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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山东美术馆、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主

办，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山水画艺术委员会承办的“墨舞齐
鲁风”中国画年度展——— 山东省首届山水画学术大展，1
月6日至15日在山东美术馆举行。展览展出能够代表山东
当代山水画创作最新成果和艺术水平的山水画作品130余
件。

据介绍，“墨舞齐鲁风”中国画年度展是山东美术馆、山
东省美术家协会共同打造的中国画展览品牌。根据计划，每
年度将根据中国画题材艺术分科，分别举办中国画山水、人
物、花鸟单项展览，以起到推动全省美术创作，繁荣中国画
艺术发展，集中展示每年度美术创作最新成果。

2016年，“墨舞齐鲁风”中国画年度展从山水画大展
率先启动。从年初的宣传发动、到年中的组织创作、再到
年底的照片与原作两次评审，通过展览组委会的精心筹备、
以及全省山水画家的广泛参与，展览征稿活动启动以来，大
展组委会先后收到社会各界报送的丈二横幅、八尺横幅参
评作品700余件,评选出入选作品173件，展出作品130件。

山东美术馆学术研究部主任李生认为，评选出的170
件作品，代表了当前山东山水画创作的基本特征和面貌。
首先，这些作品立足传统根基、体现了中国画的审美特
征。笔墨是中国画的本质特征和生命线，凝聚了数千年积
淀的中国美学成分。入选作品大多从传统笔墨语言入手，把
握中国人审美心理最合适的表征，反映了山水画家对传统
艺术的尊重。其次，这些作品的绘画技法、语言的多元。入选
作品表现形式多样，涵盖了工笔、写意、综合材料等多种技
法。在画作中，既能看到北派山水的雄浑苍劲，也能领略南
派山水的清丽秀润，更有部分作品，用中国传统水墨形式体
现现代人文精神，表现出当代艺术家对创造精神的不懈追
求。第三，这些作品多出自写生，体现了艺术家摒弃闭门
造车，贴近生活、贴近人民、贴近现实的创作状态。

山东省美协主席张志民评价说，山东是山水画创作大
省，在全国山水画界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众多山水画家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逐渐探索出一条具有时代感、地域
性和鲜明艺术风格的山水画创作新路。“此次展览集中展
示了近年来全省山水画创作的最新成果，将进一步提升山
东山水画创作学术水平、扩大山东山水画在国内外的影响
力，促使山东山水画创作出更多具有中国气派、反映山东
精神的优秀作品。”

省文化厅副厅长张桂林表示，由山东美术馆、山东美
术家协会共同打造的中国画展览品牌“墨舞齐鲁风·山东
中国画年度展”，“将进一步繁荣山东国画艺术发展，打
造出一个立足山东的权威性、导向性、常态化的国画精品
展示平台。”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1月20日至2月27日，山东将迎来“山东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月”，这也是我省第二个
非物质文化遗产月。今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月正逢春节。省文化厅副厅长李国琳介绍，
其间，我省将举办系列丰富多彩、群众喜闻
乐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活动，努力为全
省人民奉上一道丰厚的节日文化大餐。系列
文化活动将展示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
护的理念和成果，主要内容包括系列活动的
启动仪式、齐鲁非遗之旅摄影采风、振兴传
统工艺互动体验等，全省各市组织的活动达
400余项800多场。

16个非遗项目荟萃启动仪式

今年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的活动，将
于1月18日在历山剧院举办一个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的活动，将年货大集、民歌、民间
舞蹈、戏曲、曲艺、杂技、联唱集于一体，
来自全省各市和省直单位的20多名非遗传承
人和200多名演员，将表演《山东梆子腔》
《阳关三叠》《加鼓通》《草帽》等11个节
目，涵盖泰山皮影、山东快书、鲁西南鼓吹
乐、杂技、螳螂拳、山东琴书、海阳大秧歌
等16个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全方位展示我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和非遗保护传
承取得的丰硕成果。

非物质文化月期间，还将开展齐鲁非遗
之旅摄影采风系列活动。这项活动由省文化
厅、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山东省女摄影家协
会共同主办。省女摄影家协会会员将参加省
文化厅组织的非遗月系列活动，开展专题采
风并做好影像记录，适时举办山东省非遗保
护成果摄影作品展。最后，还将编辑出版山
东省非遗保护成果摄影作品画册等。

与群众互动体验传统工艺

第二个“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月”期
间，省文化馆、省京剧院、省柳子剧团、省

吕剧院、省艺术研究院都将举办相关非遗演
出、展演活动。有些演出活动已经先期开
展。

省直非遗传承保护单位都拿出看家节
目。1月6日，省柳子剧团来到章丘辛锐中
学，演出柳子戏《青山作证》。《青山作
证》是以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为历史背
景，革命先烈“辛锐”为人物原型的历史事
件改编而成的，旨在警醒人们“以史为鉴、
不忘国耻”。章丘辛锐中学是柳子戏艺术传
承演出基地，所以，这场演出由山东省柳子
剧团的演员和辛锐中学的同学们联袂登台。
1月10日、11日，省柳子剧团还先后来到历城
第三小学、历城三中，分别表演柳子戏《玩
会跳船》和《五台会兄》。《玩会跳船》和
《五台会兄》都是柳子戏优秀传统折子戏，
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剧目，其独有的艺术特色
赋予了剧种唯美典雅的气质，通过此次面对
青少年观众现场展示，传播推广我国古老非
遗艺术。

省京剧院将在梨园大戏院举办迎新春京
剧演唱会、京剧折子戏专场，还将上演《锁
麟囊》《望江亭》等经典剧目。省吕剧院将
在百花剧院演出《李二嫂改嫁》《王定保借
当》《打金枝》等备受观众欢迎的吕剧大
戏。

其中，我省还将在省文化馆举办潍坊风
筝专题展、振兴传统工艺互动体验、非遗故
事会、迎新春灯谜会和元宵佳节文艺演出等
活动。省文化馆副馆长徐永生介绍，振兴传
统工艺互动体验活动，将于1月20日在省文
化馆举办，邀请与春节文化密切相关的8个
省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涉及年画、剪
纸、面塑、挂门笺、布玩具、木雕等，展出
代表性作品300余件，“采取传承人现场制
作表演讲解，观众亲身体验，展示传承人的
高超技艺，营造浓厚的传统节日氛围，大力
宣传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

此外，2月10日，省文化馆还将在中庭
院和西庭院分别举办迎新春灯谜会和元宵佳
节文艺演出。灯谜汇集知识性、趣味性为一
体，展出谜语1000余条，有传统的字谜、成
语谜、歇后语、生活常识、民俗等，答对者

都会获得一份精美的非遗奖品。元宵佳节文
艺演出节目均为馆办文艺团队精心挑选，包
括曲艺、相声、少儿舞蹈、合唱等多种艺术
形式。

全省各市举办活动800余场

全省各市也将举办精彩纷呈的非遗活
动。据初步统计，全省将举办各类活动800
余场，观众将超过1700万人次。

比如，济南市将举办“工匠精神”济南
非遗民间手工艺精品展、曲艺专场、传统戏
剧专场、民间音乐专场演出等。“工匠精
神”济南非遗民间手工艺精品展，将在济南
市群众艺术馆非遗展厅举办，从1月16日一
直持续到3月16日，展出传统美术、传统技
艺等代表性非遗项目作品近200余件，不仅
展示传承人高超的技艺，更着重展现他们扎
根于民族的“工匠精神”。“高高兴兴过大
年——— 传统手工艺展示+体验”活动，邀请
济南面塑、济南结艺、泥塑兔子王等20余项
市级代表性非遗项目，进行展示。活动不仅
可以欣赏到传承人精致的作品，还可以让市
民有机会与传承人零距离接触，亲自动手体
验制作简单的工艺品。

青岛市将举办第八届楹联书画大赛、
2017青岛民俗文化大拜年、全市剪纸大赛、
非遗展示等活动。青岛市市南区将举办第三
届花样馒头制作大赛，征集民间传统面点高
手，现场制作、展示花样馒头、传统馒头、
创意馒头，让居民传习“过年做馒头的春节
习俗”，共同感受欢乐祥和的喜庆氛围。

淄博市将举办2017中国淄博花灯艺术
节、五音戏优秀剧目展演等。花灯艺术节包
括2017新年文艺晚会、2017中国淄博花灯艺
术节大型灯展、“梦幻张店”灯海游、“缤
纷张店”扮玩巡游活动、“乐响张店”锣鼓
展演、“迎新春”送春联、书画活动、“翰
墨迎春”书画作品展、“非遗贺岁”活动等
群众喜爱的文化活动。五音戏优秀剧目展
演，则把五音戏传统剧目《王小赶脚》《拐
磨子》《亲家婆顶嘴》《清风亭》《鸳鸯戏
水》《姊妹易嫁》等优秀剧目关进社区、送

戏下乡。
此外，枣庄市将举办非遗项目“柳琴

戏”下乡演出，烟台市将举办烟台剪纸精品
展，潍坊市将举办2017中国木板年画精品联
展及传承与创新高峰论坛，济宁市将举办
“非遗过大年 寻味老济宁”系列活动，泰
安市将举办山东梆子戏、泰山皮影戏展演展
示系列活动，菏泽市将举办13场“非遗”迎
春过大年戏曲演出等，活动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

■相关链接

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显著成
效。

一批珍贵、濒危、具有重要价值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得到有效抢救和保护，名录
体系和传承机制不断健全，生产性保护和整
体性保护不断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设
施和数据库建设不断完善，全社会共同参与
非遗保护的良好氛围逐步形成。

目前我省共普查各类非遗线索110多万
条，共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人类非
遗代表作名录”项目8个，国家级名录173
项，省级名录751项，市级名录2509项，县级
名录7513项。

我省现有国家级传承人52名，省级传承
人309名，市级传承人1617名，县级传承人
4339名，全省有1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即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有曹州文
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等9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被文
化部命名为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
地，共有德州扒鸡集团等省级非遗生产性保
护示范基地31个。

截至目前，全省共有各类传统工艺类企
业和经营业户92000多家，年营业收入810多
亿元，利税92亿元，直接从业人员230多万余
人。

先后于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
成功举办了第一、二、三、四届中国非遗博
览会，交易额均突破400亿元。

“非物质文化遗产月”再展山东非遗风采
各类活动达400余项800多场

□ 孙先凯

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商
贸之路，同时还是文明交流碰撞和融会之
路。当下“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也离
不开文化的助力。近日，推进“一带一
路”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文化部“一
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
年）》，为贯彻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绘就
了文化交流与合作的路线图。

在“一带一路”建设定位中，我省青
岛、烟台等沿海城市港口将成为“一带一
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
头兵和主力军，中西部地区则更加注重参
与丝绸之路建设。作为在海外有着广泛深

远影响的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历史文化资
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我省应主动担当，积
极参与“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

据笔者了解，目前我省在对外文化交
流中已经与全球各地8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了文化交流合作关系，其中，以东盟国家
最为密切。也形成了“中国山东文化周”
等对外文化交流品牌。笔者认为，在主动
参与“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的过程
中，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形成山东
文化品牌。还要注重发挥多种社会力量的
优势，尤其是文化产业的魅力。同时，在
这一过程中还要注重现代转化，将山东文
化资源的优势转化成文化实力的优势。

去年10月，我省与文化部签署了共建
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的合作建设协议，
将由山东高速集团承建位于“一带一路”国
家塞尔维亚的中国文化中心。该中心融入中
国山水画的设计元素，建成后将成为一个富
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地标。据了解，贝尔格莱
德中国文化中心建成后将以高水平的文化
艺术活动服务当地民众，使之成为塞尔维

亚人了解中国、了解山东的窗口。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并非只是体现

在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上。笔者认为，还
应体现在政府主导的、具有山东文化特色
的交流活动上。目前，我省在对外文化交
流过程中，就注重将山东特色的剪纸、年
画、碑刻拓片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到国
外，形成特色鲜明的“山东文化周”活
动。更深一步，儒家文化在东亚、中亚文
化圈中影响颇深，我省应注重儒家文化的
挖掘和阐释，融入当地孔子学院的建设，
展示原汁原味的儒家文化，形成对外文化
交流的山东特色。

除了政府的主导，我省在参与“一带
一路”文化发展行动中还要注重发挥社会
力量的积极性，尤其是调动文化企业出口
的积极性。笔者了解到，近年来，我省文
化产品出口稳步增长，多家文化企业入选
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比起政府主导的
文化交流，文化产品的出口更彰显出文化
吸引人的魅力。

去年，由山东出版集团设立的第25家

尼山书院落户苏格兰，并向海外图书市场
发布《论语诠解》英文版。山影出品的多
部电视剧在海外发行取得突破性进展，真
正做到了走出国门。电视剧《伪装者》版
权销售至欧洲、澳洲、日本等；电视剧
《琅琊榜》也登上了香港、澳门、台湾、
泰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荧幕，收获
了众多的粉丝。图书、电视剧等文化产品
出口至“一带一路”国家，说明我省文化
产品在这些国家得到认同。在今后参与
“一带一路”文化发展活动中，还要注重
调动更多文化企业的积极性，将自己的拳
头文化产品出口到国外。

然而，在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
“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中，并不是将自己
的特色文化、文化产品展示给其他国家那
么简单。文化交流，还要避免只顾讲自己
的故事而不对其进行现代转化的弊端。我
省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只有进行现代转
化，找到适合“一带一路”国家表述的方
式，才能形成真正的文化吸引力和文化软
实力。

“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应注重现代转化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月6日，由青岛市市南区

文化新闻出版局、市南区档案局（馆）等单
位联合打造的《青岛（市南）艺术人文视频
杂志》正式上线。这是市南区依托移动互联
网平台，首创的一档艺术人文视频期刊，开
创了“互联网+”文化新模式。

该视频杂志致力于收集、整理、挖掘、留
存在青岛有居住、工作、生活、学习经历的艺
术名家及其作品，以图片、视频、文字资料的
形式，讲述其艺术成长轨迹、艺术创作的心路
历程，全景记录青岛文化演变史。

目前，视频杂志已经完成晏文正、张白
波、徐仲平、曹茂恩、许雅柯等30位书画
家、武术家、版画家和陶艺家微纪录片的制
作，并通过“青岛（市南）艺术人文视频杂
志”微信公众号定期陆续播出。

青岛艺术人文

视频杂志上线

□记者 卢鹏 报道
 1月11日，济南市天桥区大桥街道办

事处，“天桥区少年宫大桥分宫校外艺术教
育汇报展示活动”上，小演员们表演了舞蹈
《相亲相爱》。为给黄河以北的孩子们搭建
学习艺术专业的平台，天桥区于2016年初成
立天桥区少年宫大桥分宫，岁末年初，学有
所成的孩子们在黄河北演出了精彩的歌舞、
器乐等节目。

省首届山水画学术大展

在山东美术馆举行

齐鲁大舞台

城市惠民演出季演出安排
1月16日至22日
1、1月18日、19日19：30，山东省吕剧院在历百花剧

院演出吕剧《王定保借当》。
2、1月18日19：30，历山剧院演出“一方水土一方

人”2017山东省第二届非遗月启动仪式；1月20日19：30，
历山剧院小剧场演出《历山艺享汇》相声专场。

3、1月19日、20日19：30，山东省京剧院在梨园大戏
院演出京剧《小商河》《李逵探母》《武家坡》及《迎新
春京剧演唱会》。

4、1月21日19：30，山东歌舞剧院在省会大剧院音乐
厅演出“2017山东新春民族音乐会”。

5、1月21日10：00、15：00，山东剧院演出儿童剧
《游乐园奇遇记》。

6、1月21日、22日10：30，山东省话剧院在省话亲子
剧场演出儿童剧《青蛙王子》；1月21日10：00、15：30，
在JN都市实验剧场演出儿童剧《爱丽丝梦游仙境》。

7、1月22日15：00，济南儿童艺术剧院在省会大剧院
演艺厅演出儿童剧《假话国历险记》。

8、山东美术馆继续举办：无所容形——— 美国术家当
代绘画作品展；1月19日至2月19日，举办艺彩新锋——— 山
东美术新人新作展(2016)年度精品展；1月20日至3月19日，
丹青贺岁·回家过年——— 中国当代山东籍著名画家作品
展。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1月11日，两位小观众正在山东博物馆《非洲野生动

物大迁徙展》展厅内查看资料介绍。《非洲野生动物大迁
徙展》是山东博物馆的常设展览。展览以大型实景的方式
生动再现了非洲野生动物大迁徙这一生物界的壮丽史诗，
让观众感受到非洲大陆的狂野之美。展出的珍稀动物标本
共有百余个门类、总计300余件，包括非洲象、河马、犀
牛、非洲狮及尼罗鳄等多种大型珍稀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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