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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晨 报道
本报济南讯 鲁迅研究不仅在中国是一门显学，在海外

同样受到重视，且成果丰厚。6月13日至15日，由中国鲁迅
研究会、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
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承办的“世界视野中的鲁迅”国际学术
研讨会在济南召开。来自中国大陆以及日本、韩国、德国、
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7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世
界视野中的鲁迅”这一中心议题，展开深入探讨，认为鲁迅
研究在今天仍然具有多方面的现实意义。

与会专家学者们认为，鲁迅与世界文学存在多重复杂关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梦阳以英国随笔的出现、
发展为参照系，认为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同是一种理论与文
学杂交的变体形态与杂糅形式，是人类进入近代、自我意识
觉醒时，为自如地表达对自身与世界的理解，自由地互相交
流而采取的一种个性化的符号编码方式与随意性的文学写作
体例。

对于鲁迅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关系的研究也有了新进
展。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吕周聚看到了中国左翼文学与
美国左翼文学之间存在着的复杂关系，他认为，以鲁迅为代
表的中国左翼作家与美国左翼作家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
反对将文艺与宣传划等号、强调文艺的独特性以及左翼文学
应该深入现实、敢于揭露社会黑暗等问题上，鲁迅与美国著
名左翼作家辛克莱具有相通之处，“鲁迅与斯诺、史沬特
莱、伊罗生等左翼作家有着密切的来往，以鲁迅为代表的中
国左翼文学受到了美国左翼文学的影响，中国左翼文学中出
现了许多的美国因素。”

鲁迅思想的新意是学者们关注点之一。华中师范大学文
学院教授许祖华从传统和创新的角度阐述了鲁迅小说中人物
的科举不第事件。他以《孔乙己》和《白光》为例，认为鲁
迅在书写人物时采用了传统的白描手法和放重拿轻的低调修
辞。“与《儒林外史》等传统小说的对比中发现，鲁迅将在
艺术上的对读书人生活悲剧的书写深入到对他们的生命终极
关怀的书写，从而传达出启蒙与改造国民性的时代意识，产
生了悲剧性的审美效果，这种深刻性是以往传统小说所不具
备的。”

许多学者关注鲁迅研究的现实意义、现代价值。山东师
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朱德发对鲁迅的个性意识进行了当代思
考，他认为鲁迅百年前提出的“尊个性而张精神”是人类自
身为之不懈奋斗而争取人性健全发展、个性自由解放、精神
充盈旺盛、生命充满活力的永恒命题，即使“任个人而排众
数”这看似悖论的命题若能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理解好并解决
好，那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学术价值。

此外，海内外学者还就鲁迅研究不同方法进行交流。

□ 李丽娜

当下，异彩纷呈的舞蹈类节目风起云
涌，如雨后春笋般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吸
引着大众的眼球。东方卫视的《舞林争霸》、
央视一套的《舞出我人生》、湖南卫视的《奇
舞飞扬》、央视三套的《舞蹈世界》，还有正
在如火如荼热播的浙江卫视的《中国好舞
蹈》，使更多的普通观众了解了什么是真正
的舞蹈，同时也被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所
震撼和感染，拉近了舞蹈与大众的距离，而
作为“艺术之母”的舞蹈终于有了她的一席
之地。

山东是一个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
革命历史故事的文化大省，富有丰厚的创
作之源，在2013年的“第十届全国舞蹈比
赛”中，以齐鲁文化为支点创作的舞蹈取得
了瞩目的成绩。“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
默中爆发”，在当下舞蹈思潮的渲染下，沉
寂了近二十年的山东舞蹈以爆发的态势迎
来了她的又一个春天。

从文学中再生的山东舞蹈作品

山东不愧号称“齐鲁文化之邦”，有着
悠久丰厚的文学底蕴。古有思想教育家孔
子、孟子、老子、庄子，其思想被中外教育
家、思想家所研究和借鉴；宋代豪放派诗人
辛弃疾与婉约派词人李清照，更是在古代
诗坛留下了惊人的一瞥，其诗词经世代相
传，成为千古绝唱；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
异》给文学界、电影界、乃至舞蹈界提供了
更多的创作空间；近现代更是有著名的作
家，如莫言、杨朔、臧克家、峻青等。山东遗
留下来的这些文化宝藏无疑给艺术创作提
供了宝贵的资源，在文学中再生的山东舞
蹈作品有利于弘扬齐鲁文化，也是山东舞
蹈创作方向的典型代表，更是山东舞蹈立
足于全国的优势所在。

从文学作品中汲取灵感，创作出一系
列具有本土特色又能够宣扬齐鲁文化精神
的经典作品，是山东舞蹈创作者和表演者
的重任，也是寻找好的创作源泉的途径。

《水浒传》是以梁山好汉的故事为线索而创
作的文学作品，它把山东人真诚、重意气的
豪爽性格抒写得淋漓尽致，留下了“山东自
古出英雄，梁山好汉最著名”的脍炙人口的
说法。早期的舞蹈作品《林冲怨》，是由山东
歌舞剧院一级编导胡玉平创作的，其创作
背景就来源于文学作品《水浒传》中的人物
林冲，作品运用三人舞的形势，表达林冲这
位大英雄身陷危境下内心充满的愤怨之
情。道具长棍的运用在当时舞蹈界可谓开
拓之举，在四根长棍的巧妙变化、应用下，
将林冲被围后的愤怨之情和无可奈何的心
态，以及誓死不屈的男儿本色表现得一览
无余，并一举获得了1984年华东舞蹈比赛
一等奖。舞蹈《林冲怨》使山东舞蹈开辟了
新的领地，不但使全国观众了解了山东舞
蹈，更使全国人民进一步了解到了齐鲁文
化影响下的山东儿女的真性情。当时取材
于文学作品的代表性舞蹈作品还有由原山
东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中国第一部交响舞
剧《无字碑》，这两部作品代表了山东舞蹈
的里程碑。

《林冲怨》、《无字碑》过后，山东舞蹈创
作似乎沉寂了近20年，直至二十一世纪，才
又迎来了山东舞蹈的曙光，先是由山东艺
术学院创作的表现蒲松龄坎坷一生的舞剧

《柳泉寻踪》，以及以李清照诗词意境为创
作背景的舞蹈诗《天美清照》，推开了山东
舞蹈在文学作品中再生的新篇章。随后，青
岛市歌舞剧院倾情打造的舞剧《东厢记》，
以及以当代作家莫言的同名小说改变的舞

剧《红高粱》将山东舞蹈推向了新高峰。
丰厚的齐鲁文化是我们山东舞蹈创作

灵感的基础，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优秀的资源。
可以说，使山东舞蹈从文学出发，再生于文
学，是舞蹈创作的灵感之一，也是当下山东舞
蹈界继承和宣扬齐鲁文化的一种独特方式。

引以为豪的山东三大秧歌

山东作为齐鲁文明的发祥地，不仅是
文化大省，也是民间舞蹈大省。山东地区的
民间舞蹈种类繁多，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山
东三大秧歌：海阳秧歌、胶州秧歌和鼓子秧
歌。山东三大秧歌在历史的长河里历经几
百年的传承与衍变，透射出山东人民鲜明
而独具特色的生活习俗与精神风貌，承载
着齐鲁儿女淳厚而丰富的人文历史内涵。

山东三大秧歌在各个专业院校中得到
了很大重视，并在民间舞教学中占据着举足
轻重的地位。被全国各大舞蹈专业院校用于
课堂教学的六大汉族民间舞蹈中，山东三大
秧歌就占了一半，这不能不说是山东的重要
文化遗产，更是山东舞蹈界的骄傲。

创新的生命来源于继承，老一辈舞蹈
家对于山东民间舞蹈的传承与创新作出了
巨大的贡献，山东舞蹈在全国舞蹈界的沉
寂期间，山东三大秧歌的传承与发展却始
终未停下脚步。2002年由国家一级编导赵
宇(现任山东艺术学院舞蹈学院院长)主创，
以胶州秧歌为创作元素的舞蹈诗《沂蒙风
情画》首次亮相，并在第四届中国舞蹈“荷
花奖”舞剧、舞蹈诗比赛中如一缕春风吹向
了全国，为似乎被大家遗忘的山东舞蹈注
入了新的生机。海阳秧歌的创始人张荫松
教授，为山东民间舞的传承与创新作出了
巨大贡献，古稀之年依然坚守在全国各大
知名舞蹈院校的教学一线，北京舞蹈学院
是张先生的实验教学基地，无论在哪里，张
先生都尽心耕耘、以身示教，传承与发展山
东海阳秧歌已成为他的使命。张先生用毕
生的心血开创了海阳秧歌的新篇章，而山
东舞蹈界新生力量的责任就是步其后尘，
坚守住这块阵地。

山东的年轻编舞家们不负众望，由山
东青年政治学院舞蹈学院院长傅小青编
创，以山东秧歌为创作元素的群舞《又见沂
蒙》、《风吹俺的扇》、《喜鹊喳喳喳》、《鼓子

少年》分别在第七届(2003年)、第八届(2006
年)“桃李杯”、第十届(2012年)“桃李杯”、第
十届全国舞蹈比赛(2013年)舞蹈比赛上取
得显著成绩。第十届全国舞蹈比赛中由山
东艺术学院选送，青年编导刘杨编创的以
山东胶州秧歌为素材的《春知沂蒙》和以山
东鼓子秧歌为素材的《脊梁》广受好评。《春
知沂蒙》让观众领略到沂蒙山姑娘不同以
往的风情，《脊梁》将山东大汉憨厚的性格
和大山一样伟岸坚挺的后背诠释得恰到好
处。

山东舞蹈中的红色情怀

山东是一个富含革命历史故事的大
省，被誉为“两战圣地、红色沂蒙”的沂蒙革
命老区，是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最重要的革
命根据地之一。在这个充满红色记忆的地
区又怎能少了红色题材的舞蹈作品？而艺
术作品中的爱国情结是最难体现的，也最
考验编导的功力。

在第十届全国舞蹈比赛中，山东艺术
学院选送的作品《沂蒙那座——— 桥》获得了
创作二等奖，由青年编导刘忠编创。舞蹈中
运用现代女孩与历史对话的形式，用新颖
的穿越手法讲述了孟良崮战役中沂蒙六姐
妹“火线桥”的真实故事，以现代人的独特
视角重温红色历史，重塑了人们心中的胜
利之桥。

山东舞蹈中的红色情怀一直都在。早
在1996年，由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首演的
群舞《儿啊儿》就在全国引起轰动，编导张
弋、刘小荷也是山东编舞界重量级的人物。
该作品以解放战争时期淮海战役中的山东
沂蒙老区人民奋不顾身支援前线和红嫂们
送儿支前等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为题
材，通过儿与母缠绕亲昵的情感造型、儿累
死在支前路上的悲壮造型和母亲不相信儿
子已死，那铺爬的悲戚情感的宣泄等，展现
了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母亲献出儿子那无
私无怨的崇高境界。

除此，新创编的山东舞蹈中双人舞《乳
汁救伤员》、三人舞《风雨担架》都是具有红色
情怀的舞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立90周年
还特意打造了红色舞蹈诗《沂蒙 沂蒙》。

在当今浮华、躁动的社会大环境下，这
些具有浓厚红色情怀的舞蹈作品让我们重

温了沂蒙老区红色故事的同时，又一次宣
扬了山东革命老区的英雄壮举，时刻提醒
教导我们要不忘历史、缅怀故人，让现代人
永远铭记那段艰难感人的岁月往事。

当下的山东舞蹈创作属于厚积薄发，
无论是从文学中诞生的山东舞蹈，还是在
民间走出的山东舞蹈，或者是承载着革命
历史重任的红色山东舞蹈，都离不开继承
的脚印。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继承的
必经之路。而当下的创新受外来文化干扰
的因素太多，创作中往往只看重作品的个
性化和新颖程度，而忽略了本根的东西，比
如我们为之骄傲的山东三大秧歌，是老祖
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如果只是一味地
追求创新，把原汁原味的传统性根源丢掉
的话，几代下去后到何处去谈继承？民间舞
是民风民俗的记载，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所
孕育出的不同风土民情，使民间舞呈现出
百花争放的民族特点。山东民间舞蹈同样
蕴含了浓厚的乡土民风，在齐鲁文化的滋
养下孕育出含蓄、大气、稳重、沉着的性格
特征和律动风格。笔者认为，对山东本土舞
蹈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应采取双向发展。首
先，山东民间舞的创作应遵循在继承中发
扬的原则，在创作具有时代感、新精神的舞
蹈作品的同时，能够万变不离其宗，不忘本
土，将地道的山东特性和风格特色在作品
中进行延续，能够看到这方土地孕育出的
齐鲁儿女的真性情。除此，在创新、发扬新
思路的同时还应支持一部分人继续传承具
有原汁原味本土特色的山东舞蹈，坚守在
传承纯粹的山东民间舞蹈的岗位上，不被
当下各种舞蹈思潮所左右和动摇，为山东
舞蹈创作的万变守好纯正的阵地，保护好
它的唯一性，就像仍然存活在日本、韩国的
乐舞文化一般，不管几代人下去，仍然可以
使山东遗留下来的民间舞蹈有根可寻。

近年来山东舞蹈取得了惊人的成长与
进步，山东优秀舞蹈作品的不断涌出，使我们
真正领略了山东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和文
化根基的深厚。老一辈舞蹈家对山东文学及
民间民俗的挖掘与开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一代舞蹈工作者应以此为榜样，站在巨人
的肩膀上，进一步研究我们山东的文化、历
史、民俗，为山东舞蹈界的崛起再创辉煌。

(作者李丽娜系山东艺术学院舞蹈学院
讲师)

沉寂20年后迎来又一个爆发的春天

正在崛起的山东舞蹈

□ 贾登荣

毋容讳言，在各种新兴娱乐形式的冲
击下，尤其是在互联网不断普及的今天，
包括京剧在内的中国传统戏曲似乎已经走
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因此也就有了
这些年“拯救”传统戏曲的呼声。也许正
是基于对传统戏曲的挚爱之情，著名作家
刘玉堂先生也加入了“拯救”的行列。不
过，他不是举办培训班、也不是通过举办
大赛的方式来拯救，而是通过对传统戏曲
台词、剧情的解说、点评、铺展、延伸，
让人们接受传统戏曲的熏陶，体会传统戏
曲的魅力，唤起对传统戏曲的憧憬。应该
说，这是另一种“拯救”的方式，也是一
种非常有效的普及戏曲文化的方式。

翻开《戏里戏外》一书，作者所涉猎
的剧目，既有曾经家喻户晓的《小放
牛》、《刘海砍樵》、《秦香莲》、《西
厢记》、《天仙配》、《宋士杰》等，也
有流传于某个区域、尤其是作者家乡山东
的地方剧目，如《王小赶脚》、《借

亲》、《三拉房》、《锔大缸》、《蓝桥
会》、《小姑贤》等。林林总总的剧目，
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戏曲文化的确是一座丰
富灿烂的宝库，里面蕴藏着我们先辈的智
慧与创造，自然而然地涌起了一种自豪的
情愫。倘若这些绚丽多彩的艺术，真正有
一天消亡了，那实在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从这个意义讲，拯救传统戏曲，的确到了
关键时刻，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倘若再
不加以“拯救”，许多地方戏曲都会只逐
渐残存于人们的记忆中，或者列入“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
及的摆设。如果戏曲文化真正走到了那种
窘境，是我们的羞耻也是民族的悲哀！

当然，《戏里戏外》一书，并不只是
剧目的罗列而已。作者的重点，是对传统
戏曲的文化内涵进行条分缕析，激发人们
的共鸣，实现“拯救”戏曲的目标。作为
著名小说家的刘玉堂知道，枯燥无味的戏
曲理论知识，是达不到“拯救”效果的，
只有生动活泼的阐释，才能吸引读者，打
动读者。因此，作者对传统戏曲剧目的解

读，没有理论的灌输，全部是作者用自己
亲身的感悟、体验、理解，来进行循循善
诱的讲解。这些介绍，不仅行文简短，而
且文笔流畅，让人们在欣赏美文的同时，
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同时，为了增
强读者对许多已经陌生剧目的理解，作者
还常常跳出剧情，对这出戏曲产生的历史
背景、时代特征进行介绍，让不熟悉这些
剧目的读者，通过这些背景材料，来了解
戏曲文化，认知戏曲文化。这样的特点，
在“单说《小放牛》”、“缠缠绵绵《三
拉房》”、“徐策为什么要跑城”、“闲
话《二进宫》”等文章中都能找到很好的
佐证。仔细品读这些文章，你会感受到戏
曲的语言美、韵律美、情节美、人性美！

作为一个山东人，作者最钟情的，莫
过于这里的地方戏曲——— 吕剧。在《戏里
戏外》一书中，作者用了相当多的篇幅，
向读者介绍这个古老的地方戏曲品种。他
在“《王小赶脚》与吕剧的由来”一文
中，对吕剧的产生、来源进行了探究和
“寻根”，让人们对这个地方戏曲产生了

浓烈的兴趣；而又通过对《小借年》、
《王定保借当》、《借亲》、《井台
会》、《姊妹易嫁》等大量吕剧的介绍，
让人们了解到这个地方戏曲剧目的多姿多
彩。

读罢《戏里戏外》，不但让人重温了
许多传统剧目，而且让人接受了传统艺术
的知识浸润，真切认识到中国戏曲文化的
博大精深，从而有了走进剧场，观赏久违
的戏曲的欲望。这样的感受，相信其他认
真读过此书的读者朋友也会有这样的共
鸣。看来，作者“拯救”戏曲文化的这颗
赤子之心，一定会唤起更多人对戏曲文化
的关注。而关注的结果，也许就有大量年
轻人开始对传统的戏曲艺术来加以欣赏、
传承，从而让中国的传统艺术薪火相传，
后继有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刘先生的另
一种“拯救”戏曲文化的尝试，无疑是成
功的。

(作者贾登荣系四川省著名作家。《戏
里戏外》，山东省著名作家刘玉堂著，山
东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

另一种“拯救”
《戏里戏外》：让人们在欣赏美文的同时，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

“世界视野中的鲁迅”

仍有很多未知

□卢鹏 画

□ 刘振华

“俺心里不糊涂明镜一般，谁个好谁个孬自有分辨。你
走后撂下俺孤苦无依，全靠着恁嫂子她来把我照看……”4
月14日，以“尚德胶州”典型人物——— 小西庄村姜永芹为原
型改编的茂腔小戏《婆媳情》，在三里河街道刘家村文化大
院精彩上演，这是胶州百场道德剧目巡演的第58场。

2012年以来，胶州市深入开展“尚德胶州”建设，广泛
征集好人好事线索，鼓励人们发现“身边的美”。对典型人
物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宣传，讲述他们的感人故事。他们
还充分考虑群众对传统文艺形式的喜爱，创新方法手段，把
道德模范的故事创作成茂腔戏，在城乡巡回演出，为广大群
众树立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了的道德标杆。

茂腔是胶州、高密等周边地区独有的地方剧种，距今有
200多年的历史，是胶州市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
一，被誉为“胶东之花”，代表剧目“四大京”、“八大
记”久演不衰，深受群众喜爱。自2012年起，胶州市财政每
年安排50万元奖励资金，重点奖励和扶持突出胶州地域特色
和人文精神、道德建设等主题的文艺精品。扶持胶州秧歌传
承人、茂腔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收徒28人，建立胶州秧歌培训
学校10个。开办了胶州茂腔、秧歌艺术班，培养传承人56
名。每年组织基层文化骨干培训班50余次，培训基层文化工
作骨干1500余人次。胶州市还组织专门的创作班子，以道德
模范为原型，编排了《失约》、《采访》、《三子争父》和
《婆媳情》等多出道德剧目。

在胶东街道斜沟崖村文化大院里，茂腔剧《采访》在精
彩上演。这出由该市茂腔剧团精心排练的新剧，是根据当地
道德模范、殡仪馆职工匡团典型事迹改编的，说的是一位入
殓师几十年如一日顶住世俗压力默默奉献的故事。村民吴淑
香看得直抹泪，“太感动人了”。

“戏里演的，许多都是我们平常过日子的事，看的多
了，谁还好意思不孝敬老人呢？”大同村村支书石华岩说。

戏中的主角，皆是身边的邻居百家、同事亲朋，这些抬
头不见低头见的普通人，可学可亲又可敬。他们的感人故事
触发了胶州人的颗颗善心。2012年以来，人口不足百万的胶
州市，凡人义举密集上演，尚德崇善蔚然成风。先后有40多
人获各级道德模范、“中国好人”、“山东好人”等荣誉称
号。建立起近470多人的“最美胶州人”典型库。面对25万
巨额奖金不动心的“最美彩票哥”王伟还获第四届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

胶州：百场大戏进村来

凡人义举密集上演

尚德崇善蔚然成风

□冯长禄 报道
6月28日，茌平县博平镇夕阳红艺术团在表演歌舞，用

红色歌曲和革命戏剧庆祝建党93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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