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责任编辑 张西可
大众文化QQ群：１１３９７９１８９

2017年3月17日 星期五 第244期

热线电话：(0531)85193604 Email：xike777@126 .com 9

艺术创作立足于民族才能走向世界

●“艺术创作需要有个性、独立性，要立足于民族才
能走向世界。”

——— 艺术家韩美林说。以爱与和平为主题的韩美林作
品全球巡展在巴黎开幕，展出的约300件绘画、雕塑等形
式丰富的艺术作品获得法国观众赞赏。“展览之所以能受
到外国观众好评，在于其创作吸收了中国的传统艺术、民
间艺术、远古艺术，并取西方艺术之所长成为艺术‘混血
儿’。艺术创作不能千篇一律，要立足于民族才能走向世
界，走进外国受众心中。目前中国美术创作面临题材陈
旧、缺乏个性等问题，需要加强艺术教育，使创作走到时
代前面，才能走向世界。”

艺术创作扶持要强调精准性

●“在文化艺术创作类项目的扶持中，要充分尊重、
发挥艺术家、专家的作用，听取相关意见，坚决杜绝‘拍
脑袋’项目。同时，要注重艺术作品的社会效益、经济效
益，设立考核目标、严查资金的使用效益。”

——— 北京京剧院一团团长王蓉蓉说。“艺术创作需要资
金的保障，而资金能否精准地投放于艺术创作项目，能否用
好、用对是关键。财政资金的投入要突出重点，向能够弘扬优
秀民族文化、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品倾斜，向优秀创
作人才和尖子演员倾斜，不能粗犷投放，否则就难以生产出无
愧于时代的作品。要重视对文艺作品创作、演出特殊规律的研
究，拿出既符合规矩又符合规律的可行办法，解决‘一刀切’管
理带来的困扰和实际问题，使资金发挥更大作用。”

（孙先凯 辑）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1月18日晚，鲁西南鼓吹乐、泰山皮影
戏、杂技等20多个国家和省级非遗项目的代
表性传承人师徒携手登台，拉开了“一方水
土一方人”2017年“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月”的大幕。

自2015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山东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中规定，每年的农历
腊月二十三至次年的二月初二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月”，将利用传统节日相对集中的时
间，开展多种形式的展示活动，以推动非物
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

800多场非遗活动提升知名度

1月20日是中国传统小年，在家家户户
备年货祭灶之际，省文化馆举办了“振兴传
统工艺互动体验”为主题的小年活动，活动
现场热闹非凡。

郯城挂门笺、曲阜楷木雕刻、潍坊布玩
具、齐笔制作技艺、平度面塑、济南剪纸、
章丘黑陶、东昌府木版年画8个传统美术传
统技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集聚一堂，
非遗传承人不仅向观众展示各种绝活，还手
把手教大家体验制作过程。

传承人现场精彩的表演和耐心的讲解，
尤其吸引了孩子们的围观。“这次活动让孩
子大开眼界，感受到我们传统工艺的工巧智
慧。”家长王永华认为，“最大的好处就是
让一直生活在城市中的孩子能有机会接触到
传统年俗，不要把祖辈传下来的东西都丢

掉。”
2月4日至10日，山东省图书馆尼山书

院在济南大明湖景区举办非遗民俗体验周
活动。泉城兔子王、杨家木铺、胡氏古
船……一批极具山东特色的非遗项目及传
承人亮相，吸引了众多孩子及家长参与体
验。来济南旅游的河南游客张靖表示，非
遗是一个地方典型的文化符号。“通过参
与非遗体验，我们对山东深厚的文化底蕴
有了更加具体的理解和认知。”

据统计，自1月18日起至2月27日结束，
我省第二个“非遗月”期间全省各市共举办
超过800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活动，观
众超过1700万人次。各种非遗项目借春节假
期集中亮相，为节日增添喜庆气氛的同时，
也增加了非遗项目自身的知名度。

研究和保护并举让非遗传下去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月”启动仪式的演
出现场，《加鼓通》和山东民歌联唱《沂蒙
山小调》《裁单裤》《包楞调》这两个民歌
类的节目格外引人关注。一方面是它们的唱
腔独具特色，另一方面还是因为它们不太为
人们所熟悉。

这两个节目的提供单位是山东省文化
馆，其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民歌的保
护单位，依托自身专业性强的优势开创了一条
研究和保护并举的非遗传承保护的道路。据山
东省文化馆馆长王衍良介绍，山东省文化馆已
经对《纺线线》《绣荷包》《沂蒙山小调》
《对花》《赶牛山》《包愣调》等20多首民歌

进行了乐谱录制及录音录像，“在田野调查的
基础上，通过对山东民歌的历史源流、音乐形
式、曲调的分析及对音乐价值、文化价值的阐
释，掌握了大量珍贵的资料。”

去年12月，山东省文化馆联合中国艺
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山东师范大学音乐
学院完成了对郯城地区民间音乐现存的鲁
南五大调音乐本体音响资料等方面的采录
与收集。对鲁南五大调全部曲牌的原始民
歌演唱与伴奏资料以及访谈进行了录音和
录像，还收集到了郯城五大调两位非遗传
承人柏文泰、杨新儒所收藏的老曲谱以及
珍贵资料。

截至目前，山东省文化馆现已挖掘整理
山东民歌40余首，传统舞蹈30多个。“通过
组织‘山东省传统舞蹈复原工程’和‘山东
民歌复原录制工程’，基本摸清了多个民间
舞蹈和民歌非遗项目的生存状态，一些濒危
的传统民歌和舞蹈正重焕生机。50余万字的
《山东传统舞蹈志》已经出版，为民歌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留下了宝贵的资
料。”王衍良介绍说。

非遗项目走上生产性保护道路

1月27日农历除夕，布老虎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孙秀兰还在忙着赶制发往
南方的订单。“腊月里订单多，格外忙，我
和合作户都快忙不过来了。”孙秀兰说。
“我们当地有做布老虎的习俗，简单培训一
下就能很快找到合作的人手。”孙秀兰告诉
记者，帮忙做布老虎的都是街坊邻居，基本

上都是赋闲在家的妇女。有时候每天能有二
百元的收入，已经算得上可观。“虽然说不
上是带领大家致富，但也能让大家通过我们
当地的非遗项目找到一点活计。”

除了制作布老虎的孙秀兰，我省有越
来越多的非遗项目走上了生产性保护的道
路。有一些非遗项目更是顺应“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趋势，走上了产业化的
快车道。威海大地食品有限公司与淘宝众
筹联合发起了“非遗众筹项目”上线活
动，仅胶东花饽饽就有6806人下单。泰山
皮影艺术研究院依托泰山皮影戏，成立了
北京皮影范文化发展管理公司，实行众筹
模式，吸引社会投资。高青老粗布实行实
体店销售与网络销售同步，产业集群由原
来的两三人家庭纺织发展到今天的四五十
人群体纺织，超万名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
就业。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省共有
各类传统工艺类企业和经营业户9 2 0 0 0多
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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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文化厅
副厅长李国琳认为，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有
利于增强非遗的自身活力，推动其更紧密
地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更有利于促进
文化消费、扩大就业，促进非遗保护与改
善民生相结合，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

下一步，我省将加强对重点企业和生产
性保护集群的养成和培育，发挥示范效应。
实施非遗惠民工程，为民俗技艺融入现代生
活提供平台。

800多场活动打响“非遗文化月”品牌

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 孙先凯

近日，在2016年度山东省对17市经济
社会发展综合考核群众满意度电话访问
中，东营市群众文化生活情况得分高出全
省平均水平，并且成为东营市所访问的六
项内容中得分最高的项目。文化工作做的
好不好，群众的回应最真切。

怎样才算搞好了文化工作？在总结之

时，有的地方讲出了好的故事，有的地方
列出了有说服力的数据。成绩表述出来
了，但实际效果是怎样，是不是脱离了受
众的实际而陶醉于“自卖自夸”的自我语
境？笔者认为，文化工作要避免陷入自我
语境，就要求文化工作实际要切合受众需
求，也要求在工作中倾听来自受众的声
音，建立互动调整机制。

文化工作摆脱自我语境，要从受众实
际出发。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部分，文
化工作有的公益属性体现在要满足广大群
众的需求。戏曲、曲艺、舞蹈、美术……文化
工作者掌握多种类型的文化服务形式，但哪
一种是受众所需要的，还需要从实际情况出
发。比如，在我省的鲁西南部，群众喜欢梆子

戏要多于京剧、吕剧等戏曲；在城市，高雅的
交响乐、歌舞剧等需求量大。文化工作需要
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社会文化背
景选择文化工作的重点。不能只讲自己推出
的文化工作，而不管到底合不合适，受不受
欢迎。

文化工作摆脱自我语境，要畅通评价
反馈渠道。文化工作结束，效果如何向来
容易被遗漏。只讲工作而不重视效果，只
谈成绩而不重视反馈，相当于工作只完成
了一半。了解文化工作做的好不好，接下
来如何保持和改进，畅通的反馈渠道和科
学的评价机制必不可少。现在，某些地区
已经开始引入第三方机构对文化工作进行
评价。笔者认为，文化相关单位应与第三

方机构合作优化评价机制，使其更符合文
化工作的特点，更能反映群众对于文化工
作的需求和意见。

文化工作摆脱自我语境，要建立互动
调整机制。“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文
化工作中的失误和缺点，在通过评价机制
反馈出来后，更重要的是要进行适当的调
整。在某地文化馆的下乡辅导中，文化辅
导员带去的歌舞辅导并没有当地群众所急
需的广场舞辅导受欢迎。当地文化馆了解
到这一情况后迅速调整工作方案，及时纠
正之前工作中的失误。在不断反馈和调整
中尽最大努力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才能
让文化工作摆脱自我语境，达到普惠的公
益性。

文化工作要摆脱自我语境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白雪公主和小矮人、唐僧师徒、活佛

济公，这些传说故事中的人物怎么才能齐聚一堂呢？3月
11日，在山东省文化馆里的“山东非遗传习大课堂”上记
者找到了答案。在“山东非遗传习大课堂”之莱西木偶戏
体验活动现场，来自青岛莱西大汉偶歌木偶艺术团的展
曼曼和赵依婷，手把手地教参加体验课的小朋友如何让
杖头木偶、提线木偶、布袋木偶等三种木偶活动起来，并
且现场编排了简短的木偶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

白衣袅袅、乐舞华章，在体验活动开始，展曼曼和赵
依婷合作演出了莱西木偶戏的经典剧目，让现场的小朋
友忙不迭地鼓掌。演出结束后，展曼曼向大家介绍了木偶
戏从唐代到现代的发展历程，尤其是莱西木偶戏的特点
和传承状况。之后，小朋友们分组上台体验了杖头木偶、
提线木偶和布袋木偶。在布袋木偶体验过程中，几位小朋
友还借助灵感编排了现代版的《西游记》片段，灵动的木
偶搭配着简单搞笑的台词，引得课堂上一片欢乐。

“我觉得这次的木偶戏特别好玩，表演很精彩。而
且我知道了木偶戏的发展历史，在唐宋时木偶戏就比较
鼎盛了。”体验课堂现场最活跃的一位小朋友表示今天
的收获很多，“这次课程我体验了三种木偶，觉得布袋
木偶特别有趣，可以把手伸进去，表演出人物不同的动
作，我很喜欢。”展曼曼表示，虽然有的小朋友是第一
次接触木偶，可能表演起来有些生疏，但是他们做得非
常认真。“我希望以后会举办更多的非遗文化体验活
动，让他们更多地去了解传统文化。”展曼曼说。

记者从山东省文化馆了解到，此次莱西木偶戏体验
活动是“山东非遗传习大课堂”的第二期。此项活动还将
继续，计划每周在全省国家级、省级传承人中选择一位传
承人，手把手地向参与活动的小学员传授非遗知识，并让
其参与制作和演示，在口传心授中触摸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代相传的，传承是其发展的
关键所在。如何理解传承？过去的非遗保护工作重点关
注了传承人的保护，其实还有一部分潜在的传承人群，
就是孩子们。”山东省文化馆馆长王衍良认为，“让孩
子们接触、了解、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激发他们传承
的兴趣，对于非遗的传承将大有帮助。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习活动，将是弘扬齐鲁优秀传统文化、推动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有效形式，既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内在规律，又创新了传统文化惠及民生的路径。”

山东非遗传习大课堂开课
让孩子们在口传心授中触摸非遗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高士东 报道

3月12日，在无棣县水湾镇常店村，当地文化下乡艺术团表演京剧《沙家浜》选段。该县今年文化下乡计划安排560余场演出，
演出注重将爱国主义教育融于文化节目中，排演了大量的红色经典戏剧、歌舞，使群众在观看演出的同时受到爱国主义义教育，受到
他们的欢迎。

文化下乡注重爱国教育

齐鲁大舞台

城市惠民演出季演出安排
3月20日至3月26日
1、3月20日、21日18：30，省吕剧院开展艺术进校园

活动，在历城二中初中部、高中部演出吕剧《砖头记》
《姊妹易嫁》。

2、3月20日、21日、22日9：30、14：00，省话剧院分
别在菏泽市成武县三堂村、锆东村、苟村集惠民演出儿童
剧《丑小鸭》《白雪公主》。

3、3月22日10：00、15：00，山东歌舞剧院分别在滨
州市邹平县长山中学和魏桥中学举办艺术进校园交响音乐
会。

4、3月24日14：00、19：00，山东歌舞剧院分别在莱
芜市凤城高中和莱芜一中举办艺术进校园交响音乐会。

5、3月24日、25日19：30，省会大剧院歌剧厅演出民
族音乐乐舞剧《孔府乐舞》。

6、3月24日、25日19：30，济南市杂技团在铁路文化
宫演出杂技剧《红色记忆》。

7、3月24日—4月3日，山东美术馆举办纪念山东美术
馆建馆40周年馆藏精品陈列展之五年馆藏油画精品(2011—
2015)。

8、3月25日9：30，济南市吕剧院在趵突泉白雪楼演
出吕剧折子戏专场。

9、3月25日10：00，济南市宝贝剧场演出皮影戏《仙
鹤与乌龟·西游记·羊羊大比拼》。

10、3月25日19：30，济南市曲艺团在明湖居演出《开
心甜沫》。

11、3月25日、26日10：30，省话剧院在亲子剧场演出
儿童剧《青蛙王子》。

12、3月25日—4月16日，山东美术馆举办来自“创作
室+实验室”的美——— 尹毅绘画创新艺术语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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