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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小票友路文慧演唱
京剧名段《春秋配》。无棣县
埕口镇宋王村李式广夫妇退休
后筹建了该县首家农民戏曲联
社，还免费招收了6名小学生
作为“好苗子”重点培养。

□初宝瑞 丁宝冬 报道

农民戏曲联社

培养京剧“好苗子”
9月1日，临沂市兰山区

白沙埠镇高翔水表有限公司
的员工在表演歌舞《开门
红》。为丰富职工文化生活，
喜迎十艺节，该公司举办歌
咏比赛，职工们踊跃参赛。

□王伟勋 报道

喜迎十艺节

职工赛歌忙
近日，日照国际动漫节

举办，百家动漫企业参加。其
间，精彩的COSPLAY比赛，
知名漫画家与动漫迷的交流
互动，吸引了近万名动漫迷
观看。

□卢绪乐 报道

日照打造

动漫狂欢盛宴 在无影山街道首届社区
泉水文化节上，群众演员正
在表演曲艺小品《相亲》。
近日，济南各街道纷纷举办
以“泉水文化”为主题的文
艺活动，市民们的热情非常
高涨。

□记者 卢鹏 报道

泉水节上秀才艺

纪录片进入海外需“改头换面”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一样，中国人很
了解自己的基础文化，但是国外则不同，卖到国
外的话，观众会跟我们的文化有一些错位。仍然
沿用原来的名字很难吸引国外人的眼球，引发西
方人的兴趣。”

——— 美国国家地理频道(亚洲)中国区副总经
理区咏卿日前接受采访时称，中国纪录片进入海
外市场往往需要进行改编。“因为有时候西方国
家观众很难看懂不属于他们的文化，他们希望比
较清晰地、有逻辑性地告诉他们一个故事。即使
他们知道‘故宫’、‘外滩’，仍然希望了解故宫后面
的故事，了解外滩为什么这样美丽。”

舞剧创作要有

对传统文化的独到思考
●“中国民族舞的发展正趋向于多元化，而

正是舞蹈形态和表达上的多元化、丰富化，造成
了创作者无法在艺术精神层面的深入。如果没有
对传统文化独到的思考，这种继承是没有生命力
的。”

——— 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林文增近日表示，
舞剧创作在符合当代观众审美的同时，又要注重
对古典艺术精神的继承和把握，传达出艺术工作
者对传统文化的思考。“民族舞面对的观众群的
知识结构也在变化，观众的欣赏需求层次也越来
越高，这对民族舞从业者提出了更高要求。”

青年编剧抱团求发展

●“现在的青年编剧，一般都是靠熟人推荐
才有机会，如果没有人脉又没名气，就很难在行
业里生存和发展。”

——— 《甄嬛传》原作者流潋紫日前在接受采
访时坦言，目前青年编剧普遍面临“自荐难、找
活难、维权难”的情形，为此几十位青年编剧加
入西湖青年编剧联盟，抱团求发展。“联盟将为
青年编剧提供影视法务咨询，保障编剧利益，定
期开展培训、采风、剧本推介等常规活动。”

(孔令伟 辑)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见习记者 孔令伟

再过一个多月，十艺节将拉开大幕，本届艺
术节有哪些新理念？从场馆建设、活动举办到接
待服务等各环节，节俭原则贯穿始终。

在8月29日十艺节接待工作会议上，组委会
将就餐形式统一为自助餐，“不搞超标准、超规格
的特殊接待”。这也是继取消开幕式文艺演出而
将节省的5000万用于建立文化惠民长效机制之
后，十艺节筹办工作中积极贯彻艰苦奋斗、节俭
办会理念的又一新举措。

演出：简化开幕式

十艺节筹办之初，我省就提出并坚持“水准
一流、规模适度、节俭办会”的原则，不请明星大
腕，不搞奢华演出，把十艺节办成一届“身瘦而形
美”的艺术节。

按照原来方案，十艺节开幕式要在济南奥体
中心体育馆举办一台大型综合文艺演出，演员规
模超过1000人，仅名星出场费、演出制作费、编导
创作费、设计制作费、器材租赁费等就达5881万
元。最终，组委会选择了“瘦身”计划，开幕式文艺
演出代之以简短仪式和山东一台冲击十艺节重
点剧目，节省开支5000多万元，实现了彻底的简

约转型。
十艺节省筹委会常务副秘书长徐向红表示，

节省开支不是单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把钱用到
最有意义的地方。“我省不仅要支持15台参评剧
目到基层演出，而且还邀请众多剧目到基层展
演，并鼓励各市、县级艺术院团就地演出，让更多
群众感受到文化发展成果。”

此外，这些节省下来的资金将用于推动艺术
事业的繁荣发展。目前，我省正筹划建立舞台艺术
持续发展“4+1工程”，即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地方戏
振兴与京剧扶持工程、优秀保留剧目工程、舞台艺
术英才培育工程以及支持鼓励优秀剧目、人才参
加国内外重大艺术比赛评奖活动的激励政策，推
动山东舞台艺术在十艺节后持续繁荣发展。

接待：统一采用自助餐

据介绍，十艺节将取消宴会，统一采用自助
餐的形式，这一举措无疑再次彰显了这一节俭办
会的理念。“我们要把勤俭节约的要求体现到接
待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切实做到高
雅而不奢侈，热情而不铺张。”十艺节组委会有关
负责人表示。

赛事期间，预计将有约3万名注册宾客及各
省、区、市观摩团和大量观光游客来我省。为此，
我省确定了267家综合条件较好的宾馆作为定点

接待单位，但如何从吃、住、行等方面对如此多的
宾客予以周密、细致、到位的保障，成为接待工作
将面临的重要挑战。

“我们要厉行节俭，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尽量
少花钱、多办事，不搞超标准、超规格的特殊接待，
会场布置、房间摆设、住宿餐饮等方面不追求奢华
排场。”组委会负责人表示，我们要以大方得体和
独特创意取胜，细微之处展现东道主的贴心关怀。

在饮食方面，十艺节指定接待宾馆将根据组
委会确定的就餐标准，兼顾不同地区和少数民族
饮食习惯，科学安排食谱，突出地方特色。山东大
厦常务副总经理田纳新表示，“我们将突出山东
地方特色，科学安排食谱，让来宾从饮食上感受
山东文化，感受山东的历史。”

此外，十艺节举办正值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
病高发时期，食品安全至关重要。“我们按照属地
管理和‘谁监管、谁负责’的原则，对重要接待单位
实行驻点监督，全方位、全天候对餐饮服务进行现
场监督，对接待单位的食品采购、加工烹调全过程
进行巡回监督检查，消除食品安全隐患。”省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纪检组长袁有洪表示。

赛后：场馆再利用

任何一届大型活动，场馆的再利用都是让主
办者头疼的事。新建场馆看似光鲜，然而后期维

护成本却非常高昂。一旦没有利用好，难免落下
个“门面工程”的诟病。

目前，十艺节场馆设施建设改造基本完成，
全省新建场馆15个、维修改建场馆25个。对此，文
化部艺术司副司长张凯华表示，山东改建新建的
演出场馆规模、舞台设施、建设标准达到了国内
一流水平，体现了山东对文化建设的重视。

但在建设过程中，这些文化场馆并没有盲目
求新、求大，真正考虑了“赛后利用”，考虑了十艺
节后的日常演出活动需要。十艺节组委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这些演出场馆布局合理、功能齐全，不
仅结束了部分城市没有好的演出场馆的历史，而
且能够满足不同剧种、各门类艺术演出的需要，正
在成为文化民生的大舞台、齐鲁文化的新地标。

今年3月，随着山东演艺联盟的揭牌成立，我
省积极探索十艺节后场馆的运营管理。“山东演
艺联盟将实现全省剧场的标准化连锁化经营。”
山东演艺联盟副秘书长林凡军认为，“演艺联盟
有规模化的优势，可以批量引进剧目，让演出不
间断，剧场也由原来的坐收场租，变为主动经营，
在降低演出成本的同时，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

现在，十艺节许多场馆尚未正式启用，但维
护运营模式已经在探索之中：积极利用好大剧
院、美术馆等文化设施，积极引进有特色的精品
演出，实现文化演出活动的常态化，把这些场馆
打造成山东乃至全国有特色的文化中心。

■十艺节·重磅

十艺节，身瘦而形美
——— 从场馆建设、活动举办到接待服务等各环节力倡节俭之风

□ 王红军

前两天，在济
南见到聊城豫剧
院院长章兰，她高
兴地说：我们的剧
院建好了，名字就
叫“章兰大剧院”！
在我们众多的演
出场所中，以艺术

家的名字命名的剧场并不多见。它的出现，本
身便是对艺术家的尊重和认同。

作为我省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
剧“二度梅”获得者，章兰完全应该享受这样的
荣誉。就在去年，我到聊城豫剧院采访，在一所
即将拆迁的学校校舍里，章兰带领团队正在创
排十艺节新戏《萧城太后》，中午饭是在斑驳的

旧礼堂餐厅吃的，章兰总觉得过意不去。现在，
她不仅有了自己的剧院，而且是以自己的名字
来命名，我也由衷地替她高兴。

我们的老艺术家们，不仅创作出了许多脍
炙人口的作品，而且为国家培养了大量杰出的
人才，都是“国宝级”的人物。以他们的名字命
名一个剧场，看似事小，意义重大。一方面，让
老艺术感受到国家的关怀，一方面，也让年轻
人感受到传统艺术的魅力。

戏曲是一门高度综合的表演艺术，其传承
主要靠艺人的口传心授。许多名艺人既是优秀
的表演艺术家，又是杰出的艺术教育家。他们
不仅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艺术流派，也为戏曲的
传承、发展与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现在说起戏曲艺术，我们总是埋怨
“青年演员太少了”，将原因归结到能够培养戏
曲演员的学校和机构太少了。殊不知，这些戏

曲班的“消失”，很重要的原因是戏曲班招不来
学生，也就没有青年演员。地方戏曲缺少青年
演员，已经成为全国地方剧团的普遍难题。

在十艺节全国曲艺展演时，泉州市木偶剧
团团长王景贤告诉记者，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
独生子女，父母很少有人愿意在孩子念大学之
前就让他学习木偶戏，念不上大学才会考虑来
演木偶戏，优秀的生源就无法保证。

“行行出状元”，这样的观念在传统文化传
承上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戏曲演员、一个非
遗传承人，每年的收入都不低，但为什么觉得
缺乏荣誉感呢？我觉得收入只是一个方面，关
键是要使他们能够受到社会和世人的尊重，增
强对所做工作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才能使他们
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其中。

此外，在对待艺术家、传承人的问题上，不
时露头的“长官意志”、“官僚主义”，暴露出一

些领导干部的水平存在不足。殊不知，过分的
“显摆”增添不了艺术光彩，反而引起人们的反
感，尤其是艺术家的反感。

有一位曲艺研究者批评说，在某曲协领导
退休时，竟然将自己的司机安排到了研究室主
任的位置上，这对曲艺工作者是无形的伤害。

“就算这位司机有研究水平，但传递出的影响
却是极端恶劣的。我们曲艺人无法真正自己做
主，这是最大的悲哀。”

像戏曲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
流动的，决定了它的传承和延续不像物质文化
遗产那样有形可依、有据可查。这样的传统艺
术，往往因传承人的逝世而消亡。所谓“人在艺
在，人死艺亡”，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要弘扬传统文化，要发展本土文化，
归根到底是由人来做的，老艺术家就是这方面
的代表，尊重也应该从老艺术家开始。

弘扬传统文化，从尊重老艺术家开始
——— 也来说说“章兰大剧院”

9月2日，济南市天桥区的演员在表演歌
舞《明月几时有》。当日，为喜迎十艺节，天
桥区举办演出活动，诗朗诵、相声、歌舞、快
板等节目深受观众喜爱。随着十艺节的临近，
济南市群众性文艺活动迅速升温，唱响主旋
律，为精彩十艺节造势。

□记者 卢鹏 报道

近日，桓台县举行十艺节测试演出，500多
名观众现场观看。此次测试演出，从消防、安
保、保洁、服务对接、舞台调度等方面进行全面
测试，取得了圆满成功。

□杨永杰 周城城 报道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精彩诠释十艺节“艺术的盛

会，人民的节日”的办赛宗旨，“鲁商置业迎
十艺”山东首届儿童艺术节，经过3天5场演
出，8月31日晚在历山剧院结束。

本届儿童艺术节由中国木偶剧院携经典儿
童剧《木偶奇遇记》和《美人鱼》前来参加。
《木偶奇遇记》主要通过小主人公匹诺曹的真
实经历，引导观剧儿童要诚实、勇敢，倡导正
能量。《美人鱼》主要给小观众们以视觉美的
冲击，同时通过人鱼公主海伦的美丽和善良，
以真善美正能量的引导影响孩子们未来的成
长。活动不仅有济南本地的小观众参加，还吸
引了来自枣庄、菏泽、临沂、淄博、聊城、泰
安、烟台等地的小朋友专程前来观看演出。其
间，主办方活动方还与淘米联手尽心打造了摩
尔庄园明星(摩乐乐)见面会、布奇早教互动等
各种儿童喜欢的活动。

经典儿童剧

助兴首届儿童艺术节

《云翠仙》：地方小剧种
唱出大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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