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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邹平县焦桥
镇举行农村戏曲巡演活
动，6支农村剧团将为
48个村的农民送去《小
姑贤》、《钓金龟》等
近百场农民喜爱的传统
剧目。

□董乃德 报道

沂源县东里镇的农村
文艺爱好者在练习扇舞。
近年来，乡村文化大院给
农村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
了舞台，歌舞、秧歌、锣
鼓、广场舞……山村冬日
热闹又吉祥。

□付书勇 报道

11月17日，画家刘绪峰
在创作国画《并驾齐驱》。
离农历马年虽然还有3个多
月，以画马著称的刘绪峰却
忙得不可开交，前来预约画
马者络绎不绝。马年未到，
马画先火。

□闫盛霆 报道

农民家门口看大戏 扇舞吉祥 马年将至，马画先火

文化产品成为文化商品

才能“不翼而飞”
●“我们引进的主要是文化商品，而送出去的

有些只是一般性文化产品。在市场经济时代，文化
产品必须成为文化商品才能“不翼而飞”走进千家
万户，走向千百万终端消费者。”

———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
宇，在谈到怎样才能扭转中国与西方文化贸易逆差
时这样表示。他认为，要把中国的文化演出产品推
向世界最关键的因素包括如下几点：首先是内容为
王，要选择中国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同时也是
能为世界观众共同接受和有共识的东西，简单说就
是普适性原则；其次是找到合适的表现形式，要用
润物无声、让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将我们的文化理
念和核心价值观传递给世界观众。

不应随意批判“李白杜甫”们

●“当今中国的文化生态环境存在很多问题需
要反思，其中一个突出现象是，文化界有些人以批
判传统为荣。”

——— 日前在沈阳举行的第五届“中国当代文学
高峰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
长陈众议说，时下，一些学者和作家常以当代的眼
光或者西方的视角质疑中国传统文化，甚至连李
白、杜甫也屡遭批判和嘲弄。“文化工作者应清晰
地认识到哪些是需要传承的，哪些是需要抗拒的，
哪些潮流需要参与和介入，哪些潮流是应当悖逆
的。唯有如此，才不会误入歧途。”

电影“卖到国外去”要早考虑

●“拍电影不能拍出来以后再考虑怎样卖到国
外，而是从最开始策划时就要有这样的意识。”

——— 在伦敦参加第五届万像国际华语电影节
时，山东电影制片厂厂长、电影《止杀令》导演王
坪这样说。他表示，这次拍摄《止杀令》就是一次
尝试。剧组请到日本监制井关惺和韩国著名制片人
李柱益，井关惺曾监制过黑泽明导演的《乱》，李
柱益曾是电影《晚秋》的监制人。

为了影片更好地在欧洲推广，王坪还雇用了优
秀翻译团队，并邀请来自荷兰的电影发行公司给影
片提建议，比如哪些情节和场面符合西方人的喜
好，哪些可以弱化。

(于国鹏 辑)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本报实习生 张 瑞

从11月17日开始，由省文化厅、省文物局
主办的“赤子心·故乡情——— 台湾山东籍现代水
墨画家乡情展”在山东博物馆展出，展览将持续
到12月20日。7位我国台湾山东籍画家的120幅
作品，以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大胆的艺术
创新精神，吸引众多观众欣赏观摩。即使在那些
艺术圈内人士看来，这些特色鲜明的作品，细细
品鉴起来的确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回山东老家“朝圣探亲”

参加此次展览的，共有刘国松、姜一涵、
夏一夫、阎振瀛、刘国兴、李君毅、孙翼华等
7位画家，他们祖籍都是山东，用刘国松的画
讲，是“回老家朝圣探亲”来了。

刘国松祖籍山东青州，在我国台湾画坛有
“现代水墨之父”称号，他继承中国画传统，
又融入西方绘画的观念和技巧，成功引领中国
水墨画的现代转化，蜚声国际。

今年4月26日，刘国松81岁生日当天，作
为“山东名人馆”系列之一的“刘国松现代水
墨艺术馆”，在山东博物馆正式开馆。随后山
东博物馆又成立了“刘国松中国现代水墨艺术
研究中心”，致力于推动中国现代水墨艺术的
创作与发展。本次展览也正是由山东博物馆、
刘国松现代中国水墨艺术研究中心承办。

7位台湾山东籍老乡“抱团”来山东办展
览，别开生面，又让人感觉特别亲切。最年长
的夏一夫，1925年生于栖霞，算起来今年已经
88岁高龄。姜一涵比他小一岁，1926年出生于
昌邑，身体非常好，笑称因为自己“有点小功
夫”。1940年出生的阎振瀛出生于莱阳。另外
三位属60后、70后，都出生在台湾，刘国兴和
李君毅祖籍分别是烟台福山、威海荣成，年龄
最小的孙翼华女士，1970年出生，祖籍高密。

刘国松说，本来计划中是8个人一起来山
东办展览，“八仙过海，朝圣探亲”，但有一
位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参加，很是遗憾。

他说：“我们这些画，题材包括人物、山
水、花鸟，还包括抽象派绘画，另外在技法上
也各有不同。每一位都有鲜明的个人风格。”

率真直接，蕴藉含蓄

这几位台湾画家的作品，都特别注重对我
国传统文化的表达，只不过表达的方式不一
样，有的率真直接，有的蕴藉含蓄。

刘国松认为，不仅传统中国画家深受传统
文化影响，现代画家也同样如此。这几位台湾
画家的作品，都注重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道家
文化的解读和表达。“传统中国画是通过点、
线来表现对象和表达情感的。道家最重要的哲
学思想是‘阴阳二元’。这种思想反映到传统
中国绘画上，是用黑点、黑线表达，没有白
点、白线。台湾的画家则努力把白点、白线加

入画中，反映老庄的哲学思想，表达自己对传
统文化的理解和感悟。”

孙翼华的作品，多用鱼、鸟的意象。像《缚》
系列作品，她试图以重墨、金彩，化石、网线的对
比张力，来触发人们那股被拑制、束缚后欲超
脱、放下的心境，表达了对“超然物外”那种道家
理想境界的追求和向往。

创新胆量再大也不为过

观看这120幅画作，感受最深的是那股充
盈鼓荡、喷薄而出的新意：原来画还可以这样
画。

刘国松的作品自不必说。他独创的“抽筋
剥皮皴法”，让他创作出的山、林都别有一番
韵致。他的《天上黄河系列》，则是用“渍墨
法”作成。“古人作画讲究泼墨、破墨，我这
幅画没有用笔，而是用渍墨法，用两张纸叠起
来，把墨的颜色印上去的。”

不仅技法方面，他在题材、材料上也大胆
创新。他的画中有传统的山水林鸟元素，而现
代的新事物包括太空人形象等，都出现在他的
水墨画中。就连他作画用纸，也是经过创新特
别制作的“国松纸”。

姜一涵创作的是抽象风格的作品，对时空
的表达颇有心得。这主要是因为他对西方绘画、
雕塑、建筑等多有研究，作品中也自然而然体现
出来。他的作品重视结构和线条，色彩浓郁强
烈。他开玩笑说：“这主要是避人所长。中国画长

于用墨，我避开，我用色。他们说‘形形色色’，他
们用‘形’，我就用‘色’。”

在去年创作的作品《倒数计时的升空》
中，呈现背景的地方特意留了一块白。姜一涵
说：“这块留白不是偶然，是设计出来的。刘
国松的留白是线条，他太有名了，我得避开
他，另辟蹊径，所以我的留白是形状。”

阎振瀛是一位戏剧家，拥有教授、诗人、
翻译家等多种头衔。年近五十才开始绘画，正
因此，他“胸无成竹”，没有过多的拘束，表
达起来更加自由和洒脱。今年他新创作的一幅
《母子图》，专门带来参加了这次展览。这幅
表现母亲怀抱幼子的画作，表达了母子间的脉
脉温情，画面抽象夸张，而其设色也极为特
别，主色调是鲜艳的“桃红”色。

听阎振瀛解释，才知道这幅画居然是用
“口红”画成的。他说：“女儿从网上买口红，被
人骗了，买回来才发现质量不好。我说，那给我
用来画画吧。我觉得对于绘画来讲，使用什么材
料都可以，关键是看怎么去使用。”

作为年轻一代画家，在创新的道路上往往
走得更远。李君毅的《心经山水》、《诗中有
画》、《画中有诗》等作品，看上去似乎是在
“印刷雕版”上作画。他说：“这些作品是以
印章汉字铺底，然后再以水墨点染，渲染出山
水形状。”

刘国兴则以“计算机水墨”开创水墨新
境，擅长以纤细工整的风格营造充满律动的空
间，画作极具装饰性。

7位台湾老乡回山东“朝圣”探亲办画展

道家文化入画来 别有风味细品鉴

11月19日，滨州市滨城区市西街道亚药
刘社区文化中心，社区舞蹈队的演员兴奋地排
练舞蹈《好日子》。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
振奋人心，各地群众欢歌热舞抒发喜悦之情。

□卢鹏 王麦菊 报道

□ 王红军

十艺节上，临沂市柳琴戏传承保护中心的
刘莉莉荣获“文华表演奖”，这也是中国文化艺
术表演方面的政府最高奖。在此前接受采访
中，今年已经40多岁的刘莉莉，半开玩笑地说：

“我是我们团最年轻的演员……”上世纪90年
代后，柳琴戏就没进过新人了。

筹办十艺节以来，我省在戏曲、音乐、舞
蹈、民族器乐等艺术领域人才涌现，取得了令
人欣喜的成就。但在同时，我们也希望看到人
才结构更加合理，看到更多年轻演员的精彩表
现。文化艺术只有“人才辈出”，才能形成可持
续发展的“生动”局面。

这一年多来，我接连观看了十艺节多项全
国专业艺术单项比赛、文华奖评比展演，感慨
良多。戏曲“出人出戏”，“出人”是第一位的。

一部昆曲《红楼梦》，为什么会集结北方昆

曲剧院、上海昆剧团、江苏演艺集团昆剧院、中
国戏曲学院、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的众多演
员？出戏，更出人。北方昆曲剧院院长杨凤一认
为，“一部昆曲《红楼梦》问世了，一批青年昆曲
演员为观众所熟悉了，一个个青年靓丽的身影
活跃在昆曲舞台上，为昆曲艺术的长远发展注
入了希望和活力。”

这次带着《建安轶事》来十艺节的湖北省
京剧院，“人保戏、戏保团”的经验早就引发了
业界关注。20多年来，他们先后创作了《徐九经
升官记》、《曾侯乙》等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剧
目，而大量优秀表演、导演、编剧人才的汇集，
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可靠保证。

汉剧传统剧目《宇宙锋》的演出，也在十艺
节上成就了“五代人”的传奇。1952年，汉剧艺
术大师陈伯华就以《宇宙锋》荣获全国大奖，并
凭借此剧目造就出了第二代陈派传人雷金玉、
第三代传人胡和颜、第四代传人邱玲等优秀人

才。十艺节上，陈派第五代传人王荔又在新版
《宇宙锋》中显示了精湛的表演才能，成为汉剧
新一代的领军人物。

戏曲人才培养，重在活态传承。从我省来
看，老一代艺术家大都已经离开了舞台，部分
中年一代在支撑着舞台，更年轻的一代虽有佼
佼者，但整体状况并不能令人满意。尤其是在
十艺节文华奖剧目创排时，部分剧种的青年演
员“捉襟见肘”，最终获奖的青年演员当然是少
之又少。

问题出在哪？就在于人才培养机制。我们
戏曲人才的培养，应该注重从中青年演员中发
现和培养尖子演员，真正重视人才的梯队建设
工作，为青年演员向“领军人物”转变创造条
件。

这个月底，北京京剧院将在济南举办系列
演出，他们以“九大头牌”、“八十精锐”为招牌
在国内外巡演，力推在“魅力春天”青年演员擂

台赛、全国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等活动中的获
奖者及各流派的佼佼者。

让青年演员们有戏可演，这是一条宝贵的
经验。杨派老生杨少彭说，这次“传承之旅”给
青年演员创造了特别好的演出机会。“对于年
轻一代的京剧演员来说，这样的机会非常难
得。如果不能登台演出，戏曲演员不会被观众
认可，也不会有任何提升的机会。”

名演员是在舞台上演出来的。“嫡传”当然
重要，但放手使用人才更重要，最好的使用人
才的地方就是舞台。如果青年演员没有演出的
舞台，人才怎么出得来？

人才辈出戏曲才会“生动”
——— 十艺节成功后的思考之三

□记 者 王红军
通讯员 常丽娜 魏其宁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日前，淄博市博山区出台
《意见》对陶琉文化专业人才进行补贴和奖
励，提高陶琉产品的创意水平，促进区域文化
品牌创建，加快形成区域人才发展特色优势。

据介绍，在博山从事陶琉艺术创作累计满
30年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
师、中国玻璃(琉璃)艺术大师和中国内画艺术
大师、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每月将分别得到
500元和200元的政府津贴。新获得国家级和省
级工艺美术大师、陶瓷艺术大师、玻璃(琉璃)
艺术大师、内画艺术大师称号的，分别一次性
获得奖励5000至10000元不等。带徒艺术大师或
为全区陶琉事业作出贡献的艺术大师或老艺
人，也将得到奖励或表彰。

博山区是“中华陶琉文化城”，目前全区陶
琉行业从业人员已达2 . 5万人，各类技术人员超
过1000人，全区陶琉产业年产值达到70亿元。

博山奖励补贴

陶琉文化人才

中国南水北调博物馆18日在湖北省十堰市生态
滨江新区破土动工。南水北调博物馆选址位于郧阳
汉江大桥桥头，毗邻汉江，与郧阳老城区、政务新
区遥遥相对。

据了解，南水北调博物馆规划占地面积308 . 7
亩，总体布局分为滨江观光休闲区、观光步道、南水
北调博物馆主体和遗址保护区四部分。组团规划布
局暗含武当文化“龟蛇合一”的形态，寓意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位于鄂西北的十堰市是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核心水源区，库区内文物资源十分丰富，在十堰建
设中国南水北调博物馆，可以充分彰显水源区悠久
的历史文化和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的伟大成就。据悉，
南水北调博物馆建筑设计方案由上海同济大学建筑
设计研究院编制，预计将于2015年底全部建成。

（据新华社）

南水北调博物馆开建

东昌府“澄浆玉泥”砚
绝无双

十艺节·16版

11月19日，工作人员正在滨州市滨大科技文化
产业园展厅布展。时下，书画市场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青睐。 □卢鹏 闫亮亮 报道

11月18日，无棣县老
艺人马士华正在演唱“哈
哈腔”，吸引了不少围观
群众驻足欣赏。“哈哈
腔”又名柳子调，由民间
弦索小曲衍变而成，是一
个比较古老的地方小戏。

□初宝瑞 报道

晒晒“哈哈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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