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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吕永国 王军

“以前一到农闲时候，除了打打牌、串
串门，就是看电视消磨时间。如今，政府花
钱送大戏，大家别提多高兴了！。”这些
天，临沭县店头镇月庄村的王景才大爷，跟
着演出的庄户剧团转了周边的四个村子，经
典柳琴戏《喝面叶》演了三场，他场场津津
有味地看到最后。

现在，临沭县正在把一场场贴近乡村生
活、符合群众口味的戏曲送到每一个村庄。
“老百姓有文化需求，我们就要做好引导和
服务。”临沭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武玉芹表
示，我们借助“一村一年一场戏”演出活
动，正在探索建立农村文化活动长效机制，
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群众“看戏难”的问题。

“快走，今天有好戏啊！”１１月２１日一

大早，惠民县大年陈镇莫家村村民就三三两
两地往村里的文化广场上赶，容纳２００多人
的小广场早已经是满满当当。但锣鼓一响，
村民们顿时安静了下来，惠民县京剧票友协
会带来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吕剧《小姑贤》、
京剧《赤桑镇》等经典选段。“平时就是在
收音机里听戏，现在把戏送到俺们家门口
来，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看到过这么大型的演
出了，实在是过瘾啊，俺们希望这样的演出
一个月能有一场才好啊！”６９岁的村民赵春
秀高兴地说。

目前，一场场“一村一年一场戏”的演
出活动正在全省各地上演。省文化厅艺术处
处长刘敏表示，为了更好地满足基层群众文
化需求，省文化厅、省财政厅今年在全省全
面组织实施了“一村一年一场戏”工程，发
动各级各类文艺演出单位，深入基层农村举
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艺演出，让广大
农民群众真正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我们整合所有文艺演出队伍，将演出
安排在一个中心村落，周边村落可就近观
看；对于偏远分散的小型村落，我们就采取
小分队形式进行演出，满足群众的观赏需
求。”为了将“一村一年一场戏”送到更多
群众手中，惠民县大年陈镇积极扶持当地优

秀庄户剧团发展，并在演出村落培养文艺骨
干。大年陈镇负责文化宣传的邢海英表示，
“一村一年一场戏”不只是政府送戏的工
程，更是文化惠民工程。“在政府送戏的过
程中，庄户剧团壮大了，当地的文化人才培
养起来了，这才是最惠民的。”

为此，惠民县专门下发了“文化惠民进
基层”品牌文化活动实施意见，逐渐形成了
以农民文化艺术节、消夏文艺晚会、青年歌
手大奖赛、“惠民文化大舞台”冬季文化下
乡系列活动等为主要内容的品牌文化活动。
今年以来，全县已经安排“免费送戏”演出
活动４００多场次，做到一年３６５天，天天都有
锣鼓声。惠民县京剧票友协会会长郭洪栋表
示：“每到一个村，我们都受到村民们的热
烈欢迎。经常是表演完了，村民不让我们
走，要我们多唱几场。甚至有村民说，如果
晚上还唱的话，他们提供晚饭。”

据省文化厅统计，截至目前，全省各类
文艺团体进农村演出已达３万多场，受益群
众数十万人。“按照‘政府补贴、市场运
作、院团演出、农民受惠’的总体思路，全
省培育送戏下乡活动主体，建立公益文化活
动政府补贴制度，逐步形成了以国有文艺院
团为骨干、以其他社会演出团体为补充的送

戏下乡长效机制。”刘敏表示。
据了解，“一村一年一场戏”演出活动

已经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通过政府
采购或采用委托、承包等方式确定承接演出
团体，并鼓励和引导转制院团积极参与，按
照院团演出规模、演出能力每场给予５０００
元、３０００元、２０００元等不同数额补助。同
时，各市、县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补
贴办法和标准。

“当地庄户院团每成功演出一场补助
１５００元。”临沭县文广新局局长王志银介绍
说，“一村一年一场戏”所需资金从农村文
化建设专项资金中解决，主要用于服装道具
租赁、交通、工作餐等演出费用的补贴，严
禁弄虚作假套取演出补助。而表演团体除政
府补贴外，不收取任何费用，不增加农村负
担。

刘敏表示，在“一村一年一场戏”实施
过程中，我们实行“阳光采购”和“菜单
式”服务，及时公布演出时间、地点、节目
及演出团体等信息，并跟踪检查演出质量、
汇总演出情况，以科学合理的组织形式，把
最受群众欢迎的文艺演出送到全省基层农
村，使全省基层农民群众每年都能看到精彩
的文艺演出。

今年全省文艺团体进农村演出达３万多场

一村一年一场戏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北京讯 １２月５日至７日，在北京举行的“２０１４第

五届中国国际创意设计展”上，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社会服
务成果展作为独立展览亮相，展出了由学院师生与山东多
家陶瓷雕塑企业联合推出的近２００套作品。这些具有前瞻
性的设计理念和鲜明的本土设计特色的作品，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

此次成果展作品以设计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为主题，注
重解决生活中的设计问题，体现了“设计服务生活、引领
生活”的设计主张。近年来，该学院以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为己任，承担并完成了“手艺农村——— 山东农村文化产业
调研”、韩国丽水世博会中国馆山东周活动方案设计等４０
多个重大项目。

山工艺作品亮相国际设计展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日照讯 12月5日是第29个国际志愿者日，由省民

间文艺家协会、日照市文联主办的“到人民中去——— 山东文
艺志愿者深入基层服务采风”民间艺术进校园活动，在东港
区南湖镇中心初级中学举行，动员广大民间艺术工作者投
身文艺志愿服务，创作出无愧于民族和时代的优秀作品。

此次活动包括日照黑陶、日照农民画、日照剪纸、日
照影雕等民间艺术项目，采取民间艺术大师授课、艺术大
师与师生现场互动相结合的方式，围绕“惠民、为民、乐
民”主题，以不断满足基层学校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为目标，动员文艺工作者深入学校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的文艺志愿教学服务活动。

我省民间艺术走进东港中学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如何更深刻地认识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
的关系？如何让我们创作的文学作品更有力
量？如何避免在世俗观众冲击下迷失自我？
日前，在全省文学界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培训班上，我省作
家、文艺评论家对这些引人关注的话题展开
交流和研讨，并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找到评论和作家艺术家的

“交汇点”

省作协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掖
平认为，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的
重要讲话，对确立我国目前及未来文艺创作
和批评的正确导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文艺评论面临
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高度重视文艺
评论的价值和意义，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
认识文艺评论的特殊重要性，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文艺评论工作。我们要努力建构接地
气、有活力的文艺批评体系。”

李掖平说，众所周知，文艺批评和文艺
创作犹如鸟之双翼，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文艺批评作为文艺创作的重
要推动力量，在探索规律、辨析思想、甄别
美丑、推介优秀文艺作品、提高群众鉴赏水
平、引领社会风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近年来，由于受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和
网络化等影响，文艺批评表现出忽视正确的
理论导向，违背真善美艺术原则的不良倾
向。有的习惯套用西方理论，热衷于“去思
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
“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极端自由主
义，有的受利益驱动，宣扬“一切向钱看”
和游戏人生的颓靡思想，有的陷入人情化、
庸俗化、红包化、商业化的误区，参与低级
炒作和庸俗捧场。

李掖平表示，针对上述种种问题，要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评论的新要
求，采取切实措施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要
坚持追求真理，坚持辩证统一，防止观察问
题片面性、绝对化以及碎片化、浅表化，要
勇于褒贬、去伪存真，努力做到全面客观地
甄别、论析、评价当下丰富复杂的文艺创作
现象。”

她同时表示，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传递尚上尚善尚美的价值观，
把握好评论的价值导向。“一方面要实事求
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激浊扬清，惩恶
扬善，务去光说‘滥好话’不敢批评的积
弊，对文艺创作中被大肆渲染的色情暴力要
敢于批判否定。另一方面注重把抽象的观念
概念转化成具体丰富的文艺话题和内容，转
化为个性化、专业化的学术语言，务去说
‘大话’、‘空话’凌空蹈虚的坏习气，找
到评论和作家艺术家的交汇点，使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建构起一
种接地气、有活力的系统性评论话语体
系。”

要以优秀文学作品

来补精神上的“钙”

省作协副主席、山东大学教授谭好哲表
示，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
艺工作者应该“以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
温度的文艺作品奉献于社会和人民”。“何
为有筋骨的文艺作品，人民为何需要有筋骨
的文艺作品？这是每一个文学工作者需要深
长思之的大问题。”

谭好哲说，放眼中外文学，有筋骨的文
艺作品都是具有精神力量的作品。“在数千
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历朝历代都不乏有
筋骨的文学家和有筋骨的文艺作品，其中所
表现出的哀痛民生艰苦、系念国家安危、坚
守美善理想的伟大情怀，绘就了中国文学永

不消褪的精神底色，成就了中华文化正大刚
健的风骨气象。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以鲁
迅、郭沫若为典型代表的进步作家更是以民
众的启蒙和解放、国家的救亡和复兴为己
任，以其对于旧道德旧文化旧生活的激烈批
判和否定、对新道德新文化新生活的热烈憧
憬和讴歌而奏出了时代的强音，成为中国现
代新文学最为耀眼和沉实的经典标志。”

谭好哲认为，从古代文论对艺术风骨
的强调，到毛主席赞扬“鲁迅的骨头是最
硬的”，再到习总书记对“有筋骨”文艺
作品的期待，正从一个侧面彰显了中国文
学和艺术永续不衰的一种精神命脉，这种
精神命脉值得当代文学家倍加珍视并发扬
光大。

他说，文艺之所以需要有筋骨，在于文
艺创作历来对于时代、国家和人民承担着一
份沉重的责任。有筋骨的文艺作品好比人体
必需的钙，能够强健人民大众的精神机体，
吸收的精神钙质越多，精神机体便愈加强
健，而只有精神上强健的人民，才能够成就
时代创造的伟大与国家民族的强盛。就此而
言，文艺创作者需要思考用什么样的作品来
为人民服务。“人民需要文学，但尤其需要
富含精神钙质的文学来强筋健骨。”

谭好哲表示，创作者不能仅仅满足于自
己的作品有接受者，能够在低层次低水准上
满足他人的需要，还必须认真考量和反思自
己的创作对时代进步究竟有无引领和推进，
对人民大众文明素质和精神境界的提升究竟
有无助益。有良知和责任的作家既要自觉地
融入人民的伟大历史实践，追随时代前进的
脚步，敢于为时代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
做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又
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爱国
主义作为创作的主旋律，追求真善美，传递
崇真求实向善向美的价值观，引导人民树立
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和
审美观，在多元纷乱甚至景象迷蒙的思想文
化语境中重铸民族生活的价值理想。“只有

如此才称得上是有筋骨的当代文艺创作，也
只有这种创作才能真正起到启迪民智、鼓舞
民力、提高人民精神道德境界的化育作用，
名副其实地成为铸造灵魂的工程，从而更好
地发挥文学移风易俗、通政经国的应有社会
作用。”

要有以人民意愿

为大情怀的美善心态

省作协主席团委员郑建华说，没有人
民，便没有文艺创作的根，“文艺创作方法
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
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应该用
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
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善美战胜邪恶，让
人民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
方。”

郑建华表示，没有生活的作品是苍白
的，苍白的作品不过是过眼云烟，随风飘
散。而有生命力的作品只有来自人民才有
根，有底气，有向心力，有凝聚力，才能成
为经典。“根扎得深不深，牢不牢，作品能
不能反映人民的心声，有没有以人民的意愿
为大情怀的美善心态，是检验一个作家良知
的坚守和精神境界高度的标准。那些千古绝
唱，传世之作，没有一部不是因为人民的爱
戴而流传下来的。”

郑建华说，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
要沾满了铜臭气。当文学艺术到了和铜臭推
杯换盏的时候，文艺便背离了它的方向，背
离了它的主旨，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作家
需要面对清贫、清苦、清净，作家需要坚
持、坚守、坚定。“人民是分得出优劣好坏
的，作家作为人民中的一员，有责任有义务
为一个民族的梦想和实现梦想所经历的艰辛
而去挖掘、去体验、去扎实地创作。作家一
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去发现、去学习、
去进步。”

务去说大话空话凌空蹈虚的坏习气

文艺创作和批评要接地气有活力

□新华社发
12月7日，第九届孔子学院大会在厦门举行，演员在开幕式上表演《茉莉花》。来自126个国家和地区的孔子学院所在大学的校长、孔子

学院院长等2000余人出席大会。截至目前，中国已在12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475所孔子学院、851个孔子课堂，累计注册学员345万人。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12月10日举行的全省美术馆馆藏

普查会议上获悉，全省美术馆馆藏普查工作已进入普查信
息采集阶段，将于2015年年底前完成。而本次美术普查与
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同步开展，在数据采集过程
中，实行“同步采集，同步报送”。

据省文化厅副厅长王廷琦介绍，美术馆藏品普查以摸
清全国美术馆藏品家底情况、提高美术馆专业化水平为基
本目标，以数字化的影像采集技术、数据存储技术和网络
为基本手段，对于提升美术馆履行专业职能和公共文化服
务的能力，加强和完善美术馆行业管理都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此次美术普查的核心工作，就是以美术馆为
基本单元，开展藏品信息的采集、审核和报送。按照普查
工作进度，各美术馆的信息采集工作应于2015年12月31日
前全部完成，确保做到对本馆在普查时点前入藏的全部藏
品逐件采集，不重不漏。2016年进入普查验收汇总阶段。

本次普查的范围是我国境内文化行政部门归口管理的
各级各类国有美术馆(含书画名家纪念馆、艺术馆)在普查
标准时点时所收藏的已入账的藏品，由文化行政部门归口
管理的各类美术创作机构、研究机构等为主。此次，我省有
山东美术馆、烟台美术博物馆等18家美术馆入围参普单位。

在我省18家普查单位中，烟台美术博物馆以1 . 2万件
藏品数量居首位。“藏品是美术馆的生命之源、立馆之
本，我们的藏品数量在全国地市级美术馆中名列前茅。”
烟台美术博物馆馆长张硕表示，“我们‘以展促藏’，积
极策划举办高层次高水平艺术展览，不断充实馆藏作品，
丰富馆藏内容；‘以藏促研’，充分利用馆藏资源挖掘理
论研究成果；‘以研促教’，以丰富的藏品资源和研究成
果开展社会公共教育活动，目前‘天天有展览，周周有活
动’，真正地实现文化暖心、惠及民众。”

“以这18家参与普查的美术馆为基础，我们将筹划建
立山东省美术馆协会，带动全省美术馆事业的发展。”省
文化厅副厅长陈鹏表示，我们要逐步在社会上引领和树立
起有权威意义的美术评价机制，争取山东的美术馆以“集
群”方式走在全国前列。

全省美术馆馆藏信息采集

将于明年年底前完成

推动建设“美术馆群”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10日，经典动画影片

《大闹天宫》文献展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长清
校区美术馆举办，首次对“卡通明星”孙悟空
的形象进行了系统梳理。《大闹天宫》的原画
手稿和赛璐璐片都是首次展出，还包括民国时
期西游记题材的香烟牌子、张光宇1945年绘制
的《西行漫记》等难得一见的珍贵史料。

作为中国动画发展史上的巅峰之作，1964
年上映的《大闹天宫》代表着一个时期中国动
画创作的最高水平。此次文献展以时间为线
索，全面展示了动画片《大闹天宫》的动画造
型设计、线稿原稿、分镜头手稿、影片宣传资
料等原始文献百余件，直观地呈现了一部经典
动画片的创作过程及其时代影响。

追溯《大闹天宫》的成长史，从万氏兄弟
孩提时自创的皮影戏《孙悟空跳出如来佛掌
心》开始，到1940年孙悟空的卡通艺术形象在
《铁扇公主》中首次亮相，再到1964年的《大
闹天宫》，直至2012年3D版的《大闹天宫》，
对孙悟空“大闹天宫”故事原型的不断演绎，
贯穿了整个中国动画的百年发展史。据山东工
艺美术学院数字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顾群业介
绍，展览配合学术讲座，从文化史的视角全面
梳理经典动画的时代价值，为“中国学派”动
画在当下的发展注入理性思考。

展览期间，主办方还举办了由动画研究学
者李保传主讲的《产、学、研——— 动画专业学
生应关注的三个问题》、动画文献收藏家刘峻
主讲的《张光宇与孙悟空》等学术讲座，解读
中国动画发展的脉络。

《大闹天宫》文献展

在济举办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6日,由山东美术馆联合济南法语联

盟、“我们和电影有个约会”、莫扎特音乐教堂共同主办
的，“美育系列活动”之法国纪录片《巴黎北站》在山东
美术馆展映。

本次展映实行“看片+讲解+讨论”的形式，目的是
让热爱电影的朋友与专家沟通交流，实现文化艺术思维碰
撞，让美育更好地服务公众。这不仅吸引了众多电影爱好
者前来观看，而且邀请了山东电视台导演于恺到场与观影
者互动。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与会观众聆听认真，积极讨
论。现场一位观众激动地说：“都是爱好电影的人，在这
儿不但能观看电影而且还能听到高品质的电影赏析，非常
精彩。”

山东美术馆负责人表示，美术馆不仅要举办形式多样
的美术展览活动，更要举行多层次、跨界别的各种艺术活
动。“形式多样的艺术美育，具有文化化人、艺术养心的功
能。山东美术馆举办这一系列美育活动，是丰富人民群众
文化生活，提高文化品位和人文修养的又一新举措。”

山东美术馆举办观影沙龙

□新华社发
12月9日，新编历史京剧《丝路长城》召开新闻发布

会。《丝路长城》展现了重新打通丝绸之路给沿途各国带
来的福祉。据介绍，京剧《丝路长城》将于12月20日至24
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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