞，不喜欢唱歌。”来自日本的小野裕贵，
是第一次看京剧，对这场演出的总体评价是
“好看”，但还是看不太懂，“最后的打斗
印象最深。”他说，很愿意接受这些新事

物，因为自己周围有很多朋友对中国很感兴
趣，了解后回去可以把这些包括好吃的、好
玩的介绍给他们。小野说，现在还只是在学
校周围较近的地方玩过，“最喜欢吃济南的
把子肉。”

山东演艺集团副总经理、山东京剧院院
长郑少华把这场演出称为“启蒙性”演出。
他说，因为很多留学生是第一次接触京剧，
这次启蒙性演出一定不能让他们失望，一定
要让他们坐得住，感到好听、好看、好玩，
这样他们以后才会有继续了解京剧的愿望。
如果第一次看京剧演出，就感觉不好看，没
兴趣，那以后再接触可能就会有心理障碍
了。

正是考虑到这些情况，郑少华表示，
“挑选的这些剧目选段，讲究简单浅近，不
以唱念为主，而是以舞蹈、武打为主，让这
些外国留学生能够更容易地看懂程式化、虚
拟化的表演，比如下次他们看见演员舞动马
鞭，就能知道是在骑马奔驰，三五步走遍天
下，看到四个龙套在舞台上，就会明白这代
表了千军万马。我们的演员也全部是年轻
人，舞台呈现显得青春靓丽，这也是为了适
应年轻人的欣赏心理。”

郑少华表示，山东省京剧院作为国家重
点京剧院，一直高度关注优秀剧目创作、人
才培养、京剧进校园、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
的工作，京剧进校园工作已经开展多年，足
迹遍布几十所大中小学，每年要举办几十场
活动，既包括进校园演出，也包括辅导学生
学戏排戏。“与山东大学的合作很密切也很
愉快，山大有很好的京剧氛围，还成立了自
己的票社。平时，他们就经常组织一些与京
剧有关的活动。这次为山大留学生举办的专
场演出，观众人数多，有800多人，这些留
学生来自96个国家和地区，一场演出一下子
能覆盖这么多国家和地区的观众，是非常难
得的，所以，我们不仅当作是一次京剧进校
园的演出，还看成是一次重要的对外文化交
流活动，我们衷心希望这些外国留学生通过
观看这次演出，一方面能够对京剧行当有一
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能够对京剧表
演留下印象、感到有趣，由此产生更多的兴
趣去了解中国文化。从这次演出的效果和留
学生的反应来看，这场演出很好地实现了普
及京剧艺术、传播中国文化、加强文化交流
的目的。”

山东省京剧院“艺术家进校园”举办留学生专场京剧演出

留学生看京剧，还是打斗精彩！

□ 李黎

书如山，曲如海，鼓乐四起，人群涌
动。惠民县胡集镇上万民众在金石管弦与
声韵节奏碰撞交汇中，心性情绪高涨，生
命情感真切地发生相激相应。胡集书会民
间曲艺盛典，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活
化石，由于“在场”的原型形式无拘无束
地交流，产生了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当地
百姓称赞书会“一日能看千台戏，四天可
读万卷书”。

2006年山东惠民胡集书会被确立为首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几年来，胡
集书会汇集了全国各地的民间艺人，他们
与专业曲艺团队进行交流切磋，一时间，
胡集书会南腔北调争奇斗艳的当代说唱蔚
成风气，而民间艺术表象之下的内在情感
本质及其对人的精神影响，便自然成为大
家理当认真体察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胡集书会的各种曲艺形式，集东西南
北十省市说唱声韵的地域性特色，在火爆
的曲艺现场碰撞中，山东快书、评书、相
声等说话的语音节律与琴书、京韵大鼓、
渤海大鼓、渔鼓、评弹、河南坠子等曲调
声韵交相辉映，听者如醉如痴。书会中
“说话”反映出古人最初的生命情感交
流。按人类的生命灵感发展过程，“说
话”属于童年时期最先出现的本能形式。
在唐代“说话”与诗歌并茂，出现专门讲
故事的说书人和诗人。说书艺人主要靠师

傅心灵话语的口传心授。唐诗、宋词之
后，在明代出现“三言二拍”、《今古奇
观》等话本，志怪小说等文词的内在根
基，即在于古代民间“说话”形式的流行
与发展。

从胡集书会上看，各种曲艺形式传播
的文化内涵，反映着原型艺术情感语言心
心相印的灵性本质。如《水浒传》中的
“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
“母夜叉”孙二娘的绰号都来自民间百姓
的形象性语言传播。不少来自解放前的民
间老艺人，本身并不识多少字，更不懂诗
词格律，但是在他们心心相印的即兴说话
中，却表现出民间艺术活动中“心语”、
“心象”自发性节律形式交流的情感本
真。民间书会说唱，承传的恰恰是心灵乐
象原型形式。说书形式在语言节奏上顿挫
有力，干净利落，便于结合社会故事变化

传播。词曲弹唱的方言音韵，又在曲调上
下句的自然重复中得到乐音曲调强化，乡
音的调性使人在童年形成对乡音情感的生
命情趣，如河南坠子曲调的悠扬深沉，京
韵大鼓的声韵婉转，琴书的声腔平和等。
词曲形象性表演影响涉及大戏剧家关汉
卿、王实甫等人的剧作，形成中华民族曲
艺文化通古至今的精神丰富性。

如今，不少人视艺术为痛快一时的娱
乐时尚，而这种所谓时尚艺术的情感体验
往往是心灵被麻木迷惑后的轻狂，与艺术
本真体验相去甚远，只有朴素的生命情感
与无限丰富的艺术精神形式结合，才是人
类在社会文明进程中的和谐发展方向。民
间艺术活动不但能保持真正永恒的艺术生
命光彩形式创造，同时从精神知觉深层上
保持社会人生持久和谐发展，对社会人生
情感精神健全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从胡集书会看中华文化传承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从11月26日开始，青岛市

市南区文化新闻出版局在位于青岛市黄县路
12号的骆驼祥子博物馆举办为期一个月的
“老舍点戏”特展。据悉，这是“老舍点
戏”在全国首次展出。

11月26日至27日，市南区文化新闻出版
局联合中国老舍研究会、青岛市老舍文化研
究会，举行“老舍与城市文化——— 纪念《骆
驼祥子》创作发表80周年暨老舍先生逝世50
周年学术交流会”。

结合本次学术交流会，著名收藏家徐国
卫以个人收藏的老舍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全
国戏曲改革时期的68出京剧剧目提纲手稿为
基础，邀请国内外数十位著名书画家为之配
画，此次展览展出了其中的16幅老舍先生手
稿和22幅书画家作品。

“老舍点戏”全国首展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讯 11月25日至26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演团到访巴塞罗那。“文化山东·齐风鲁韵”山东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演于11月26日在巴塞罗那省圣塔科洛马市举
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侨胞、华文学校学生、当地
友人等300余人观看演出。

中国驻巴塞罗那副总领事唐凌云表示，山东是齐鲁
文化发源地和儒家思想的摇篮，相信山东艺术家的表演
不仅将展示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更将传递出山
东文化所蕴含的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和朴素的爱国情
怀。希望侨胞们通过观看演出，进一步认识和了解山东
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为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贡献力量。

来自山东的艺术家们，为观众表演了古琴《高山流
水》、山东琴书《正反话》、山东快书《武松打虎》、皮
影戏《西游记》等精彩节目，魔术师和杂技演员的表演也
一次次在现场掀起高潮。场外展台陈列了潍坊风筝、木版
年画、剪纸、面塑、中国书画等艺术作品，艺术家现场表
演，观众纷纷驻足观赏。

齐风鲁韵非遗展演

在巴塞罗那举行

12月5日至12月11日
1、12月5日—9日，山东歌舞剧院在山东交通学院、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济南市经五路小学、山东财大莱芜校
区、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山东女子学院、齐鲁师范学
院章丘校区进行艺术进校园演出。

2、12月5日—9日，山东省吕剧院赴临沂、日照、威
海、烟台四地进行社会福利机构惠民演出。

3、12月7日19：00，山东省杂技团在宁波保利剧院参
加中日韩文化之都闭幕式演出。

4、12月9日19：30，山东剧院演出《中华颂》音诗画
故事会大型民族音乐会；12月10日、11日，演出魅力中国
国际青少年艺术邀请赛；12月5日—11日19：30，山东剧院
芙蓉馆演出相声专场。

5、12月9日19：30，历山剧院小剧场演出《历山艺享
汇》相声专场。

6、12月10日、11日10：30，山东省话剧院在省话亲子
剧场演出儿童剧《三只小猪》；12月10日10：00、15：
30，在JN150剧场演出儿童剧《爱丽丝梦游仙境》。

7、12月10日19：30，济南市杂技团在铁路文化宫演出
杂技剧《粉墨》。

8、12月10日19：30，济南市曲艺团在明湖居剧场演出
开心甜沫127期；12月5日—11日10：00，济南市曲艺团在
明湖居剧场演出《好客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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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30日，举办青峰巍峨墨彩璀璨——— 徐青
峰、徐青巍画展；12月10日—2017年1月4日，举办“追梦
同行”——— 首届残健共融公益美术作品展。

齐鲁大舞台

城市惠民演出季演出安排

□刘野 报道
 11月21日至11月26日，由华东六省

一市文化厅(局)共同主办的第十三届“华东
六省一市”戏剧小品大赛在南昌市举行。大
赛共有32件作品参加，我省成绩优异，其中
山东省文化馆打造的小品《小年夜》（右
图）获金奖，临朐县文化馆的小品《招聘婆
婆》、青岛城阳区柳腔小戏《冠军回家》、
淄博聊斋俚曲剧团的俚曲小戏《求骂》分获
银奖。山东省文化馆荣获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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