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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1月6日，山东省实验小学师生一行70

余人来到山东美术馆，参加了美术馆为他们量身定制的
“第二课堂”实践活动。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师生们首先参观了正在展出的
“中国姿态——— 第三届全国雕塑大展”和“山东美术馆馆
藏作品展”，构思奇巧的雕塑、笔意纵横的国画、气韵生
动的水彩……让他们充分领略了国内一流艺术精品的魅
力。为强化教育效果，讲解员为师生们介绍了国画、油
画、雕塑常识。他们现场拿出纸笔，在自己喜欢的作品前
席地而坐，兴致勃勃地即兴临摹了起来。

参观、临摹活动结束后，师生们来到美术馆国画教
室，参加了由山东美术馆馆员李生、杨大鲁主讲的国画创
作演示课。两位画家向师生们介绍了国画的基本创作技
巧，围绕墨色浓淡、用笔疾徐、构图布置重点讲解，现场
创作了山水、花鸟画，并将作品捐赠给了省实验小学。

学校带队老师表示，省实验小学积极响应山东美术馆
邀请，带领学生到这个宏伟壮丽的“第二课堂”参观、临
摹、学习的首要目的，是扩展学生的审美视野，培养他们
对艺术的兴趣，提高他们对美的追求。“从学生的反响
看，此次活动圆满地达到了既定目标，山东美术馆无愧于
我省文化新地标的美誉，硬件设施、软件服务水准一流，
孩子们玩得很尽兴，学得很认真，收获非常大。”

山东美术馆负责人表示，为更好地推动青少年审美教
育工作，山东美术馆主动策划、参与青少年社会实践教
育，特别为济南市中小学定制“第二课堂”实践品牌，定
期开展包括展览欣赏、艺术沙龙、美术课堂、名家讲坛在
内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丰富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激发学
生的观察能力、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培养他们的高尚情
操，鼓舞他们为实现伟大中国梦而奋发向上。

□ 韩宗宝

第一次听到广播剧《中国船长》是几
个月前在青岛广播文艺频率，当时它深刻的
思想性、精湛的艺术性和极强的可听性，给
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前段时间报纸上登出
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获奖广播剧名单，我
很欣喜地看到广播剧《中国船长》名列其中，
这部戏后来又荣获山东省“文艺精品工程”
特别奖。我也由衷地为我的朋友、该剧编剧
之一的栾春妮感到高兴。

让郭川的中国梦激励更多的人

《中国船长》讲述的是“中国职业帆
船第一人”青岛人郭川帆船极限挑战———
无助力40英尺级帆船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
的故事。他创造了单人不间断环球航海137
天20小时2分28秒的世界纪录，完成了人类
挑战自我、挑战极限的一次壮举。

栾春妮说她最初是从广播里听到关于
郭川要进行单人不间断环球航海的新闻和
消息的，郭川的壮举深深震撼了她，她决
心为此创作一部广播剧，她要让郭川的故
事和他的中国梦感染激励更多的人。

剧中郭川的帆船，航行伊始就遭遇了
“渔网阵”和水力发电机故障的考验。
随后大前帆在突发飓风中，断裂坠海。
郭川冒着生命危险爬到18米高的桅杆，
清除顶部残帆碎片。在有“海上珠穆朗
玛”之称的合恩角，他再次遇上飓风大
浪。驶近马六甲海峡时，他碰上了海
盗……为了早日回家，郭川驾驶千疮百
孔的“青岛号”通过台湾海峡……像海
明威《老人与海》中那位勇猛的老水
手，郭川一直用自己不屈的意志与大海
顽强抗争着……成功返回母港青岛后，
他在岸上长跪不起。人群在为他欢呼：
中国船长！中国船长！……

塑造了一个超越生命局限的

中国船长的生动形象

如果说现实中的郭川感动了栾春妮，
而她以郭川为原型创作的纪实广播剧《中
国船长》则用文学的方式，通过电波感动
了千千万万的人。应该说该剧最难的还是
故事叙述。郭川在环球航海过程中始终是
一个人的行为，而广播剧主要通过人物语
言的对白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编剧在
解决这一难题上，可谓匠心独运。用郭川
在海上通过视频和家人一起过春节、过生
日等情节描述，推动了故事发展，丰满了
人物形象。用对话、独白、画外音、音效
和细节的力量，打动听众，感染听众。将
个体的梦想和追求，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的梦想和追求自然完美地连接起来，通过
中国船长郭川的个体命运和拼搏，触摸到
了鲜活而强劲的时代脉搏。

广播剧《中国船长》的叙述基调细腻
委婉，细节描写感人肺腑，感情挥洒张弛
有度，真实再现了中国船长郭川在环球漂
流挑战和冒险中追寻梦想的感人故事，阐

释了一个“中国船长梦想”的时代意义和
精神内涵，成功塑造了一个鲜明的、具有
时代特点、超越生命局限的中国船长的生
动形象。整部作品结构严谨，人物形象鲜
明，情节曲折紧凑，语言生动细腻，感情
充沛真挚，配乐适当，音响逼真，解说简
练，广播综合手段的运用娴熟自如浑然天
成。全剧富有画面感和镜头感，有极强的
艺术感染力，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突破广播
剧创作瓶颈的佳作。该剧在青岛广播文艺
频率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反响强
烈，好评如潮。良好的艺术品质和鲜明的
时代性，让它先后获得山东省广播影视大
奖一等奖、山东省精品工程奖和第十三届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呈现出一个民族的集体梦想

所具有的光谱和波长

《中国船长》题材重大，紧扣时代主
旋律，内容厚实，深刻，丰满。在短小的
尺幅内提炼、挖掘出一则普通新闻事件中
潜在的戏剧冲突和艺术元素，充分展示
了创作者的艺术才华、艺术表现技巧。
作者把时代精神价值形象地转化为深刻
有度的文学表达，为听众提供了一份独
特的精神滋养和情感驱动。《中国船
长》是真实鲜活的航海纪实和纯粹精湛
的艺术表现形式的完美结合，“中国
梦”的文学表达在《中国船长》这里，
不是抽象干枯的概念堆砌，也不是味同
嚼蜡的主题宣示，而是艺术作品纯正本
色的魅力、张力和感染力。它是作者深
植根于现实生活土壤，有效地打捞生活
新闻事件中的闪光的结晶。只有具备高
度的艺术敏感性和文学洞察力，才能做
到在对个体梦想的描绘和叙述表达中，
准确地捕捉到并呈现出一个民族的集体梦
想所具有的光谱和波长。《中国船长》中的郭
川走出了中国航线、显示了中国力量、擦亮
了中国精神。

习总书记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要
传播好中国声音。《中国船长》在发现
人，表现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上，在揭
示人性的深度上，展示了作家良好的文
学素养和阔大高远的精神境界。唱响时
代主旋律，传播社会正能量，弘扬民族
精神，纪实广播剧《中国船长》做到了
这一点。栾春妮说，《中国船长》的整
个创作过程就像女人生育孩子，有痛苦
纠结，也有喜悦快乐。从采访准备到制
作完成，历时半年，先后修改16稿。其
间她还不幸遭遇车祸，右手掌骨折打了
石膏被迫长时间休养。但她清楚，像郭
川环球航海这样的重要主题，具有很强
的新闻时效性，因此除了咬牙坚持她别
无选择。广播剧的初稿，是在郭川精神
的鼓舞下，她以左手单击键盘艰难完成
的。作为郭川精神的传递者和践行者，
栾春妮一波三折的创作经历如同郭川历
尽千辛万苦的航行，赋予了这部作品另
一种独特内涵和意义。

《中国船长》用广播的形式在神州大
地上吹响了中国梦的号角，它不仅是一部
洋溢着作者强烈的责任感、高度的艺术自
觉，丰富的创作热情的文学作品，更是一
曲劈风斩浪、百折不挠的奋进之歌。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
家协会签约作家）

一曲劈风斩浪百折不挠的奋进之歌
——— 评全国“五个一工程”获奖广播剧《中国船长》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广播剧《中国船长》喜获第十三届“五
个一工程”奖、省“文艺精品工程”特别奖殊
荣。青岛市广播电视台广播文艺频率副总监
栾春妮说，作为编剧，面对这份成绩单，自己
非常激动。她说：“我认为，荣誉绝不仅仅是
对创作团队的鼓励与褒奖，更是对在剧中主
人公郭川身上体现的矢志实现中国梦精神
的讴歌和颂扬。”

广播剧《中国船长》是根据青岛人郭
川驾驶“青岛号”帆船创造单人不间断环
球航海世界纪录的感人事迹改编的，由青
岛市广播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
制作。栾春妮说，第一次从广播里听到郭
川的名字，并且得知郭川准备做单人不间
断环球航海的惊世壮举，很受触动，当时
就产生了做一部广播剧的冲动。“但等静
下来仔细想想，又感到想得过于简单，因
为广播剧主要依靠人物间的对话来推动故
事情节发展，而郭川进行的是一个人海上
航行，无法实现人物之间的对话，创作起

来难度太大。尽管如此，写部郭川航海题
材广播剧的想法，始终萦绕在自己脑海
中，挥之不去。”

郭川航海持续地写着新的传奇，这些
经历都为文艺爱好者创作提供了得天独厚
的题材。2013年4月5日，是世界航海史上值
得铭记的日子，青岛籍船长郭川驾驶“青岛
号”帆船，经过137天20小时2分28秒，航行总
航程21600海里回到青岛，成为首位完成单
人不间断环球航海伟业的中国人，同时创造
了国际帆联认可的40英尺级帆船单人不间
断环球航海的世界纪录。栾春妮说：“那天，
我在现场目睹了郭川历经九死一生，返航后
在码头上跪拥妻儿、泪流满面的感人场面，
内心受到深深的撞击。”

对中国海洋历史的回忆和梳理，进一
步触动着栾春妮的心弦。六百多年前，明
代著名航海家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
洋，航迹遍及亚、非等30多个国家和地
区，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无人能及的奇
迹。中国是海洋大国，但自郑和以后的600
年间，海洋留给中华民族的多是遭受凌辱

的惨痛记忆。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国梦的实现离
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梦想和豪情，离不
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栾春妮
认为，郭川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挑战极
限的壮举和坚韧不拔的意志，用行动诠释
了中华儿女实现中国梦的真谛。

她说：“这再次激起了我创作一部广
播剧的热情。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开始了
剧本创作。创作过程中为了讲好这个故
事，我尝试过很多方法，比如利用郭川过
生日过年等节点设置剧本副线。天有不测
风云，就在思路理顺准备动笔时，我却不
幸遭遇车祸，右手掌骨折打了石膏被迫长
时间休养。我清楚，像郭川环球航海这样
的重要主题，具有很强的新闻时效性，此
时此刻除了咬牙坚持别无选择。于是，名
为《郭川的梦》的广播剧第一稿，就在我
左手单击键盘中艰难产生了。”

栾春妮表示，《中国船长》的整个创
作过程有痛苦纠结，也有喜悦快乐。作品从
采访准备到制作完成，历时半年，先后修改

16稿，是自己所有广播剧创作中周期最长、
修改最多的一个。“在稿子修改后期，央广广
播剧专家、中国广播剧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阚
平老师和我一起对作品做了几次修改，最终
成稿，定名为《中国船长》。该剧叙述基调细
腻委婉、细节描写感人肺腑、感情挥洒淋漓
尽致，在青岛广播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多次播出，获得良好的收听效果和社会反
响。”

一位哲人的话让栾春妮留下很深的印
象。这位哲人说：“计算一位作家的贡
献，不是看他写了多少东西，而是看他留
给大家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并为此信念坚
持了多久！”栾春妮表示，自己的追求，
是用笔把身边的百姓事写贴切、写深刻、
写透彻，写出自己的情深意切，写到自己
泪眼婆娑。“今后，我将继续坚持自己的
这一创作理念，坚持‘三贴近’，从普通
群众中捕捉可歌可颂、可吟可唱的鲜活素
材，从普通百姓中寻找感动，在社会改革
发展的大背景下提炼主题，创作出充满时
代气息、深受群众喜爱的文艺作品。”

以挑战极限的壮举和坚韧不拔的意志扬帆环球

一个人的航海：大浪淘洗中国梦

山东美术馆为省实验小学师生

开辟“第二课堂”

□于国鹏 王刚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指动生活”天翼飞Young中国好声音

百城百场演唱会济南站近日在山东省体育中心上演。三季
好声音学员首次集结全明星阵容，用纯熟的演唱和绚丽的
表演打造好声音演唱会最强音。

据了解，本次好声音济南演唱是三季好声音明星学员
的首次集结，由第三季冠军张碧晨，百变小天后吴莫愁，
青春励志的张恒远领衔，第一季张赫宣，第二季塔斯肯、
张欣奕、邓鼓、田丹，以及第三季的由美和王卓都有出色
表现。通过“办电信业务抢门票”活动聚集到现场4万名
电信用户，一举创下了省体演唱会观看记录.一首首熟悉
的旋律在现场响起，亲耳听到“好声音”的观众大呼过
瘾，屡次上演4万人K歌的现象。

最新夺得第三季好声音冠军的张碧晨嗓音浑厚，在比
赛现场就曾一举征服四位导师。济南演唱会是她夺得冠军
后的首次亮相，一曲《他说》瞬间带全场观众穿越回盲选
阶段，听来仍然惊艳。张恒远此次带着自己的乐队来到了
现场，《当我走过》震撼全场。

好声音演唱会唱响济南

□赵光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1月7日至9日，“上苍的艺术——— 2014

枣乡风情山东美术家作品展”在省文化馆举办，共展出当
代山东美术名家创作的精品佳作80余幅。

展出的这些作品或选取生活中的某一个场景，或聚焦
枣林田园中的自然变化，或描绘画家某一时刻的心灵感
悟，以精彩的笔墨艺术，形象展示了枣乡乐陵独特的自然
风貌和民俗风情。省美协副主席杨枫说：“这次以枣文化
为创作题材的画展，展示了我省画家在新领域、新题材方
面进行的新探索和取得的新成果。”

据了解，2012年6月，乐陵市成立了以农民画家苏文
通为代表、50余名画家为会员的“乐陵市画枣研究会”。
同年7月，乐陵市画枣研究会将朱集八里庄正式命名为
“中国画枣村”。

枣乡风情名家作品展举行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讯 由篆书家王永明和王哲撰写完成的《石鼓文

考索》一书近期出版。著名古文字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高
明为该书作序，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沈鹏先生题写书
名。

石鼓自唐代被收藏已经一千多年了。唐以降，围绕着
石鼓的诸多谜团，特别其创制年代，许多著名学者都曾进
行过深度求证，但仍各执一词。本书作者经细致考证，认
定系战国秦惠文王时期制作。

《石鼓文考索》不仅对石鼓的流散、迁徙，鼓文拓本
的流传等进行了详细考证，还对石鼓文生僻字、疑难字、
异体字进行了注释。此外，该书还遴选历代书家石鼓书法
作品二十七帧，并采撷石鼓文字，撰写了联语三十帧，让
读者可以充分领略石鼓文的历史价值和文化艺术价值。

《石鼓文考索》

展示石鼓文价值

□记者 李勇 报道
11月9日，阳信县鼓书院的几名演员来到翟王镇樊家

村，十几分钟后，一台有西河大鼓、毛竹板书等非遗节目
的演出就开始了。鼓书院坚持为农民送戏下乡，今年以来
已演出120多场。

□记者 卢鹏 画

□ 刘玉堂

看此剧，让人觉得杨波这人颇有心计，
且小心眼儿。包括前一次徐延昭拉他进宫谏
阻娘娘让权，他在那里患得患失：千岁爷进
寒宫学生不往，怕只怕辜负了，十载寒窗，
九载遨游，八月登场，七篇文章，才落得个
兵部侍郎，无有下场！由此可知，这人是个
文官，知识分子出身，忠诚而自私，有一定
的摇摆性，人家篡党夺权了，他还在那里惦
记自己十年寒窗，几篇文章，与定国公的坚
定及无私无畏不可同日而语。

该剧的三人轮唱是我所听到的同类形式
唱段中最为好听的，比《沙家浜》中的《智
斗》还要好听，故容我将此段唱词全引下
来。接下来是，李艳妃看他二人在那里推三

阻四，万般无奈，给他二人跪下了：他二人
把话一样讲，倒叫哀家无有主张，无奈何怀
抱太子跪至在昭阳。

二人见状才动了真情，也跪下了。徐
唱：吓坏了定国公！杨唱：兵部侍郎！徐
唱：自从盘古立帝邦，杨唱：君跪臣来臣不
敢当。李艳妃道：非是哀家来跪你，跪的是
我儿锦绣家邦。他二位在那里给她讲古喻
今。徐唱：锦家邦来锦家邦，杨唱：臣有一
本启奏皇娘。徐唱：昔日里有个李文、李
广，杨唱：弟兄双双扶保朝纲。徐唱：李文
北门带箭丧，杨唱：伴驾山前又收李刚。徐
唱：收了一将损伤一将，杨唱：一将倒比一
将强。徐唱：到头来保太子登龙位上，杨
唱：反把那李广斩首法场。徐唱：这都是前
朝的忠臣良将，杨唱：哪一个忠臣又有下
场？

李艳妃也拿故事安抚他俩，有下场来无
下场，且听哀家说个比方：昔日里有个潘老
丞相，李氏夫人替了皇娘。紫竹林内生太
子，他的名儿万古扬。

他二位遂道出了苦衷与心愿。徐唱：困

龙思想长江浪，杨唱：虎落平阳想奔山岗。
徐唱：国太思来想一想，杨唱：谁是忠良哪
个是奸党？

李艳妃当即给他二位平了反，忠良本是
徐、杨将，奸党就是我父李良，二卿不把国
来掌，哀家跪死在昭阳。

二人乃表态道，徐唱：铜锤一举王请
上，杨唱：老杨波搀扶起定国王。徐唱：向
前来奏一道太平表章，老杨波搬来了众家儿
郎。

李艳妃唱：呀！听说是杨波搬兵到，不
由哀家喜眉梢。太子交与小姐抱，徐小姐

：双手付与老年高。徐延昭：用手接过大
明后，你保幼主坐龙楼。

待杨波从徐延昭的手中接过尚为婴儿的
太子，他那个小心眼儿就又动起来了：用手
接过龙一条，两眼睁睁把臣瞧，趁此机会生
机巧哇，（白）哎呀，千岁！（接唱）浑身
上下似火烧，难以保朝。徐延昭心知肚明，
可也别无他法，让一个有点自私的人辅佐太
子，还是比让奸臣篡了位好些；更何况他想
提个级别的要求似也在情理之中：大人不必

生机巧，你的心事某猜着，莫不是你保幼主
嫌官小？（白）国太，快将杨波加封号！最
后李艳妃封了他个“七岁戴纱帽，九岁女儿
入皇朝，再封你太子太师和太保，子子孙孙
永在朝”算了完。

这戏的结尾也很有意思，他二位出了宫
门之后，杨波对徐延昭的称呼马上变了，也
不叫千岁爷或定国王什么的了，而是怀抱幼
主叫皇兄，大明江山全仗你。徐说了一句保
国家还是你杨家父子兵，下场了。

这一段轮唱，旋律紧凑，高潮迭起，听
来十分过瘾。许多以唱工见长的演员都唱过
此剧，更为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三人合
作的优秀之作。但我却更喜欢于魁智、孟广
禄、李胜素的三人组合，他们唱来韵味醇
厚，抑扬有致，表演则优雅大方，美不胜
收，堪称绝佳的组合，完美的绝唱。

当年看美国大选尘埃落定的消息，见一
媒体这样报道：克里言败不容易，布什获胜
二进宫。就觉得这个二进宫的叫法还真是有
意思，稍微一延伸，就会有幽默的意味生出
来。

闲话《二进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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