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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省舞台艺术创作不断取得可喜成绩，涌现出
一批优秀剧目，多名演员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等大奖。

我省15台重点剧目入选参加十艺节文华奖评比展演。
其中，3台剧目荣获“文华大奖”(占本届文华大奖剧目总
数的21%)；1台剧目荣获“文华大奖特别奖”；10台剧目
荣获“文华优秀剧目奖”(占本奖项剧目总数的22%)；1台
剧目获“文华剧目奖”；1人获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
表演奖(本届全国21人获此奖)，此外还获得33个文华单项
奖。创下了历届艺术节一个省份参赛和获奖数量之最。

在十艺节各专业艺术单项评比展演活动中，我省入选
作品数量、获奖作品数量、获奖等次也均位居全国前列。全
国民族器乐民间乐种组合展演评奖中，我省9组作品入选并
获得4个优秀演奏奖、4个演奏奖、1个鼓励奖；第十届全国舞
蹈比赛全国181个作品参加决赛，我省18个作品入选并分别
获得一、二、三等奖、优秀奖和组委会特别奖、评委会特别
奖，入选数量以及获奖数量、获奖等次全国第一，实现了山
东在全国大型舞蹈赛事中历史性的突破。全国话剧优秀剧
目展演、全国曲艺优秀节目展演、全国木偶皮影优秀剧(节)
节目展演我省参演剧目也都获得一致好评。

除十艺节活动外，省京剧院刘建杰、省吕剧院吕淑娥
分别荣获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山东省吕剧院《百
姓书记》荣获第13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付焕涛
获优秀表演奖；省柳子剧团《选民老冤蛋》参加文化部
“全国小剧场戏剧展演”获“优秀剧目展演奖”；聊城市
山东梆子剧院创作演出的《萧城太后》荣获第三届中国少
数民族戏剧会演“剧目金奖”及五个单项奖；在中国文
联、中国剧协举办的第五届中国戏剧奖·小戏小品奖中，
沾化县渔鼓戏剧团创作演出的《墙角》、阳信县艺术团创
作演出的《闹猪场》，双双获得小戏类优秀剧目奖。沾化
县渔鼓戏剧团的《枣园夜曲》、博兴县扽腔剧团的《牛老
邪赔礼》获得小戏小品大赛剧目奖。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3月18日晚，第十届中国

艺术节获奖剧目、由青岛话剧院排演的儿童
剧《向前 向前》，在山东剧院举行一场观
摩演出。演出结束后，戏曲专家、演艺界人
士、观众和媒体代表等将根据演出提出各自
的意见和建议，为剧目进一步打磨提升作参
考。我省15台十艺节获奖剧目通过举行观摩
展演，进行打磨提升，也是我省继续扩大十
艺节创作成果的后续效应，促进艺术产品向
演艺产品转化的具体举措之一。

十艺节上，《向前 向前》获得“文华
优秀剧目奖”，另外获得了文华剧作奖、文
华导演奖、文华舞台美术奖等单项奖，演员
张欣还获得文华表演奖。虽然这台戏获得专
家高度肯定和认可，我省还是准备进一步加
工修改，提高其艺术质量，为闯市场积蓄更
多实力。

与《向前 向前》一样，我省15台十艺
节获奖剧目，近期全部举行了观摩展演，目
的就是“打磨提升”。其中包括获得“文华
大奖”的吕剧《百姓书记》、京剧《瑞蚨
祥》、舞剧《红高梁》以及获得“文华大奖
特别奖”的京剧《项羽》。

省文化厅艺术处处长刘敏说，这一观摩
展演活动，主要是为了巩固十艺节创作成
果，发挥精品剧目的后十艺效应。“我们还
将结合我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促进

艺术作品向演艺产品转化。十艺节期间，我
省创作排演了一批优秀艺术作品，我们将推
动其中有较大市场潜力的作品进一步开拓市
场，结合山东演艺院线的建立与运行，组织
优秀剧目在全省进行演出，争取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双丰收。另外，进一步加工吕剧
《百姓书记》，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
作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优秀教材，
准备进京汇报演出并筹备全国巡演。”

刘敏表示，今年将加快推进繁荣山东舞
台艺术长效机制的建立，加快推进“4+1”
工程，即“山东省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山东省地方戏振兴与京剧扶持工程”、
“山东省优秀保留剧目工程”、“山东省舞
台艺术英才培育工程”和“关于建立长效机
制扶持和推动我省优秀剧目、优秀人才参加
国内外重大艺术比赛、艺术评奖活动的办
法”的出台和实施，“从艺术精品创作、地
方戏发展、后备人才培养方面扎实推进我省
艺术可持续发展。”

促进我省文化艺术创作持续繁荣，是省
文化厅2014年工作要点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徐向红
说，“今年，我省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
任务，认真总结十艺节舞台艺术、群众艺
术、美术创作的机制经验，加强对艺术创作
生产的引导支持力度。”

具体工作内容包括：组织开展十艺节优
秀剧目加工提高和展演巡演，扩大优秀作品
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出台并实施《推动山东
舞台艺术持续发展“ 4 + 1”工程实施方
案》，建立扶持艺术创作长效机制；提高艺
术创作组织化程度，加强重大题材规划和剧
本一度创作，建立艺术精品创作题材库，启
动中青年编剧扶持工程，完善重点剧目加工
研讨机制，积极组织参加中宣部“五个一”
工程奖评选、文化部第三届全国优秀保留剧
目大奖评选、第七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第二
届中国歌剧节、全国地方戏展演等活动，并
争取优异成绩。同时，实施全省美术精品创
作工程。

今年，我省还将在打造山东文化品
牌、扩大“齐鲁戏剧”影响力方面下工
夫。刘敏说，根据初步计划，我省今年将
举办两次较大规模的晋京展演活动，提升
“齐鲁戏剧”在全国的影响力，打造山东
舞台艺术知名品牌。“一是举办庆祝新中
国成立65周年山东舞台艺术精品展演，从
我省参加十艺节获奖剧目中精选6台戏，在
国庆节前晋京进行集中展演；二是举办山
东梆子精品演出周，五一前后，选调我省4
个最优秀的山东梆子院团，各带一台新创
作剧目和一台经典传统剧目，晋京举办山
东梆子精品演出周。”

为了给我省舞台艺术发展夯实基础，我

省将强化艺术骨干人才及青年后备人才培
养。刘敏说，“初步计划，今年将举办戏曲
编剧高级研修班、舞台灯光设计培训班、音
响师培训班，解决我省舞台艺术急需人才。
举办全省文艺院团主要演员高级研修班，着
力强化各艺术门类领军人物和各院团主力演
员的培养。”

刘敏表示，在加强舞台艺术创作排演的
同时，我省还将继续做好做好文化惠民演出
工作，让这些艺术精品充分发挥文化功能。
其中包括，开展艺术精品“进校园、进社
区、进军营、进工地”的“四进工程”，组
织发动省直文艺单位遴选优秀剧节目，举办
内容精彩、形式多样的文化演出活动，保障
少年儿童、基层社区群众、部队官兵以及农
民工等特殊群体文化权益。

我省今年还将举办“老百姓最喜爱的
戏”——— 优秀小型戏剧 (戏曲 )新创作剧目
展演。从各级文艺院团尤其是县级以下剧
团 (含民营剧团和文化馆站演出团队 )创作
剧目中，选取深受百姓欢迎的贴近生活、
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优秀小型戏剧、戏
曲作品，举办交流展演，推动小型戏剧作
品的创作。

另外，我省还将全面推动“一村一年一
场戏”工程实施，继续组织好“为农村(社
区)群众免费送戏10000场”演出活动和新年
春节文化惠民演出活动。

15台十艺节获奖剧目举办观摩展演再提质量闯市场

鲁腔鲁韵传唱时代风华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王 帅

3月16日，巩建华和李志邦收到了《青
年歌声》的来信，他们两人合作的原创词曲
《心系老百姓》刚刚在杂志上发表了。

“我们要写出一首全国老百姓都能挂在
嘴边的歌曲。”75岁的巩建华是一位农民词
作家，49岁的李志邦是邹平县文化馆党支部
书记，他们不仅是歌曲合作者，更是音乐上
的“忘年交”，至今已经携手创作了100多
首歌曲。

一车棉花“结交”音乐挚友

十几岁时，家住邹平县黄山街道刘家村
的李志邦就迷上了音乐。“第一次被音乐打
动，是听到王立平作曲的《十里长街送总
理》，我的眼泪就哗哗的，音乐怎么能让人
哭也能让人笑呢？我就下了决心，一定要研
究透。”李志邦说。

一个农家孩子，整天琢磨着作词谱曲的
事儿，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肯定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李志邦对于音乐的
爱好，家里人强烈反对，连学校老师也有点
“恨铁不成钢”，“你要能写出曲子来，我
就不当老师了！”

李志邦表示，当时自己想方设法买到了
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材来钻研，“用在音乐上
的精力多了，学习就吃力了。”最终，学习
成绩不错的李志邦中考落榜了。

别人眼中满是惋惜同情，但李志邦却更
加沉溺于他的音乐世界，到处拜访能打听到
的音乐人。1982年，李志邦终于完成了自己的
第一首音乐作品《四季歌》，尽管没人为他演
唱，但他还是对自己的音乐之路充满了自信。

1983年秋后，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农民歌
曲词作者巩建华，拉着一车棉花去油棉厂

卖。当年棉花丰收，他苦苦排了三天队也没
卖了棉花，突然想起他的一位音乐挚友收了
个叫李志邦的学生在油棉厂工作。于是，他
找到了李志邦，一车棉花顷刻倒入大棉仓，
由此巩建华和李志邦30年的“忘年交”拉开
了序幕，而李志邦也找到了鼓励他走音乐之
路的人。

每周“俩人例会”切磋音乐

刚认识时，巩建华已经在省内外发表了
许多音乐作品，李志邦还是无名小辈，自然
巩建华给予李志邦的指导多一些，俩人一个
写词、一个作曲，每周都在巩建华家里聊创
作。30年来，俩人每周一聚切磋音乐的“例
会”始终在延续着。

但是，已过而立之年的李志邦，越来越
不满足于只跟周围的音乐人交流。在多次跟
谷建芬、徐沛东等音乐家书信往来后，李志
邦进京分别拜访了谷建芬、徐沛东，“他们
都很和善友好，一点架子也没有。我把自己
感觉非常满意的作品交给他们，请求指导。
他们都是一语中的，一下子就把我提升到一
个新的境界。”

此外，李志邦还拿着自己最满意的作品
走进毛阿敏、董文华、阎维文等歌唱家的
家。“阎老师不仅夸赞我的作品有意境，而
且表示有机会会唱我的歌”。连续多年，只
要有时间，李志邦都会寻求“高人”指点，
他的音乐造诣也突飞猛进。

1992年，中央电视台艺苑风景线栏目推
出李丹阳演唱的《白发亲娘》，这首歌的作
曲就是李志邦。“在李丹阳获得全国青年歌
手大奖赛后，我就根据她的歌风特点创作了
这首歌曲并寄给她，很快她就回电话表示录
制这首歌了。”

从音乐大家那里取来的“真经”，李志
邦都会跟巩建华一一分享，“这样的效果跟

巩老师去了一样”。当李志邦作曲的《白发
亲娘》唱响时，巩建华的音乐词作品《雨江
南》也在《词刊》刊登。这也算是他们共同
音乐路上的“双丰收”。

写一首老百姓挂在嘴边的歌

1994年，央视春晚剧组从全国征集歌
曲，李志邦和词作者李月霞合作的《喊太
阳》，在万首歌曲中脱颖而出进入春晚节目
单。但就在应邀进京修改歌词时，李志邦的
父亲查出癌症急需手术治疗，李志邦毅然递
交辞呈回家照顾父亲。

说起这段经历，李志邦表示：“一点也
不遗憾，反而自信在音乐路上已经到达一定
高度。”此后，他更是将这种创作激情传递
给了巩建华，两人合作的《街道上这帮老退
休》获得全国助老工程征歌大赛三等奖，
《我为祖国唱赞歌》获得滨州市第三届五个
一精品工程奖。

在合作过程中，巩建华和李志邦有互相
学习，也有互相较真的时候。小26岁的李志
邦经常给巩建华提意见：“巩老师，你的词
儿必须跟上时代、跟上音乐潮流，作词的时
候还要考虑到给你谱曲的人。”对此，巩建
华当作是逆耳忠言。

之后，李志邦提议两人合作一首《福字
歌》，再次冲击央视春晚舞台。为此，巩建
华足足用了9个月时间来创作歌词，其间改
完一稿李志邦否了，再改还是否了。有一句
“孩子孝敬懂事这是爹娘的福”，两人因为
用不用“这”字争论不休。作品完成后，这
首歌由著名歌唱家魏金栋演唱，没上央视春
晚，但最终却上了北京春晚。

两次与央视春晚失之交臂，李志邦依然
雄心不减，“我们会继续冲击央视春晚，写
出一首全国老百姓耳熟能详、能挂在嘴边的
歌曲。”

７５岁词作家巩建华和４９岁作曲人李志邦携手创作１００多首歌曲

一对３０年的音乐“忘年交”

□记者 王世翔 报道
3月25日，济南市历下区芙蓉街社区80岁的孙淑贞老人（中），刚刚学会拍照，她在用照相机拍摄她眼中的芙蓉街，并向游客讲述

她年轻时芙蓉街的景象。这是芙蓉街“传统文化保育”的一部分，旨在挖掘和传承好老济南传统文化。

■相关链接

出剧目，出人才

我省舞台艺术成绩喜人

□ 本报通讯员 赵兰峰

前不久，临清公布了首届“运河名城文化名家”评选
结果，59岁的临清市金郝庄镇文化站站长刘旭东位列其
中。

“铛哩个铛，铛哩个铛，说临清，唱临清，风雨沧桑
话繁荣。在这里就不说临清的小吃多又好啦，挨个尝，仨
月俩月尝不清……说临清，唱临清，临清的文化最昌明。
运河水哺育了多少文臣和武将，仁人志士数不清。吕才、
谢臻、吴秋辉，民族英雄张自忠；学界泰斗季羡林，那道
德文章世人哪个不赞成……”

2003年，在临清剧院举行的一台大型文艺晚会上，著名
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孙镇业与8名弟子一同表演了刘旭东
创作的《赞临清》。幽默风趣的唱段不时引来阵阵掌声。第二
年的9月份，“全国山东快书大赛”决赛在临清举行。决赛中，
孙镇业表演的山东快书《赞临清》荣获创作演出一等奖。目
前《赞临清》已成为当地艺人演出的保留节目。

刘旭东创作的山东快书贴近生活，构思巧妙，角度
小，立意高，语言幽默风趣，善于将当地的方言土语融入
作品中。著名曲艺评论家常祥霖、崔琦评论他创作的山东
快书时说，“以妙趣横生的手法，善于在最小的题材中表
现最深刻的主题。”

几十年来，刘旭东共创作了近30篇山东快书，被当地乡
土艺术家刘方平、甄荣海、张书超在各种演出中表演，他根
据金郝庄镇真人真事创作的山东快书《一张汽车票》，在“包
公杯”全国反腐倡廉曲艺作品征集活动中，从全国1123件作
品中脱颖而出，名列创作优秀奖的前三名。

对当地非遗项目的挖掘与整理，也是刘旭东非常重视
的一项工作内容。金郝庄镇是金派古筝的发源地。刘旭东
邀请后来成为浙大音乐学院教授的姜宝海来金派古筝创始
人金灼南老家金西村采风。姜宝海回去后发表了两篇关于
《渔舟唱晚》的重要论文，在全国引起反响，《渔舟唱
晚》为人们所知晓。

在刘旭东大力推举下，金派古筝传承人李克超成为当
地著名的民间艺人。刘旭乐还将著名的金派古筝作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上报，2011年，他协助临清市文化局、文
化馆的专家录制了以《金氏古筝与〈渔舟唱晚〉》为题的
申遗项目。2013年4月，《金氏古筝与〈渔舟唱晚〉》被
山东省政府列入第三批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今，刘旭东每年至少组织3至5场乡镇文艺汇演、民
间社火、京剧演唱等大型活动，致力于文艺人才的发现和
培养。担任文化站长40多年来，刘旭东组织大小演出700
多场，培养创作、演出等文艺人才60多名，建设了52个文
化大院，组织民间团体12个。

一位文化站长的“文化情怀”

其创作的山东快书

妙趣横生主题深刻

□吴宝书 魏忠友 报道
本报郓城讯 由郓城市民李传递创办的郓城县传递红

色博物馆日前开馆，丰富的馆藏历史文物吸引了一拨又一
拨参观群众。这是菏泽市首家由个人创办的红色博物馆。

42岁的李传递从小痴迷红色文化。为收集更多红色文
物，他把自己经营餐饮业的大部分收益都投进了收藏。为
节省费用，他还戒掉了烟酒，至今一家还租房住，甚至连
安装太阳能的钱都舍不得花。十年间，他跋山涉水上万
里，共收藏各种文物3112件，其中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
争时期的革命文物1000多件。那些支前的马鞍、纺车、抗
日官兵用过的冲锋号等都尤为珍贵。

为传播红色文化，李传递历时5年苦心研制开发了红
色风情宴，并于2010年自费筹建了郓城红色文化研究会，
创办了以宣传红军文化、传播长征精神、普及党史知识的
内部资料——— 《红色文化宣传》，目前，已免费赠阅26
期。作为会长，李传递还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作为开展
学校德育和家庭教育的重要载体，组织会员陆续在实验中
学、郓城高级中学、第一初级中学等开展了“红色教育进
校园、进社区”活动，对青少年学生和社区群众进行党
史、军事知识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为把收集来的各种红色文物整理分类展出，李传递拿
出餐饮店最好的一楼作为展览馆，并把1600多平方米的展
馆分为领袖风范厅、红色文献厅、历史文物厅等一一陈列展
出，常年向公众免费开放。日前，这个博物馆已通过省文化
厅、文物局的验收，还刚刚被评为菏泽市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

一市民建起菏泽

首家个人红色博物馆

□通讯员 方明 报道
本报沾化讯 “农村喜事排着来，书记干

部是表率。招商引资都爱戴，勤政廉洁不腐
败。社区楼房盖起来，老百姓日子在‘福
海’。孤寡老人吃喝不愁有安排，彰显党员本
色掌声响起来。”沾化县利国乡利国三村廷旺
艺术团在马营新村社区文化广场上的演出现
场，随着竹板这么一打，演员带着乡音的演
出，逗乐了观看演出的乡亲们。

利国乡廷旺艺术团，是由利国三村村民张
廷旺组织村里20多位文化能人组建的。农闲时，
他们就凑到一起唱戏、跳舞、编排节目。除了大
型秧歌队、地方渔鼓戏、虎斗牛、吕剧等民间艺
术形式外，老张团队里的“一支笔”温景华还加
班一晚上写出了《夸夸新变化》的山东快书。

据悉，在沾化县，像廷旺艺术团这样的
“庄户剧团”已有120多个，这些剧团每年开
展各种形式的演出活动达1600多场次。

作为渤海湾畔的“济北诗书之薮”，沾化
县具有深厚的地方特色文化底蕴。近年来，沾
化县充分挖掘民间文化资源，发展地方特色文
化，培养乡土文化人才，扶持乡村文艺社团建
设，带动发展起了一大批民间艺术剧团。

该县从资金、硬件设备、培训带动等方面对
庄户剧团予以扶持。据介绍,今年1—3月份,该县
安排了220场下乡文艺巡演,其中“庄户剧团”承
担35场,每场给予补助2000元。同时,充分利用“农
村文化带动”工程，鼓励县直部门、企业、社会人
员以捐资捐赠的形式为庄户剧团配备硬件设
施。下河乡丰瑞艺术团从演出音响、乐器到麦克
风、锣鼓均由该县文化馆、乡政府支持配备。

同时，该县大规模培训培养农村文艺骨
干，目前,该县共培养文化带头人800多人。冯
家镇庄科村支部书记张成峰就是有名的文化能
人，参加县里组织的培训后，他就农闲时间组
织周围十里八村的文艺爱好者，吹拉弹唱，到
村里的文化广场给大家演出。

越来越多的农村文体广场也为“庄户剧
团”的演出提供了舞台，目前全县建成文体广
场350多个，全县近90%的村、社区拥有自己的
文体广场。利国乡陆续建起了马营新村、利
国、南五等大型农村社区，也配套建起了设施
完备的文体广场，这也让乡里的“老年文化管
事团”有了施展才艺的舞台。

沾化“庄户剧团”

闹活乡村大舞台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3月27日讯 3月30日下午，2014

年“春之声”泉城青少年音乐会将在省会大剧
院音乐厅举行，也将正式拉开“相约大剧院·
欢乐满泉城”首届济南市文化艺术惠民展演帷
幕。展演将持续到今年12月19日。

本次展演由济南市委宣传部、济南市文广
新局、济南演艺集团联合主办，按照公益演出为
主、市场运作为辅的组织模式，采取“专业艺术
与群众文化”、“突出文化惠民、展示行业风采”
相结合的方式，来自济南市教育局、市属艺术院
团等10多家单位将陆续推出41场精彩纷呈、不
同风格的演出。本次展演将坚持低票价惠民演
出，部分演出项目设公益性免费票。

济南市首届文化惠民

展演将启动

“筑新台，聚四海英才，续写辞赋豪迈；
抒壮怀，留千章力作，铭刻神州精彩。”《中
华辞赋》总编辑闵凡路用充满豪情的联句抒发
他的喜悦。26日，《中华辞赋》正式创刊。

辞赋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但多年以
来，却没有一本专门的辞赋刊物。从2008年
起，一些热衷传统文化的同仁发起创办了《中
华辞赋》，在香港注册。这本以传承传统文
化、繁荣辞赋创作为宗旨的文学刊物，团结了
数百位老中青辞赋作者，编发千余篇辞赋作
品，其高雅健康的品位、格调、价值，在读者
中，社会上，文化圏等赢得了广泛认同与好
评。 （据新华社）

《中华辞赋》正式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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