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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是民间文艺的立身之本

●“特别是我们的民间文艺，要传承发展而非断档零
落，要多姿多彩生机勃勃而非走向边缘化同质化的困境，
要随时代而行而非成为沉睡的文化档案，使民间文艺成为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有机组成部分，做到
‘立之当世、传之后人’。”

——— 中国文联副主席潘鲁生说。“坚定文化自
信，要讲文化根基，守民族心魂，重时代实践。一直
以来，民间文艺以本土化的语言表达生活理想，诠释
民族传统美德，其中老百姓几千年来讲友善、守诚
信、崇文明、尚和谐、求大同等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思想一脉相承，具有广泛的民间传播力
和影响力。我们要把握精髓，积极培育，加强创作，
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样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时代立心，筑牢民间文艺之魂，激发新的生
命活力。”

好作品是用脚“写”出来的

●“采风对于音乐家来说只是创作的开始，作曲家需
要多在生活里泡，好作品很大程度应该是用脚‘写’出来
的。”

——— 中国音协主席叶小钢说。“音乐不同于其他艺术
门类。采风，包括对当地风土人情的熟悉，对当地民歌和
乐器的熟悉，对于作曲家创作来说尤为重要。目前，真正
能被称为‘高峰’的音乐作品不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具有国际水准的作品比较少，二是真正为老百姓
喜闻乐见的作品不多。一个是高大上不够，一个是接地气
不足。其实，接地气与高大上是相互促进的。我认为对于
音乐工作者来说，作品既要上接高端，也要注重下接地
气，既要创作具有国际水准的高端艺术作品，也要时刻铭
记为人民创作音乐，牢记人民才是艺术作品的最终评判
者。”

（孙先凯 辑）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菏泽讯 12月12日，菏泽市定陶区

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举行了一场特别演
出。开场的一个两夹弦戏曲联唱节目，名家
新秀联袂登台，生旦净丑齐齐亮相，再加上
随后的几个精彩选段，生动展示了这一地方
剧种的独特魅力、充沛活力和发展潜力。当
天，山东省艺术研究院“山东省艺术研究创
作基地”授牌仪式在此举行，山东省艺术研
究院还与定陶区政府签订了一份关于艺术创
作发展的战略合作协议。随着双方战略合作
项目的落地，当地文化发展无疑将会受益匪
浅，两夹弦的繁荣也正迎来一个新的机遇。

参加演出的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
中心剧团，目前也是全国唯一的两夹弦国有
专业剧团。说起两夹弦的辉煌，不只剧团的人

耳熟能详，甚至当地普通老百姓也都能掰着
指头讲出几段光荣历史。两夹弦曾两次进京，
三进国务院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受到过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毅等老一辈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79年，参加国庆三十
周年献礼演出并获奖。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
中心会议室内，四周墙壁上一块块金灿灿的
牌匾，记录着两夹弦近期获得的最新荣誉。
2007年，《闹亲家》获首届山东农村文化艺术
节的农村题材小戏比赛银奖。2013年，《爱
心家园》获得了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的“群星
奖”，这是国家政府奖的社会文化最高奖
项。今年9月，《春秋商圣》又获第九届
“泰山文艺奖”三等奖。“泰山文艺奖”是
山东省委、省政府批准设立的全省文艺界最
高规格的政府奖。

能久演不衰，还能获得这么多荣誉，两夹
弦魅力何在？听过的人都能真切体会到两夹
弦的美，刚柔相济，清新、流畅、优美、动听。当
地群众亲昵地称为“半碗蜜”。从相关记载中，
能够大致勾勒出两夹弦的源流。两夹弦又叫
二夹弦，当地称“大五音”，清乾隆时期，在鲁
西南流行的“花鼓丁香”基础上发展演变而
来。演员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艺名“小白鞋”的
黄云芝，当地民间还有段顺口溜，“拆了房子
卖了梁，也要听小白鞋的《三拉房》。”可见两
夹弦的魅力和在民间的影响力。

今年66岁的孔祥运，称得上是剧团的老
人了，现在剧团乐队拉坠琴。他介绍，两夹
弦伴奏乐队中，乐器有“三大件”之说，也
有“四大件”之说，主要是指四弦、坠琴、
琵琶等几种乐器。整个乐队往往还包括笙、
笛以及打击乐，现在又增加了大提琴、小提
琴等西洋乐器，使两夹弦的音乐配器也增添
了不少时尚感。孔祥运不仅能拉琴，还能谱
曲。1979年，赴京参加建国30周年献礼演出
并获奖的《相女婿》，音乐设计就是孔祥
运。演出过后，两夹弦一时誉满京城。“我
前前后后给20多部戏作曲，或者担任音乐设
计，包括新创作的现代戏《拾爹嫁娘》《楞
姐让房》。《楞姐让房》前段时间到香港演
出，很受观众欢迎。最近，正在排演《打金
枝》《退彩礼》，也是我做的音乐。”孔祥
运说，“两夹弦唱起来好听，其实音乐很复
杂，写曲子，首先得对唱腔板式等非常熟悉
才行，这样唱起来才有味道。”

有味道，正是两夹弦的看家本领。无论
是大戏还是小戏，无论是原创还是从其他剧
种移植来的剧目，两夹弦的戏都追求这个
“有味道”。著名作家刘玉堂曾在本报《大
众文化》周刊开设过《玉堂说戏》专栏，点
评山东地方戏，其中一篇《缠缠绵绵<三拉
房>》，就是点评两夹弦的传统戏《三拉
房》的，点评的非常精到。这出戏的剧情非
常简单，就是写了个三送或三别的故事，新
婚妻子送丈夫赴京赶考，三次送出又三次拉
回再送走，那种新婚小夫妻难舍难分的感
情，表达得非常细腻充分。刘玉堂认为，

“该剧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矛盾及情感冲
突，完全由细节连缀而成。从创作的角度而
言，这样的东西其实更难写，非得有直接的
生活体验或感受才成。”戏里，“拉抽屉、
递冰糖、开花盒、拿鸡子，用手搓碎鸡子皮
的细节特别棒。好细腻，好甜蜜!”“该作有
点新写实的味道，虽然看似平实而琐细，但
仍然感人至深，为什么？就因为它一有情，
二有细节。所谓以情感人，不是靠擦眼抹
泪，而是靠细节，而细节是最能打动人
的。”事实上，这些艺术特点，也正是两夹
弦吸引人，观众愿意看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次演出中，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
承中心表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三拉
房》《拉花厅》《回娘家》《武家坡》《三
子争父》等选段，既展示了剧种和剧目的特
点与魅力，也展示了剧团和演员创作表演的
实力和潜力。如今，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大背景下，随着国家、省、市、县
不断推出繁荣发展地方戏曲的新政策举措，
两夹弦也迎来了难得的时代机遇。2008年，
两夹弦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山东省推出繁
荣艺术“4+1”工程，其中包括山东省地方
戏振兴与京剧保护与扶持工程，两夹弦也是
重点保护传承的地方剧种之一。这些新政策
新举措，以及专项文化资金支持，都为两夹
弦发展起到了有力的助推作用。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当地特别重视两夹
弦戏曲土壤的培育和后备人才的培养。西关
小学是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挂牌
的“两夹弦培训基地”，两夹弦也被设置为
学校的校本课程。二年级一班的班主任孙老
师说：“正常情况下，每周至少有两节是两
夹弦的课，主要是我们学校的音乐老师教，
有时候剧团的专业演员也来给学生进行培训
讲解。”五年级的学生孔梦琪、李佳，现在
已经能熟练演唱五六出大戏的选段，一段改
编成两夹弦的《清凌凌的水兰盈盈的天》，
两人唱得有模有样。这些孩子，无疑都是一
粒粒传播两夹弦的种子。将来无论走到哪
里，都是两夹弦的忠实粉丝，夯实着这一剧
种的群众基础，扩大着这一剧种的影响。

两夹弦久演不衰魅力何在？

唱起来“半碗蜜”，听起来很欢喜

□ 王淑琴

在中华文化中，“尚齿”与守“悌”是中
华传统文化的道德瑰宝，是增强中国人民自豪
与自信的重要思想资源。“尚齿”一词见于
《礼记》，“尚齿”的含义是以年龄为序，尊
重年长之人。“悌”字出现较晚，由“弟”发
展而来。古人把善事兄长称为“弟”，又作
“悌”，“悌”有依序处世之义。在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程
中，“尚齿”与守“悌”有利于塑造和美的家
庭氛围，有助于国家稳定、天下太平。

充分利用“尚齿”蕴含的思想道德资源，
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源泉。

《礼记·祭义》曰：“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
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殷人贵富而尚齿，周
人贵亲而尚齿。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
也，未有遗年者。年之贵乎天下久矣，次乎事
亲也。”虞、夏、殷、周乃天下盛王，皆贵
“年”、“尚齿”，可见长者为尊是中华民族
一脉相承的文化风尚。《礼记·祭义》对“尚
齿”也作了进一步详细阐释。第一，“朝廷、
军旅什伍“尚齿”。“同爵则尚齿”，爵位相
同，老者在上；“七十杖于朝，君问则席，八
十不俟朝，君问则就之”。第二，道路“尚
齿”。“肩而不併，不错则随”；少者或乘
车，或徒步，逢老者需避让；“斑白者不以其
任行乎道路”，少者必代其担持。第三，“居
乡以齿”。乡人“尚齿”，即使年老者遭遇贫
穷或无子孙奉养，也能得到同乡的尊敬与扶
持，“尚齿”有助于“强不犯弱，众不暴寡”
社会秩序的形成。第四，獀狩“尚齿”。“五
十不为甸徒”，“颁禽”则隆诸长者。在太学
中，天子以“亲齿”来教化百姓尊敬长辈。敬
老是“尚齿”的重要内容，弘扬敬老与“尚

齿”风尚，有利于和谐人际关系的构建。
要进一步弘扬守“悌”之道，使其成为个

体与中华民族永久的精神力量。“尚齿”与守
“悌”密不可分。《礼记·祭义》提出“尚齿”的同
时，也对“悌”进行了论述。《祭义》的作者认为

“尚齿”即守“悌”，“弟发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
州、巷，放乎獀狩，修乎军旅”。“悌”之道德在社
会领域广泛实现，有助于长幼秩序的形成。
“悌”，属于儒家文化的伦理范畴，儒家非常
重视守“悌”，并把它看作“仁”之根本。
《论语·学而》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
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
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
仁之本与！”这个“弟”主要指善事兄长。孔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这里的
“弟”是一种行为准则，它指的是长者为尊、
依序行事，有处理人际关系的作用。

“亚圣”孟子也非常重视“悌”在家庭与
社会中的应用价值，他主张“长幼有叙”。
“叙”通“序”，指“序齿”，是次序之意，
孟子希望人们在人际交往中能做到论“年”排

序。荀子主张的守“悌”之道包括事兄与尊敬
长者。荀子认为兄应“慈爱而见友”，弟应
“敬诎而不苟”；在社会交往中，人们还须做
到“遇乡则修长幼之义，遇长则修子弟之
义”。

融通“尚齿”与守“悌”之道，使之成为
和谐社会的理想指标。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
胞，家庭和睦离不开相处有序，社会和谐更离
不开人际交往的稳定有序。《礼记》记载，“食三
老、五更于大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
而酳”，天子躬行“尚齿”之教，以教导诸侯之

“弟”与社会“尚齿”，能够有效促成良好社会秩
序的形成。总之，“悌”一般包含两种内涵，一是
敬兄，二是“尚齿”。敬兄是“本”，由敬兄可推恩
到“尚齿”，“尚齿”则具有普遍的社会价值。
“尚齿”蕴含有尊老、敬老的传统文化理念，
守“悌”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二者的融通
与互动，势必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传
统文化的创新能量，二者的提倡与弘扬，必将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中华文化的崭新篇
章。

“尚齿”与守“悌”
——— 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瑰宝

菏泽市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演员在演出《三子争父》。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12日，省吕剧院走

进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开展“戏曲进校园”
活动。新编吕剧《砖头记》和传统吕剧
《姊妹易嫁》两个精彩剧目（右图），不
仅让大学生们生动感受吕剧的独特艺术魅
力，同时深刻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深层内涵和道德底蕴。

《砖头记》所传达的“孝道”精神给
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想教育课，孝敬
老人，老有所依。《姊妹易嫁》所承载的
正确的婚姻价值观通过一出热闹的悲喜剧
呈现在观众面前。艺术的表达方式，避免
说教式教育的枯燥乏味，也更容易让年轻
人接受。长达三个小时的演出中，没有一
名学生中途离场，他们的情感被剧中人物
的喜怒哀乐深深打动。有不少学生已多次
看过吕剧演出，欣赏这样的经典戏，自然
能够沉浸其中。而对于那些第一次有机会
在现场欣赏吕剧大戏的学生来说，当晚的
演出同样令他们印象深刻。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共青团委的一位负
责人说，省吕剧院送戏进校园，不仅让学
生们欣赏到真正的吕剧艺术，而且极大地
激发了学生们开展社团活动的热情，激发
了学生深入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

吕剧大戏走进大学

校园弘扬“正能量”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中国美协油画艺委会秘书长、中国艺术

研究院中国油画院副院长徐青峰日前向山东美术馆捐赠两
幅代表作品，分别为油画作品《女人体》、素描作品《人
体》。

2010年至2015年期间，徐青峰曾担任山东美术馆馆
长，主持建设山东美术馆新馆，策划引进了系列高水平美
术展览，创立了馆刊《山东美术》杂志，有效提升了山东
美术馆的展览、学术水平。此后，担任中国美协油画艺委
会秘书长、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副院长的徐青峰，
仍时刻关注山东美术馆发展。近日，“‘青峰巍峨·墨彩
璀璨’——— 徐青峰、徐青巍画展”在山东美术馆举办，徐
青峰主动提出向山东美术馆捐赠两幅代表作品，表达热爱
家乡美术事业、心系山东美术馆建设的一片心意。

山东美术馆馆长柳延春介绍，捐赠的这两幅作品，油
画作品《女人体》展示了艺术家成熟期的艺术特征，素描
作品《人体》则彰显了艺术家的基本功，收藏这两件作
品，也与山东美术馆一贯坚持的整体保存、立体收藏的理
念相契合，对于今后全面研究艺术家的学术特点是非常有
价值的。

徐青峰向山东美术馆

捐赠两件艺术作品

12月19日至25日
1、12月19日—25日19：30，山东剧院芙蓉馆演出相声

专场；12月24日19：30，山东剧院演出《天空之城——— 宫
崎骏动漫视听音乐会》；12月25日19：30，演出《再现十
亿个掌声——— 邓丽君经典金曲演唱会》。

2、12月23日19：30，历山剧院小剧场演出《历山艺享
汇》相声专场。

3、12月20日、23日，山东省话剧院在山东农业大
学、济南商职学院演出话剧《家事》；12月24日、25日
10：30，在省话亲子剧场演出儿童剧《卖火柴的小女
孩》；12月24日10：00、15：30，在JN150剧场演出儿童剧
《灰姑娘》。

4、12月19日19：30，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演出当代
舞剧《兰》；20日、21日19：30，演出演出舞剧《卡
门》。

5、12月23日、24日19：30，济南市杂技团在铁路文化
宫演出杂技剧《红色记忆》；24日、25日19：30、10：00
在JN150剧场演出亲子魔术主题秀《魔法学院》。

6、12月24日19：30，济南市曲艺团在明湖居剧场演出
开心甜沫129期；12月19日—25日10：00，济南市曲艺团在
明湖居剧场演出《好客明湖》。

7、山东美术馆继续举办：青峰巍峨墨彩璀璨——— 徐
青峰、徐青巍画展；“追梦同行”——— 首届残健共融公益
美术作品展；孔维克从艺50年艺术回报展；12月20日—
2017年1月15日，举办墨舞齐鲁风·山东中国画年度展———
山东省首届山水画学术大展。

齐鲁大舞台

城市惠民演出季演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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