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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省文化厅、山东美术馆联合主办的

“传承——— 单应桂美术作品巡礼展”，10月11日至31日在
山东美术馆举行。此次展览共展出我省著名女画家单应桂
不同时期的作品137幅，其中包括单应桂捐赠给山东美术
馆收藏的63幅代表作品。展览开幕式结束后，省内外美术
家、美术评论家等还专门就单应桂艺术创作进行了学术研
讨。

中国美院原院长肖峰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单应桂
就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现实生活给予她创作
灵感，也为她未来的艺术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技法
上，她继承中国传统绘画技巧的同时，也合理吸收西方艺
术元素，所以她的一些看似普通题材的作品，也能品味出
很多新意来。”

省美协主席张志民则表示，单应桂是一位真正称得上
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创作中始终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她也是最早把中央美院一批艺术大师的先进创作理
念引进到山东的艺术家，为山东美术事业的发展、美术人
才的培养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在美术教育方面，也是鞠躬
尽瘁，桃李满园。从艺术上来看，她是一位现实主义画
家，在熟练掌握运用传统题材、技法基础上，在人物、革
命历史题材等创作方面，都做出了很有价值的探索和实
践。”

单应桂感慨地说：“我从16岁开始参加工作，艺术上
的学习和成长离不开恩师们的悉心培养和教导。”她早年
从事招贴画、连环画、年画创作，考入中央美院后先后师
从一代宗师徐悲鸿、蒋兆和、叶浅予，从大师那里继承了
水墨写实观念，以对现实生活淳朴的情感和对中国民间木
版年画的深入研究和借鉴为基础，逐步形成了富有文化意
义和生命活力的绘画面貌，在当代中国美术史上写下了极
其精彩的一笔。她对传统年画卓有研究，不仅成为山东年
画界的代表人物，也成为整个我国新年画的开拓者之一，
留下了《和平幸福》《母子情》《湖上婚礼》等经典作
品。她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国画家，《铁索桥畔》《如果
敌人从那边来》《春风》《山村妇女组画》《高原组画》
《沂水欢歌》等一系列优秀作品，都是她对新中国画的奉
献。

在展览开幕式的现场，有专程前来观看展览的沂南县
农民代表。单应桂说：“这是我1984年到那里深入生活时
认识的朋友，结下了深刻友谊，他们来参加画展我非常激
动。这种浓浓的友情，也是对我创作的最大支持。”深入
生活，是单应桂一直遵循的原则。从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开
始，现场写生伴随了她全部的艺术生活，四进沂蒙、独步
高原、深入油田等写生活动，给她带来了艺术上的丰收。
《山东大婶》《八月文都》《捻羊毛》等作品中，择取生
活中的片断，点滴之间，表达了各地的风情民俗和群众的
生活情趣，特别能够打动人心。另外如《羲之爱鹅》《李
太白踏月寻句》等，则更着重于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画面
清雅，意境深远。

单应桂说：“我今年已经81岁了。如果再给我20年，
我还会继续画下去，生命不息，就不停止创作。“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１０月１６日晚，现实主义题材沪剧大戏
《挑山女人》在历山剧院上演。而第二天晚
上，“历山艺享汇”周末相声俱乐部继续登陆
历山剧院。这个在以前凭借场租“过日子”的
剧场，在十艺节筹办过程中进行了重修改
造，如今众多高端演出不断，相声专场演出
更是成为周末常态。

十艺节后，我省众多文化场馆应用情况
如何？目前，除了委托运营的几大剧院外，我
省已经成立了全国第一家由专业团队进行
专业化经营管理的省域剧场院线，山东剧场
院线的成员规模也已扩展到３５家。山东演艺
联盟总经理林凡军表示，我们正积极引进成
功商业模式，让院线成员不断提高经营管理
水平和增加收益。

越来越多的剧场演出成常态

自６月２８日以来，“历山艺享汇”周末相
声俱乐部在每周末的演出就没有间断过，相
声迷们早早就坐在历山剧院等候着，对口、
群口、贯口相声轮番登场，既有传统相声的
经典回味，又融入了众多时尚的娱乐元素，
让观众在欢笑之余且能体味文化的魅力。

据了解，周末相声俱乐部邀请了一批名
家助阵，包括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刘广玺、
著名快板书表演艺术家李连伟、著名山东快
书表演艺术家李东风、罗广兴以及青年相声
表演艺术家郭培鑫等名家。郭培鑫表示，这
个相声俱乐部本着普及传统文化艺术的目
的，刚开始在长清大学城，后来“转战”到历
山剧院。

１０月１日晚，阵容强大、笑星云集的《明
府芙蓉馆》曲艺大舞台，正式落户山东剧院
进行常态化演出。“在山东剧院，我们有了传
统韵味更为浓厚的‘园子’，与这里的青砖碧
瓦，斗拱飞檐，朱漆大门相衬，我们的曲艺演
出将会更加异彩纷呈。”明府芙蓉馆李涛说。

越来越多的高雅艺术引进来

如今，全省有越来越多的剧场实现了常
态化演出。从今年正月开始，济宁市声远舞
台就开始举办经典传统文化演出周活动。

８月３０日至３１日，有“亚洲剧场导演之翘

楚”之称的赖声川导演，台湾“综艺教父”、金
牌电视制作人王伟忠编剧的话剧《宝岛一
村》登陆潍坊大剧院，上演了一场历史人文
经典大戏。这也是《宝岛一村》首次在山东演
出。

近年来，赖声川编导的舞台剧经常在大
陆巡回演出。但是，赖声川坚持一个原则：自
己的话剧必须在全国一线城市演出。而潍坊
大剧院为什么能承接到这场演出？除了院线
的优势外，更多的是十艺节剧场的吸引力。

在筹办十艺节过程中，我省投资８０多亿
元新建或改建演出场馆，全省文化设施才有
了２０年的“超越”。山东大学中国文化产业研
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昝胜锋认为，我们坚持走
市场化和商业化道路，演出市场才能活跃起
来。

１１月１日，十艺节开幕场馆省会大剧院
将迎来一周岁生日。在一年时间里，大剧院
共举办各类演出、艺术普及讲座等各类活动

２４１场，共有来自中直院团、海峡两岸和世界
五大洲的８９个艺术团体、近六千名艺术家悉
数登台，为齐鲁人民倾情献艺。

越来越多的市民受益低票价

１０月１日晚，《明府芙蓉馆》曲艺大舞台
首场演出，一张能让消费者享受山东文化消
费便利与实惠的文化惠民卡也在现场发行。

“这是一种具有储值功能的消费卡。”山东省
演出公司总经理张欣说，凭此卡在省演出公
司和山东剧院组织的演出活动中都可以享
受优惠。

在持续三个月的周末时间里，２０场
儿童剧、２０场歌舞剧在青岛李沧剧院轮
番上演。５元、２０元的惠民试水票价，
以微信、微博的形式与市民亲密互动，吸
引着周边百姓纷至沓来。家住李沧区永萍
路的李铭琳，晚饭后和老伴溜达１０分钟

就来到剧院，“票价不贵，就当作休闲放
松的一种方式啦。”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徐向
红表示，无论是场馆建设还是节后利用，我
们始终坚持“文化惠民、共建共享”的理念，
让更多的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开业一年间，省会大剧院举办惠民演出
４１场、艺术推广普及活动２６场。自２０１３年１０
月３１日开始，大剧院总售出演出票将近１２万
张，总计接待各类观众近２０万人次，剧院演
出平均上座率达７２.２５%，其中惠民票销售占
到了２９.８８%。

省会大剧院有关负责人表示，剧院采
取低票价、重公益的运营政策，“最低惠
民票价仅２０元，８０元、５０元、２０元的惠民票比
例提高到了全部票房的３０%，并采取措施
把惠民票真正落实到百姓手中，实现了剧
院惠民利民的初衷，也培养了学生、居民
和其他群体欣赏戏剧演出的习惯。”

十艺节后，我省众多文化场馆应用情况如何？

好戏连台，剧场演出常态化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登临泰山极顶俯瞰泰安市区，可见一朵
“白玉兰”如夜明珠般发出通透的光芒，这就
是泰安大剧院。如今到泰山旅游，许多人会
选择白天登泰山，晚上到泰山大剧院观看一
场音乐剧演出。自十艺节投入使用以来，泰
山大剧院已经渐成泰安市的地标性建筑，吸
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去。

谁来经营？谁来管理？十艺节后，剧院经
营管理模式的确立，成为全省普遍面临的一
件大事。在这方面，无论是现代化的大剧院，
还是新改造的老剧院，我省都在积极探索，
也趟出了一些适合当地实际的经验模式。

几大剧院：

辐射带动周边文化经济

１０月１日，是潍坊大剧院一周年生日，也
是首次向外界市民免费开放后台区域。一年
来，剧院引进６０多场自营演出，极大地丰富
了市民的文化生活。此外，“市民音乐会”、

“打开艺术之门”、“大师面对面”、“市民开放
日”等４类贯穿全年的公益项目也引发了强
烈反响。

在十艺节，我省的青岛大剧院、烟台大
剧院等都是委托保利运营管理，成为当地文
化地标性建筑。十艺节后，济南省会大剧院
以及潍坊大剧院、威海大剧院也相继走上了
委托之路。

省会大剧院有关负责人表示：“剧院发
挥自身建筑群体量庞大的优势，与周边图书
馆、美术馆、群众艺术馆和五星级酒店形成
了一个市民文化消费圈，他们连片成群，交
相辉映，已经成为城市品位的象征和文化标
志性建筑。”

利用预留的商业空间，这些大剧院将公
共功能与产业功能相结合，不仅满足了市民
的物质需求，还带活了整片区域经济的发
展。

一条院线：

“抱团”撬动演艺市场

借助十艺节筹办，我省新建或改建了５５
处演艺场馆。如何确保这些文化场馆在十艺
节之后得到有效利用？

在十艺节上，山东演艺集团副总经理于
剑就为刚刚成立的山东剧场院线拉来了２０
场云南民族歌舞演出，并跟杭州剧院的原创
音乐剧《简·爱》和《断桥》达成了演出意向。

作为院线成员的烟台市五彩文化广场
艺术中心剧院经理张玲俐表示，我们剧院最
初的设想是打造驻场演出的旅游剧目，但在
联系演出团体和经纪公司时发现节目源短
缺。“我们希望把全省演出的剧目以及从全
国、国外引进部分节目作为节目源，统一引
进，节省成本，降低票价。”

于剑表示，全省剧场借助院线平台形成
规模优势，能够拉近剧场与市场的距离，增
强剧场抵御市场风险能力，提高剧场市场化
运作水平。“我们将引进国内外优秀剧目，联
合打造‘演出季’，逐步实现剧场演出的常态
化、不间断化。”

一个模式：

托管经营结合驻场演出

９月１９日至２０日，中国国际演出商大会
在泰安举行，英国舞台剧《战马》、音乐舞蹈
剧《东方红》以及百部精品剧目签约演出。这
么大型的演出商大会为什么选在泰安？这源

于泰安大剧院“托管经营+驻场演出+剧目
引进”的一个新模式。

在十艺节筹办过程中，泰安市建设了具
有地标性意义的泰安文化艺术中心，集图书
馆、艺术馆、美术馆和大剧院于一体，改变了
过去文化设施建设相对落后的局面。但是，
泰山大剧院如何长期使用和运营下去？泰安
市文广新局局长刘康表示：“目前看，很多国
内剧院管理模式存在相同的一些问题，比如
政府投入过大，性价比不高，或者演出场次
和剧目不能收到特别好的运营效果。”

刘康说：“经过政企双方多次对接，我们
采取‘托管经营与驻场演出’结合的新模式，
将大剧院整体托管给汉辰文化在剧院驻场
演出音乐剧《泰山情缘之石敢当》，这既避免
了文化艺术场馆变成‘大卖场’，又能保证不
浪费资源，发挥剧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最大化。”

至７月底，该剧在泰山大剧院驻场演出
１３１场，成为泰安市文化融合旅游的新亮点，
也为“后十艺节”场馆的有效利用提供了经
验。

全省剧场不断探索经营管理模式创新

着力提高市场化运作水平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由省音乐家协会、济南市委宣传部、济南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济南演艺集团主办，
济南市歌舞剧院承办的“歌海绮霞、情系中
华”——— 青年歌唱家韩霞独唱音乐会，将于10
月18日晚在山东省会大剧院举行。

此次音乐会集合大型舞美、灯光、LED屏
幕等舞台元素，并邀请山东歌舞剧院交响乐
团和山东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青年合唱团、山
东艺术学院舞蹈学院的加盟，形成了传统的
个人独唱音乐会形式与“音·舞·诗·画”舞台
艺术形式的完美融合。韩霞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唱歌已经成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这次演唱会对我是一次挑战，也是实现自
我提升的一个难得机会，我希望把最美的歌
声奉献给大家。”

据了解，此次音乐会从创意确立到演出
历时近十个月，这种融合多种舞台艺术形式
的个人独唱音乐会，对艺术家、舞台等各方面
的要求很高。为此，韩霞正在做着大量的准备
工作。她不仅需要保持好自己的唱功，还要新
学大量的舞台艺术知识。她专门去北京中央
音乐学院，花了三个多月时间，请昔日的导师
郭祥义教授进行培训指导，期间也不时地向
山东省歌舞剧院艺术指导尹士英、陈少芝等
专家请教。

韩霞从小喜欢唱歌，“那时候听广播中的
歌曲就感觉真好听，也梦想着什么时候自己
的歌声也能从广播中传出来。”后来，虽然如
愿考入山东师范大学音乐系，但毕业后，一开
始没有能够直接进入音乐行业，“我心里想唱
歌的愿望很强烈，我坚持并且不断努力，最终
专业水准还是获得认可，进入济南市歌舞剧

院。”
这次独唱音乐会的曲目既有民族唱法的

经典曲目《谁不说俺家乡好》，也有充满戏
曲元素的《点绛唇》《梨花颂》，还有
《啊，我的虎子哥》《清粼粼的水蓝莹莹的
天》等歌剧选曲，不仅考验韩霞专业的民族
唱法的功力，也展示出她对歌剧、戏曲元素
的驾驭能力。

“这次音乐会我要演唱的曲目是对民族
声乐的一个扩展。比如，《啊，我的虎子哥》就
是带有美声感觉，《点绛唇》具有昆曲的元素，

《梨花颂》有京剧的元素。这些元素与民族唱
法结合，能贴近观众。”韩霞说。

“我的专业是民族唱法，但我也非常喜欢
京剧，平时经常跟省京剧院的老师学习。我把
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结合起来，和戏曲元素
结合起来，希望自己唱得更好听，让我的声音

更贴切，更为人所喜欢。”她说。
进入济南市歌舞剧院十几年来，韩霞参

加了很多演出。不论舞台大小，她都能满腔热
情地为观众演出。

韩霞说，早年刚刚开始登台演出，也有紧
张忘词的时候。“演员的成长是不断摔打的过
程。其实，要真正把心交给观众，真正把自己
对这首歌的理解传达给观众的时候，就不会
有忘词等现象出现了。”

韩霞认为，不管唱什么歌曲，关键还在于
对歌曲内涵的理解和情感传达的把握。“如果
自己没有感情、没有动情，自己的歌声是打动
不了别人的。所以，在歌唱这条道路上，我需
要不断学习、充电，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另
外，还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艺术修
养，像那些优秀艺术家那样做到德艺双馨，这
样艺术之路也才能更远。”

把最美的歌声奉献给大家
——— 访青年歌唱家韩霞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8月8日晚，永远的歌声——— 邓丽君2014金曲视听演唱会在青岛李沧剧院以惠民演出方式上演，青岛歌舞剧院现代乐团的演员们表

演了《夜来香》、《甜蜜蜜》、《阿里山姑娘》、《美酒加咖啡》等经典曲目。

单应桂美术作品展

在山东美术馆举行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林世军 报道
10月10日，在阳信县第一实验学校泥塑社团活动室

“欢乐泥吧”，学生正在制作泥塑作品“兔娃”。“兔
娃”是第三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的吉祥物，取材
自济南民间传统里“兔子王”的形象。

□记者 于国鹏 实习生 王飘逸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21日至28日，山东作家西藏交流采

风团赴西藏与西藏自治区文联、作协进行友好交流，并到
山东省对口支援的日喀则地区进行采访采风，以推动山东
作家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援藏工作生活的文学佳
作。

在拉萨，山东、西藏作协举行交流座谈会，双方就新
形势下进一步加强鲁藏两地作协交流合作，积极探索在联
合培训、作家互访、作品研讨、重点作品扶持及其他方面
开展合作的新途径新方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在日喀则，山东作家西藏交流采风团在山东省援藏干
部公寓与我省第七批援藏干部进行了座谈，先后参观了济
南市对口支援的白朗县蔬菜科技示范园、现代温控大棚，
潍坊市对口支援的南木林县艾玛乡卫生所、南木林县职业
学校、柳果新农村建设工地、雅江北岸综合生态开发区和
青岛市对口支援的日喀则市江当乡中心小学、五保人员集
中供养服务中心等援藏项目。

通过采风，采风团成员获得了大量生动素材，山东援
藏干部在推动日喀则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
就，在高原艰苦条件下辛勤工作的感人故事，让参加采访
采风的作家们深受感动。

山东作家赴西藏采访采风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电影《俺的闺女俺的儿》在山东

新世纪影院玉函店举行首映。影片将于近期在全国农村院
线、央视及各地电影频道、主流门户网站、部队武警等播
映，并进行海外发行。

电影《俺的闺女俺的儿》是由省内两家民营企业联合
摄制的一部红色爱情故事片。电影以广饶县大王镇中共刘
集支部的抗日故事为原型，主创班底均为山东籍人士，是
山东人说山东故事的典型鲁剧。影片以一对革命青年的成
长经历为主线，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程，弘扬
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俺的闺女俺的儿》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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