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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国鹏 通讯员 杨勇 报道
本报讯 由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和昆

明市博物馆联合主办、云南油画协会和昆明
碑林博物馆协办的《山东古代石刻拓片
展》，日前在昆明市博物馆展出一个月。这
次展览展示了山东古代石刻艺术的精华，受
到当地学者、画家和市民的强烈关注。

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管国志说，
本次展览共展出山东古代石刻拓片119幅，
包括秦汉碑刻、汉代画像石、北朝摩崖刻
经、云峰刻石、汉魏墓志五大部分，是山东
省石刻艺术博物馆从馆藏各类拓片中精选出

来的具有代表性的精品，“其中秦汉碑刻、
汉代画像石、北朝摩崖刻石不仅数量多，内
容丰富，而且历史、艺术价值极高，是中华
民族文化遗产的瑰宝。”

本次展览中，各种形制与风格的石刻拓
片同时展出，或刚或柔、或质朴或清秀，官
方与民间风格百花齐放，各种书风呈现于面
前，让观众大饱眼福。高10米的“大空王
佛”题名、长20多米的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刻
经、隶楷兼备长17米的铁山“石颂”，让现
场观众不断惊呼和感到震撼；嘉祥武氏祠大
王车出行图的宏大场面、管仲射小白、荆轲

刺秦王、丁兰供木人、泗水升鼎等微言大义
的历史故事以及沂南北寨村汉墓上庖厨宴
饮、乐舞百戏的生动形象让观众不断拍手
叫绝；秦二世刻石篆书的珍贵、张迁碑的
齐直方平、乙瑛碑的宗庙之美、贾思伯墓
志魏书神品的风采让观众流连忘返。古拙
质朴的书法艺术、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
孝子烈女义士令人扼腕的历史故事、升天
飞仙的神话传说，让观众感受到历史的厚
重感。

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对本次展览进行了精
心策划和布置。结合昆明市博物馆所提供的
展厅布局图，在充分考虑馆藏展品数量、大
小、内容的基础上，按照布局合理、重点突
出、引人入胜、回味无穷的思路来展现山东
古代石刻艺术的特点，精心打造了“由小到
大”、“影音结合”、“有字有形”、“学
研并用”的观展线路。

进入展厅后，观众从《前言》部分的介
绍中，能够了解山东古代石刻的总体概貌，
然后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有重点的选择观
展内容。首先是秦汉碑刻和汉魏墓志等汉
隶、魏书小字神品；再向里看到的是云峰刻
石拓片，字体稍大，挥洒自如，这是魏碑书
法的代表之一；最里面是被誉为“大字鼻
祖，榜书之宗”的泰山经石峪、洪顶山大空
王佛等北朝摩崖刻经。

在北朝摩崖刻经与汉代画像石展厅交
界处，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精心布置了一
台大屏幕电视机，用来播放自己制作的山
东北朝摩崖刻经和泗水升鼎光盘。观众在
欣赏大字刻经拓片的同时，还能够进一步
听到专家对山东北朝摩崖刻经整体概况、
地域特色以及当地风土人情、自然地理环
境等的解读，可以身临其境般感受到古朴
汉风和魏晋风度。

■相关链接
一、最古老的石刻文字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共立纪功刻石7

处，其中5处在山东境内，目前，始皇刻石
早已不存，仅存秦二世刻石残石两处，均在
山东，一是泰山刻石，残存10字，今藏岱
庙；一是琅琊刻石。

二、天下汉碑半山东
目前全国仅存汉碑70余块，仅山东济宁

就有39块，其中，西汉刻石有七八块，而全
国西汉刻石可能不到十块。因此，不论从数
量上，还是从质量上，山东汉碑被称为“天
下汉碑半山东”的说法可谓名副其实。

三、墓志书法神品
山东遗存的历代墓志，主要集中在名门

望族墓地，比之中原地区的河南和关中地区
的陕西，相对较少，只有近百种，但也不乏
精品，“刁遵”、“鞠彦云”、“李谋”、
“李璧”等墓志在全国有较高的声誉。德州
高氏家族墓地和临淄崔氏家族墓地出土的墓
志，也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四、一部绣像的汉代史
汉画像石是汉代人雕刻在墓室、祠堂四

壁的装饰石刻壁画。它在内容上包括神话传
说、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在艺
术形式上它上承战国绘画古朴之风，下开魏
晋风度艺术之先河。嘉祥宋山第三石，东
汉，画像为历史故事：二桃杀三士。沂南北
寨村墓中室东壁门楣飞马图、龙戏图。

五、大字鼻祖，榜书之宗
山东摩崖刻经盛行于北朝，具有雄逸高

古、气势恢宏的特点，康有为尊为“大字鼻
祖”、“榜书之宗”，代表作品有《泰山经石峪刻
经》、东平洪顶山《大空王佛》、《文殊般若经》
以及六幅高十七米的邹城铁山《石颂》。

山东古代石刻精华昆明展出，内容丰富，艺术价值极高

119幅拓片鲜活生动古拙质朴

山东汉代画像石展厅一览。

□ 刘玉堂

包括京剧在内的所有戏曲中，改编最
多、版本也最多的，就我所掌握的资料看，
是《寻儿记》。你从它用过的名字就可以看
得出来，《三进士》、《八珍汤》、《寻儿
记》，几乎所有的剧种都上演过，说的也都
是同一个故事。

明朝末年，金兵入侵，山西平阳书生张
文达一家逃难途中，张文达被官府拉丁抓
走，妻子孙淑林又与两个儿子走失。后孙淑
林路遇长子朱砂贯，遂携其寄宿客栈，因其
病重无钱医治，又交不起店租，故剪发至长
街变卖，不想返回已不见儿子，只得流落他
乡，到处访夫寻儿。

十八年后，孙淑林卖身入知府常天保家
中为奴，因做八珍汤不合常天保口味遭责
打，又误收通判周子卿寿礼被常妻痛殴。孙
淑林往周府退礼时，被周妻问出身世隐情，
原来周子卿正是次子孔凤缨，而常天保就是
长子朱砂贯。周子卿到常府认母，常天保怕
失体面，拒不认母。二人争执至督察院，谁
知督察正是其父张文达！周子卿及孙淑林将

事情原委述说一遍，张文达痛责常天保，常
妻羞惭无地自容，一家终得团圆。

故事就这么个故事，但剧名不同，侧重
点也不一样。京剧《三进士》，突出的是一
门三进士对儒学的不同态度。孔子、朱熹在
明清时期都是儒家的代表，所以张文达的儿
子并不姓张，而分别姓朱和孔，剧作者要他
们代表整个儒士阶层。朱熹好讲超于一切事
物的“常”理，所以朱砂贯被“常”家收为
义子；孔子好尊“周”礼，所以孔凤缨被
“周”家收为义子。在这个儒士家庭的内部
纠纷中，常天保(朱砂贯)无疑是被批判者，
而周子卿(孔凤缨)又无疑是受褒掖者，显示
了剧作者尊孔抑朱的立场。

《三进士》的情节与《八珍汤》和《寻
儿记》稍稍有点不同，即张文达与孙淑林夫
妻离散，不是因为战乱，而是借贷同乡富户
常、周二家盘缠，进京赶考，张文达多次落
第，久困京华十余年。其间常、周二家上门
讨债，孙氏无钱还债，常家、周家遂抢去二
子，抵还债务。适逢大旱，孙淑林孤苦无
依，上京寻夫，病困洛阳，为还所欠饭店的
五两银子，才卖身常家为奴。

《寻儿记》从故事情节的设置上，更加
合情合理一些，故各地方戏多演该剧，而少
演《三进士》。《寻儿记》的主题强调了一
个爱和孝，如孙淑林所唱：【以下唱词楷
体】天地间只有儿女不孝顺，父母哪有杀儿
的心。该剧乃一老旦戏，孙淑林当然就是该

剧所谓的一号人物。其核心唱段，我感觉有
两段，一是她与二儿媳周妻的那段对唱：十
八年前遭兵乱，一家人失散各分西东，(周
妻)你丈夫做何生意你可知晓？(孙)被官府抓
走后未卜吉凶。(周妻)你身边可有儿和女？
(孙)老身我所生二子俱都有名。长子名叫朱
砂贯，次子名唤孔凤缨。长子生在丁已年，
四月初四已时生。次子出生岁在戌戊，戌戊
年五月端午午时生。 (周妻 )同胞因何不同
姓？(孙)朱砂贯孔凤缨乃是乳名。(周妻)老妈
妈你可知两兄弟现在何处？(孙)失散后十八
年音信未通。我寻儿吃尽了千般苦，谁知困
在了洛阳城。为了找到亲生子，我卖身为奴
在常府中。只知道常府抢走朱砂贯，孔凤缨
的下落至今不明。

二是周妻将此事告知丈夫周子卿之后，
夫妻二人至常府索母；常天保因利禄所惑，
拒不认母，反诬胞弟认奴为母；弟兄争吵不
休，扭见督察，孙淑林哭诉前情的那一段：
为娘我怀胎十月将你生，苦心教养一十二
春。只因金兵来作乱，夫离子散在松林。逃
难路上你染病，我为你求医服药苦费心。我
为你剪下青丝长街卖，我为你被抢走苦苦找
寻。为寻你我才把常府来进，含泪为奴我卖
自身。我为你曾把汤来煮，我为你屈受体罚
遍伤痕。今日难得见儿面，你就是铁打的心
肠也该认娘亲。

为写此小文，我看过数遍高密的茂腔
《寻儿记》。其曲调质朴自然，唱腔委婉幽

怨，特别茂腔中的女腔尤为好听，给人以悲
凉哀怨之感。用莫言的话说，“简直就是受
压迫妇女的泣血哭诉，那婉转凄切的旋律，
几乎可以说是通过遗传而不是通过学习让一
辈辈的高密东北乡人掌握的。”茂腔的旋律
简单，琅琅上口，很容易上瘾，我就看了那
么几次，回来之后，耳边还不时地响起它的
旋律，忍不住就要哼两声。其伴奏也好听，
擅长营造紧张、激烈或悲伤的气氛。

督察张文达已认出堂下皆为亲人，再三
劝常天保认母悔过，待人证物证俱在、真相
大白，仍追问常天保：她不是你母？常天保
还在那里嘴硬，她不是我母！又问她不是你
娘？她不是我娘！张文达大怒，好奴才———
见奴才不相认，倒叫老父气炸心，走上前来忙
跪定——— (孙)问声老爷你是何人？我是你夫张
文达——— 家人团聚，夫妻、父子相认，常天保
才腆着个脸管孙淑林叫母亲——— 孙淑林一巴
掌煽过去，骂声奴你心太狠，你纵妻虐母枉为
人，我狠心不把长子认，还是我的小儿有孝
心。张文达也怒火中烧，难怪夫人喜又恨，一
母同胞两条心。常天保，你纵妻虐母可知罪？
常天保连连作揖告饶，恕儿无知是不孝人。奴
才做事实可恨，法律绳对准忤逆人。遂升堂宣
判革掉他的功名，推出去斩了。不想孙淑林又
为之求情，振聋发聩的一幕出现了，霎时间不
由我悲感交尽，止不住心酸痛老泪淋淋。天地
间只有儿女不孝顺，父母哪有杀儿的心？如
此，将全剧推向了高潮。

天地间只有儿女不孝顺，父母哪有杀儿的心？

爱恨交集《寻儿记》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5月2日，新疆哈密歌舞团演员在青岛世园会国际园舞台表演舞蹈《那孜库姆》，演绎新疆风情，为游客带来了欢乐。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吕永国

“数字影院就建在俺们家门口，不花钱，就能和城里人
一样看上数字电影，太好了！”4月14日，临沭县临沭街道徐
兴社区青年徐敏来到社区文化大院的“乡村影屋“看电影。

和徐兴社区的群众一样，临沭县近年来以乡村影屋建
设为突破口，以创建省“社会文化先进县”为目标，实施了

“百村万户”文化惠民工程，让群众文化活动接地气、长人
气。

临沭县文化大院、农家书屋和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
覆盖率均达到100%，电子阅览室180个，文体小广场196个，
所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全部免费开放，而且每周开放时间
不低于56个小时，保证基层群众便捷地获取文化信息服务。

临沭县文广新局局长王志银表示，临沭县大力实施“文
化惠民”工程，初步形成了横向“15—20分钟公共文化圈”、
纵向“县、镇、村”三级覆盖、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文化服务格
局，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王志银表示，近三年来，临沭县文化事业经费逐渐递
增，每年人均文化事业费不低于25元。“仅2013年，我们就为
11个镇街、景区的庄户剧团配备了演出设备，还购置了260
只便携式多功能移动音响、85套锣鼓家什、7200把舞蹈扇配
发全县236个行政村，有效提高了农民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
性。”

王志银表示，该县变“送文化下乡”为“种文化下乡”，面
向农民举办开放式文艺骨干培训，为农村留下文艺的“种
子”，让群众文化活动接地气、长人气。

就在前些年，基层文化人才、艺术人才的缺乏，还是让
临沭县文广新局苦恼不已的问题。“艺术领域人才全方位不
足，尤其是演艺后备人才、演出经营人才、文化创意人才缺
乏，基层文化单位也缺乏文艺骨干。”王志银说。

“自去年开始的‘星辰计划’，到目前已经举行了六期，
培训农村文艺骨干1163名，极大地带动了全县农村文化活
动的大发展。”据统计，目前临沭县各类民间文艺团体达100
多支，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民间文艺团体，以及在央视走
红的张煦超等本土文艺明星。

据介绍，依托自己培训的文艺骨干，临沭县发展起了
283处广场舞群体，并以“春之韵”、“夏之趣”、“秋之歌”、“冬
之乐”为篇章，打造了“激情四季·唱响临沭”广场文化活动
品牌，成为全省公共文化服务示范项目。同时，临沭县成立
了广场舞协会，协调、规范广场舞活动的时间、地点，有效解
决了音响扰民问题。

临沭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武玉芹表示，临沭县积极打
造各类文化品牌，“创新‘一六三’服务模式，丰富群众文化
生活”荣获全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优秀实践奖”。其中，文
化惠民品牌“百村万户”文化惠民工程、文化培训品牌“星辰
计划”、广场舞品牌“舞动乡村”等八大文化品牌，极大地彰
显了临沭的文化魅力。

此外，针对基层缺乏思想艺术水平高、地方特色突出、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的现状，临沭县设立了“钻石
文艺奖”，激发了文艺创作的活力，先后创作了歌曲《无悔》、

《美丽的苍马山》、《沭河之歌》，情景剧《迎亲》、《沭河情》，小
品《补瓢》、《双喜临门》等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有力地推动
了基层文艺精品的创作。

临沭变“送文化”为“种文化”

开放式培训

农村文艺“种子”

□于霞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山东美术馆、山东水彩

画会主办的“齐鲁彩韵——— 庆祝建国六十五
周年山东水彩画会优秀作品展”，日前在山
东美术馆举办。这次展览共展出山东水彩画
会成立33年来，艺术家们创作的200余幅水
彩画精品，既是对近年来山东水彩画创作成
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对山东水彩画发展
历程的一次回顾与总结。

山东的水彩画家们认为：水彩画不应该
满足于追求清淡而流于单薄、追求淋漓而流
于松散的小景定位，而应着力表现齐鲁大地
“山之巍峨、以凌绝顶，海之博大、以天为
阔”的宏伟气象。

水彩画优秀作品

在山东美术馆展出

□记者 张思凯 报道
本报菏泽讯 菏泽市成武县九女集镇

《曹口村志》，日前已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发
行。这是新中国成立65年来，菏泽市正式出
版的首部村级志书，目前已分别被国家图书
馆、北京大学收藏。

据史料记载，曹口村建立于明朝洪武年
间，是古曹国国君曹叔振铎后裔的居住地。
这里有着丰厚的人文资源和光荣的革命传
统，以“开国有烈士，建国有功臣”著称。
《曹口村志》采用述、记、志、传、图、
表、录等体裁，真实记录了自明洪武元年至
2012年底，共645年间曹口自然、政治、经
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沿革。

《曹口村志》出版发行
□通讯员 苏兵 报道
本报淄博讯 4月23日晚，取材于淄博市博山区政法

系统刑警张雷及他的同事们真实事迹的现代吕剧《警徽如
阳》在博山区进行首演，千余名观众观看了演出。

吕剧《警徽如阳》讲述了博山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二
中队队长张雷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并最终将其擒获的英勇
事迹，以及他热心帮助受害者及犯罪嫌疑人困难家庭的感
人故事。本剧通过艺术手法将这些真实素材进行编织加
工，更加形象地展现了以张雷为代表的新时期基层政法干
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敢于牺牲一切、履行使命的本
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吕剧《警徽如阳》博山首演

□通讯员 王帅 报道
本报邹平讯 近日，滨州市作协主席李登建所著长篇

散文体人物传记《最后的乡贤——— 郭连贻传》由山东文艺出
版社出版。该书具体、生动地记叙了传主郭连贻一步步成为

“乡贤”的过程，并通过“乡贤”这一中华民族传统色彩浓厚
的文化符号，反映地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一部视角独
特、内涵丰富、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兼备的优秀文本。

郭连贻1930年出生于邹平县，是一位生长在乡野的饱
学之士，一生坎坷，命途多舛，而这却正好是他艺术创作
得天独厚的资本。他游曳于稼穑笔墨之间，甘于寂寞和清
贫，类似深山里的隐士，但他的学问、品行、君子风范慢
慢吸引了众多喜欢文学、文史、书法艺术的同道，成为一
个影响当地文化发展的了不起的人物。

据了解，该书系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2014年第4期《中国作家》杂志在头题位置刊发全文，责
任编辑汪雪涛先生认为“这是国内第一部关注乡贤阶层生
存状态和精神追求的长篇人物传记，是近年来少见的一部
很有分量的力作”。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
会长何建明，山东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张炜，中国报告
文学理论研究会会长、著名评论家李炳银，著名编辑家、
历届鲁迅文学奖评委张守仁，著名作家、评论家王兆山、
王兆胜等均对本书作出高度评价。

《最后的乡贤——— 郭连贻传》出版

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兼备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爷仨”——— 孙文松、孙朝晖、孙新兵

父子中国画作品展，5月1日至29日在济南举办。
本次展览由山东艺术学院、《老干部之家》杂志社主办，

济南恒隆广场、中国汗血宝马产业协会协办，济南鲁青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承办。这是父子三人首次同台举办展览，父亲
孙文松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艺术系，儿子孙朝晖、孙新兵毕
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父子都是学习中国画专业。

父亲孙文松的山水写意大气磅礴、扎实浑厚，尤其擅
长白杨林的写意创作；儿子孙朝晖擅长表现江南水乡风
情，笔墨洒脱、意境悠远，水墨彩墨之间彰显天地之灵气
韵味，风格独到；孙新兵更善于表现身边的人物，在线条
运用和神态捕捉上妙趣风雅，颇有味道。孙文松说，“在
绘画之路上，我们相互学习不分尊长。爷仨首次携手同台
献艺，也圆了一个自己许久的梦想。”

“爷仨”国画作品济南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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