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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红军

说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蓬莱，大家熟知
的大都是蓬莱阁和八海过海的传说。而除了
海外仙山的美誉外，蓬莱还是东方海上丝绸
之路的始航地，见证了昔日海上丝绸之路的
繁荣和兴盛。如今，在新建的蓬莱古船博物馆，
体验互动的海上搏击、划桨竞技、海底寻宝等现
代游戏，让游客能够再次回眸登州古港。

据了解，蓬莱古船博物馆是在发掘遗址
上建设的专题性博物馆，主要陈列了１９８４年
和２００５年在蓬莱水城小海清淤出土的４艘古
船和大量的文物，是目前我国陈列古船种类
最丰富、数量最多的博物馆，也是目前为止我
国唯一发掘并陈列有外国古船的博物馆。

“蓬莱一号古船，１９８４年出土于蓬莱水城
小海南部，属现代战船，头尖尾方……”在现
代化的体验区，参与者将船模卡片对准显示
器下方的摄像头，显示屏上自动出现这张卡
片上的船只，并可以通过上下、左右旋转图片
来旋转显示屏中的船模，距离越近，船模越
大。

这只是体验区一款增强现实功能的船模
互动游戏。此外，海上搏击、划桨竞技等体感
游戏，突破了以往单纯以手柄按键输入的操
作方式，是一种通过肢体动作变化来操作的
新型电子游戏，它在让参与者享受乐趣的同
时，还学到了古代航海知识，并且印象深刻，
历史文化也由此活了起来。

新媒体时代，这种“智能生活”体验，已经
逐渐成为引领时尚的娱乐方式。如今，它也应
该能为历史文化遗产活起来提供借鉴。

前些天，有朋友到有“海东邹鲁”之称的
韩国安东市，新建成的儒教体验主题公园让
他感慨颇深：今天我们如何来感受传统的儒
家文化？在这儿，有虚拟的人生长廊，游客可

以体验从生到逝的“礼仪”；有礼仪游戏，游客
可以自己动手操作，在轻松的氛围中感受到
儒家文化的魅力。

说起来，安东市还是河回假面舞和船游
绳火游戏的故乡，著名的“河回民俗村”即在
此地。每年９月，这儿都要举办“国际假面舞
节”，有假面舞表演、世界假面和创作假面展
示、木偶剧节和传统民俗表演等，游客可以尽
情陶醉于假面舞的激情之中。

近年来，我省着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全省各级公共图书馆推广建设

“尼山书院”，“乡村儒学”现象渐成燎原之势，
各方面的成效已经逐步显现出来了。但是，在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在利用现代科技手
段方面，我们还有发展的空间。

以传统“射艺”为例。在已建成的尼山
书院，在孟子故里邹城，“射艺”都有不同
程度的恢复，让众多中外游客拿起弓、箭参
与到活动中，主动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但是，射艺受场地、气候以及安全等诸多因
素影响，我们能否在“射艺”体感游戏方面

有所作为呢？
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射”属于六艺

之一，“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
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也就是说，揖让周
旋、合乐发矢而成为射礼。我们只要把握住
了“射”的果敢勇武和“礼”的君子风范的
实质，射礼的外在形式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而体感游戏形式的“射艺”，更能激发国人
对于射箭运动的兴趣。作为射艺历史最为悠
久的国家，我国射箭运动的发展远不如韩
日，在韩国喜爱射箭的人有几十万，在日本
有十几万，我们只有不到几万人，而且只有
在几个大城市才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射箭俱乐
部。

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如何“游戏”也
是一件很犯愁的事。我们应该多策划一些
“体验式”的现代活动，让孩子们能够身临
其境地走进历史文化，在玩乐的同时让孩子
们学到了知识，也给这些静止的文化遗产赋
予了活的灵魂，使其真正走进孩子们的内心
世界。

“现代”让古城历史文化活起来
———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采访札记之三

民间工艺的手工性千万不能丢

●“手工的东西有两个特点，一是自然，生动；二是
具有唯一性。民间工艺不能盲目借鉴，更不能把‘手艺’
丢掉，丧失自己的唯一性。”

——— 对于民间手工艺的传承发展，中国民间文艺家协
会主席冯骥才有两点担心：一是市场放开后，各类民间艺
术品的传承人过于盲目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在“互学”
过程中，自己一些本来非常有地方和地域特色的东西就给
丢失了；另外一个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手工的
东西用机器来代替。但手工的东西没了，内涵也就没有
了。

抗日剧偶像化再成“万用酒瓶”

●“单纯的战争剧情节相对单一，不同观众群喜欢看
的类型不一样，就把言情、武侠、悬疑等情节统统装进抗
日剧的‘万用酒瓶’中。”

——— 导演金韬说。偶像精神并非不能融于抗战题材电
视剧，但假如依旧舍本逐末、粗制滥造，不仅会给整个产
业带来无法弥补的影响，甚至会让年轻观众产生错误的认
知。抗日剧始终担负着历史教育、革命教育和传播红色文
化的文艺职责，而在全国人民共同纪念抗战胜利、反法西
斯胜利之际，部分抗日剧过度“偶像化”，表面上获得了
可观的收视率，实则弱化了抗日剧本该承担的教育意义。

科技促传统图书馆转型

●“图书馆应用新技术速度加快，信息资源从纸质向
数字形式转变，数字资源在馆藏中的比例不断提升、规模
总量急剧增长，图书馆的服务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

———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魏大威说。当前人们获取信息
和阅读的方式呈现多渠道、移动化、社交化、碎片化、浅
层化的新特点，数字阅读日益普及。这对于图书馆开展基
于全媒体、多终端的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图书馆提供数
字化、网络化的信息服务后，到馆阅读的传统方式正在向
网络访问转变。未来图书馆将通过与传统图书馆进行全流
程业务整合，包括馆藏统筹建设、资源揭示、服务统一提
供和技术应用整合，实现实体文献与数字文献资源之间的
无缝连接，到馆服务与网络服务的互补，而且打破地域和
行业的限制，建设跨行业、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图书馆
服务体系。

（孙先凯 辑）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于国鹏

近日，由山东省文化厅、青海省海北州委
组织策划，山东省艺术工作者创作的大型歌
舞话剧《草原之子》在山东剧院上演。由山东、
青海两省艺术家联合创排的这部话剧，以青
海省原副省长尕布龙为原型，刻画了一位优
秀共产党员一心为民、廉洁勤政的艺术形象，
而剧中呈现的那些感人的故事，让观众眼里
涌满泪水。

为他的事迹感动

“我在采风的过程中，在一点点地走进尕
布龙的精神世界，一点点地为他的事迹所感
动。排演这场话剧，我就想传达给大家我接受
这个人物时的那种感动。”《草原之子》的导演
房蔚说。

《草原之子》选取了尕布龙工作生活中的
五个场景，通过深入农牧区调研实施调庄迁
移决策，心系牧民为进城的各族群众看病办
事提供便利，舍小家顾大家拒绝为女儿上学
提供“方便”，组织抗灾救援，带领西宁人民绿
化南北山等故事，塑造了少数民族党员干部
一心为民、廉洁勤政的光辉艺术形象，弘扬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全国党员干部树立
了新时期的学习楷模。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2013年底，山东省派剧作家赴青海采风
并进行剧本创作。今年3月份，山东省话剧院
导演房蔚赴青海排演该剧。令房蔚感触至深
的是，尕布龙的事迹在青海可以说有口皆碑。

房蔚说：“在海北州排演时，有个传达、一
位偏瘫的老大爷，有一天颤颤巍巍地提着烧
水走到我跟前说：“老师，你们是在排演尕布
龙吗？我给你讲讲尕布龙的故事吧。”

老大爷说：“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我在草
原上放羊，有一个人过来跟我说，你回家过年
吧，我给你放几天羊。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尕布

龙，是个副省长。”
房蔚又讲了另外一个故事：“有一次，在

排演过程中，来了一帮海晏县哈勒景乡尕布
龙的老乡。原来，他们听说在这里排演尕布龙
的戏，专程走了两个多小时，来这里看戏。看
完彩排，他们感动得泪流满面。又向我讲了诸
多尕布龙的故事，有些我们就用到戏里了。”

“听了很多尕布龙兢兢业业、勤政爱民的
故事，遗憾的是不能把这些令人感动的故事
全部在这部剧中展现出来。怎么样概括人物
的事迹，我想到的就是臧克家的那一句诗‘有
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房蔚导演激动地说。

情到深处自然成

10月13日晚的山东剧院，座无虚席。《草
原之子》两个多小时的演出过程中，观众时时
为台上的尕布龙的故事所感动。剧中，当尕布
龙弥留之际说出“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
一切——— 这是我在入党时喊出的誓言！我一
生没有别的，但我说话一定算话！”时，掌声如
雷，许多观众偷偷低下头抹去眼角的泪水。

“我们的演员是来自海北民族歌舞团、青

海原子城纪念馆、海北州图书馆的演员和工
作人员，非专业话剧演员表演的真实度很高。
我们的演员在跨越一座高山，不仅在角色的
表演上非常投入，而且他们在逐渐接近尕布
龙的精神世界，演得越来越传神。”房蔚说。

尕布龙的饰演者华桑舵杰是来自海北州
的图书馆管理员，他参加话剧表演还是第一
次。刚开始他站在台上比较紧张，也找不到演
尕布龙的感觉，尤其是最后的独白一段需要
流出眼泪，而他做不到。“尕布龙是我们当地
一位朴素、真实的好干部，我听了很多尕布龙
感人的故事，尤其是读了尕布龙的传记后，才
逐渐走入这个角色的内心世界，表演就比较
自然了。”到后来，他表演的稳定性堪比专业
演员，尤其是最后的独白，自然而然流出的泪
水将整剧推向高潮。

演出结束后，很多观众还沉浸在尕布龙
带来的感动中。观众陈亮明说：“尕布龙一生
都在为人民服务，他的奉献、他的无私，都值
得我们学习。他是党和人民的好干部，是新时
期我们应当学习的好榜样。”

导演房蔚说，这部话剧还将不断打磨提
升，争取在国内巡演。

歌舞话剧《草原之子》在山东剧院上演

尕布龙的故事感动泉城观众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山东省人民政府印

发了《关于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意见》，出台
“２７条”新举措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到２０２０年
山东将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产业高地。其中，
我省各级财政将对中小剧场根据演出场次进
行补贴，用于支持其开展低票价惠民演出。

从全省剧场来看，我省济南、青岛、烟台、
潍坊、威海等市都有部分剧场委托中演、保利
等院线运营，也因此享受到了较为充足的政
府财政补助，从而得以开展良好的演艺活动。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其他新建或改建剧场却
很难享受到这方面的财政经费支持。

以青岛市为例。目前，青岛市市区可以正

常演出的剧场有１１个，其中有７个是综合剧
场，分别是青岛大剧院、青岛市人民会堂、青
岛广电剧场、李沧剧院、四方剧院、青岛大学
剧场、崂山剧院，有４个是特色剧场，分别为青
岛奥帆剧场、青岛音乐厅、青话小剧场、歌舞
剧院梦幻剧场，绝大多数剧院很难开展正常
的对外演出服务。

在今年的青岛“两会”上，有政协委员建
议市政府在已经对青岛大剧院实行政策扶持
的基础上，进一步设立剧场专项扶持资金，把
政策扶持范围扩大至全市所有剧场。“我们应
对各剧场分别下达演出经营指标和票价控制
指标，按照剧场承接演出项目的不同，建立相
应的考核办法和约束激励机制。”

在最新的《意见》中，我省各级财政将进
一步加大对剧场及其运营管理的扶持力度，
对中小剧场根据演出场次进行补贴。此外，全
省各级财政将加大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投入力
度，整合现有各类文化方面的专项资金，重点
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平台建设和新兴业态及骨
干文化企业发展。文化企业缴纳的土地出让
金，优先用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鼓励社会资
本改造、新建面向公众开放的鼓励类文化设
施，根据其规模和功能，按照“不叠加优惠”原
则，省、市、县(市、区)分级负担，省级从服务业
发展引导资金中安排资金补贴，市、县级从现
有各类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资金中统筹解
决。

省财政将支持中小剧场低价演出

□记者 李勇 报道
10月10日，第三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博览会在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展
出的文化遗产项目中，几乎每一项文化遗产
都有其独特的造型。细细看来，有的怪异，
有的夸张，有的写实。但都非常可爱。

□记者 王世翔 报道
栖霞市的柳光铎老人运“笔”自如，不但在葫芦上惟

妙惟肖地画出了人物、花草、鸟兽、山水和风景，而且配
以诗歌营造出深邃的意境，形成了艺术葫芦的独特风格。

□记 者 于国鹏
实习生 王飘逸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省文化厅和澳门特区民
政总署主办，山东画院承办的“彩墨乾
坤——— 鲁澳书画艺术交流展”，10月14日在
山东美术馆举行，共展出双方艺术家创作的
书画作品近百幅。来山东的澳门书画写生团
和我省艺术家一起参加了展览开幕式。

这些作品涵盖油画、国画、书法等艺术
形式，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展现了两地艺
术家在创作和审美等方面的探索与追求。通
过这次展览，双方艺术家在相互交流中开阔
艺术视野，借鉴创作经验，为进一步提升艺
术水准寻求启迪。同时，这次展览也成为一
个开放的窗口，进一步加强了山东和澳门两
地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了双方民众的相
互了解。

按照今年初鲁澳双向书画艺术交流计
划，10月13日至18日，澳门书画写生团一行
16人将在我省访问，期间还要到沂南县的竹
泉村和常山村、枣庄台儿庄等地采风写生，
进行艺术创作。

担任澳门书画写生团团长的澳门民政
总署管委会委员马锦强说，非常高兴看到
澳门和山东的文化艺术交流越来越密切，
目前，双方互访不断，演出、展览等文化
交流活动频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双
方民众中都产生了良好反响。澳门有着特
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所以在文化艺术方面
也堪称“中西合璧”，既有体现中国传统
文化的内容，也有很多受西方艺术影响的
元素呈现在作品中，这为双方文化艺术交
流与提升创造了很大空间，“我们对山东
已经有了很多了解，这里文化资源丰富，
自然风景也很美丽，我们很希望澳门与山
东的交流更多更好地开展下去，同时也诚
挚邀请山东书画写生团带着他们的佳作，
到澳门展出交流。”

鲁澳书画交流展

在山东美术馆展出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北京10月16日讯 今天上午，“沂蒙颂·沂蒙画

派晋京作品展”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共
展出了120余幅展现沂蒙精神和沂蒙风情的优秀画作。展
览将于10月19日结束。

本次画展由省文化厅、省文联、日照市委宣传部主办，
省美协、日照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日照市文联、莒县人
民政府承办。展出的作品，呈现出鲜明独特的地域性人文色
彩。艺术家们展现了沂蒙山区的风土民情，具有浓郁的生活
气息和鲜明的艺术特色，给人以纯情至美的艺术享受。

沂蒙画派是省文联2011年3月批准成立的山东省首个
以地域特征命名的画派，涵盖了日照、临沂、潍坊、青
州、淄博、泰安、枣庄、莱芜等沂蒙山地区的广袤地域，
汇集了来自以上地区的画家。

沂蒙颂·沂蒙画派

晋京作品展举行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讯 由山东省吕剧院创排、获十艺节“文华大

奖”的新编现代吕剧《百姓书记》，9月份展开全国巡
演。继在天津中华剧院举办3场演出后，又赴北京参加文
化部组织的庆祝新中国成立65周年优秀剧目展演，在天桥
剧场连演4场。接下来，该剧还将赴湖北、浙江、江苏、
安徽、河南等地巡演。

据介绍，《百姓书记》将于10月18日、19日、20日在
武汉湖北大剧院演出，10月21日、22日、23日在金华中国
婺剧院演出，10月24日、25日、26日在南京前线大剧院演
出，10月27日、28日、29日在合肥安徽大剧院演出，11月1
日、2日、3日在郑州儿童影剧院亮相。

已经确定的巡演途经7个省(直辖市)，历时23天，行程
4043公里。目前，上海、呼和浩特、太原、石家庄等地的
演出正在商谈中。

《百姓书记》继续全国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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