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2017年元旦即将到来，“齐鲁大舞台”
新一季演出也将精彩亮相。“齐鲁大舞台”
城市惠民演出季2017年第一季，将于1月1日
至２月底举办，此次演出季的参演单位进一
步增加、参演剧节目更加丰富，各类文艺演
出活动达107场次。

其中，省、市两级文艺单位梳理、挖掘
自有演艺剧节目而组织举办的演出95场次，
另包括省城剧场邀请省内外以及国外多家演
出团队的精彩演出12场。

省文化厅副厅长张桂林介绍，“齐鲁大
舞台”演出季的关键词是“城市”“惠
民”，由于以往省直和济南市直剧团的惠民
演出，大多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送戏下
乡进了农村，所以“齐鲁大舞台”演出季主
要是为了满足城市居民的艺术消费需求，
“2017演出季第一季的节目，包括歌舞、戏
曲、杂技、儿童剧及国外高水平艺术团带来
的音乐会芭蕾舞等，内容样式都非常丰富。
我们希望在满足市民文化需求的同时，通过
演出带动省城演艺市场发展，反过去再刺激
提升艺术院团创作排演新作品的积极性。”

演出季突出“惠民”

今年6月，省文化厅发起设立“齐鲁大
舞台”城市惠民演出季，组织省直和济南市
直文艺院团、演出场馆举办形式多样、丰富
多彩的文艺演出和文化活动，积极服务省城

市民文化需求。
自演出季设立以来，先后于2016年七一、

十一前后圆满完成了两轮演出，共计演出318
场，涉及京剧、地方戏、音乐、歌舞、曲艺等多
种文艺形式，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齐鲁大舞台”城市惠民演出季突出文化
惠民、文化为民的价值导向，不片面追求经济
利益、不单纯强调市场赢利。演出过程中，除
少数文艺院团和剧场引入的商业演出按市场
规律核定价格外，其他绝大多数演出场次的
门票价格均不超过30元。北洋大戏院组织举
办的京剧、吕剧等文化演出活动，最低价格仅
20元。

同时，为保证城市贫困人群、未成年人
群观演权利，各院团、剧场还不定期组织相
关人群开展免费观摩。

另一方面，“齐鲁大舞台”城市惠民演
出季还努力培育新机制。全部展演场次实行
“优质低价、概不赠票”原则，全部演出门
票都通过山东票务网进行网上售票，或通过
剧场门外的售票系统即时销售。为方便观
众，入场门票不印座号，实行先到先座，入
场观众可自由挑选剧场坐席，保证了观众能
够体验高水准观演享受。

演出剧目很经典

“齐鲁大舞台”城市惠民演出季2017年
第一季的演出，剧目、节目都很经典。

省京剧院、省吕剧院、山东歌舞剧院、
省话剧院、省柳子剧团、省杂技团以及济南

市京剧院、济南市吕剧院、济南市曲艺团、
济南市杂技团、济南儿童艺术剧院等省、市
文艺团体，拿出的都是看家剧目。

还有外省市的高水平节目，北京京剧院
带来小剧场京剧《碾玉观音》，青海省演艺
集团杂技团将表演儿童杂技《精灵战队》。

多个国外高水平演出团体也将前来助
兴。如俄罗斯圣彼得堡古典芭蕾舞团元旦将
在省会大剧院上演芭蕾舞经典《天鹅湖》，
俄罗斯国家明星芭蕾舞团带来了芭蕾舞剧
《睡美人》，维也纳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
乐团将表演一场新年音乐会。

因为这个演出季适逢元旦新年等多个假
期，充分考虑群众节庆期间文化需求、特别
是考虑广大中小学生适逢寒假的实际情况，
适当增加了未成年人群偏爱的动漫剧、杂
技、曲艺、魔术等文艺形式，仅儿童剧演出
就达30余场次。另外还有山东歌舞剧院举办
的“奇幻之旅”现代乐团动漫游戏视听音乐
会、济南市杂技团演出的魔术剧《魔法学
院》、山东省杂技团举办的杂技专场演出等
多台演艺项目。

这个演出季也建立起更加合理的观演门
票体系，如省直和市直院团组织举办的绝大
多数公益性服务性演出，最低票价仅30元。
远程而来的外请演艺团队的商业演出，则能
够为更多省城群众提供更加多样化、多层次
的观演体验。

元旦春节皆有精彩演出

元旦、春节期间，各文艺院团也不闲
着，分别在元旦三天假期、春节七天假期都
设置了精彩的演出活动。

“齐鲁大舞台”城市惠民演出季2017
第一季一演出，横跨元旦、春节、元宵节等
多个传统节日，此次演出在时间安排上，除
原有的每周末集中演出外，元旦与春节期间
都有节目上演。比如，2017年1月1日、2日，济
南京剧院上演折子戏专场。2017年1月2日、3
日，山东省吕剧院演出吕剧专场。2017年1月
3日，举办王伟京胡演奏会。2017年1月28
日、29日，将上演精品曲艺专场等。

为扩大演出覆盖范围，让更多的城市群
众享受到文化大餐，省直院团和济南市文艺
院团在利用自有剧场资源进行演出外，还增
设了明湖居剧场、趵突泉剧场、市妇女儿童
活动中心、铁路文化宫等演出场地，以惠及
外地游客、妇女儿童、驻企事业单位职工等
更多群体。

2017年2月6日，山东省柳子剧团将在章
丘辛锐中学礼堂演出柳子戏《青山作证》，
这也是“齐鲁大舞台”第一次将城市演出活
动延伸到济南卫星城市，在服务好济南市区
的同时，努力拓展演出区域。

张桂林表示，“齐鲁大舞台”城市演出
季立足当前全省文艺工作实际情况，先期首
先在省城济南进行试点，下一步，随着演出
模式的不断成熟，省文化厅将积极协调其他
市级文化主管部门积极参与，逐步由省城向
全省城区拓展，引领山东文艺演出更加繁
荣。

“齐鲁大舞台”城市惠民演出2017第一季将精彩亮相

各类文艺演出活动达107场次

□ 李掖平

初读高洪雷的《大写西域》，就被一种
激动、震撼、癫狂甚至痴迷的情绪所笼罩。
那平沙茫茫黄入天的走马川，浩瀚苍茫的大
漠孤烟，哀怨悱恻的羌笛杨柳，锋利如刀摧
枯拉朽的狂风；那铁骨铮铮傲岸屹立的胡杨
树，时而静止时而骚动时而温柔时而暴虐的
雪；那出使西域的张骞、投笔从戎的班超、
英勇善战被誉为大唐帝国西域守护神的大将
高仙芝……壮观雄丽的景色，瑰魅传奇的历
史，热血激扬的英雄，荡气回肠的情愫，裹
挟着西域阵阵炽烈刚劲的风沙，洋洋洒洒扑
面而来，让人眼也潮湿心也潮湿。

这部煌煌70万字的文化史书，整合吸收
了历史学、文化学、宗教学、考古学、地理
学、民族关系史和古代战争史等众多领域的
研究成果，以大视野、新理念、全方位的书
写方式，建构起一个重现西域历史本真样貌
的史话框架，通过鲜活生动的文学描述，厘
定标示出西域作为游牧民族集体迁徙的天
堂，作为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波斯
文明、古中华文明的世界四大文明交汇之地
的浩瀚地域疆界及其丰厚深远的文化价值，
为我们洞开了一扇了解古西域数千年历史的
全景化视窗，是一部填补我国古西域人文历

史和历史纪实文学空白的鸿篇巨制，具有多
方面的史学意义与研究价值。

《大写西域》的作者在仔细查阅史料记
载和反复甄别民间传说的基础上，提出在西
汉西域都护府统辖范围内的绿洲城邦国家共
有48个，并将这48个国家诞生、发展、湮灭
的前世今生及其纠结复杂的爱恨情仇，分四
编进行了系统梳理和介绍。

第一编“丝路南道十一国”中，既有人
们相对熟悉的沉埋千年的绿洲神话楼兰、和
田玉的故乡于阗、“去胡来王”统帅的婼羌
国，也有充满神秘色彩的车尔臣河上的且
未、咸海塞人的小宛、沙漠中的小庞贝、走
不出于阗阴影的戎卢、“沙漠玫瑰”之称的
扜弥，还有搞不清方位的丝路城郭渠勒、在
“半夜鸡叫”中睡去的莎车以及由山东人创
立的城邦皮山……都是些能赋予你浩然正
气、蓬勃朝气、昂扬锐气的地方；第二编
“葱岭十国”，除了以汗血宝马闻名的大宛
国国体稍大外，其余多是袖珍型小国，如纠
缠不清的孪生兄弟“西夜与子合”，圣人不
到的地方乌秅、蓝天下的石头城蒲犁、“吉
卜赛人”的桃槐、藏在山间峡谷中的捐毒
等，各有各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流变，其乡野
风貌和民情习俗充满异域色彩和诗意想象；
第三编“丝路北道十一国”，有安卧在孔雀
河臂弯里的独特石头城尉犁，有俊俏如一抹
美丽胭脂红的焉耆，有小小尾巴国危须和曾
盛行乐舞与梵音的龟兹，也有为鸠摩罗什垫
背的温宿和依傍着一道狭长河谷的尉头以及
十字路口的绿洲疏勒，其丰富鲜活的文化活
动及庆典仪式，对当时世界的文明发展产生

过重要作用；第四编“天山十六国”，绘出
的则是人们闻所未闻的车师前国、车师都
尉、车师后国与车师后城长国、蒲类与蒲类
后国、卑陆与卑陆后国、东且弥与西且弥等
古国，小巧、瑰丽、精致却转瞬即逝。

为使读者对神奇的西域有一个相对系统
的了解，《大写西域》不仅在梳理四十八个
古国历史沿革的同时，对西域各国人情世故
和乡土风习进行了生动传神的介绍描述，更
花费了一番大气力去深掘细探西域文化的独
特价值。书中开篇以14幅原创地图对西域的
地理位置和所辖疆界进行了清晰标示，接下
来所写的48个古国，从楼兰、龟兹、于阗、
疏勒等史实相对丰满的“大国”，到仅有一
百二十五户的依耐和六百五十户的蒲犁等
“小国”，每章开篇都是班固《汉书》里的
相关记载，每章结尾都是该国小传，文中既
有对引证资料的注释，还有对疑难生字的注
音解释。无论注释或解释，既不取地摊小书
那些飞短流长耸人听闻的秘闻，也不趋象牙
塔尖庙堂式的高冷艰深，而是将西域置放于
广阔的世界视野下和浩瀚的时间长河中，以
纵横交错的历史视角，以抽象与具象、宏大
与细微、引证与生发、纪实与演绎、叙述与
抒情杂糅一体的雄劲笔致，借助丰厚的文史
档案、详实的文献考据与共识度较高的民间
传说互为参照印证，描述还原了一个个历史
古国，剖析诠释了西域独具特色的文化缘起
与发展流脉，梳理反思西域古国的兴衰更
替，发探考辨西域历史的本质真实，阐释评
估西域文明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

一如所有的历史回望都是紧扣现实需

要，《大写西域》“借古喻今”“借古鉴
今”“借古励今”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
要为提升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与自信力，
要为弘扬华夏文明中国国粹提供西域文化的
参照与借鉴。作者将自己对现实社会的观察
与体验，融通于历史古典的再创造之中，既
有对历史人物悲壮事迹的缅怀慨叹，也有对
现实文化困境的反思和批判。作者以悲悯体
恤的人文情怀，将时代文化与现代精神元
素，注入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民俗之
奇、人情人性之丰富复杂的描写刻画中，叙
史以高见、描状以生动、倾诉以诚挚、论人
以真知、说理以辩证，不仅写活了西域历
史，而且写活了西域的建筑胜迹和文化瑰
宝，那些旷野长风、蓝天绿洲、亭台楼榭和
鲜为人知的风俗民情、乡野轶事和民间传
说，都是浓缩的历史和文学的画幅，彰显出
情从史来、情文并茂，论从史出、史论结合
的独特魅力。

《大写西域》飞扬灵动而又贴切自然的
语言铺陈和排比、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法的
交织穿行，使这部文化史诗呈现出别样的诗
意美感。描述今天的新疆，“一道河床上沉
睡着一串村镇，一座沙丘下掩埋着一座古
城，一层文明下覆盖着一层文明”。形容历
史古城，“它的每一次露面都惊艳如虹，玄
妙如诗，美轮如画，遥远如梦。”行文走笔
杂树生花，既有山崩海啸的强猛之势，又有
细细吟哦的婉转之态，时而癫狂痴迷，时而
冷峻犀利，敞开了史书诗话的大胸襟、大气
魄、大格局。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一部鸿篇巨制的文化史书
——— 评高洪雷的《大写西域》

□于国鹏 孙先凯 报道
12月15日晚，省吕剧院“戏曲进校园”公益演出活动走进了山东财经大学，数百名大学生不仅欣赏了诙谐幽默的吕剧小戏《砖砖头记》和

经典传统吕剧《姊妹易嫁》，而且还有多位大学生获得机会走上舞台，与演员们面对面交流，零距离感受吕剧的艺术魅魅力。著名吕剧表演艺
术家、省吕剧院副院长焦黎（左一）客串主持人，邀请服装师一同上台，以现场互动问答的形式，耐心细致地为大学生们讲解戏服的特点、
讲究等。一位亲身体验了一把戏服感觉的女生感叹：“戏服真是太美了，戏曲不愧是民族文化的骄傲！”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山东省文化厅主办、山

东歌舞剧院交响乐团演出的“2017新年音乐
会”，将于2017年1月1日元旦之夜挥弓引
弦，在省会大剧院音乐厅奏响。

本次音乐会以“火红中国年 管弦颂新
春”为主题，音乐会上演奏的曲目全部为交
响乐精品，《节日序曲》《命运之力》序
曲、《乡村骑士》间奏曲、《西西里晚祷》
序曲、《波尔卡》舞曲、《蝙蝠》序曲、
《春之声》圆舞曲、舞剧《天鹅湖》选曲、
舞剧《胡桃夹子》选曲、《第五交响曲（命
运）第四乐章》等作品，曲目精典，乐彩纷
呈。这些作品体现了音乐作品的时空跨越和
审美特色，展示着交响乐特有的艺术风采，
一幅幅交响乐艺术的经典音画，将向省城观
众奉献一份高水准的演出盛宴。

山东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客座指挥、国内
知名指挥家杨又青担任本场音乐会指挥。

据介绍，本次音乐会是山东歌舞剧院交
响乐团落实省文化厅部署的“文化进万家·
共圆中国梦”城市惠民演出季和“齐鲁大舞
台”系列演出的具体措施，是乐团2017年元
旦春节期间举办“火红中国年”系列演出活
动中组成部分的首场演出，同时也是省直院
团艺术家奉献的2017年“文化惠民”超低票
价公益演出的开局首场。

山东歌舞剧院举办完这场音乐会之
后，将在2017年1月21日举办“新春民族管
弦乐音乐会”，并将在春节期间进行“奇
幻之旅现代乐团动漫游戏视听音乐会”
“文化下乡”“进社区进军营”等演出活
动。

山东歌舞剧院元旦

上演新年音乐会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山东美术馆安排部分省内艺术

家、美术馆界及画廊界专家等参观山东美术馆藏品库房，
展示山东美术馆在库房管理方面采取的标准化、科学化工
作制度措施及成果。怀着好奇之心去参观，走出库房的艺
术家们对藏品库房全国一流的收藏设施、温湿度恒定的保
存方式、严格缜密的管理程序赞叹不已，他们表示：“作
品被山东美术馆收藏、保管，很放心。”

为保证库房安全和维护库房环境稳定，山东美术馆有
严格的库房管理规定。仅以进库房为例，每次最多只能进
入5个人，进入库房门需要经过严格的消毒程序，穿戴统
一的防护服、鞋套，库房门的开合需要三名管理员的口令
和密码，等等。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山东工艺美术
学院教授于新生创作的《甲午海战》入围山东省重大历史
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并被山东美术馆收藏。他说，艺术创
作凝聚心血，每幅作品对艺术家本人而言都弥足珍贵，
“看到作品在美术馆的库房里被工作人员如此小心翼翼地
保管着，放在这里收藏、保存，很荣幸，也很放心。”

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济南市美术家协会主席韦
辛夷创作的《闯关东》，同样也是入围山东省重大历史
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并被山东美术馆收藏的作品。参观完
山东美术馆藏品库房后，他有感而发，针对艺术品收藏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当前济南民营美术馆和画廊
大多把重点放在中国画上，对油画的支持和关注不够，
“我认为无论是私人艺术收藏还是文化产业者的管理运
作，都应该做到多关注油画创作，平衡收藏结构。多关
注投入热情和生命进行创作的艺术家，鼓励支持年轻艺术
家的创作。”

山东美术馆馆长柳延春则表示，艺术品收藏是美术馆
的立馆之本。“建设好艺术品库房硬件设施，加强标准
化、科学化、人性化管理，打造艺术家信任的美术馆，让
艺术家信任、放心，才有可能吸引艺术家主动捐赠、放心
捐赠，逐步丰富美术馆的藏品体系，更好发挥美术馆在美
术研究、展览展示、文化传承及文化惠民方面的使命。”

作品放在这里，我们放心！

□王薇 报道
本报青岛讯 9月份以来，青岛市崂山区图书馆通过

购买服务的形式，先后联合青岛大学国学研究院推出“崂
山国学讲堂”每月一讲，联合青岛科技大学推出周六“悦
读课堂”等品牌活动。同时，每周六、周日少儿阅览室面
向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加大错时开放时间，打造未成年人
的第二课堂。这些活动深受广大市民欢迎。

崂山区文化新闻出版局不断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模式，
全面推进全民阅读工程。为扩大文化惠民受众面，让更多
的人热爱阅读，崂山区图书馆近期将再联合青岛如是邦文
化有限责任公司新推出“周末国学课堂”每周一课惠民活
动，引导不同年龄段的读者爱上阅读。

据介绍，崂山区重点打造24小时自助图书馆、总分
馆、流动服务点便民化公共图书服务体系，全面推进全民
阅读的深入开展，为社会公众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服务，
使公共图书服务广度与深度得到有效延伸。

首先，在全市各区市中率先建成24小时自助图书馆。
24小时自助图书馆集办证、借书、还书等功能为一体，内
有图书4000余册，市民只需凭借已注册的身份证就可享受
24小时全天候自助服务。

构建起通借通还的网络体系。崂山辖区内许多社区距
离中心城区较远，读者来往市区图书馆交通不便。为打造
方便快捷的图书借还网络，崂山区在完成与全市公共图书
馆网络对接的基础上，加快推进辖区内公共图书服务总分
馆制建设，在全区建成14个分馆，实现了市、区、街道、
社区图书通借通还，居民均可就近办证借阅。

把图书服务送到读者身边，全力打造“十分钟文化
圈”，充分满足读者的个性化、均等化的需求。为此，面
向区内部队、企业、学校、医院等建设了西韩小学、崂山
书院、创客大街等23个流动图书点，总计配送图书2万余
册。

此外，通过开展阅读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进社
区、进家庭、进军营等活动，积极倡导广大市民参与阅
读，打造“书香崂山”。

崂山区公共图书服务体系

建设推进“全民阅读”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15日下午，山东省作家协会网络文

学创作委员会在济南正式亮相。经过向有关专家广泛征求
意见和研究讨论，最终确定了高楼大厦（曹毅）、风凌天
下（张荣会）、周志雄、飞天（徐清源）等19人为省作协
网络文学创作委员会成员。

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杨学锋表示，山东省作协网
络文学创作委员会的成立，是山东网络文学发展历程中的
一个里程碑，它将成为省作协和全省网络作家之间沟通联
络的桥梁和纽带，对于今后省作协更好地开展各项网络文
学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希望网络文学创作委员会要牢固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义服务的根本方向，把培养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
为根本任务，密切关注现实，积极深入生活，打造文学精
品。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红勇表示，要坚持改革创新，建
立完善有利于网络文学繁荣发展的工作机制，建立完善一
系列有利于推动网络文学繁荣发展、促进网络作家成长成
才的工作机制，让更多的网络作家能够参与到全省重要的
文学工作和活动中来。还要加强人才建设，为网络文学繁
荣发展提供强大人才支撑。

山东省作协

成立网络文学创作委员会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作家出版社、山东省作协创作室、山

东师范大学中华文化传承与文学经典研究中心、济南市文
联、舜网联合主办的方远长篇小说《大河入海流》读者见
面会，日前在山东书城举办，百余名读者与作者方远以及
作家刘玉堂、刘玉栋，评论家贺立华等就《大河入海流》
展开热烈讨论。

方远是我省实力派作家，曾获首届山东省泰山文艺奖
（文学创作奖）等文学奖项。他的新作长篇小说《大河入
海流》七十余万字，以儒家的传统文化为创作之源，全景
式描写了以莱州（掖县）为历史背景的乡村百年变迁。

《大河入海流》

亮相山东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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