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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徐春光

“爸爸快看，这幅《中国梦》剪纸鸽子的羽
毛栩栩如生，人物的表情都这么到位。”9月28
日，在诸城市仰苏堂文化艺术城，市民孙华磊正
带着父亲孙富明看剪纸。

本次展出的诸城市剪纸艺术精品120余幅，
展现大舜文化和地域风情及民俗生活。作品中有
寓意中华民俗富贵吉祥的传统文化剪纸，还有见
证历史岁月的红色文化系列剪纸、有歌颂新时代
新农村建设丰硕成果的乡村乡韵剪纸，有代表中
国龙城文化的恐龙剪纸，更有标新立异创新发展
的立体套色剪纸、名人系列剪纸等。

面对剪纸濒临断代的现状，本次展览旨在推
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现在剪纸爱好者大
多以6 0岁以上的老人为主，作品主要是小物
件，要突破艺术发展瓶颈，就要在风格、篇
幅、内容上大胆创新，打开思路，适应当下时
代和消费需求。”诸城市剪纸艺术协会会长刘桂
英介绍说。

记者看到一幅《红楼梦仕女图》，作品中30
个女性人物，每人都有不同的服饰，表情各异，
眼睛、眉毛栩栩如生。在这幅宽30厘米，长2 . 3
米的长卷上，吸引人的是细节。“为了更逼真，
一些细节我使用刻刀，像人物服饰上的一个花
瓣，至少刻5刀，一个人物最少也得刻200刀。”
凭借精细的功夫，刘桂英的《中华民族大团
圆》，在2013年获得第六届山东省“泰山文艺
奖”。

此外，刘桂英还把自己的《恐龙》剪纸烤到
了陶瓷上并申请了版权，把套色蜡染金箔剪纸技
术学到手，用白宣纸剪好牡丹然后用蜡染，再用
金箔纸沿着花纹一缕缕贴在上面，让色彩更加丰
富。

□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李 芳

9月27日，大舜文化节晚会开场节目中，10
名诸城派古琴弹奏者与20多名诵读者登台，读书
声和古琴音结合，抑扬顿挫又旋律轻柔，让在场
观众赞许连连。

诸城的大型晚会和群众汇演不乏古琴的身
影。从7月1日至8月25日举办的第十六届“龙城
舜韵”文明之夏广场文艺演出中，18场演出场场
有古琴。

在今年“621国际乐器演奏日”期间，诸城
派古琴加入，走上国际舞台。“621国际乐器演
奏日”源于1981年，由法国人创办，该节日于每
年6月21日举办，不分年龄、国别、专业，每一
个人都可以在任何地点自由参加活动，分享音乐
的快乐。该活动目前已遍及世界120多个国家700
多个城市。中国从去年开始向国际乐器演奏日联
盟申报诸城派古琴。

6月8日，在全国第12个“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来临之际，诸城市民间综合传习中心在青少
年科技创新教育实践基地挂牌成立。

诸城既是“诸城琴派”的故乡，又是中国古
琴的发源地之一。“诸城派古琴走向国际和走进
校园，能从方方面面影响人们对古琴的认识和兴
趣，对非遗传承作用非常大。”诸城市古琴艺术
中心主任姜燕说。

近几年，诸城市加强了对诸城派古琴的传承
和保护，先后成立诸城派古琴研究中心、诸城派
古琴协会、诸城派古琴综合传习中心、诸城派古
琴教育传习基地，加强对诸城本地古琴传承人的
培养，使诸城派古琴传承群体不断壮大。2015
年，诸城派古琴成为得到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文
化巡演项目。

□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徐春光

诸城市图书馆一楼大厅，有一场别具特色
的书法展，展出者是一大家子——— 朱自新、朱
自修兄弟及家庭成员13人，书法作品130余件。
“里面80多幅作品是我跟哥哥的，其余都是子
孙辈写的，都代表自己的最好水平。”朱自修
告诉记者。

今年68岁的朱自修爱好写字。“小时候常
听村里人说起自己的曾祖父，说他识得一大肚
子字，尤其是写有一手漂亮的字，都对他很尊
重。”也希望获得别人尊重的弟兄俩，后来把
曾祖父遗留下的一幅字视为墨宝，上小学后，
哥俩常常一块研究怎样把字写好看，回家后就
拿石笔在石板上练习。

“在学校，班里的黑板报几乎被我们哥俩
包了，逢年过节还为左邻右舍写春联。”退休
后，兄弟两人潜心研究，多次参加各级书法大
展并获奖，朱自新加入山东省书法家协会，朱
自修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如今，兄弟俩除自身继续用功外，还把精
力用在教习孩子身上。朱氏兄弟姊妹五人，育
有孙子外孙等十几人。“哥哥退休后在老年
大学教了十几年书法，后来我们就每天教家
里的孩子写字，一年级指导他们写铅笔字，
二年级他们开始学写毛笔字，学习时都聚到
家里。只要他们一来，家里就满满的了。”朱
自修乐呵呵地说。经家庭熏陶，言传身教，家
庭中己有11人在全国、省市中小学生书法比赛
中获奖。

“过去书法练习都是以家教为主，像颜家
等世代都有书法大师出现。孩子学习书法的好
处就是可以让他们稳下来，更加细心和有耐
心，现在的孩子都很聪明，谁要更有定力，学
习就会更好。”说起孩子们的认真，朱自修说
今年暑假带着5名孙辈到北京参加全国青少年
儿童书法现场比赛，最小的孩子只有8岁，要
在一个半小时写出一幅大作品，需要很大的耐
心。最终，几个孩子都取得了好成绩，10岁的
朱奕轩还获得了一等奖。

在学校里，孩子们因卷面好，字迹工整，
时常受到老师的夸奖。朱奕轩家里到处都是两

位爷爷的墨宝，家庭聚会时书法也是主要话
题，在聆听中，他从小开始临帖。从2015年以
来，年年获全国青少年书法大奖，被送外号
“少年书法获奖专业户”。

“露锋入笔还是藏锋入笔，提笔还是顿
笔，我们在临帖时都要看得出来。临帖写字以
古文为主，诗词歌赋更要熟悉，尤其是书法名

家的作品，要仔细揣摩，记牢在心。”五年级
的朱奕轩不仅学习好，还有了一定的知识储
备。

“我家洗砚”——— 朱氏兄弟家庭书法展成
为2017中国（诸城）大舜文化节的重要活动内
容之一，展出期间，参观者络绎不绝。朱自修
告诉记者，在大舜文化节前一个多月，家里就

开始筹备书法展，还专门召开了一个家庭会
议，全家支持，“用王冕的诗词‘我家洗砚’
作为书展的主题，我们想向社会传达家庭文化
氛围的重要。”此次展览，既展示了朱氏兄弟
家庭的书法成果和风采，也向社会彰显了其注
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深远影响和中
华优秀文化艺术的世代传承。

□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徐春光 傅汝强

今年的国庆长假，诸城市民胡昱没去拥挤
的景点当游客，而是陪家人一起在“家门口”
逛剪纸艺术、看书画展……体验地气十足的
“文化味儿”。9月27日至10月底，2017中国(诸
城)大舜文化节多个重点活动陆续举行，让文
化变成了既长知识又悦心情的乐事。

诸城市博物馆，“明德·和融”2017诸城
籍书画名家邀请展、“青春笔墨·时代气象”
十六博士书画作品展是2017中国（诸城）大舜
文化节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城籍书画名家邀请
展共展出了48位诸城籍书画名家的84幅作品；
十六博士书画作品展共展出了中国艺术研究
院、中央美术学院等十六博士的108幅作品。

“不少作品是我们新学年艺术探索的阶段
性成果，涵盖着新的人生体验。其中有外在的
绘画语言的新探索，图式空间的新探索，色彩
运用的新探索；也有内在的人文情怀的抒发，
作品文化诉求等新尝试。”中国艺术研究院研
究员、博士生导师、《美术观察》主编李一
说，这些新形式、新内容根据不同个体经验，
在不同作品中得到个性化的演绎，给观众呈现
了一场多元的学术探索联展。

作为大舜文化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超然
台，上百幅油画精品参与其中，一展风采。

4000多年前，中华道德始祖——— 虞舜诞生
在诸城这片热土。为进一步挖掘大舜文化的时
代内涵，传承历史文明，自2009年起，诸城已
连续成功举办八届中国(诸城)大舜文化节，对
于擦亮“中国龙城·舜帝故里”城市名片、丰
富发展地方文化、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城

市文化软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具有
区域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推动诸城发展、服务

人民群众的平台。
不过，亲身经历四届文化节记者发现，今

年有所不同。9月27日晚，一场由市场主体举办
的文化晚会“嗨”了整座城，不少市民到现场亲
睹，还有几十万人通过手机直播在线观看。

“以往的大舜文化节，组织者最担心的就
是服务不到百姓心里，成了一厢情愿的‘拉郎
配’。如今，政府把选择权交给了老百姓，用
市场搭台、百姓唱戏，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的形式，大胆尝试一次。”晚会前两个小时，
于福臣正在幕布后面的台阶上就着一瓶矿泉水
吃包子，他目前担任诸城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在现场负责协调服务、演出、安保等事
宜，忙碌了一下午才坐下。

近年来，借力文化节会影响，诸城市一批
文化专业市场陆续建成运营、文化交流展览活
动日益活跃、城乡文化消费水平不断增长、文
化艺术教育和精英队伍不断壮大。目前，诸城
列入潍坊“文化名市”建设的两个关键支撑项
目，大舜文化节就是其中之一。

文化建设贵在惠民，重在社会参与和全民
受益。记者了解到，围绕潍坊市提出的“四个
城市”建设，诸城在突出地方特色和传承创新
的基础上，坚持政府主导、社会主体、市场化
运作，文艺社团和文化企业主动参与，把大舜
文化节办成了市民的节日、文化的盛会，为创
新举办大舜文化节拓宽了渠道、积累了经验，
丰富了城乡文化生活，推动了“文化名市”建
设，为促进诸城经济社会转型跨越发展，提供
了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

本届文化节将一直持续到10月中下旬。
“喜迎十九大·共筑中国梦”书画展、山东省
首届茂腔文化艺术节等活动还将陆续展开，集
中展示文化建设成果，促进文化艺术交流，丰
富群众文化生活。

□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王晓磊

这几天，诸城当地的茂腔剧团正在加紧排
练，推选优秀项目。10月底，山东省茂腔艺术节
将在诸城举行，作为茂腔发源地，本次艺术节以
“茂腔寻根”为主题，主要包括茂腔展演、研讨
会、座谈会、培训班等内容。山东省戏剧家协会
邀请高密、胶州、黄岛、五莲等地的茂腔艺术团
来诸城演出15台茂腔戏，加强与地方的茂腔艺术
交流，进一步弘扬茂腔艺术。

本次艺术节对于将诸城茂腔艺术推向全省作
用较大，在报送优秀作品的同时，当地也在精耕
细耘，建立艺术精品创作题材库。该市发挥艺术
院团的带动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进一步加强重大题材规划和创作，围绕推进
廉政文化建设、庆祝党的十九大召开等，组织排
演《王尽美》《星火》《誓言》等反映诸城儿女
精神风貌的文艺精品，建立优秀艺术精品题材
库。

此外，为建立扶持文艺精品创作长效机制，
诸城市实施推动文艺精品持续发展的“3+1”工
程，即“诸城精品文艺打造工程”“诸城茂腔振
兴工程”“诸城文艺人才培育工程”和《鼓励优
秀文艺作品、优秀文艺人才扶持奖励办法》。
2018年，将重点对全市17个小型剧团进行扶持，
进一步完善推动文艺精品创作生产、评审选拔、
资金扶持、展演推广、表彰奖励的政策和措施，
建立具有持续活力的繁荣艺术创作的支持体系和
长效机制，推动诸城文艺精品创作健康、全面、
可持续发展。

市场搭台，百姓唱戏，政府服务———

大舜文化节，“嗨”了整座城

“我家洗砚”传达家庭文化氛围
朱氏兄弟家中11人在书法比赛中获奖

老传统翻出新花样

诸城派古琴

走向国际舞台

在诸城籍书画名家邀请展、“青春笔墨·时代气象”十六博士书画作品展上，市民纷纷
拿出手机拍照留念。

朱氏兄弟(左立者为朱自修)正在指导孙辈们练习书法。

“文化名市”

需要文艺精品

□记者 张鹏 报道
本报诸城讯 为了丰富诸城市桥头部队官兵们

的业余生活，激发战士们爱读书、读好书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形成一种良好的阅读风尚，日前，诸城
市图书馆与驻该市桥头部队某分队签订新建流动图
书站点共建合作协议，在桥头部队建立图书流动站
点。这也是诸城市设立的第19个图书流动站点。

据悉，图书流动站的建立，受到广大官兵的欢
迎。部队官兵积极配合图书馆业务工作的开展，派
出代表挑选喜爱的图书，并做好流动图书站筹备工
作。建设初期，该市图书馆送书200册，主要包括
文学、历史、军事、励志类图书等，图书每季度更
换一次，让战士在阅读中增长知识、拓宽视野、提
高素养。

流动图书站

落地桥头部队
□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刘旭旭

今年以来，诸城市主动作为、勇于实
践，不断创新保护机制，强化对传统文化的
抢救挖掘、研究阐发、交流传播，取得了显
著成绩，为文化名市建设增添新力。

诸城市积极做好非遗资源的抢救挖掘和
文物保护工作。目前共公布五批非遗名录140
项，诸城派古琴被列入世界级非遗保护名
录。针对入选代表性保护名录的项目，组织
专门力量，积极开展田野采风行动，建立详
备的档案资料，创建非遗传承人口述史数据
库和非遗项目数据库，实现了全市非遗资源
数字化、信息化建设。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

作，完成齐长城保护修缮一期工程和王尽美
故居修复工程。充分挖掘和保护乡土文化资
源，结合乡村记忆工程和历史文化展示工
程，完成臧家庄社区民俗博物馆等一批民俗
博物馆建设和枳沟、昌城、舜王、石桥子等
10处镇街历史展示馆（室）建设。

集中力量组织学术力量编纂完成《舜风遗
韵》《诸城大舜的传说》《传说诸城》等一批传统
文化保护著作。同时，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
研究阐发，建课题研究组，成功申报《诸城派古
琴传承与发展研究》《诸城茂腔教育传承研究》

《基层非遗保护工作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与山
东密州》等多项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实现课
题立项零突破。

7月11日，组织诸城派古琴传承人代表山

东省出席在海南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民族器乐
民间乐种组合展演活动，促进诸城文化的对外
交流传播。继2016年“丝竹古韵遍华夏——— 诸
城派古琴全国展演”项目在北京、天津、南京等
全国十个重点城市展演后，大型反腐茂腔现代
戏《失却的银婚》也受到国家艺术基金资助。

此外，这个市将传统文化保护与利用纳入
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转化为开展文化
惠民活动的有力支撑。在图书馆建立尼山书
院，在社区建设儒学讲堂，广泛开展群众性经
典阅读、经典诵读活动，今年以来举办各类传
统文化讲座60余场。开展琴棋书画和传统民间
艺术传承活动，利用图书馆、文化馆资源，今年
已多次举办绘画、剪纸、竹板快书、古琴演奏等
各类传承培训活动，培养市民文化情趣。

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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