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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姜国乐 孟一
本报通讯员 张艳

“战疫一线，不论是冲锋在前的医务工作
者，还是昼夜值守的社区工作人员，都值得被深
深记住。”3月25日，当记者来到“非遗”面塑曲阜
市代表性传承人张磊家中时，他正在制作钟南
山和李兰娟两位院士的面塑肖像，揉、捏、按、搓
间，钟南山院士那刚毅的眉眼便跃然面上。

“我们宅在家时，无数逆行者不顾个人安
危、替我们负重前行，我就想用手里的面团记录
下他们的模样，留存这段难忘的记忆。”谈起制
作抗疫题材面塑群像的初衷，张磊顿了顿手中
的小刀说。作为一门传承了千年的老手艺，济宁
面塑和其他流派不同点就在于侧重纪实性内容
的创作。用作品向奋战在一线的英雄致敬，也是

“非遗”面塑实现自身价值的难得机遇。

千年传承

“孔府糕点”转型传袭至今

面塑，俗称“捏面人”，民间也叫“面花”“花
馍”“花供”，是中国传统民间艺术，2008年入选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就有文字记载，
过去以面粉、糯米粉为主要原料，加上盐、蜂蜜、
甘油、防腐剂等成分，经过高温蒸制后作揉制醒
面处理，最后加上色彩，制成柔软的各色面团。
面塑艺人根据不同的材料，在手中揉、捏、按、
搓，再用工具灵巧地切、压、刻、划，顷刻之间，一
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便脱手而成。

“从面塑的民间别称和原料就能看出，这
门技艺其实是从‘食’而来，过去主要是作为
仪礼、岁时等民俗节日中馈赠、喜庆、装饰的
信物或标志。”张磊介绍说，如果对济宁面塑
的历史作一个追溯，“孔府糕点”就是一个重
要的渊源。

随着历朝历代孔氏宗族的不断加封，孔府
的饮食文化也高度发展，秉承孔子“食不厌精，
脍不厌细”的思想，孔府面食糕点以其细致精美
而著称。孔府档案中记载：清光绪二十年，祝贺
慈禧太后六十寿诞时进贡的面食菜单中主食占
12品，其中饽饽4品分别为“寿字油糕，寿字木樨
糕，百寿桃，如意卷”，这些都代表了当时济宁面
塑的最高水准。

后来，面塑逐渐脱离食用，演变成单纯的艺
术形式独立存在。一些身背工具箱，四处奔波的
面塑艺人开始出现在繁华闹市，以此为生计，也
进一步促进了艺术水平的提高。

近代，面塑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出新，许多王
公贵族不惜重金订购，或作贺礼馈赠亲朋，或作
陈设摆放自家案头。部分面塑也由街头登堂入
室，从此身价百倍，整体水平产生质的飞跃，表
现手段和表现技巧日臻成熟完善。

山东面塑“三足鼎立”

济宁面塑主攻纪实

“天下面塑出穆李”，虽然山东面塑起源于
菏泽城西南的穆李村，并最终形成了“曹州面
人”在山东、乃至全国面塑界的一大支，可随着
这门艺术的发展，济宁面塑李刚，济南面塑董凤
歧两位省级传承人，也和曹州面人穆绪建一起
活跃了起来，在省内呈现出“三足鼎立”、各美其
美的态势。

如果说，有着最悠久历史的曹州面人以传

统大写意的呈现形式见长，色彩浓重、粗犷生
动；济南面塑在“学院派”的道路上强化了自身
特色，把戏曲、花卉、文学名著等传统面塑题材
做到了极致。那么，济宁面塑则强调写实和叙
事，积极融入当代生活，用面团讲述一个个历史
上或身边正在发生的故事。

除了抗疫题材系列作品，张磊家中摆放最
多的就是儒家文化相关的创作。记者看到，大量
依托曲阜特色文化制作的儒家故事作品栩栩如
生，从“闻鸡起舞”到“卧薪尝胆”，再到“颜回安
贫”等，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儒学典故以场景化、
小品式的形态展现了出来，充分融合了面塑艺
术的精湛技法，让生涩的古文阐释变得直观又
鲜活。

“这批作品将在曲阜六艺城进行展览，讲解
员会把儒学经典和面塑艺术做一个结合，用讲
故事的方式加深游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
解和吸收。”张磊说，每拿到一个项目，他都会花
上至少一天时间进行构思和设计，必要的时候
还得查阅大量的历史和专业类书籍，确保细节
不出现纰漏。比如，在制作孔子或秦始皇相关的
故事场景时，果盘中绝对不能出现葡萄，因为葡
萄是张骞出使西域时才带回的，汉朝之前没有
葡萄种植历史。

一件完整的作品，在经过构思和备料后就

进入了捏制环节。制作面塑的工具很简单，主要
是拨子、梳子、篦子和剪刀，有时也会用到羊毛、
羽毛、丝线、棉花等材料，用以制作人物的胡须、
头发、冠顶之类，增加形象的生动性。

由于面团的可塑性强，面塑艺人一般会通
过揉、搓、挤、压、团、挑、按、拨等造型技巧直接
塑形。如今，在制作大型作品时，也会为追求造
型在面塑内部加入钢丝骨架等，工艺可繁可简，
简单的依葫芦画瓢也能做得有模有样，复杂的
则比肩雕刻、雕塑等工艺，制作周期很长、精度
要求极高。

产业化运作有市场

有序传承需依托兴趣导向

2018年6月，到曲阜参加上合组织首届媒体
峰会“孔子故里行”的吉尔吉斯斯坦文化、信息
和旅游部副部长杰米尔别科娃，对收到的一份
小礼物爱不释手，那正是一个由张磊制作的Q
版孔子面塑，憨态可掬的形象配上《论语》名句
的释义，充满了浓浓的中国文化味道。

如今，这一由张磊原创的“夫子有礼”孔子
面塑卡通形象，不仅化身曲阜旅游市场最炙手
可热的文创产品之一，更因为向研学旅行市场

的渗透，成为越来越多小研学者了解曲阜、了解
“非遗”面塑艺术、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
新窗口。

“现在，很多研学游行程中都加入了面塑体
验课程，孩子们做得最多的就是Q版孔子面
人。”张磊说，通过实操前的简单学习，孩子们除
能了解面塑艺术的基本知识外，还能制作出远
远超出他们自己预期的面人。当孩子们饶有兴
趣地把亲手制作的Q版孔子拿在手里、插在包
上，一颗宝贵的文化种子便埋入了他们的心田。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2004年，23岁的张磊因
为兴趣开始接触面塑艺术，后师从济宁面塑领
军人物李刚，学习、创作至今，作品不仅屡获各
级比赛大奖，还多次代表济宁面塑参加全国非
遗博览会、省文博会等活动。2016年6月，他正式
被评为曲阜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塑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

传承人的重任在肩，张磊开始琢磨如何让
这门老手艺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最初，他选
择走专业化路线、开门收徒，后来发现现在的年
轻人特别看重学习收益，可以面塑艺术当时的
产业化程度而言，完全达不到求学者的心理预
期。近几年，张磊开始放平心态、回归初心，以兴
趣导向为切入点，结合产业化的运作，终于实现
了实质性突破。

孔府档案中记载：清光绪二十年，祝贺慈禧太后六十寿诞时进贡的面食菜单中饽饽4品分别为

“寿字油糕，寿字木樨糕，百寿桃，如意卷”，这些都代表了当时济宁面塑的最高水准

济宁面塑：小小面团有乾坤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由白永成执导，黄品沅、赵君、陈瑾、萨
日娜等联袂出演的国家广电总局脱贫攻坚重点
剧目《一个都不能少》，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档
热播。白永成此前执导的另一部乡村剧《苦乐
村官》，也于3月25日在央视八套早间时段开
播。

更愿意把农村的故事展现出来

《苦乐村官》此前曾在中央电视台一套、
八套、云南卫视、山西卫视播出，创造了八年
来农村题材电视连续剧收视率之最。近来正在
热播的《一个都不能少》，也拥有超高的市场
占有率和收视率。

《一个都不能少》讲述的是西部某贫困村
“焉支村”合并到本县最富裕的“丹霞村”
后，两村村民逐步摒弃过往嫌隙，共同走上致
富道路的故事。白永成表示，《苦乐村官》播
出后，至少收到了八九部类似的题材，但剧情
基本都是《苦乐村官》的翻版。“《一个都不
能少》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是讲穷村和富村
合并，无形中就有了戏剧冲突，这一点跟别的
农村戏不一样。”在他看来，《一个都不能
少》是农民讲述的自己的脱贫故事，希望它能

成为扶贫干部帮助贫困户解决“疑难杂症”的
一部教科书。

对脱贫剧情有独钟，这其实与白永成个人
的经历有关。出生在甘肃的白永成在儿时也有
过苦难的生活经历。采访中，白永成表示，自
己小时候生活在一个非常穷的地方，他对那黄
土高原上的一草一木都再熟悉不过，可以称之
为一种家乡的情怀。

上小学时能吃到白面馒头已经算奢侈，六
七岁的白永成还有过在雪地给村里当知青的哥

哥、姐姐送咸菜途中迷路的经历，当时被困雪
地的他，靠一罐咸菜坚持了两天才被家人和解
放军救出。之后，10岁便去文工团唱小生的白
永成，在一年五六百场的“送文化下乡”演出
中走遍了西北的每一个村落。

生活的沉淀让他心怀感恩，更愿意把农村
的故事展现出来，并在“脱贫攻坚”的路上献
出自己的力量。他表示：“如果整个脱贫工作
能够做到不返贫，让城市农村融为一体，这是
必须要去宣传的一个点。”白永成拥有想要为

脱贫带来推动力、正能量的信念。

对于作品的要求近乎苛刻

白永成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
后进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工作。作为梅葆玖先
生唯一的行外关门弟子，白永成在话剧中饰演
的“梅兰芳”一角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待他进入影视圈后，因执导警匪剧《中国神
探》跨界成为导演。

作为导演，白永成对于作品的要求是近乎
苛刻的，他曾因为美术创作团队出现文字错
误，而让这个本身由自己同学带队的团队直接
解散。对别人“狠”，他对自己也丝毫不手
软。一次拍摄“遭遇泥石流”剧情，晚上寒风
刺骨，白永成与演员们共同拥有了被高压水柱
喷洒后遭泥水浸透的经历。

白永成分享说，做导演要博览群书，要会
观察生活，要用一双敏锐的眼睛看清楚生活中
的每一个活动者的特点、气质，包括身边的一
草一木，哪怕是空气里面流动的气味，也要有
足够敏锐的嗅觉和洞察力去观察。“还必须要
有非常好的记忆力，要记住你所观察到的东
西，还要有分辨力，分辨哪些是美的，是丑
的，哪些是值得去弘扬的，哪些要去摒弃的，
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

穷村和富村合并，无形中就有了戏剧冲突。脱贫攻坚剧《一个都不能少》———

为脱贫带来推动力、正能量

剧照

文化资讯

据新华社上海电 第22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3月24日晚在“云端”与全球10个国家的10家演艺
机构代表进行视频签约，共有11个国际艺术项目将
加入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日程。

据悉，首批签约的国际项目包括：蒂勒曼指挥
的德国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音乐会、新日本爱乐
交响乐团音乐会、美国芭蕾舞剧院《罗密欧与朱丽
叶》、蒙特卡洛芭蕾舞团《驯悍记》等。

第22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还将举办立陶宛文
化周，展示波罗的海地区音乐舞蹈艺术的独特魅
力。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表示，同时与来自摩
纳哥、德国、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葡萄牙、
瑞士、塞尔维亚及立陶宛等国的演艺机构完成线上
“云签约”并不容易。这些签约项目涉及三大洲，
横跨十多个时区，并且各国都受到疫情影响。

此前，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向全球诸多知名艺
术机构发出合作备忘录，获得了“全面响应”。不
少国际演艺机构负责人表示，达成“云签约”，既
是为了推进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排除疫情影响如期
举行，也是以实际行动向世界传递用艺术力量战胜
疫情的坚定信心。

上海国际艺术节

“云签约”10国艺术项目

上图：张磊在制作面塑
下图：面塑作品

据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国家版权局25日通
报，2019年我国著作权登记工作取得新进展，全国
著作权登记总量达4186549件，同比增长21 . 09%。

据介绍，2019年，全国各地区版权行政管理部
门和著作权登记机构全面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及版权工作“十三五”规划，高度重视著作权登
记工作，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宣传、重点拓展、改
善服务，有效提升了著作权登记工作的规范化、标
准化、信息化水平，登记数量持续增长。

根据各省区市版权局和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作
品登记信息统计，2 0 1 9年全国共完成作品登记
2701564件，同比增长14 . 86%。其中，北京市达
1003091件，占登记总量的37 . 13%；上海市291803
件，占登记总量的10 . 80%；天津、贵州、甘肃、内
蒙古、广西、西藏、吉林、云南、山西、安徽等省
区市的作品登记量增长率均超过100%。从作品类型
看，登记量最多的是美术作品1288139件，占登记
总量的47 . 68%；其次为摄影作品1015620件，占
37 . 59%；第三是文字作品179314件，占6 . 64%；第四
是影视作品88230件，占3 . 27%。

根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
信息统计，2019年全国共完成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
记1484448件，同比增长34 . 36%。软件著作权登记区
域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登记量约104万件，占登
记总量的70%；其中，广东、北京、江苏、上海的
登记总量近75万件。

根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著作权质权登记信息统
计，2019年全国共完成著作权质权登记537件，同
比下降1 . 83%。

2019年全国著作权

登记总量逾418万件
同比大幅增长

据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周迅、黄觉、惠英
红、赵雅芝等主演的电视剧《不完美的她》（上图)
将于3月27日开播。该剧通过女性找寻光明、自我
救赎的旅程，展现中国当代女性独立自强、坚韧勇
敢的精神面貌。

总制片人张娜25日在京介绍，剧中刻画了年
龄、成长环境、社会身份不同的多个女性角色。主
人公林绪之（周迅饰）事业有成，却被童年阴影困
扰无法融入社会与家庭，踏上自我找寻之旅，收获
了温暖与希望，最终学会了与自己和世界和解，展
现出向阳而生的信念。

林绪之的养母袁玲（惠英红饰）在职场上行事
果断，也敢于反抗重男轻女的丈夫，对女儿倾尽了
无限温柔，呈现出女性性格的多面性和坚韧自强的
力量；林绪之一直寻找的生母钟惠（赵雅芝饰），
面对不幸的婚姻起初懦弱隐忍，却在成为母亲后开
始反抗前夫的伤害，展现出母爱的伟大；林绪之的
好友高山（童瑶饰）思想独立，一直向林绪之传递
积极向上的能量。

“《不完美的她》围绕主人公的多条关系线，
描绘了个性鲜明的女性群体形象，多角度呈现了当
代女性独立成长、寻找自我的方方面面。这种从人
格到情感都要独立自强的女性成长态度，是我们要
向观众传递的‘她力量’。”张娜说。

周迅领衔电视剧

《不完美的她》

传递女性独立自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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