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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广乾 吴万渊 报道
本报济南 5 月 1 日讯 从今日开始，山东航空公

司在原有航班的基础上，大幅增加山东至上海航班数
量，以方便我省旅客游览世博会。

据了解，山航增加青岛—虹桥机场每日往返一
班，增加后青岛至上海为每日 7 班往返（ 6 班至虹桥
机场， 1 班至浦东机场）。增加济南—虹桥每日往返
一班，济南—浦东每日往返一班，增加后济南至上海
为每日 6 班往返（ 5 班至虹桥， 1 班至浦东）。增加
烟台—虹桥每日往返一班，烟台—浦东每日往返一
班，增加后烟台至上海为每日 4 班（ 3 班至虹桥， 1
班至浦东）。

□ 本报记者 王 爽

这是第一次，世博会选择以“人类城市生
活”作为主题。当中国乃至全球城市化进程处
于重要关口时，“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求
索，更凸现重要。

5 月 1 日，上海世博园正式开园，随之
“亮相”的山东馆采用雕塑的语言，蓝色曲线
的造型，又融合山的厚重与海的灵动，勾勒出
“海岱交融”的风貌与意境，让观众在宽松、
愉悦的馆区环境中体验“登泰山观日，听圣贤
教诲，到齐鲁人家做客”的情境。山东馆展示
出的诸多元素，究竟如何诠释本届世博会的主
题呢？记者就此专访了上海世博会山东馆设计
艺术总监潘鲁生。

潘鲁生说，山东的创作团队，有一个思路
上的转变，一开始我们侧重形式多，比如 600
平方米的区域，怎么既反映山东的海岱交融，
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反映出山东今天的发展成
果？后来，我们的创作思路开始偏向理念，即
最终要回答“什么样的城市，能让生活更美
好？”的命题。

潘鲁生认为，最大的突破，是设计理念正
逐步和世界接轨。可以自豪地说，山东馆的设
计理念围绕“智慧、创造、文明、和谐的城
市”，其中对理念的提升和对主题的演绎，是
比较到位的。

所有的要素都有“深意”

初进山东馆，最吸引人的无疑是两大要
素：鲁班锁和孔子像。潘鲁生说：“二者既是
山东的标志，其背后还有很深的意味，延续着
历史和文化的传承。”

鲁班锁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
义。如果说东西方文明在城市中有什么不同？
答案是，文艺复兴后，西方基本是螺丝和螺母
的文化，而中国一直以来就是卯榫结构，鲁班
锁正是卯榫结构的集中体现。另外，鲁班锁中
的卯榫既体现了城市的“智慧”，又有“和”
之意。

孔子像也是如此。“参观者不能仅仅停留
在和孔子像合张影的层面上，而是应该领略到
其中的内涵，这就是——— ‘孔子厚德仁爱的文
化胸怀铸造城市灵魂’。整个展示中，和谐的
理念逐渐递进，在主展厅达到高潮，可以看到
现如今，世界各个国家的孔子学院对全球的影
响。”

可以说，孔子“和”的思想，体现了一个
城市的灵魂，城市正是因为秉承了“和”的理
念，才得以让生活更加美好。

和而不同——— “我们的家园”

“很多东西，不要让观众一下子看得太
透，要引导参观者去解读它。”潘鲁生说。

山东馆的入口处，与“鲁班锁”遥相呼应
的地方，一段名为《海岱齐鲁，礼仪之都》的
滚动播放的视频短片，引起了许多参观者的注
意。通过 4 分钟的短片，参观者可以感性而清
晰地了解 2000 多年前齐国和鲁国的城市生活。

“‘和而不同’是孔子思想中的精华之
一，早在古代，就存在于山东最初的城市形态
中，要让观众了解这一点。”潘鲁生说。

短片中，齐鲁两国呈现出显著不同的地域
文化，这种区别体现在城市建筑、人们生活等
各个方面。齐国重商，手工业、纺织业、制陶
业都非常兴盛，是当时世界上第二大城市，有
着雄伟的宫殿和繁荣的城市商业景象；而鲁国
特点是庄重平和，其都城曲阜在周代时是“礼
乐之都”，注重遵从“周礼”。

在城市的建筑风格上，齐国建筑特点是
“大城咬小城，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而且
有着当时世界领先的上下水排水系统。鲁国都
城规模较小，建筑特点是“大城套小城”，城
市布局是“前朝后市，左坛右社”，教育之风
盛行。“整个短片中，最终体现了一种‘和而
不同’的城市发展理念。”潘鲁生说。

这一理念继而延续到了中厅，时间定格在
今日的齐鲁大地。一段《和而不同、我们的家
园》影片，反映当代山东经济、文化、社会的
发展。参观者通过多媒体触屏的三个版块———
“今日山东”、“好客山东”和“文化山
东”，不难发现，山东 17 市地文化底蕴不同，
人文风貌不同、经济发展的模式不同，是和而
不同的城市，却又同时融汇贯通为大的齐鲁文
化，呈现出一个美好、和谐、好客、活力的齐
鲁之邦。

最终的落脚点在“人”上

山东馆内部空间是以“过去、现在、未
来”的时间概念为基点，设计为序厅“城市智
慧”、主展厅“城市家园”和尾厅“城市畅
想”三个板块，最终体现历史与现实对接，过
去与未来对话，城市与乡村交融。

但当初在尾厅的设计上，山东馆的设计团
队一直很困惑。“应该怎么表达未来的美好城
市生活？”

最终，创作团队认为，城市的真正本质，

是成为人的心灵家园；城市的所有发展指向，
最终也只为了一个字——— 人。“因此，在山东
馆的尾厅，我们的设计理念也最终要落脚在
‘人’上。”潘鲁生说。

因此才有山东馆内的大部分展品、设备都
不仅仅可以看，而且可以互动体验，比如参观
者可以与计算机下棋，可以自己翻阅电子显示
的《齐民要术》，可以踢古代的蹴鞠，甚至可
以品尝山东生产、享誉全球的啤酒、葡萄酒。
在自主品牌的物联网冰箱跟前，参观者可以把
冰箱打开，取出食品，再根据冰箱显示屏的变
化直接“订购”食品，体验足不出户的购物乐
趣。“通过这种互动体验，可以让大家一同畅
想未来的城市生活，一同感知未来的喜悦和希
望。”

出口的“花如意”，是采用无土栽培技术
种植的四季花卉，是最后一个互动项目，观众
可以在浏览过程中自由摘取作为纪念。“将
‘花如意’放置在出口，既是一件装置艺术
品，同时也承载了齐鲁儿女对未来城市家园生
活的美好祝愿。”潘鲁生说。

山航增开
山东至上海航班
方便我省旅客游世博

□记者 申 红 通讯员 张海庭 报道
本报牟平讯 4 月 16 日，烟台市牟平区绿健果

品专业合作社生产的烟台苹果、大樱桃喜获 2010 年
上海世博会“联合国馆特许经营商品”授权书。这
意味着烟台苹果、大樱桃搭上了世博“直通车”。 6
月份，由绿健果品专业合作社生产、世博会统一包
装的烟台苹果和大樱桃，将作为特供商品供组委会
人员和中外游客品尝。

总建筑面积 3000 平方米的上海世博会联合国
馆，将集中展示联合国及其系统机构在可持续发展
等领域进行的有益尝试及实践。为打进这个重要的
世博场馆，众多国内外知名品牌展开了激烈竞争。
牟平绿健果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孙丽霞把烟台苹果
的相关认证、检测报告展示给联合国馆组委会，还
请组委会人员现场品尝。今年 3 月，组委会联合中国
有机产业联盟的专家来烟考察烟台苹果的标准化生
产情况，现场专家一致认可。此后，孙丽霞又先后
两次赴上海接洽，最终拿到了“联合国馆特许经营
商品”授权书。

烟台苹果樱桃
搭上世博“直通车”

□邹海宏 刘黎辉 宋庆祥 报道
本报莘县讯 4 月 28 日，莘县供销社的两部直

采车，装载着 20 多吨新鲜蔬菜，驶往上海江桥批发
市场。这标志着莘县首批直供上海世博会优质无公
害蔬菜正式启运。

在山东省入选供应世博会的 40 多个优质蔬菜品
种中，包括莘县 9 个蔬菜生产基地的 12 个品种，日
供应量达 30 吨。

莘县专门投资 50 多万元购置了整套检测设备和
两部蔬菜专门运输车辆，对生产基地进行全天候监
控，配备经过专门培训的质检人员，箱箱、批批都
经过二次检测，确保供应蔬菜品质。

莘县 12 种蔬菜
走进世博会

“和而不同”山东馆
——— 总设计师潘鲁生诠释世博山东馆创作理念

□ 本报记者 王 爽

“山东馆的艺术表现力、高科技手段运用
是在 31 个省区市馆中做得很完美的！”中国馆
主题演绎顾问、 2010 年山东参与上海世博会顾
问穆桦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山东馆给出了
高度评价。

作为国内权威展会专家和本届世博会的主

题演绎顾问，穆桦先生对于中国国家馆和 31 个
省区市馆了如指掌。

“山东馆在 31 个省区市馆中属于完工比较
早的，做工也非常精致。尤其是浓厚的齐鲁文
化氛围，更是让人不得不佩服。”穆桦表示，
山东将鲁班和孔子作为馆内特色，是其他场馆所
不具备的。在演绎齐鲁文化的同时，又融合现代
高新技术，将互联网等元素在世博会上展出。

在穆桦看来，山东馆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从外形来看，山东馆非常抢眼，将泰
山和大海紧密融合的海岱齐鲁，磅礴大气。再
者，齐鲁青未了、一山一水一圣人是山东独有
的文化资源，齐国故都、论语、鲁班锁等代表
中国古代文明的东西，都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
致。“有内涵是山东馆的第二个特色。”穆桦
说。

■名家点评山东馆

中国馆主题演绎顾问穆桦———

山东馆很棒很有内涵！

□ 本报记者 王 爽

郭力是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参与了世
博会山东馆的评审。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山东馆较好地实现了现代展示与传统文化
的结合，他从中学习了很多有益的方案、理
念。

郭力认为，山东馆不但整体造型线条流

畅，显得非常大气，而且用了非常纯净的蓝
色，在所有省市展馆中显得很突出，可以说造
型和色彩的选择都比较完美。在有限的空间
里，山东馆里融入了泰山元素，而且还把泰山
跟水通过结构贯穿起来。再有就是把鲁班锁作
为一个虚景的展现，加深了观众对山东的印
象，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山东的核心理念。

“山东馆尽管层高不高，但高科技手段尤

其光的运用比较好，比如用灯光打出了某些重
点结构的造型，这给观众的视觉冲击力非常
强。另外，我认为在地区馆中，山东馆比较充
分地把现代展示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展示中
运用了很多对比，比较有新意，而且给人以启
思。看了一圈后，山东在这一方面做得比较成
功。”郭力说。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郭力———

现代展示与传统文化的结合

5 月 1 日，游客在世博园西班牙馆前留影。该馆
是一座复古而创新的“藤条篮子”建筑，外墙由藤条
装饰，通过钢结构支架来支撑，呈现波浪起伏的流线
型。值得一提的是，展馆的整个搭建都是由山东省博
兴县三和工艺品厂等企业完成的。

西班牙馆
“大篮子”山东造

□记者 李勇 卢鹏 报道

□孙久生 宋立忠 报道
本报宁津讯 上海世博园 5 月 1 日正式开园，园

区石榴花怒放，迎接四海宾朋。负责管护石榴树的
“栽培顾问”邢宝忠说：“世博园的石榴树都是从俺
山东宁津引进，有 10 万株。”

宁津大柳镇小郭村、李满村有着 200 多年花卉、
苗木的栽培历史，仅石榴就育有花石榴、果石榴等
20 多个品种，既可春天赏花又能秋天观果。宁津石
榴远销全国 20 多个省市，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时被确
定绿化指定树种，今年 10 万株宁津石榴树又成功种
进上海世博园。

宁津石榴
花开世博园

游人如织山东馆
5 月 1 日，上海世博会山东馆正式接待游人。山东馆运用声光电等形式展示齐鲁悠久的历史、文化，吸引了众多游客。馆内游客络绎不绝

（上图），馆内的蹴鞠互动演示台吸引了几名外国女青年好奇地观看（左下图），而来自西班牙的一家人在参观山东馆后合影留念（右下
图）。

□王兆锋 陈春生 孙维华 报道
本报临清讯 4 月的魏湾镇百花园里，白色的海

棠、浅红的碧桃、鲜红的梅花争奇斗艳。百花园总经
理李群述说：“ 4 月上旬，我们的 3000 棵海棠、碧
桃已经栽进了上海世博园！”

据了解，百花园先后引进栽培成功北美系列海
棠、日本照手碧桃等 20 多个品种，通过枝条嫁接、
选育，又培育出 50 多个新品种。他们的苗木销往北
京、天津、广东、成都、新疆等地，去年仅重庆就从
百花园购买照手碧桃 1 万余棵。 2009 年实现销售收
入 5000 万元。

临清苗木
栽进世博园

□彭 辉 车田民 报道
5 月 1 日上午，几位游客在文登南海的

“世博中国馆”沙雕前拍照留念。

□赵峰 增群 报道
枣庄峄城区小学生祝贺世博会开幕。

□记者 房贤刚 报道
5 月 1 日，游客争相在济南泉城广场与世

博会吉祥物海宝合影。

□记者 李勇 卢鹏 报道

齐鲁各地世博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