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12月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张西可

热线电话：(0531)85193604 Email:xike777@126 .com公共文化10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省文化厅日前组织第二届

山东省优秀保留剧目工程评选，经过专家评
委两轮投票推荐，郓城县山东梆子剧团创作
排演的动漫舞台剧《跑旱船》、济南市曲艺
团创作排演的话剧《泉城人家》、山东歌舞
剧院创作排演的民族音乐乐舞剧《孔府乐
舞》等3部作品从2 4件入围作品中脱颖而
出，跻身入选名单。12月2日至9日，这一评
选结果在山东省文化厅官网等向社会进行公
示。经过公示并无异议后，省文化厅将与相
关文化主管部门和实施主体签订责任书，对
入选项目进行资金扶持，相关市和创作生产
单位对资助项目进行组织实施。

相比较首届山东省优秀保留剧目评选工
程，第二届最大的变化是从一次性奖励转变
为支持入选剧目开展省内外巡演活动。据介
绍，入选第二届山东省优秀保留剧目的项
目，每个将获得150万元资助，这部分资金
将支持剧目演出不少于50场。省文化厅副厅

长张桂林表示：“通过资助扶持方式的转
变，让这些优秀文艺作品在演出中接受时间
和观众的检验，激励全省文艺院团不断推出
代表山东文艺形象的新作品。”

在2014年举行的首届评选中，山东省吕
剧院创作演出的吕剧《李二嫂改嫁》、泰安
市山东梆子艺术研究院创作演出的山东梆子
《墙头记》、济南市吕剧院创作演出的吕剧
《逼婚记》等三部作品成功入选。当时，借
鉴文化部模式，我省对每台剧目奖励50万
元，但并未对入选作品的修改加工或演出场
次作出明确规定。

所谓保留剧目，通俗地说，就是可以长
期演出的剧目。能达到这样的标准，显然应
该具备几个主要条件：表达积极健康的主
题、具有较高艺术水准、受到观众普遍欢
迎、良好的演出市场拓展能力。也就是说，
既要具备当前较高的艺术水准，又具有未来
的演出推广价值。按照《山东省优秀保留剧
目工程实施方案》的规定，每届评选数量不

超过3个。
申报第二届山东省优秀保留剧目工程的

作品，要求必须是近年来我省专业艺术院团
新创作演出的大型舞台剧目，时长不少于90
分钟。剧目首演日距申报时不少于3年、不
超过10年，即申报2016年评选时的剧目，首
演日应当位于2006年至2013年间，如果2017
年申报，时间区间段则为2007至2014年。申
报的作品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
一，思想内容健康向上，积极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感染
力和较强的艺术生命力，对于本剧种的发展
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尤其还强调一个条件，
作品为观众喜闻乐见，在服务基层、服务群
众过程中久演不衰，深受群众欢迎，社会影
响较大，年均演出场次不少于50场或者累计
演出场次不少于300场。

本届评选活动实施方案于10月上旬公
布，申报工作于11月15日截止，共收到申报
作品27件。因有3件作品不符合条件，最终24

件入围。从创作排演单位来看，省直艺术院
团1件，全省各市推荐23件。从作品类型来
看，戏曲为主，共17件，其他分别是音乐舞
蹈类3件，杂技1件，话剧3件。

山东省优秀保留剧目工程是省“4+1”
艺术创作扶持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2013
年，第十届中国艺术节闭幕后，省文化厅利
用省级艺术创作专项资金，探索建立了包括
新作品创作扶持、成品剧目加工修改和获奖
剧目及人员奖励在内的一系列扶持措施，即
艺术创作“4+1”工程，包括重点选题创作
作品、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优秀保留剧目工
程以及地方戏振兴和京剧保护扶持工程。

目前，文化部也在组织全国优秀保留剧
目评选。在首届全国优秀保留剧目评选中，
山东吕剧院创作排演的吕剧《李二嫂改嫁》
入选。山东省吕剧院创排的吕剧《姊妹易
嫁》、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创演的儿童剧
《宝贝儿》则成功进入第二届全国优秀保留
剧目榜。

3部作品入选省优秀保留剧目工程
支持入选剧目开展省内外巡演活动

□ 丛新强

张炜的长篇小说《独药师》是2016年齐
鲁文学的标志性作品，也是2016年中国当代
文学的重大收获。这部小说的“养生”主
题，在2008年写成的文化散文著作《芳心似
火：兼论齐国的恣与累》中已经多有提及。
其中的“齐国怪人”“不熄的丹炉”“徐
福”“向东方”“安静的力量”“一些不严肃的
人”“许多狐狸”“怀念齐国”等篇章，围绕“养
生”“长生”“怪力”“乱神”“爱欲”等核心命题
进行理性辨析和感性描绘，凸显了不同寻常
的齐文化支脉。基于源远流长的齐文明精神
资源，回望世纪之交中国结构的未有之变局，

《独药师》将“养生”主题扩展至与“革命”和
“爱欲”的交错关系。作品以半岛地区养生世
家第六代传人季昨非为中心，通过与对手兼
导师邱琪芝的对应讲述了“养生指要”，通过
与兄长兼领袖徐竟的对应讲述了“革命秘
辛”，通过与护士兼恋人陶文贝的对应讲述了

“爱欲笔记”。而且，“养生”“革命”“爱欲”三者
之间的关系又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半岛地区的季氏家族实业发达，因与革
命党的密切关系而被喻为“革命的银庄”。

同时又是养生世家，承续了东方长生术的流
脉。到了第五代传人季践，实业依旧发达，
而养生术却走向末路，甚至自身都走向了养
生的反面。如其临终所言，世上再也没有比
死更荒谬的事情了，只要不犯错都可以避
免。而且，人逢乱世之时最值得做的只有养
生一事。然而事与愿违，面对风起云涌的革
命风潮，即便养生世家也难以置之度外。革
命是乱世，本来要养生，却染指革命，必然影
响养生。父亲作为第五代传人，并不怀疑半岛
地区几千年的养生术，认为永生水到渠成，因
为出生即意味着永生。而抵达这个目标，首先
要做到不犯错。然而只要是人，就没有不犯错
的。本来应该专心致志于养生的父亲，却只活
了让家族蒙羞的年龄，这是对独药师而言不
可饶恕的寿命。作为第六代传人的使命之一，
就是要理清父亲所犯错误的性质与细节，以
避免重蹈覆辙。显然，就养生的立场而言，父
亲所犯的错即是革命，是世俗性的“革命”阻
碍了超越性的“养生”。即便季昨非全然理清
了其中的缘由，也难以避免革命的熏染，与兄
长徐竟的内外牵连就说明了这一点。即便声
称“养生与革命水火不容”从而全身心地投入
养生的邱琪芝，也最终牵涉进革命浪潮而被
火铳击中离世。在革命面前，包括养生在内
的一切都无法置身事外。在养生方面构成竞
争的季践和邱琪芝，最终的命运殊途同归，
都没有摆脱革命力量的左右。

除了“革命”的影响，“独药师”所面
临的另一重屏障便是“爱欲”的侵袭。用邱

琪芝的话来说，这是人生必要经历的一个阶
段，与其回避退缩不如迎难而上。在他看
来，即便怀抱重振养生世家的雄心和使命，
也不能跨越“爱欲”的屏障，否则必然前功
尽弃。于是，也就有了与“鹦鹉嘴”的关
系，有了与“酒窝”的关系，有了与朱兰的
关系，直至寻找到麒麟医院的护士陶文贝。
正是在寻求突破“爱欲”的过程中，季昨非
逐步超越了根深蒂固的前辈观念：遭逢乱世，
人真正可做的、最有意义的、最紧迫的事情就
是养生。进而深刻地意识到，乱世之中还有一
件值得做的事情，那就是爱。而且从另一面证
实了自己的猜测：父亲因为失去最爱的母亲，
也就不再致力于养生。因为一旦没有了爱，也
就可以铤而走险浪掷生命了。至此也更加明
白了父亲的命运，既来自一个独药师的持守
与信念，来自一种血脉遗传，也与充盈心间的
爱有关。既然自己的所爱已经离去，那么继续
所谓的“养生”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与其说
父亲的“早夭”是由于“养生”遇到了“革命”，
倒不如说是由于“爱欲”超越了“养生”。即便
如最为敬业的养生大师邱琪芝，也坦然承认
爱的力量。虽然终生信奉“人生在世唯有养
生”，但在爱力面前依然坦言为爱而死的特殊
价值。事实上，在养生世家的谱系中，接近于
成为仙人的祖先，终究也难逃“爱欲”的屏障，
其真相是为爱跳崖身亡而并非传说中的一跃
成仙。

不可否认，“革命”和“爱欲”势必并
且已经影响到“养生”，甚至成为养生的对

立面和大忌讳。然而，彻底弃绝或者从来没
有“革命”和“爱欲”，即便“长生”又有
什么意义？“独药师”为什么总是有意无意
地放弃“长生”“永生”式的“养生”，原
因或许就在这里。与其说被动性地卷入了
“革命”和“爱欲”，倒不如说是主动选择
的结果，这是“独药师”的宿命。

或者反过来说，恰恰因为“革命”和“爱
欲”的强势，使得“养生”乃至“长生”失去可能
性甚至永远不复存在。几千年的文明血脉，至
此发生完全的断裂，这才是最为可怕的问
题。正如邱琪芝无比痛苦地指出的一个事
实：整个半岛已在长达一百四十年间没有出
现过一个真正的仙人。在阅读过程中，我一直
思考，张炜写出这样的一个“养生”故事，究竟
意欲何为？迟迟不敢妄下断言。至此才发
现，原来是对一个文明的悲叹，是对文明赓
续的热切期盼和对文明断裂的无限哀婉。因
为，其间蕴含着民族生生不息的根本精神。
在这个意义上能否可以说，《独药师》又是
一曲文明断裂的挽歌？在无法赓续的历史面
前，文明就这么断裂了，而且永无赓续的可
能，这才是《独药师》的价值所在，也是作者的
良苦用心。退一步而言，“养生”并非一定“永
生”或者并非为了“永生”，但可能“长生”；即
便不能“长生”，也力求“重生”。而“重
生”，理应成为这个世界的普遍价值，当然
也是民族精神和文学精神的根本。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山东
省签约文艺评论家）

《独药师》：文明的赓续与断裂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1日至12月31日，山东

省图书馆将以快乐“阅”享为主题，开展
2016年“全民读书月”系列活动，通过阅读
推广、国学讲座以及传统文化体验等多种形
式的活动，让参与者的心灵浸润书香。

主要活动内容包括四个板块。“快乐阅
读，快乐成长”板块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全民
读书月期间，位于英雄山路的省少年儿童图
书馆面向未成年读者开展系列阅读推广和互
动体验活动。每周末连续推出“会说话的绘
本”之绘本故事会，孩子们聆听绘本故事的同
时，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表演绘本故事或者
制作手工；持续性开展少儿美术、少儿色彩艺
术、“完美童声”快乐歌唱、少儿京剧等公益课
堂以及文创体验课堂等，由专业老师免费指
导孩子学习，开发孩子的艺术潜能。

“贴近经典，弘扬传统”板块活动，位
于大明湖畔的国学分馆，根据该馆特色在读
书月期间推出系统国学体验活动。国学讲堂

每周二、四、六、日推出，内容涵盖国学养
生、沙画技法、民乐演奏、《孟子》精讲、
中医普及以及“约读今晚”读书会等；面向
青少年读者开设的国学义塾和少儿公益国学
讲座每周六开课，尼山“新六艺”少儿公益
课堂每周日开课，孩子们既可以学到射艺、
书法、语言表演、围棋等技能，还可以学习
中华礼仪传承、千字文诵读、汉字演变等传
统知识。

“传播精彩，聆听智慧”板块，位于二
环东路的总馆，在读书月期间策划“不忘初心

励志抒怀”——— 2016年纪念建党95周年和红

军长征胜利80周年读者书画作品征集展览活
动和“我与大众讲坛十周年”征文活动，同时
举办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 山东女书画家
协会三会员书画联展、“大美生活”居室装饰
展——— 馆藏外文原版书刊工美系列展、山东
近代建筑文化摄影展等多个展览。

12月3日起，“城市的教室，市民的课
堂”，“大众讲坛”每周六9点半依次推出
《道家文化养生》、《传拓技艺欣赏》、
《我与古籍修复50年》和《修身做人与道德
修养》四期讲座。文化资源共享中心每周
二、四、六、日继续为读者播放公益视频，

内容涵盖专题片、心理讲座、电视剧和电影
等，3日起每隔两周的周六上午9点推出《周
易哲学养生与历史文化》系列公益讲座。12
月18日，第25期真人图书馆活动，邀请读者
借阅真人图书，感悟别样人生。

“现场互动，分享阅读”作为另一个板
块的活动，主要内容是全民读书月期间，总
馆外文期刊阅览室举办外文原版书新书推荐
活动，中文报刊部开展“你荐刊 我买单”
读者荐刊订阅活动，外借部设立新书推荐专
架，并在30日举办换书大集，号召市民“盘
活”手中藏书，与其他市民交换阅读。

省图书馆举办“全民读书月”

让心灵浸润书香

□赵峰 报道
本报枣庄讯 12月4日，枣庄市峄城区

吴林街道乱沟村中老年艺术团给村民带来了
一场丰盛的“文化大餐”。一首首歌曲脍炙
人口，一个个小品笑声不断，演出形式多
样，让群众在欢歌笑语中受到教育。

“以前每次演出，都对舞台演出设备效
果发愁。你看这都是区里免费发放的专业演
出设备，以后演出再也不用愁了……”正在
现场指挥演出的乱沟村中老年艺术团团长孙
晋常高兴地说。日前，峄城区已为徐楼社区
艺术团、乱沟居中老年艺术团、北棠阴庄户
剧团等7家庄户剧团更新了演出器材，每套
演出器材价值2万元，进一步促进了农村文
化活动的蓬勃开展。

该区先后扶持40个省定贫困村建起了综
合性文化活动室，指导发展庄户剧团68家。
据统计，全区庄户剧团每年参与各类演出
300余场次，观众10万余人。

峄城扶持40个贫困村

建起文化活动室

□李峰 报道
 德国龙堡圣诞集市日前开幕。高青

县花沟镇民间艺人耿曰豪受德国欧亚文化交
流中心之邀参加了这项活动，来自东方的糖
画艺术与花鸟字书法艺术一经亮相便受到当
地民众的喜爱和关注。

□董乃德 报道
近日，邹平县韩店镇肖镇村的众林文史文献民间博物

馆免费对外开放，展出的藏品包括文史文献、碑刻拓片、
石碑、书画、陶器、文玩等十多个种类，5000余件作品，
是藏品丰富、颇具规模的一家博物馆。该博物馆是当地农
民书画家韩同斌建立的，一经开放展出，受到各界群众的
欢迎和好评。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
国脉相连，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
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
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
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
优秀作品。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用文
艺振奋民族精神，坚持服务人民，用积极的文艺歌颂
人民，勇于创新创造，用精湛的艺术推动文化创新发
展，坚守艺术理想，用高尚的文艺引领社会风尚。聆
听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省参会代表备感振奋，表
示一定认真领会落实讲话精神，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推动文艺创新发展，为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
文艺高峰贡献力量。

中国文联十大山东团代表、省戏剧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王华莹说，当全体起立唱国歌的时候，音乐响起，我热泪
盈眶，我为自己能够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的代表在这里参
加盛会而骄傲和自豪。习总书记的讲话站位高、立意深，
散文诗一般的语言滋润着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心田。我们
一定认真学习，深入领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按习总
书记指明的方向，做好戏剧工作，努力为山东的戏剧事业
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充分肯定当前戏剧界大好形势的同时，还应该看到
山东戏剧界存在的不足之处，如精品力作不多，有数量
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高精尖”的艺术人
才不足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要靠我们深入学习贯彻
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去解决。只要我们学深
学透了，艺术观念端庄了，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才能创
作出更多的佳作和精品，从而真正实现戏剧事业的繁荣
与发展。当前在实际工作中，关键是要不断提升“三种
能力”，一是要提升文艺服务能力。继续推进“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和“送欢乐下基层”文艺
志愿服务行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
服务建设山东宏伟目标中努力创作反映时代要求、代表
人民心声的优秀文艺作品。二是要提升文艺竞争能力。
充分发挥山东独特的文化优势，努力挖掘山东优秀的传
统文化，不断推出戏剧艺术精品，用戏剧对外讲好山东
故事。三是要提升文艺创作能力。培养造就一批德艺双
馨的文艺人才，形成强大的艺术创作人才梯队，创作出
更多更好的艺术精品，为建设山东经济文化强省提供精神
动力和文化滋养。

中国文联十大山东团代表、青岛市文联党组书记牛鲁
平表示，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
丰富、动人心弦、催人奋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
论的又一重大创新，是指导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文艺工作的行动指南。特别是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对如何做
好新形势下文联工作提出的五项要求，高度概括了文联的
职能作用，为各级文联组织和广大文艺组织工作者提供了
基本遵循，使我们感到方向明、责任清、使命重、干劲
足。

近年来，青岛市文联深入践行习总书记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改革创新的思路卓有成效地
实施了文艺发展“六项工程”。一是行风建设工程，以
树立文艺界核心价值观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学习教育
活动，打造风清气正的文艺队伍。二是“艺术之岛”建
设工程，三年多来举办了涵盖12个艺术门类的570余项
活动，全力提升青岛文化软实力。三是精品创作工程，
围绕时代主题组织各门类专题艺术创作实践，进行体制
机制创新，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省以上奖项
百余件。四是文艺惠民工程，统筹全市文艺资源成立了
青岛市文联文艺志愿者服务团，招募文艺志愿者3000余
人，倾情打造了“文联万家”文艺惠民品牌，开展了大
量“送文化”与“种文化”活动。五是文艺培青工程，
制定了青岛市文联“文艺培青计划” ,发现和培养了一
大批具有创作实力和发展潜力的优秀中青年人才。六是
文艺阵地建设，精心打造文艺人才、组织、服务、活
动、网络和宣传阵地。身为一名文艺组织工作者，在这
个岗位上我和全市文艺工作者一起发现美、欣赏美、创
造美、享受美，为青岛的文艺事业辛勤耕耘，乐在其
中。将以这次会议为起点为动力为契机，组织带领广大
文艺工作者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讲话精神，用品质、
智慧、才情为人民奉献艺术、绽放美丽。

中国文联十大山东团代表、菏泽市文联副主席孙建东
说，现场聆听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感激动、鼓舞、振
奋，是一次心灵上的震撼洗礼，使我这位文艺战线上的老
兵备感亲切和温暖。学习讲话精神，我深刻感受到，只有
创作出接地气，贴民心，正能量，真善美的艺术作品，才
能对得起党的培养，对得起祖国的召唤，对得起人民的重
托。

中国作协九大山东团代表、《当代小说》副主编王方
晨说，习总书记的讲话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文艺事业的高度
重视，让我们看到了文艺事业的价值和意义，不光是对文
艺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们每个文艺工作者的肯定。讲话
给了我们信心和动力，给了我们前行的目标，那就是每个
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心怀祖国人民，响应时代召唤，追求
艺术理想，用文艺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在
这方面，习总书记又给予了重点深入的阐述，达到了创作
原则的高度。

用高尚文艺

引领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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