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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山东，承载着红色基因的热土，有着光荣的

革命传统和深厚的革命历史，留下了丰富的革
命文物资源。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即日起，
文物志·红色记忆将陆续推出来自山东16市的
革命文物报道，带您重温激情燃烧的岁月：瞻仰

革命旧址感知苦难光辉，凝视历史图片感怀乱
云飞渡，驻足重点物品感受智慧勇毅，聆听背后
故事感悟思想伟力。敬请关注。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东风吹过石湾子，草木蔓发，小桥流水，人
家依旧。

莱芜战役指挥所旧址，位于济南市钢城区
辛庄镇石湾子村，西靠西山，与寄母山隔河相
望。旧址是1917年修建的四合院建筑。占地南北
长50米，宽36米。现有瓦房24间，均为石基、砖
垛、坯墙、灰瓦，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莱芜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
军华东野战军在莱芜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运
动战战役。此役历时3天，歼灭国民党军1个“绥
靖区”指挥所，2个军部，7个师，共5 . 6万余人，乘
胜解放了博山、淄川等13座县城，使渤海、鲁中、
胶东解放区连成一片，打破了国民党军南北夹
击的计划，稳定了山东解放区大局，为夺取全国
解放积累了宝贵经验。

据记载，此役歼敌速度之快、数量之多创造
了解放战争开始以来的最高纪录，被誉为“杰出
的歼灭战”和“运动战的光辉范例”，以至于国民
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气急败坏地说：“五万
多人，三天就被消灭光，就是放五万头猪，叫共
产党抓，三天也抓不完。”

如今，旧址进行了陈列布展，展室用丰富的
史料再现了莱芜战役：1947年1月，蒋介石集中
国民党精锐部队31万余人，分南北两线大举进
攻山东解放区。其参谋总长陈诚亲抵徐州指挥，
并声称：“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真是来势逼人。
南线欧震集团以8个整编师北犯临沂，北线李仙
洲集团3个军由胶济线南下莱芜、新泰策应，企
图同华东解放军决战于沂蒙山区。

华东野战军决定避开南线对方主力之锋
芒，主动放弃临沂，将主力7个纵队星夜隐蔽北
进，以求歼灭北线之敌；同时以两个纵队伪装主
力，在临沂附近阻击南线之敌，造成与敌决战和
渡运河西进的假象。于是，受骗之敌一面集中大
部兵力，谨慎地向临沂推进；一面督令北线的军
队迅速南下，深入鲁中。而华东野战军主力利用
在解放区内作战的有利条件，冒严寒，踏山路，
夜行晓宿到达莱芜周围地区，形成战役合围态
势。

指挥所缘何选在石湾子村的小院？1947年
时的石湾子村，通村只有一条乡间小道，但50多
米宽的干涸的沙河既可徒步行军，亦可驱车而
行。指挥所入住的小院四面环山，比较隐蔽，飞
机飞得高不易发现小院，飞得太低则触到山崖，
一旦发现也难以俯冲投弹。院西墙外的山坡上
有株古槐，枝繁叶茂。攀上此树可俯瞰小院乃至
全村周围的一切，是站岗放哨的理想场所。

小院有瓦房15间，其中北屋5间，西屋、南
屋、东屋各3间，东南大门1间，院内有一盘石磨。

小院被征用为指挥所后，大北屋为“指挥室”，西
小北屋是休息室，西屋是“作战室”，南屋是“战
勤室”，东屋原先是伙房，后建设为陈毅生平展
室。当时条件简陋，指挥员经常在石磨旁开会，
研究作战形势。

1947年2月20日至23日，华东野战军将南下
之敌全部包围歼灭于莱芜地区。这一战役共歼
敌7个师，俘敌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收复
县城13座，使鲁中、渤海、胶东3个解放区连成一
片。莱芜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人民
战争思想的一个成功范例，归结为毛泽东主席
统帅部署有方，华东野战军集体领导得力，军民
同仇敌忾，奋勇杀敌。

此战役的背后，还隐藏了一段鲜为人知的
史实。莱芜战役中，当李仙洲集团由莱芜开始北
逃时，同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国民党军第46军
军长韩练成，在陈毅委派的敌军工作干部劝告
下，临阵放弃指挥，造成李仙洲集团内部混乱，
对莱芜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淄博莱芜战血红，我军又猎泰山东。百千
万众擒群虎，七十二崮志伟功。鲁中霁雪明飞
帜，渤海洪波唱大风。堪笑
顽酋成面缚，叩头请罪詈
元凶。”时光流转，红色的
记忆没有褪色。重温峥嵘
岁月，继续走好前行的路。

3天歼敌5 . 6万，指挥所就在这个小院

据中国新闻网，前有“国民网红”故宫的反差萌、
靠着一把迷你洛阳铲俘获年轻人的河南博物院盲
盒，后有三星堆Rap成为社交平台“洗脑神曲”，近年
来，各显神通的博物馆凭借出圈打造的流量池不断
释放着巨大的旅游红利。

然而，在中国，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博物馆
多达近6000座。相较于火出圈的顶级IP，剩下的大多
数又该如何打破次元壁，扩大自身影响力？“许多博
物馆一味借鉴、模仿大型展馆，反而失去了自身最宝
贵的特色。”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任陆建松
认为，这一困局破题的关键在于各个博物馆应该准
确界定本馆的使命定位，“使命是博物馆存在的理由
和目的，决定着本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展示主题和内
容，这样才能形成个性和特色。”

另外，博物馆的展览讲述的虽是过去的故事，但
意义却在于对当下的生活有何启发。譬如，位于浙江
温州的苏步青博物馆，主要讲述中国著名数学家苏
步青个人奋斗和爱国爱乡的故事。该博物馆面向青
少年开展励志教育，鼓励他们树立“知识改变命运”
的志向和崇高的家国情怀。

方言文化受追捧的背后

据光明日报，“该教孩子说方言吗”“宿舍里最难
懂的方言”……在微博话题榜上，这些与方言有关的
热搜阅读量全部过亿。与此同时，以方言创作并传播
的文学、歌曲、影视、综艺等作品也深受大众尤其是
年轻人喜爱。

上述这些用方言表达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现
象，统称方言文化，其内涵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具
有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的方言现象，主要指用方言
称说的地方名物，如房屋建筑、日常用具等现象；二
是具有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的方言民俗或艺术。

近年来，随着语言资源观的兴起，方言文化的内
涵也有所拓展，广义上还包括具有特殊文化意义和
文化价值的方言，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濒危方言，有特
殊文字或书写传统、有丰富文学艺术传统的方言，与
国家稳定和安全相关的关键方言，以及在城镇化背
景下变化发展剧烈的大城市方言等。

保护传承方言文化，最适宜的办法是开发应用，
通过研发多类型的方言文化产品，提供多种类、多方
位的语言服务，满足人民群众语言生活和文化享受
的需求，最终实现以应用促使用、以使用促保护、以
保护促传承。

你喜欢在线K歌吗？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移动智
能终端不断普及，能够随时唱歌、多人连线互动K歌
的在线K歌平台，因其便捷性、即时性和社交性，成
为人们一展歌喉的“神器”。

有专家指出，相较于传统KTV，在线K歌软件还
满足了消费者对于K歌服务海量曲库的要求。在线
下KTV中，经常会出现想唱的歌找不到伴奏的情
况，得益于互联网海量曲库的基础，在线K歌软件能
提供拥有更多风格、更长时间跨度的曲库。以全民K
歌为例，除去各年代、多语种、全流派的曲库，全民K
歌还利用智能技术覆盖了更多歌曲，使用户无论是
青睐霸榜热歌还是小众音乐，都能从在线K歌平台
上轻松找到。

在线K歌平台火热的同时，行业也存在不少问
题。易观高级分析师董敏娜认为，近年“云K歌”的火
爆，归根结底是由用户需求决定的。相比而言，在线
K歌体验感比不上影视，参与感比不上游戏。但这种
不受时空限制的娱乐场景会持续发展，因为对于部
分年轻用户群体而言，唱歌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社交
行为，是生活中的“刚需”。

从《小舍得》

看现实题材创作的

“舍与得”
据人民网，“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这样，有舍才有

得”……近日，现实题材电视剧《小舍得》热播，围绕
基础教育、代际关系等问题，在网络上引发多轮探
讨。“这部剧着重强化人物内心的情感表达，达成与
观众的情感共鸣。”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编辑部副主
任闫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观众从虚构的镜像中看
到了现实的自我，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舍与得”的
辩证思考。

目前，现实题材剧的市场持续火热，在创作上也
更加注重挖掘生活的深度，拓宽现实的广度，展现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有些剧集中的情节还存
在着利用夸张化表演、主观化镜头放大矛盾冲突等
问题，其实远离了生活本真。”闫伟表示。

对于现实题材创作来说，贩卖情绪和内容失真
都不可取。如何在真实与虚拟之间找到平衡点，通过
戏剧表演带来更本质、更深刻的生活启示，这些都是
现实题材作品持续摸索的难点。

图书盲盒发售即“爆单”

据中新经纬，在潮玩、服饰、机票试水“盲盒营
销”屡获成功后，图书盲盒悄然出现。

“想买的主题已经售罄了，我只能退而求其次买
另一个主题。”买家郝宁说。在他看来，有喜欢的阅读
类型但不知道买什么书的时候，图书盲盒起到了推
荐的作用。“有几率踩雷，不过毕竟是盲盒，即便收到
了不喜欢的书也能满足我的好奇心。”郝宁认为，这
种图书盲盒很有趣味性，比如几大主题的名字让人
有探索的欲望。“我就想知道好奇心博物馆里能有什
么书。”

“万物皆可盲盒”的趋势正在显现，消费者更需
保持理性。中消协此前发文提出，盲盒范围不断扩
大，涉及玩具、通信产品、餐饮、机票、网络游戏、活体
动物等各种类型，部分消费者沉溺盲盒产品，过度消
费。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探非顶级IP博物馆出圈路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5月2日晚，一场主题为“老生常谈”的
京剧“清音会”，在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
举行，成为省城节日文化的一件盛事。

之所以引人关注，一在于演出的“角
儿”：宗余派，年少时就享有“小冬皇”美
誉、如今更有“菊坛第一女老生”之称的王
珮瑜。

也因为此次“清音会”的别具一格：其
以“小型沙龙”的形式，对传统骨子老戏进
行令人意想不到的呈现，刷新了圈内圈外人
对京剧的认知。

一场演出，使老戏迷享受到一场京戏的
饕餮盛宴，也在年轻人中为京剧“圈新
粉”，收获满满。在京剧发展尚处困境、业
内外关于“振兴京剧”争议不断的当下，这
样一位探索“传统文化融合创新”的代表人
物打造的“另类”的“清音会”，也为我们
探讨“京剧该如何突围”，提供了难得的视
角。

“90分钟读懂老生”

这是在其他京剧专场演唱会上见不到的
“秀”：一张长桌，一盏茶水，笔墨纸砚备
上，就是全部的“置景”，清雅的仪式感满
满。删繁就简下，其包裹的内容却极为丰
富，有余韵悠长的行腔，有娓娓道来的清
谈，还有逗趣的“现挂”和互动。

所谓“清音会”，其实是清末民初的
“清音桌”的变体：那时候一些京剧名家和
名票的演出，清唱、不扮戏、不着戏袍，依
现场的情况定制戏码。王珮瑜和她的团队把
绝迹于舞台的“清音桌”又拾了起来，最初
就是想与观众多多产生交流。观众听烦了，
就来一段脱口秀调节气氛，没的说了，就亮
个嗓子唱一段，如此这般，既能有效地缓解
观众的审美疲劳，又让剧场成为一个具有社
交属性的艺术空间。

核心当然还在“唱”。一袭素衣的王珮
瑜，目光如炬，用清醇味厚、古朴隽永的嗓
音，演绎了《定军山》《朱砂痣》《鱼肠
剑》《捉放曹》《空城计》《坐宫》等8段
谭余一脉流传逾百年、群众耳熟能详的经
典，令众多戏迷大呼过瘾，纷纷为其“恬淡
雍容，内涵筋骨”的演出境界所折服。

而“谈”，则是“清音会”的最大的创
新点：所包含几章内容，均由“话白”开
头，结合大屏幕上闪现的图文，介绍“老生
艺术的发展”“腔体”“板式”等等，旨在
“让观众90分钟读懂京剧（老生），90分钟
听懂京剧（老生）”。“过去，看戏的大部
分是中老年，大家就是带着自己儿时对于京
剧的认知、印象，在剧场里面找一种情感的
共鸣。当下有很多新戏迷、新观众，不仅仅
只属于京剧剧场，可能也听交响乐，看芭蕾
舞。京剧作为这些新观众的菜单之一，需要
我们这一代演员在表演的过程中、演出前后
作些推广，现在已经是标准动作。”王珮瑜
说。

既然“互动”是清音会的核心追求，那
就体现在方方面面。“清音会”中引入的

“直播”和“弹幕”也是匠心独运：人们实
时看到演员在后台化妆、扮戏，也可以通过
弹幕将自己的评价传送到屏幕上——— “我从
天津追到济南，就等着您今晚的《捉放
曹》”“嗨，瑜老板，我在17排6座”“我
今年大二，能这么近距离看您，太激动
了”……“弹幕其实就是‘叫好’的另外一
种表达。今天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途径和平
台，让大家来抒发自己看戏观剧的感受，弹
幕就是非常好的方式。观众在看京剧的时
候，想什么时候叫好就什么时候叫好，尤其
是看我的戏，百无禁忌。我在现场教大家该
怎么叫好，一定会让你觉得京剧离我们非常
近，是非常有趣的、互动性非常强的艺
术。”王珮瑜说。

抖音号粉丝过200万

以“清音会”形式推广京剧，王珮瑜做
了超过10年。她常说，国人分为两种，一种
是喜欢京剧的，一种是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京
剧的，她的作用，就是“唤起大家对京剧的
喜爱”。

“清音会”的成功，正在于尽量拉近与
观众的审美距离：比如在王珮瑜的“包装”
下，京剧甚至还能符合人们“快消费”的
“口味”。整场演出，集合几段最经典的老
生唱段，最长时长100多分钟，远远不及动
辄两三个小时的全本传统戏。如今，“清音
会”已去过北京、上海、杭州、广州、重
庆、成都等地，从最初300座的小剧场，演
到了1800人的场地一票难求，很多年轻人去
“二刷”“三刷”。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前
期的策划和网上教学，在京、沪两地的演出
中，实现了全场1000多人合唱《空城计》选
段，这让所有的参与者都倍受震撼和感动。
“在以前想都不敢想。京剧不再是只有上一
代才喜好的艺术，是能够与当下年轻人产生
更多链接的。”她说。

“京剧是‘跨界’的鼻祖。京剧在当年
能有那样的辉煌，就是把‘跨界’做好了。
它‘跨’的是秦腔、昆曲、梆子、汉剧、徽
剧。”——— 在这样的理念下，近年来，王珮
瑜借助多种手段，在舞台外做了很多京剧艺
术当代传播的工作，不少是在“跨界”。她
“玩”京剧“混搭”吉他，电音里穿插了原
汁原味的《空城计》；在“奇葩大会”搞现
场教学，让全场跟着“惊提”“怒沉”“喜
展眉”；还在综艺节目里同虚拟人物洛天依
合唱《但愿人长久》……就算是唱歌，她也
会在节目中“见缝插针”地讲京剧的“知识
点”。在抖音上，王珮瑜15秒演示老生高兴
时如何开怀大笑，开设“秒懂京剧”专题，
告诉大家什么叫西皮二黄，“云遮月”是什
么嗓音。“开了脑洞”的推广，让京剧破了
“次元壁”。

尽管王珮瑜自己一直觉得这种“跨界”
还“算不上成功”，但在“流量娱乐”当道
的今天，王珮瑜的“流量增量”在稳步上
升：她的抖音号粉丝也已有200多万，“笑
出国粹范儿”的视频曾在2000万人中传播，
掀起过一阵模仿热潮。王珮瑜在喜马拉雅音
频APP开设的付费课程，截至目前已有400
万次的收听量、4万多的订阅用户。

“综艺是手段，传播京剧是目的。我们
确实发现，这些探索让很多人认识了王珮瑜
等一些京剧演员，会从喜欢我们，再慢慢地

去留意在我们身后有京剧这样美好的艺
术。”王珮瑜表示。如今的她，在被称作
“传统文化下的时尚偶像”的同时，也确实
在“通过演员这个媒介让大家认识京剧”的
道路上，越走越远。

需要更多“王珮瑜”

当下的京剧市场，其整体毕竟还是处于
受众少、市场占有率小的困境中。墨守成
规，怯于求变；形式繁复冗长，令年轻人难
以接受，造成了其在互联网时代的曲高和
寡，地位尴尬。这也使得“王珮瑜”们的探
索，更引发我们对京剧究竟能否振兴更多的
关注与思考。

京剧振兴能否走通，取决于能否通过创
新，在遵循自身艺术规律的前提下吸收新
的、现代的审美元素和艺术观念。回顾历
史，京剧其实具备创新的“基因”和“血
脉”。戏曲本身就吸收融合了诗歌、音乐、
舞蹈、美术、武术等各种文化艺术精华，展
现着独特的中华审美风范。当年，更是因徽
班大胆借鉴、吸收别的剧种，这门经典艺术
才得以诞生。在此后的发展中，不断的变革
成为京剧前进的不竭动力。比如，梅兰芳大
师在化妆、唱腔、调式、服装等方面都进行
过改良。他将京剧的技术和思想两方面分开
改革，拓展艺术“移步不换形”的绝妙方
法，就此推动了京剧大发展。

放眼当下，同为传统艺术，民间相声团
体的做法、从艺者的努力，也值得借鉴。他
们挖掘大量的传统作品，用“新
瓶”装“旧酒”，再融入个人
风格，让老作品实现时演时
新，激活了一池春水，传
统相声重获生机。从这
个角度看 ， “ 王 珮
瑜”们也许还需
要更具颠覆

性的尝试和努力。
但从另一方面讲，实现京剧的创新，首

先需要的不是坐而论道，而是真正的躬身以
行——— 王珮瑜最大的价值，也许正在于此。
事实上，对王珮瑜的努力，在业界也不乏批
评声。有人认为，频频亮相，削弱了“角
儿”的“神秘感”，还有人批评，不断跨界
创新，就是“不务正业”。相对于京剧本身
的缺乏变革，这种固步自封的观点，也许才
是真正的症结。“我觉得，重要的是把过去
的伤痛带来的很多遗憾，变成资源、变成资
本，变成今天继续出发的一个理由，而不是
一直追忆过去的辉煌，或者徘徊在曾经的伤
痛里，那没有任何意义。今天有很多的京剧
从业者都在做着力所能及的努力，多少戏曲
和京剧昆曲的主播在新媒体平台上想尽各种
办法去获取流量和关注，难道不值得尊重
吗？”王珮瑜说。

显然，不管京剧能否重振雄风，但带京剧
突围，眼下最需要的是王珮瑜这样的“行动
派”。越来越多的“王珮瑜”屑于、乐于、敢于

“破圈”突围，才是求解答案的前提。

“小冬皇”王珮瑜携“清音会”亮相泉城，带来一场京剧饕餮盛宴———

京剧，以“圈粉”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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