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责任编辑 张西可
大众文化QQ群：１１３９７９１８９

2017年3月24日 星期五 第245期

热线电话：(0531)85193604 Email：xike777@126 .com 6

要保护传统的原真性

●“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逐渐成为全民的共识，这是
很好的。怎么来传承和弘扬？首先你得知道什么是传统文
化，才能更好地去保护和传承，不能一知半解就说要弘扬，
结果却可能破坏了传统的原真性，糟蹋了真正的传统。”

———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田青说。“我看过一档
讲非遗保护的综艺节目，这个节目本身立意很好，但也不
乏一些错讹之处，比如说1970年中国发射‘东方红’卫星
播放的音乐，用了曾侯乙编钟演奏出来的音乐，其实曾侯
乙编钟到1978年才出土，‘东方红’音乐用的是1957年河
南信阳出土的编钟。我们国家的非遗资源很丰富，蕴含着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挖
掘盘点、整理保护工作，去摸清家底，认识和保护传统。
对待传统文化，我们要多一点敬畏、多一点了解。”

传统村落保护要有规划重管理

●“传统村落保护应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坚
持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并重。既不能单纯强调保护，
也不能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搞过度的商业性开发。”

——— 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说。“应当将传统村落及文化
保护与传承列入财政预算，确保财政有效投入的前提下，探
索多元化筹资机制，用股份制形式制定合理的收益分配办
法，或通过基金会的募集资金形式，鼓励企业家、社会团体
和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建立集权、责、利于一体的管理
和经营模式。”

（孙先凯 辑）

□ 孙先凯

3月1日正式施行的《公共文化服务保
障法》中，要求“国家统筹规划公共数字
文化建设，构建标准统一、互联互通的公
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建设公共文化信息
资源库，实现基层网络服务共建共享。”
分析该项要求，可以理解为从文化资源的
数字化和服务载体的数字化两方面着手推

进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然而，作为根本
的数字技术从来都是线性迭代发展的，数
字化技术先进程度直接影响着文化资源的
转化和表达。

目前，城市三馆数字化、农村数字书
屋、城乡电子阅报屏等公共文化数字化建
设稳步推进。但是，随着大数据、云计
算、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化与互
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群众日常数字文化
消费方式和所使用电脑、手机等智能设备
先进于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的现象屡见不
鲜。对此，公共文化的数字化建设应适度
超前。以保证在一定周期内能够跟得上技
术发展的潮流，适应群众日常数字文化消
费的主流方式。

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适度超前，首先
要有超前的意识。如果把眼光仅仅局限于
当下，那么必将落后于下一代。公共文化
数字化建设成效的达成，很大程度上依赖
数字技术。为此，必须尊重数字技术发展
迭代的规律，改变“现在有什么我就建什
么”的观念，而是以“适度超前建设”的
理念引领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

其次要有适度超前的计划。在许多地
方，局限于当下的眼光而建设的多种数字化
设备，一建成就意味着落伍。对于这种“沉
没”的投入，宁可减少甚至杜绝，也不能
“大上”“快上”。从数字技术发展的周期
规律来看，迭代的技术需要有前期大量技术
的积累和资金的支持。掣肘于政府预算的投

入，笔者认为可以有计划地、分步骤地投入
部分资金以研发下一代公共文化数字化技
术。

再次要有超前的运行方式。公共文化
数字化建设所需要的数字技术，初期投入
可能比较大，需要大量的资金，同时数字
技术的更新换代比较快，后期投入也会比
较大。如何分担数字化投入的风险？笔者
认为可以引入政府和社会合作模式，引入
社会资本和技术，分担数字化投入和风
险。在一些城市，吸引社会力量兴建并运
营文化广场数字大屏，让其获得部分广告
的收益，既解决了公共文化数字化供给的
问题，也分担了政府投入风险，值得借
鉴。

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要适度超前

□记 者 于国鹏
通讯员 刘芳芳 报道

本报济南讯 3月22日，山东省首届演
出场馆安全管理高峰论坛在历山剧院举
行。全国包括我省45家剧场及院团单位代
表在内的200多名舞台行业专家，共同探讨
表演场馆建设、舞台方案设计与工程实
施，以及舞台表演安全管理等各个层面的
安全问题，还现场体验了目前国内最先进
的根据用户需求定制个性化解决方案的演
出安全管理平台。

去剧场看场演出也不安全？说起来，确
实有很多危险隐患。有更极端的说法，比如
就有专家指出“舞台上的N种死法”，听了
实在很吓人！由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中国演
艺设备技术协会、山东演艺联盟、广东演艺
设备行业商会主办，广州市河东电子有限公
司、历山剧院承办，山东省舞台美术学会协
办的这届论坛，正是希望为日益受到关注的
舞台演出安全问题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为
以后的安全管理工作提供指导，消除大家对
于安全问题的担忧。

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张桂林介绍说，几
年前有个城市曾举办一个摇滚音乐节，预计

观众1万人就已经很了不起，没想到大大低
估了乐迷的热情，第一场就一下子到了5万
多人，还有越来越多的趋势，现场安全问
题凸显出来。虽然筹备这个演出投资巨
大，原计划连续演出一周，但出于安全考
虑，最终还是决定取消接下来的演出。安
全应该是最优先关注的内容，但是，省内
演出场馆在设施建设、安全运行管理方
面，目前还相对粗放，存在很多薄弱环
节，“以往就是靠人抓人的方式，层层传
导压力，责任看似是压下去了，但不科
学。演出场馆的安全，需要系统的科学规
划、科学设计、科学管理，从这个意义上
讲，举办这个论坛的意义超过活动本身，
对行业将来也必将产生很大影响。”

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会长曹林表示，演出
场馆的智能化发展迅速，艺术与科技的互动
融合，推动行业快速向前发展，“艺术家的
想法，通过科研人员的努力，得以在舞台上
实现。”当前演出场馆的建设速度很快，难
免会出现疏漏之处，剧场自身管理也需要安
全保障，这同样都需要关注前沿科技，通过
高科技的产品、管理系统，来实现演出场馆
的安全运行。

对此，广州市河东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
梁国芹表示非常赞同。“演出场馆的安全问
题，不完全指人身安全，也包括演出效
果。”梁国芹说，作为演出场馆的产品设备
供应方，正是为了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一
直致力于提供高科技、高质量的设备。

梁国芹说：“无论是新装剧场，还是
已经装好的剧场，只要是我们做的，我们
自己都会首先设想它是存在问题的。”之
所以如此，就是为了查找问题。首先，自
己就会通过一套标准程序，进行严格的自
我检测监督。然后，再接受剧场和用户的
检测监督。如此以来，通过供需双方的共
同努力，保证产品设备的高标准高质量，
场馆形成有标准的、可检测的系统，杜绝
安全隐患。

中国舞台美术协会剧场建筑与舞台技术
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金杰接受采访时表示，
近年来各地发生过多起演出场馆的安全事
故，占比例更多的是舞台设备引发的事故。
剧场演艺方面几个国家标准近期有望推出，
包括临时搭建舞台的相关标准，“将标准融
合在建设中，所有环节都按照标准执行，安
全保障系数会大大提高。”

金杰反复强调“标准”的重要性。他
说，近些年演艺行业发生的安全事故，室内
和室外场所都有，那些引发严重后果的，大
都是因为舞台机械出现了问题。出现这方面
问题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也是因为缺乏标
准。“有些场馆验收，仅凭专家现场看一圈
签字就通过了。这不行，不能凭借专家的眼
力来判断，而是应该按照专业标准，由专业
的机构，通过专门仪器进行检测才可以，否
则不能开门运营。如果是这样，很多事故完
全可以避免。”

河东电子舞台产品开发部经理李儒华现
场演示了由河东与广东演艺设备行业商会
共发布的“演出安全管理平台”。据介
绍，这是一个互联、智能、开放的通用型
分布式系统，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定制个
性化的解决方案，让用户轻松实现对专业
演出场馆、电视台演播室、旅游剧场、综
合大楼、酒店、小区、学校、工厂等大型
物业的多种设备进行集中控制和智能化安
全管理，最终提高能源效率、节省人力资
源、改善安防工作。这个系统可与已有的
监控系统等方便对接，目前已有多地演出场
馆安装应用。

我省首届演出场馆安全管理高峰论坛举办

建立安全“标准”最重要

吕剧经典走进中学校园

三千学生感受吕剧魅力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3月20日晚，山东省吕剧

院“戏曲进校园”公益演出活动走进济
南稼轩学校。“叔叔阿姨们演得太好
了，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吕剧，它是中
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还认识到作为
一名在校的初中生，不应该老是听流行
歌曲、玩网络游戏、迷恋外国明星，而
应该更多地感受有传统文化气息的戏
曲，因为这是需要我们传承的。”济南
稼轩学校的李雯雯同学看完演出后发出
这样的感慨。

在当晚的公益演出活动中，三千多名
学生欣赏了诙谐幽默的吕剧小戏《砖头

记》和传统经典吕剧《姊妹易嫁》，他们
随着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沉浸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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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乃人之常情。经典剧目《姊妹易
嫁》所承载的正确的婚姻价值观，也通
过一出热闹的悲喜剧呈现在观众面前。
喜剧的表达方式，避免说教式教育，让
人易于接受，这更体现了此次进校园的
意义所在。

演出结束后，开启了互动环节，数十
名学生争先恐后跑上舞台，与演员和工作
人员面对面交流，零距离感受吕剧的风
采。“这是凤冠和女蟒，是娘娘和公主们

穿的，人们常说的凤冠霞帔就是指的这
个。这是状元服，毫无疑问就是状元爷穿
的，是根据古代的官衣改良的。这是中军
盔和开敞，穿上就显得霸气十足。《姊妹
易嫁》里中军就是凭借这身行头把素花吓
跑的。”服装师王晓倩的风趣解说引来台
上、台下一片笑声和掌声。

“请问这位素梅姐姐的凤冠霞帔穿着
感觉怎么样？看着很沉的样子。”“请问
吕剧和京剧的差别在哪里？我很想弄明
白。”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争着提问。服
装师、演员们将学生的提问风趣地一一化
解，满足了学生们的好奇心，博得学生们
阵阵欢呼和掌声。

□王超 报道
3月20日晚，山东省吕剧院“戏曲进校园”公益演出活动走进济南稼轩学校。演出结束后，学生与演员在舞台上互动。

□张宇鸿 石勇 报道
本报齐河讯 3月10日，齐河县东夷黑

陶文化研究中心挂牌成立。来自清华大学、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湖南陶瓷协会、山东陶
瓷协会的专家、学者80余人参加。“该中心
的成立预示着齐河黑陶乃至山东黑陶又迈上
一个新台阶，从开发产品闯市场到整理文化
搞研究，这是一个新的跨越！”山东省陶瓷
协会会长葛春平评价说。

东夷文化泛指中原地区以东，黄河中、
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总称，在历
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作为一家民办非
企业单位，齐河东夷黑陶文化研究中心专门
从事黑陶文化的编辑整理、调查研究、传承
培训、展览推广等工作。

东夷黑陶文化研究中心创办人李闻雷，
是中国黑陶研究所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从业二十年，对黑陶的原料、成型、装
饰、烧制等工艺都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深入
的研究，其黑陶作品屡获国家级、省部级大
奖，十余件作品被中国陶瓷馆、山东艺术学
院、中华民族珍品博物馆、宜兴陶瓷博物馆、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组委会等单位收藏。

“东夷黑陶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为齐
河这座中国现代黑陶城又添了新版块。”中
国陶瓷工业协会黑陶研究所所长刘浩介绍
说。齐河县作为中国现代黑陶城，先后成立
中国现代黑陶艺术馆、齐河黑陶协会；推进
黑陶文化进课堂，在中小学开设陶艺手工
课，在高职院校开设黑陶专业，让青少年传
承感悟黑陶文化……

“下一步，我们将以齐河黑陶为中心展
开调查整理工作，逐渐辐射到全国范围，系
统梳理各个省份、各个历史时期黑陶呈现的
面貌，为今后的黑陶文化推广和现代黑陶研
发做准备。”李闻雷表示。

齐河成立

东夷黑陶文化研究中心

□春阶 报道
本报济南讯 3月12日上午，由省散文

学会主办，济南垂杨书院、泺源文化沙龙和
淄博市淄川区作家协会联合承办的赵明散文
集《送你一点盐》出版座谈会在济南垂杨书
院举行，省内20多位作家、评论家既充分肯
定了赵明散文接地气、富文气的特色，也对
其散文进一步扩大文章格局、丰富文化内
涵、提升思想高度等提出了殷切期望。

赵明，曾用笔名茗之赵明、怡悦，淄博
市淄川区人。《送你一点盐》是“齐鲁散文
家文丛”系列丛书之一，辑录了赵明从2009
年到2015年期间创作的70余篇散文。

专家研讨《送你一点盐》

齐鲁大舞台

城市惠民演出季演出安排
2017年3月27日至4月2日
1、3月27日14：00，济南市京剧院在济南市委党校先

锋剧场演出京剧《邓恩铭》。
2、3月27日、28日14：00、18：30，省话剧院在聊城

大学东昌学院演出话剧《家事》。
3、3月28日，山东美术馆举办齐鲁墨韵——— 齐鲁书画

研究院建院30周年作品展。
4、3月28日、29日19：30，省会大剧院歌剧厅演出英

文原版经典戏剧《呼啸山庄》。
5、3月28日、29日15：00、18：30，省吕剧院在淄博

市淄川区太河镇、西河镇分别演出《墙头记》《王定保借
当》。

6、3月30日14：30，山东歌舞剧院在济南市泉新小学
举办艺术进校园室内乐音乐会。

7、3月30日14：00，济南市吕剧院在山东女子学院演
出吕剧《墙头记》。

8、3月31日10：30、14：00，山东歌舞剧院分别在平
阴县实验学校和平阴县第一中学举办艺术进校园交响音乐
会。

9、4月1日14：00，省京剧院在山东大学孔子学院演
出《三岔口》《八大锤》。

10、4月1日15：00、19：30，济南市曲艺团在明湖居
举办《生活日报鼓曲曲艺专场》。

11、4月1日、2日19：15，济南市吕剧院在北洋大戏院
演出吕剧《小姑不贤》《逼婚记》。

12、4月2日10：00、14：00，省京剧院在日照莒县桑
园镇芦家河村分别演出《八大锤》《赤桑镇》和《智斗》
《柜中缘》。

13、4月2日10：00、15：30，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在
JN150剧场演出儿童剧《小红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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