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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国鹏 通讯员 刘丛 报道
本报讯 被称为出版行业风向标的2014年北京

图书订货会1月9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1月10日上
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教育史经典名
著译丛》在展会期间举行了新书发布会。来到现场
参加学术对话活动的著名教育家顾明远教授说，这
套丛书“能够极大地促进教育学者尤其是教育史学
者教育理论素养的提高，能够给予多方面教育史研
究方法的启迪”。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山东教
育出版社社长刘东杰说：“《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
译丛》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2012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和
几十位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组成的译者团
队，历时5年打造而成。全书共10册420万字，是国
内首套翻译出版的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填补了国
内空白。”

据了解，这套丛书由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单中
惠、徐小洲教授担任主编。其中包括美国著名教育
史学家布里克曼的代表作《教育史学：传统、理论
和方法》、英国学者弗里曼《希腊的学校》、英国
学者伍德沃德《文艺复兴时期教育研究》、美国教
育哲学家布鲁巴克《教育问题史》、美国学者托里
斯《教育、权力与个人经历：当代西方批判教育家
访谈录》等。

单中惠说，这套译丛特点突出，“具有经典
性、代表性，也具有可读性。丛书基本能够体现出
20世纪以来西方教育史学界的经典研究成果，而且
在通史、制度史、问题史等学术领域都非常具有代
表性。

山东教育出版社

推出汉译教育丛书

□ 赵永斌 王月鲁

“她的剪纸，剪啥像啥，在俺们这十里八乡可
是出了名的！”日前，在高唐县梁村镇梁村街梁玉
英家中，乡邻们一边看着剪纸，一边夸她。

梁玉英家的墙上贴着“鱼跃龙门”、“双龙戏
珠”、“喜上眉梢”、“大吉大利”等剪纸作品，
幅幅栩栩如生。“这些都是我农闲时节剪的，贴在
屋里好看。”梁玉英说。

今年60岁的梁玉英，受母亲熏陶自七八岁起就
对剪纸感兴趣，从此便踏上剪纸艺术之路，至今已
巧手剪纸50载。

在她众多的作品中，笔者注意到一幅“龙凤呈
祥”：画面上的龙回首望凤，凤举目眺龙，双眼传
神，活灵活现，给人喜庆祥和之感。龙鳞凤毛清晰
可见，惟妙惟肖。这些龙鳞都要一剪刀一剪刀慢慢
剪出来，稍不留神就会将线条剪断，形不成画面，
梁玉英却凭借高超的技艺一气呵成，整幅作品看起
来流畅自然，将剪纸刀法的“稳、准、巧”淋漓尽
致地发挥了出来。“结婚用的窗花看似简单，实则
不易，因为不能剪重样，这样新人看着也高兴。”
仔细一看，果然，有寓意富贵荣华的牡丹、象征百
年好合的百合、代表五福吉祥的梅花……这些剪纸
在她手下仿佛有了生命力，美不胜收。

“中国剪纸已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
我们传承。可惜，现在爱好这门艺术的年轻人越来
越少了。”她说。

剪纸不但内容形式丰富多样，还反映出传统文
化心理、民间风俗和审美情趣，其文化意义可见一
斑。小小的剪刀，一扭一转一旋间展现的是五彩斑
斓的生活，如果无人传承，将非常遗憾。“剪纸是
过去每个女孩必须掌握的技艺，也是衡量新娘是否
心灵手巧的标准，如今不一样了，大家为了方便都
去买了。现在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找到一个可以传承
我手艺的年轻人，将我们的艺术发扬光大。”梁玉
英说。

花甲老太梁玉英

巧手剪纸50载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张铭芳

当年，以茅威涛、何赛飞等为代表的“金
花”，在戏曲界掀起了越剧“小百花现象”。30年
后，担任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的茅威涛携越
剧经典首次来到山东演出。

1月11日晚，在全国浙商华北峰会暨山东
省浙江商会成立十周年庆典上，浙江小百花越
剧团专场演出新版越剧经典《梁山伯与祝英
台》。在接受采访时，茅威涛说：“这是小百花越
剧团成立30年来首次到山东演出，这次新版

《梁祝》也是最能代表‘小百花’的作品。”

“现代化”风格打动今天观众

这次的新版《梁祝》，是在越剧百年时重新
编排的。首演时，茅威涛表明心志：“这次创作
是在传统外衣下面，延续着我从艺以来未曾改
变过的追求。”

茅威涛表示，《梁祝》是越剧最擅长也是最
有影响的作品，但是拿到老版《梁祝》剧本的时
候，我没有被打动。“老版《梁祝》是为了配合宣
传《婚姻法》，体现的是反对包办婚姻的主题。
时过境迁，原来的情节已经很难打动今天的观
众了。”

“梁山伯为什么喜欢祝英台？梁山伯怎么
一下子把友谊转换成爱情？这些都要现场观众
瞬间都能接受。”为此，新版《梁祝》加了一场

“高山流水”的戏，表现梁祝三年同窗结下的深

厚情谊，并巧妙地将《诗经》中的“执子之手，与
子偕老”作为主题反复吟诵。

茅威涛说，只要符合今天的审美和情感诉
求，艺术就一定能打动人。“‘梁祝’的爱情跟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主题，能够把这个爱
情故事延宕成人类的一种共同话题，这是超越
爱情的一种大爱，我们今天已经缺失了的一种
纯粹，可以打动剧场里的每一个人。”

由于老版《梁祝》深入人心，茅威涛也曾担
心观众对新版《梁祝》的接受程度。“我们打造
过一个‘明星版’《梁祝》，由越剧界的众多明星
共同演绎，我把新版《梁祝》里的‘山伯之死’加
到戏里，没想到一些老戏迷反映非常好。这就
是现代的舞台剧风格打动了今天的观众。”茅
威涛欣慰地说，“我觉得经典作品是无法超越
的，但是经典必须现代化。”

不能丢弃艺术传统

获得过三届梅花奖的茅威涛，曾和导演郭
晓男合力将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小说《春琴
抄》改成越剧，还把著名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
的寓言剧《四川好人》搬上舞台，改名《江南好
人》。她的每一次新作，都会引来或大或小的争
议。

但是，茅威涛更愿意用“戏曲现代化”来代
替“创新”这个概念，在戏曲的变革方面没有丢
弃越剧艺术最本质的传统。“我演小生从来没
有不带护领的。”茅威涛说，“我们要把老祖宗
的东西现代化，让老百姓接受它，但有些东西

是不能丢的。”
此前，小百花越剧团排演出了新版《梁

祝》、《西厢记》、《孔雀东南飞》等经典剧目，还
在2013年排了一台清宫大戏《步步惊心》，改编
自同名穿越类电视剧。“越剧很年轻，就诞生于
100多年前的田间地头，没有很多程式化的东
西。我们只能向别的兄弟剧种去‘偷’，但我们
没有脱离戏曲艺术的本质，我们叫‘认祖归
宗’。”

“在排《西厢记》时，我们学习川剧的‘踢褶
子’；《孔乙己》里，我们借用了京剧的‘叠披’。”
茅威涛表示，这个京剧动作是“新娘待嫁试新
衣”，表现人物亟不可待想当新娘子的那种高
兴劲儿，一件衣服一秒脱下、一秒穿上。“我们
表现的是孔乙己的内心挣扎。”

在不断的借鉴和学习中，茅威涛也在不断
的丰富着越剧表演艺术。“我们的越剧，话剧替
代不了，黄梅戏、沪剧、京剧、昆曲都替代不了，
好比《梁祝》的基本成态，我在寻找真正属于女
子越剧的一个舞台样式，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坚
持的一种创作主旨。”

借助媒体宣传戏曲

“为什么我们的戏曲越来越边缘化？这就
是我们的戏曲从业人员自身没有脱去农耕时
代的印记，没有反思怎么样让戏曲现代化的问
题。”茅威涛表示，“以前的红线女、常香玉老
师，都在全国非常有影响力，但现在的剧种能
走出本地域的有几个？”

在演戏之余，茅威涛不仅积极接受媒体记
者采访，而且参加电视台的娱乐节目来宣传越
剧。“我的微博在戏曲演员里算是关注度比较
高的，但是跟影视明星比起来，就是他们的一
个小零头。”茅威涛说，在以前，自己的微博一
天增加几十个粉丝就不得了了，但是自从上了
湖南卫视《天天向上》节目以后，这几天就成百
的增加粉丝。

茅威涛坦言，自己参加这样的娱乐性综艺
节目，就是想通过这样的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
越剧。“我的一些同事看了播出的节目，觉得很
遗憾，因为他把很多内容剪掉了。但是我觉得
人家剪得很好，因为我们的诉求已经达到了。
我们不是来普及知识的，而是要通过这个节目
让更多的人了解越剧，让他们觉得原来传统戏
曲也挺好看的，这样就足够了。”

在济南演出后，“小百花”将赴长沙演出传
统与时尚兼备的《步步惊心》，这是给剧团新生
代演员量身定做的毕业大戏。

茅威涛说，剧目的选择也要因时而变，“假
如我们继续墨守陈规的话，就会被关在20世纪
的大门里出不来。”

新版越剧经典《梁山伯与祝英台》首次来山东演出

茅威涛：戏曲经典也须“现代化”

□ 刘玉堂

山东地方戏
的故事一般都是
小猫吃小鱼———
有头有尾，实实在
在，一看就明。结
局基本都是好人
有好报，有情人终
成眷属之类的大
团圆。调子也大都

以欢快、温馨、祥和见长，很少有讽刺、讽喻或
幽默的东西在里面。唯有《墙头记》是个例外，
它是幽默的，讽刺的，且幽默得深刻，讽刺得辛
辣。

《墙头记》根据蒲松龄的俚曲改编，说的是
年近八旬的张木匠两儿不孝，两媳不贤，张木
匠遭百般虐待，处境艰难，老朋友王银匠弄清
原委，以其父藏有防老之银为由，诱使两个儿
子争相侍奉，最后墙倒被压，受到惩罚的故事。

看过吕剧《墙头记》，再看由中央新闻纪录
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山东梆子《墙头记》，仍觉震
撼。戏一开始，张木匠长子大乖的开场白是：自
己的戏法自己耍，自己的算盘自己打，为人若
不向自家，不是憨来就是傻。其妻则也称其会
算计，是皮笊篱捞面——— 汤水不漏，我主内，他
主外，弯刀对着个瓢切菜。这个弯刀对着瓢切

菜是句歇后语，以瓢或葫芦为案板切菜，还就
得用弯刀才能切得下来，相配相称、一丘之貉
的意思。由此也可知，这一对男女是何等样人。

次子二乖呢？也不愿奉养父亲，常常怨恨
“老爹爹今年八十五，何不死在圣贤年”。他说
的这个圣贤年，是指七十三、八十四——— 圣贤
去世的年纪。该孽子粗通文墨，喜欢臭拽。

一个年迈体衰的老人，依靠这两个孽子养
老，其情其境，可想而知。该剧的核心唱段“老
来难”即反映了他真实的处境：老来难老来难，
老来无能讨人嫌。一辈子当木匠流尽了血汗，
为拉拔儿子我忍受辛酸。长子送去学生意，次
子学堂读书篇。想当初我待儿子如珍宝，到如
今儿待我不如猪犬。两个儿子不养老，一对媳
妇更不贤。我吃不饱来穿不暖，一家半月乱倒
换。早晨等到天将晌，饿得我头晕眼花心似油
煎。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孝和悌是紧密相
连、高度一致的。不孝则不悌，我还没见过一个
不孝之子，能跟兄弟姊妹处得和睦、融洽的。大
乖、二乖这两个不孝之子，即因赡养父亲之事，
斤斤计较、互相指责，比着赛地看谁更不孝、更
狠毒。

终于因月份的大小问题，张木匠被精于算
计的大儿子撮到二儿家的院墙上了——— 当然
也因为二儿装聋作哑，拒不开门。并言道，你要
掉往墙里掉，掉到墙外可没人管饭。

这个将老爹撮到墙头上的细节特别真实，
特别辛酸，也特别幽默，既符合两个孽子的性
格，也符合蒲松龄作品一贯入木三分的幽默风
格。

可以给幽默下若干定义，比方智慧用不了
才幽默，有话不直说拐着弯儿说就是幽默等。
幽默又有多种表现形式，有立意的幽默，情节
的幽默，语言的幽默。还可以给它分分颜色，比
方灰色幽默、黑色幽默等。我认为《墙头记》即
是立意与情节的幽默，是一种内在的幽默，有
黑色幽默的味道。

张木匠骑在墙头上的那几句唱，特别令人
心酸，让人唏嘘：骂声大乖太不该，撮我上墙你
跑开，墙头是我亲手垒，想不到成了我的望乡
台。见过七十二样死，没见过墙头这一灾。

多亏张木匠年轻时的好友王银匠打此路
过，见其昏倒在墙上，即将他救了下来。弄
清原委，王银匠又气又恨，遂埋怨张木匠，
这都怨你啊，从前惯得他们不通人性，你四
十多岁抱娃娃，冬里枣夏里瓜，秋里葡萄春
麻花，两个乖乖会骂娘，喜的你咧着大嘴笑
哈哈。舍不得吃，舍不得花，枉费钱财养冤
家。之后即出一计，他先到大乖家，又到二
乖家，都以要账为名，叙说当年张木匠怎样
在他的炉子上化银子，暗藏防老，还没给手
工费哩！于是，一场“争爹战”开始了。张
木匠的处境也就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两年过去，期间，二孽子争相对爹大献
殷勤，都希望爹能把藏银留给自己。张木匠
生活好了，内心痛苦却增加了。他不愿在欺
骗中生活，不久即抑郁而死。弥留之际，张
木匠言道：一阵阴来一阵阳，抬头观见那堵
墙。死后不把别人想，难忘好友王银匠。

在王银匠的监督下，二孽子料理完了老
爹的后事，遂要其说出父亲藏银子的地方，
王银匠决定再一次戏弄他们，让他们掘地刨
墙。结果墙脚挖空，整堵墙轰然倒下，将二
孽子夫妇压在了瓦砾中。王银匠即感慨道，
墙倒了！哈哈，以后当爹的就不用再上墙
了。那四人连喊救命，王银匠又戏弄道：我
管墙上受苦的爹，不救墙下无义男；男不养
老女不贤，留给后人作笑谈。

毕竟是世界短篇小说大王蒲松龄的原
创，该剧故事严密、情节幽默、细节真实，
语言精巧，汲取了大量的俗语、歇后语，既
十分的生活化，又十分地具有文学性，单是
读剧本，即十分地享受。就地方戏创作而
言，高人一等。

蒲松龄故居曾挂过许多楹联，有一幅郭
沫若先生的楹联，让人过目不忘，叫“写鬼
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俚曲
《墙头记》是刺虐的，入木三分的。其成为
传统剧目的经典，并被许多剧种移植，自然
而然。

入木三分《墙头记》

□ 本报记者 岳增群
通讯员 高焕成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就开始自费
收集日本鬼子的侵华罪证史料，走了大半个中
国，不为别的，就想办个日军侵华罪证史料馆，
用事实驳斥日本右翼势力企图篡改侵华历史，
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滔天罪行的谬论。”近日，
在枣庄市大观园文化市场玉坤文化交流中心，
51岁的农民收藏家杨义平对记者说。

在一个长方形柜台上，摆满了这位农民收
藏家三十年来收集到的日军侵华罪证史料，其
中历史图片600多幅，战报、图册、书籍300多
本，有许多图片是日军随军记者拍摄、日本新
闻机构出版的“自供史”。

杨义平还收集了几张日本昭和十二年到
二十年间的日本原版地图，均没有将钓鱼岛列
入日本版图。中日“钓鱼岛事件”发生后，他收
藏的这些日本地图成了证明钓鱼岛自古就是
中国领土的有力佐证。

卢沟桥“七·七”事变75周年那年，杨义平在
枣庄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举办了《勿忘国
耻——— 日军侵华罪行史料收藏展》， 除展出上
千幅(册)战报、图册、书籍外，还展出了杨义平收
藏的侵华日军用的战刀、水壶、军帽等。当年日
本随军记者拍摄、日本出版《支那事变画报》、

《国际写真情报》、《历史写真》等史料，让参观者
多侧面看到了日本侵略者寡廉鲜耻的真面目。

杨义平出生在枣庄市税郭镇王庄村，2002
年的一次机会，他到山东莱州陆旺镇收藏字画
时，从一位姓徐的农民手中见到了1941年和
1945年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
出版的两本《支那事变画报》，其中的日军侵华
图片让杨义平震撼。他感到，图片与文字相比，
能更直观、更鲜明地揭露日军的侵华罪行。便
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

收藏古玩字画是“流动资产”，为的是买进

卖出，挣钱谋生。而杨义平收集的日军侵华罪
证史料一份都不卖，全部作为“固定资产”保存

起来。他说：“这些都是难得的史料，既然到了
我的手上，就不能让它们再走、再丢、再毁了。

等我收集到一定规模、数量，就想法办个日军
侵华罪证史料馆。”

三十年来走南闯北，自费收集日军侵华史料

杨义平：想办个日军侵华罪证史料馆

1月14日，东营市东营区牛庄镇中心小学师生在电子屏幕前演唱原创吕剧歌曲《情义东营》。利用电子大屏幕播放与剧情响应应的图片
视频，为传统吕剧增添了时尚魅力。 □卢鹏 智峰 报道

□记者 付玉婷 报道
本报讯 1月12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

展报告培育项目《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报告：
2013》由山东大学和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
心共同发布。报告以当代民俗发展进程中所产生
的生活与文化现象为考察对象，反映了“汉服运
动”、婚俗、民间信仰、网络谣言与民间话语、
民族文化资源保护、民俗旅游等近年来的热点问
题和焦点话题。

中国民俗文化

发展报告发布

1月11日晚，新版越剧经典《梁山伯与祝英台》首
次来山东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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