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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国鹏

59岁的张良一肩上扛着一把明晃晃的大
刀，提前半个多小时就来到“考场”门口，旁边
的“老虎”也已基本收拾停当，只等着上场表
演。

“考场”设在山东新闻大厦。3月21日，省
文化厅组织第四批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现场考察评选，参选的“考
生”都来这里“赶考”，张良一是“考生”之一。

张良一来自东营市东营区龙居镇盐垛村，
表演项目是当地很有名气的“盐垛斗虎”，这个
项目在2010年就被列入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我们表演最多有八只虎一同上场，今
天因为只是展示一下，所以就来了一只虎。”

“斗虎表演起源于清朝，已有100多年的

历史，形成了一整套舞蹈动作。老虎的动作有
‘老虎下山’、‘饿虎捕食’等，斗虎的动作则有
‘快三拳’、‘慢三拳’、‘三仆腿’等，一系列引
逗嬉戏之后，打虎成功。”面对专家评委，张良
一毫不怯场，侃侃而谈。他对“盐垛斗虎”的历
史渊源了如指掌，还能够讲出表演的意义和
价值，比如避祸祛邪、迎祥纳福，展示不畏强
暴的斗争精神等。

讲到后来，他自己也笑了，“主要还是好
看，有趣，大家愿看这个热闹，逢年过节演出，
周围的人都挤得满满当当。”

像张良一一样前来“赶考”的非遗传承人
共有59人，涉及1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门类。省
文化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姜慧说，“进入
现场考察的59人，都是从全省各市申报的280
名传承人中评选出来的。像这样设置现场考
察环节评审非遗传承人，在全国尚属首次。”

现场分成三个大组，分别是传统音乐、传
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
技组，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组，民间文学、民
俗、传统医药组。考察采取专家提问和现场展

演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察组根据传承人现
场考察的表现，确定推荐名单。

相友文的“兰印花布”分在“传统美术、传
统技艺组”。相友文来自兰陵县大仲村镇小吴
宅村，今年已经80岁。他从展台上拿起一件成
品花布展示给大家看。这块花布三尺见方，葵
花样的花纹匀称地分布在四周，一眼看去沉
静、大气、典雅，给人的感觉非常舒适。相友文
说，别看现在技术先进，能制造出许多新鲜的
面料，但这种“土里土气”的“兰印花布”还是
相当受欢迎。

相友文介绍，制作“兰印花布”的技艺，也
是祖传的本事，“到我就传了三辈了，我爷爷
就会这门技术，我从小跟着学下靛、染布。现
在县里会这门本事的也就我们这一家。”

省艺术馆副馆长史忠民是现场评委之
一，他说，“我们评审时关注的，不仅仅是看项
目传承保护的成果，还特别注重对传承人品
质的考察。评审他们作为代表性传承人的目
的，并非确认这个传承人在这个项目上的唯
一性，而是为了让他们带领这个项目所有的

传承人共同发展。”
最终，57名传承人通过了现场考察，2名

传承人需要复核。接下来，省文化厅还将组织
对部分传承人进行实地复核。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这些前来“赶
考”的传承人看来，参加考试的最大目的，还
是为了更好地把这些传统绝活传承下去。

70岁的刘福祥做泥塑，同样是祖传手艺，
目前能做出50余个品种。他最拿手的，是制作
三国人物、杨家将、福娃系列。他拿起一件红
脸长髯关公泥塑说，“卖得最贵的就是这个，
50块钱一件，收入还行，可年轻人都不愿学这
门手艺。”

为了留住这些传统技艺、手艺，留住那些
美好的“乡村记忆”，我省不断加大非遗保护
的力度。姜慧说，“省财政拨出专项资金予以
支持。与此同时，我省不断创新非遗保护的模
式，形成比较完善的非遗保护‘四级名录体
系’，最近又通过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等方式，促进非遗
保护工作。”

59名非遗传承人“赶考”献绝活
留住传统技艺和那些美好的“乡村记忆”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3月27日讯 记者从省文化厅获

悉，3月28日，由由国家文化部公共文化司主办
的“大地情深——— 群星奖获奖作品全国巡演”将
在泰安启动，充分展示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群星
奖”评奖活动的丰硕成果，让获奖作品更多更好
地惠及基层群众，所有演出场次全部免费。

本次巡演包括示范性巡演和各省区市自
主实施的巡演两大类，示范性巡演将在山
东、四川、江苏、北京等7个省区市举行，
各省区市自主实施的巡演包括三种形式，与

省内品牌文化活动有机结合的省内巡演，省
际之间优秀文艺节目交流演出，以及以第一
批、第二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
建城市为主体开展的巡演交流活动。

“群星奖”是文化部设立的全国群众文化
艺术政府奖，和专业领域的“文华奖”并列为
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的两个子项。十艺节“群
星奖”共有884件作品、157个公共文化项目和
117个“群文之星”候选人参评，经过初选、复赛
和决赛等环节，共决出220个作品类“群星奖”、
110个项目类“群星奖”以及100位“群文之星”。

其中，在作品类比赛中，我省在音乐、舞
蹈、曲艺和戏剧类比赛中分别有7件作品获
奖，还有2个合唱、2个广场舞节目获奖。在项
目类比赛中，我省有垦利县“村村唱戏村村
舞”等4个项目获奖，还有张荫松等6人夺得

“群文之星”，比赛成绩在全国遥遥领先。
本次巡演中，各地还将举办“群星讲堂”

活动配合巡演，组织本届“群星奖”评审专家
及获奖优秀作品主创人员组成讲师团，点评
参赛作品，交流创作心得，提高基层文化工作
者的创作水平。

十艺节群星奖作品巡演在山东启动
让获奖作品更多更好地惠及基层群众，演出场次全部免费

□ 王红军

前些天，到济南市东郊的相公庄采访，
这个仅有300多户的小村落创办了民俗博物
馆，还收藏了大量村民眼中的“破烂儿”，
“一件破烂儿是破烂儿，十件、一百件，就
不是破烂儿，那是我们的记忆，是我们的文
化和乡愁。”

这是几年前相公庄党支部书记王群创办
民俗博物馆的初衷。时至今日，“乡愁”这
个通常只在文学作品里出现的词，已经出现
在政府的官方文件和规定中。一句“记得住
乡愁”，直抵人的心灵深处，激起了无数人
的情感共鸣。

只有当故乡成为回不去的过往，人们才
会为乡所愁。因为，乡愁是一种深切思念家

乡的忧伤的心情，我们要留住的不是这种内
心的情感，我们的目的也不是在城市面对故
乡的捶胸顿足，而是积极留住故乡文化中的
美好记忆。

当农耕文明逐渐成为往事时，我们应该
如何守护这份乡愁？

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眼
中，“乡愁”不是简简单单诗意化的语言，
它的内涵很深。“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我
们的村落有这么多的文化内涵，那些具有重
要历史与文化价值的传统村落，是中华文明
接续不断的传承载体。”

据国家权威机构2013年调查显示，自
2000年到2010年，我国自然村总数已经由
363万个锐减为271万个，平均每天至少消
失100个村落。在2005年，存量达到5000
个的古村落，目前只剩不足3000个了。这
些古村落的消失，无异于抹掉了一些人的
历史记忆，破灭了寄托乡愁的精神家园。

保护村落，留住乡愁。基于此，我省
在今年年初启动了“乡村记忆工程”，收
集和展览富有地域特色、活态文化特色和

群体记忆的文化遗产，实现对文化遗产的
整体性和真实性保护。省文物局局长谢治
秀说，“乡土传统文化体系一旦毁坏，就
会使世世代代传承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精神
家园消失，这种巨大的文化损失是无法弥
补的。”

但是，我眼中的乡愁，已不仅仅是“暧
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具象，更是一种
热爱故土、安土重迁、乡里乡亲、相互守望
的抽象的文化伦理。

最近，我一直在追看港剧《爱·回
家》，第411集讲述了马家一家人各有各的
安排，无法回家一起过冬至的故事。当“妹
妹”马柔问：“我有个朋友，今年很希望一
家团聚过冬至，她说一起吃完饭后明年就会
转运，你说是不是没有科学根据？”“哥
哥”马虎回答：“圣诞老人养一群鹿，拉着
雪车到处送礼物，有没有科学根据呢？2月
14日情人节，上千元吃个套餐，又有没有科
学根据呢？一年之中，冬至这个节日是最代
表家庭的！”

冬至不仅仅是农业社会庆祝收成的日

子，而是告诉大家最难熬的冬天快来了。
马虎说：“在冬至这一天，一家人必须要
聚在一起，代表齐心协力，克服困难，他
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过了冬至就会
好起来，凭着这个信念他们才能撑过难
关……”

现在，我们许多地方可能已不用人力耕
田了，也没有所谓最难熬的冬天了，但是不
是所有旧的东西都不应该留下来？我们北方
有“冬至吃水饺”的习俗，但对于这个暗含
着深刻意义的传统节日，已经排除在春节、
中秋这些大节日行列之外了。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
檐，桃李罗堂前……”这种陶渊明描写的乡
愁，当然没有人愿意放弃。但是在社会变迁
的大潮中，许多人不得不离乡别井到外读
书、打工或者工作时，“乡愁”也就有了更
加丰富的内涵和可能性。

我们要对历史街区、传统民居等物质文
化遗产进行原生态保护，我们也要在冬至、
春节、中秋等节日一起回家，哪怕是跟家人
吃顿饭，这是一种没有实物载体的乡愁。

如何安放没有实物载体的乡愁？

□陈彬 报道
3月26日，博兴县第一小学京剧兴趣小组

的学生正在京剧辅导员的指导下排练京剧。
当日，该校举办“展示戏剧魅力 传承国粹艺
术”活动，将京剧引进校园。

□新华社发
湖南省博物馆将于3月29日起在长沙推

出“马王堆汉墓文物精品展”，将展出50余件
(套)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马王
堆文物，如国宝级的素纱禅衣、T形帛画等。

□初宝瑞 报道
为让放学早的孩子们有一个集中学习的

场所，无棣县尝试把农家书屋充分利用，将
其拓展为“四点半学校”，丰富了孩子们的
课余文化生活，也减少了家长的后顾之忧。

□记者 卢鹏 报道
在“世界戏剧日”到来之际，3月27日，东营市东营区东营英华园学校举办“戏剧魅力进课堂”活动，京剧兴趣小组带领广大师生学

唱京剧选段，感受国粹魅力。该区许多学校都组织了与传统戏剧相关的活动，大力弘扬这一国粹艺术。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我省非遗资源丰富，入选国家级非遗名

录的项目在全国名列前茅。2014年省文化厅列出的工作要
点中，推进非遗保护工作列入十项主要工作内容之一。省
文化厅非遗处处长姜慧日前接受采访时说，今年，我省将
以办好第三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等活动为重点，
带动全省非遗保护工作的整体推进，让身边的非遗更好地
“记得住乡情、留得住乡愁”。

我省的非遗保护工作走在全国前列，探索建立起非遗
保护“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人本性保
护”的“山东模式”，同时不断完善国家、省、市、县
“四级名录体系”建设，很多已濒临消亡的非遗项目焕发
新的光彩。姜慧说，今年我省非遗保护将围绕“一二三
四”的工作安排向前推进。

其中的“一”是推动制定“一个条例”，即推动我省
非遗保护条例的制定出台。201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公布实施，全国已有20多个省
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姜慧说：“2014
年，根据省文化厅的安排，我们将紧密结合自身职责，组
织有关人员，与有关处室密切配合，制定《山东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并积极推动《山东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早日出台。”

“二”是指突出“两个重点”，主要是办好两项活
动。姜慧说：“今年内，将努力办好在我省举行的第三届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积极推进‘文化惠民工
程’，实施好‘扶持百个非遗生产性项目，继续扶持1000
位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收徒传艺’工程。”

“三”是指完善“三项制度”，分别是完善普查制
度、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传承与传播制度。在非遗普查
制度建设方面，自今年起，每5年在全省开展一次非物质
文化遗产普查活动，重点对全省新发现的非遗线索和项目
进行整理、归档和抢救性、数字化保护。在非遗传承与传
播方面，我省将启动并实施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完善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的资助、培养、支持、管理措施，并积极组织我省非遗传
承人参加各类展演展示。在进一步完善四级名录体系的同
时，我省还将做好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推
荐。

此外，今年我省非遗保护还将提升“四项工程”，即
非遗保护理论研究工程、非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整体性
和生产性保护工程以及人才队伍建设工程。姜慧说，我省
将对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总体规划》实施情况、8
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总体规划》编制情况进行督
导检查，以创建第二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为
契机，针对不同的非遗项目资源，积极培育生产性保护的
成功典型，不断推动我省非遗生产性保护工作向深入发
展。“继续完善、提升省文化馆非遗展厅内容，将其打造
成全省非遗保护成果展示的窗口。组织评审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博览园，指导全省各地已有、新建的非遗博物馆、
传习所发挥好服务功能。”

传承好非遗，记得住乡情

很多已濒临消亡的非遗项目

焕发新的光彩

文化部为文化创意和相关产业

融合发展出“细招”

●文化部３月２０日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
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
见〉的实施意见》，从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实体经济融
合发展新趋势出发，对国务院《若干意见》提出的主要任
务和政策措施进行了细化。

——— 《实施意见》进一步细化了发挥文化创意和设计
服务对制造业、建筑业、信息产业、旅游业、农业、体育
产业等领域支持作用的具体措施，提出要加强文化创意和
设计服务与装备制造业、消费品工业对接、注重文化建设
与人居环境相协调、加快文化与科技融合、促进文化旅游
融合发展、推动文化与特色农业有机结合、促进文化与体
育产业融合发展，着重以文化提升相关产业产品和服务的
附加值，以融合发展拓展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实现文化产
业与相关产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沈阳市图书馆取消借书超期罚款

●借书超期罚款是国际上图书馆的通行规则。沈阳市
图书馆外借部主任王伊卓介绍说，从今年开始，沈阳市图
书馆向读者敞开信任之门，取消了“超期罚款”和“书籍
遗失罚款”两项规定。

——— 这项举措让读者大赞图书馆的体恤和信任。但也
有人开始担心，没了罚款的图书馆是否影响图书的正常流
通，会不会使图书馆的藏书成为部分读者家中的“私
藏”？若有人久借不还，热门书以后都借不到怎么办呢？
面对还在试运行阶段的政策，王伊卓说，目前取消图书超
期使用收费的先例在全国没有几个，这对读者来说是件好
事，同时也对图书馆提出了更高的管理要求。

“戏剧先锋”孟京辉称将实验进行到底

●“给我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幅世界地图，我也
能排成戏。”

——— １９９１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的孟京辉，是
现代戏剧的代表人物。从年初开始，他先是筹备戏剧
《活着》在德国的演出，现在又投入新剧《寻欢作乐》
的排练中。他导演的剧作中，题材等都不一样，唯一不
变的是先锋的个性。“做先锋戏剧，肯定要做别人没做
过的事儿，但这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艺术家要敢于
展现自己的个性。”谈到今后的创作，孟京辉说：“我
们不怕被误读，这条路是什么样的，没人走过，我们会
继续走下去。”

（于国鹏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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