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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月2日、3日晚，山东省

吕剧院在百花剧院连续举办两场文化惠民演
出，表演《三拉房》《杨门女将》两台剧目。两场
演出均由青年演员担纲，他们的表演获得戏
迷们一致好评。省吕剧院院长蒋庆鹏表示，在
举办惠民演出满足群众看戏需求的同时，锻
炼培养年轻演员，为青年演员提供成长成才
的舞台，推动吕剧艺术的传承与弘扬。

这两场演出，是省文化厅推出的“齐鲁
大舞台”城市惠民演出季2017第一季的活动
内容，也是省吕剧院实习学员的汇报演出，
所以，剧目选择的是经典和好看的，两台
戏，一台是讲爱情故事的《三拉房》，一台
是战争题材的《杨门女将》；票价最低的惠
民价仅20元一张票；演员由青年演员担纲主
演，堪称“青春版”的新版本。从演出效果
看，一点也不差，全场喝彩声不断。尤其是
《杨门女将》，颇多武打的精彩画面，这在
吕剧中很难得，而且近年来这种类型的戏也
很少演，戏迷们也称看得很过瘾。

《三拉房》的故事很简单，两位主角张
文生和郭素贞是一对新婚夫妇。正当新婚燕
尔如胶似漆的甜蜜时光，张文生要进京赶考
求取功名，话说好男儿志在四方，郭素贞虽
有不舍也只得以大局为重，细细为丈夫打点
行装。三次送丈夫出门口，又三次拉回，细
细叮咛，这就是戏名《三拉房》的意思———
“三次拉回房”，表达了小夫妻难舍难分的
恩爱之情。

细节很生活，所以很容易引发共鸣。这新
媳妇首先担心的是，丈夫此去，如果金榜题
名，固然欢喜，万一自己成了秦香莲怎么办？
听到素贞的这份担心，文生自要剖白心迹，于
是发下大誓，算是给素贞吃了定心丸。

这才欢欢喜喜收拾行装。与文生一心想
着赶考不一样，素贞想得可叫细致。给准备
了三铺三盖；夏天的单衣也要准备几套；行
路走累了要歇歇，家里的太师椅是不好打到
行李里去，带个马扎正合适；鸡蛋本想给装
上200个，最终是装了150个——— 家里只还剩3
个，新媳妇禁不住有些埋怨母鸡不努力了！

还有细细叮咛，住旅馆不要睡靠墙的位
置，防备有贼人挖个窟窿偷东西；坐船时不要
坐在船头，自然也是防备有人图谋不轨有啥
谋财害命之举。张文生听了，果然是吓出一身

冷汗。最重要的是，路上要是遇到“花大姐”，
要赶紧绕道走，这个可是要切切地记住了。

就这样拉拉扯扯，三拉回房，该说的都说
了，最后素贞也实在找不到啥话好叮嘱了。文
生都不好意思了，脸红脖子粗地说，叫邻居看
见要笑话了。素贞这才悻悻放手，不过心里还
是不服气：笑话个啥，谁家遇到这事不这样！

饰演素贞的是任婧，她从山东省文化艺
术学校毕业后考入中国戏曲学院，目前正读
大四。当晚的演出，她的表演深受好评，唱
得好，演得也好。任婧说，在省文化艺术学
校的时候就学过《三拉房》，所以排演这出

戏并不难。“李萍老师又给予了很多指导，
毕竟刚开始学这出戏的时候，还很年轻，有
些内容也理解得不是那么准确。今晚的演
出，总体感觉很满意。就是又是舞又是唱，
演起来还是很累的。”

《杨门女将》则是一台战争题材的戏，
可以说是武打戏。这种类型的戏，近年来的
吕剧演出中还是很少见的。演员披挂整齐，
在舞台上一亮相，果然是英姿飒爽。《巡
营》《探谷》《大战》《凯旋》演下来，青
年演员的好身手，引得观众喝彩声不断。战
鼓雷动，场上两军交战，惊险的空翻，激烈

的枪战，双刀对打，场面煞是好看。杨门女
将的风采令人心下感佩。也展示了我省吕剧
后备人才培养的丰硕成果。

省吕剧院院长蒋庆鹏表示，省吕剧院积
极组织“齐鲁大舞台”城市惠民演出季的演
出，一方面是践行文化惠民、文化为民的价值
导向，努力把优质的演出带给观众，另一方面
也充分利用难得的演出机会，锻炼培养青年
演员，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成长、成才空间，“我
们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年轻人登上舞台，努力
培育出人才、出作品的好环境，传承吕剧艺
术，推动吕剧事业更加繁荣发展。”

省吕剧院惠民演出锻炼青年演员
为青年演员提供成长成才舞台

省吕剧院演出《杨门女将》剧照。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本报通讯员 殷 波

在刚刚召开的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潘鲁生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这是
对山东省文艺界以及中国民间文艺界专家人
才的肯定与鼓舞。

三十多年来，潘鲁生以民艺复兴为己
任，坚守田野调研，坚持学术研究，围绕我
国民间文艺发展命题，进行国家重大课题研
究，全面开展民间文化抢救、理论研究、教
育传承、创作实践和公益服务及文化推广，
体现了当代民间文艺家的文化使命和学术担
当。

坚守民艺田野，

推进民间文艺保护传承与发展

以留住中华民间文化的根脉为己任，潘
鲁生坚守田野，调研民艺，几十年来行走在
民间文化抢救与保护一线，抢救整理民间手
工技艺120余项，形成了1500余万字的文字资
料和16万幅图片记录，收藏民艺实物万余
件。

他率先提出“民间文化生态保护”理
念，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组织实施“民间
文化生态保护计划”，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宣
传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开展民间文化生态调
研，结集出版《民间文化生态调查》。潘鲁
生呼吁“抢救保护中国民艺”。他说：“衣
食住行里有老祖宗留下的文化，把它保护好
传给子孙后代，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新世纪以来，潘鲁生带领学术团队历时
十年开展“手艺农村”调研，完成《手艺农
村——— 山东农村文化产业调研报告》，在中
国美术馆举办“手艺农村”课题成果展，把
农民手艺带入国家艺术殿堂。“手艺农村”
命题的提出，回答了民间传统手工艺生产性
保护的可行性问题，提出了中国特色农村文
化产业的发展方案，进一步阐释了关于农村
文化生态建设、文化扶贫、传统工艺振兴、
农村文化产业发展以及乡土文化与当代生活
方式融合等许多深层次的文化问题，引起积
极反响。

坚定中华文化立场，

致力构建民艺学学科体系

从书斋走向田野，潘鲁生不断深化民间
艺术田野调研基础，他参与编纂《中国民间
美术全集》，荣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优秀成果”一等奖，并依托艺术史及田野调
研基础，进一步致力构建中国民艺学、中国
手艺学。

“对于我们这个有着悠久的手艺文化历
史、在现代化进程中又经历着急剧转型的国
家来说，手艺作为传承演进的活态传统、作
为本土文化谱系，亟须开展理论研究和系统
化的建构。”潘鲁生说，“民间手艺不能只
作为‘遗产’成为文献记录和博物馆的留
存，应该在演进、传承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仅就记录和留存而言也必须上升到理论的高
度，具有基于‘手艺’本身的历史和文化的
深度。”

潘鲁生就此深入剖析中国民族民间的文
化生态现状，把现实问题提升到学科体系的
层次，先后出版了《民艺学论纲》、《设计
论》等一系列专著，有关民间文艺理论研究
填补学术空白，荣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
奖”一等奖。

坚信中华工艺振兴理想，

开展民艺教学与文化推广

潘鲁生积极推进民艺学学科理论的实践
转化。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潘鲁生将民间
美术引入大学课程，参与筹建中国民艺研究
所，将民艺学引入大学教学与科研。

他致力推进大学民艺文化传承，全面推
动民艺专业及课程建设，开展展览文化交
流，建设传习基地，积极服务传承人培训，
促进民间艺人与大学师生双向交流。潘鲁生
寄望学生从浩瀚的民间文化海洋中找到灵
感，认为传统年画、民间故事、乡村手艺无
不有着巨大的延伸与转化空间，引导学生守
护文化根脉，并不断创作传递民族内在的文
化底蕴和精神象征。

同时，潘鲁生积极呼吁倡导实施中国民
间文艺“乡土教材”编纂计划，服务国民教
育体系建设，推动建立涵盖幼儿教育、中小
学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高等教育以
及社会传习的民间文艺国民教育体系。

他身体力行推进民艺文化的社会传播，
创办中国民艺博物馆，将数十年收集的民间
美术藏品常年向社会免费开放。上世纪九十
年代建馆以来，接待了从幼儿园、中小学生
到大学师生及社会各界群众的参观交流。潘
鲁生表示，“当代的艺术思潮非常活跃，生
活方式快速变迁，带来不少新的选择和变
化，但如果少了中华民间文化艺术的认同和
传承，将失去自己的土壤、传统和文化精
神，是一种很大的缺失。把自己的收藏放在
博物馆里向社会进行公益展出，要让老人们
从中找到记忆，在孩子们的心里埋下种子，
只要这根文脉不断，它就有传承出新的机
会，有自己的生机和活力。”

此后，潘鲁生又主持创建了中国民艺海
外视频网站“中国藤”，以纪录片及动漫形

式传播、弘扬中国文化及中国传统工艺，推
动中国民艺的国际传播与交流。

坚持民艺资源当代转换，

开展艺术创作与国际交流

潘鲁生注重汲取中华民间艺术语汇，探
索创作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艺术作品。

他扎根生活，行走田野，开展写生创
作，通过考察调研探索转换创作民俗题材，
发掘民间美术造型样式，阐释传播民间吉祥
文化，撷取丰富的民间美术符号和意象语
言，通过创造性地转化和意象式地表达，诠
释中国民间文艺的精神母题，创作了“门
神”“鲁班线”等一系列有深厚民间文化韵
味和生活基础、有鲜明艺术语言和风格的作
品，形成了新的意象境界和艺术空间。

潘鲁生运用纤维、金工、漆艺、陶瓷等
传统技艺，探索传统工艺、传统材料、传统
符号图式与时代艺术精神、艺术语言、艺术
风格的结合，创造性传承与创新性发展，作
品入选第七至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并作为“中法文化年”项目开展国际交流。

近年来，他将创作的触角伸向广袤的大
漠戈壁，以徒步考察、写生、临摹等方式记录
和表现丝绸之路千年积淀的文化视野、人文
精神、艺术意象。他认为，这不仅是向千年丝
绸之路上民间巧匠的礼赞，重新研究解读和
传承表现它的人文精神高度与艺术的风格，
也是回溯一支中国传统美术的文脉，把握其
中的生活热度和美学精神，寻找传统与当代、
民间匠心与民族创造的血脉联系。

在开展艺术创作的同时，潘鲁生积极探
索设计中民艺资源当代转化，在全运会视觉
形象设计、上海世博会山东馆设计中汲取中
华民艺元素、表达中华民艺精神，主导将传
统文化、民间艺术转化为当代设计语言，并
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共鸣。

潘鲁生的坚守与梦想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016年12月24日，山东艺

术学院第四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群泥面塑技艺培训班”结业作品展，在山东
省文化馆举行。此次展出100余位学员的作
品，以“仙猴献瑞，金鸡报晓”为主题，表
达了学员们迎接新岁、祝福国运昌盛、渴望
岁岁平安的美好心愿。

本次结业展遵循“以点带面”设计原
则，重点突出“琉璃烧制工坊”、“国运昌
盛”、“仙猴献瑞”三大板块。

“琉璃烧制工坊”组图板块以泥面塑技
艺艺术再现了山东淄博博山琉璃烧制工作的
场景，是不同非遗项目之间跨界融合的尝试。
传统泥面塑的表现主题多是有吉祥寓意的人
物、动物和宗教题材，如武将、仕女、儿童、十
二生肖和道释人物形象等，但都较少涉及现
实主题的创作。为提升学员的技艺水平，泥面
塑培训班大胆启动了现实场景创作思路，两

度奔赴博山琉璃生产企业采风调研，近距离
感受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琉璃烧制技艺的
风采。学员们按照创作设计进行了现场测量
和资料采集，按照统一的比例要求分别创作
了整个琉璃烧制技艺的工作场景。

在展厅近十平米的展台上，可以看到琉
璃烧制技艺从熔料、挑料、挑色到成型、取
件、保温工序的全过程，烧制工人滚动、拉
型、压型的动作，甚至剪、甩、吹塑的神态
都得到了生动展现，栩栩如生。那些特有的
工具，从大型的八卦炉、熘炉到小型的煤气
罐、粉料机，甚至桌椅板凳、剪子手套等工
具都进行了精心制作，极具现实感。为了更
好地完成这组大型作品，还专门邀请了博山

的烧炉师傅来现场对制作进行了指导，保证
了作品的严谨性和真实性。琉璃烧制技艺也
是山东艺术学院非遗培训计划的一项内容，
现在通过泥面塑的表现手法把两个非遗项目
结合起来，集文化记忆、历史再现和艺术创
作于一体，锻炼了学员的能力，推动了非遗
宣传，是在非遗保护传承和培训工作中一项
创造性的尝试。

“仙猴献瑞”板块，是由500多只猴组
成的大型装置。由于2016丙申年是猴年，因此
取猴子精灵活泼、调皮可爱的形象，用线集中
悬挂起来，在大圣统帅下，这些造型各异的猴
子仿佛是脚踩祥云从天而降，一派欢乐吉祥、
生机盎然的新春气象。泥面塑是中国传统的

民间艺术，也是今天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展览现场可以看到，传统的面塑突破了木
棍挑塑的形式，悬挂、粘贴，从平面到立体，又
从立体到平面，不仅充分利用了展示空间，还
形成了主题间的巧妙呼应。

“国运昌盛”板块，在特意制作的“太
湖石”展架上，人物、动物、仙桃等错落有
致，生动自然。既有古色古香的雅致韵味，
又不失简洁硬朗的现代感，令面塑作品增色
不少。泥塑的粗犷豪迈，面塑的细腻柔和，
在现代灯光、展台和精心的空间设置下，艺
术特色得以突出，一改陈旧老套的面貌，焕
发出夺目的光彩，甚至和那些当代艺术作品
相比都毫不逊色。

山艺泥面塑技艺培训班学员结业作品展出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1月5日讯 今天，正逢农历“腊八节”，自

腊八过后也就逐渐进入了“新年”的节奏。今天来山东博
物馆参观的观众，也有机会真正体验一回“传统腊八粥”
的制作过程。同时，“山东博物馆里过大年——— 金鸡迎新
春”年俗体验系列活动也就此拉开了帷幕。

从今天制作腊八粥开始，山东博物馆将推出八大系列
亮点活动迎新年。

一、做一碗纯正的山东腊八粥
今天下午，在山东博物馆民俗体验区，游客们不仅亲

眼看到了“传统腊八粥”的制作过程，还有机会亲身体验
一下各道工序。

在山东最具代表性的名门望族当属孔府了，在“孔府
食制”中，规定了“腊八粥”分两种，一种是用薏米仁、
桂圆、莲子、百合、栗子、红枣、粳米等熬成的，在盛入
碗里后还要加些点缀的“粥果”，主要是用水果雕刻或镂
孔成的各种图形，非常漂亮。而另一种是用大米、肉片、
白菜、豆腐等熬制的。

现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孔府食制”的制作工艺和操
作流程，展示从原料精选、淘米、架锅、开火，到煮粥、
盛粥、喝粥的腊八粥制作步骤。现场参加活动的观众还能
亲身体验整个制作腊八粥的过程，通过一粒米、一瓢水的
辛劳，感受山东年俗中蕴藏着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内涵。

二、志愿者的新年祝福
在山东博物馆展览、活动第一线，一直活跃着志愿者

们的身影。据介绍，一年来，志愿者为观众开展展厅服务
讲解千余场次。

1月8日下午，山东博物馆志愿者团队将为广大观众呈
现一场展现面貌、展示风采的汇报演出，传递志愿精神，
传递爱心。

三、文化惠民走进菏泽
1月18日，山东博物馆“流动博物馆”将走进菏泽定

陶区杜堂镇盛庄村，现场为村民们书写新春楹联并送上新
年祝福。

同时，在“山东博物馆镇馆之宝”展览现场，专家也
将细心为群众进行讲解，让他们了解博大精深的齐鲁文
明。另外，由山东博物馆特别策划的“年画制作”、“钺
来钺好—亚丑钺布包制作”、“咫尺千年”等教育活动，
也将为当地青少年带去最快乐的博物馆体验。

四、“小年”开始每天都有快乐主题
从小年开始，山东博物馆将为观众每天准备一个“忙

年”主题活动。
1月20日，举办“文化惠民，春联送福”活动，山东

博物馆将邀请书法专家现场为观众书写春联。
1月21日，举办“蒸蒸日上的年味——— 胶东巧饽饽制

作”活动，将邀请制作大饽饽的传统艺人与观众一起制作
大饽饽。

1月22日，举办“金鸡起舞，年画送福——— 木板年画
制作”活动。

1月23日，举办“接福纳祥——— 拓印‘福’字”活
动。

1月24日，举办“吉祥如‘衣’——— 纸艺汉服制作”
活动。

1月25日，举办“紫燕金鸡迎新春——— 剪窗花”活
动。

1月25日、26日，也就是腊月廿八、廿九，举办“总
年结语——— 抄写《论语》”活动，孔子学堂准备文房四宝
和《论语》名句描红，观众们可以现场体验。

五、展示文物保护修复技艺
1月下旬，将举办《匠心神韵——— 山东省文物保护修

复技艺展》。展览将以青铜器、纺织品、书画为主，展示
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技术，穿插展出全省既往可移动文物
保护修复工作管理、成果、人才培育等方面成绩，以及未
来前景。

同时，还将举办“‘洗书'望外”的互动体验活动。
山东博物馆古籍收藏数量多、质量高，具有专业的古籍书
画修复力量。观众可以现场体验古籍修复工作，与博物馆
文物修复师互动，并亲自动手将修复“清洗”好的书页装
帧成册。

六、感受“春节天天乐”
春节期间，自正月初三，即1月30日起，山东博物馆

将正常向公众开放。在接下来的四天春节假期里，每天都
将开展一个快乐主题活动。

1月30日，开展“祈愿——— 抄写《论语》”活动。1月
31日，举办“五彩缤纷‘年’——— 绘制泥叫虎”活动。2
月1日，正月初五，汉族民间传说是财神的生日，当天将
举办“财气临门——— 制作财神木板年画”活动。2月2日，
举办“‘钺’来‘钺’好——— 创意亚醜钺”活动。2月2
日，举办“金鸡到，苇灯俏——— 制作苇子灯笼”活动。

七、不一样的元宵节
从即日起到2月9日，向公众征集具有原创性、文化

性、趣味性的谜语，充分挖掘和运用山东历史、社会、人
文、自然方面的文化元素或博物馆元素，倡导健康欢乐幸
福节俭的节庆风俗。本次征谜活动还将评选出一、二、三
等奖共100条谜语。

接下来，2月11日，正月十五，将举办猜灯谜活动，
共同感受正月十五的乐趣。

山东有的地区有正月十六提灯开学之说，学生提着灯
笼走进学堂，有老师为其点燃，寓意照亮前程。2月12
日，将举办“照亮光明前程的祈愿——— 灯笼制作”活动，
一起制作灯笼，照亮前程。

八、古琴名家奏响新春古曲
高山流水遇知音，一曲广陵散，再奏待何人？2月18

日，将举办“中国古琴名家名曲品鉴会”，邀请全国十大
顶级古琴演奏家现场表演。

到山东博物馆体验年俗

迎接丁酉鸡年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2016年12月28日，山东美术馆向山东银座英才幼儿园

捐赠了200本儿童画册和5件国画作品。随后，参加活动的
艺术家还与孩子们进行了现场互动，共同完成了4件绘画
作品。图为艺术家徐康(左一)、李亚桃(左三)与小朋友现
场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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