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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王 军

“李延妃，坐金銮，自思自叹，哭了声
老主爷命归苍天……”1月24日，寒风中飘
着雪花，刚走到惠民县姜楼镇小宋村韩振斌
家门口，锣鼓声中传出来一位老人咿咿呀呀
的声音。进到屋子，记者见到五六位60多岁
的老人正围在一起，你弹琴、他拉弦、我演
唱……闭眼摇头，陶醉其中。

正在演唱的是72岁的韩振斌，表演的项
目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东路梆
子。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眼中，只
要听到东路梆子声，必然循声驻足，戏台周
围更是人山人海，曾有演员从晚上一直演到
翌日黎明的历史。可如今，东路梆子却面临
着传承的尴尬。

据韩振斌估算，惠民全县会唱东路梆子
的演员已经不足20人，能上台的也就七八个
人了，其中年龄最小的已经62岁，以前20多

人的大戏再也不能凑齐人演出了，早先的东
路梆子剧团也已经“名存实亡”。“打皮鼓
的李俊功糖尿病，眼睛快看不见东西了，会
东路棒子的又要少一个了！”

“东路梆子在50岁以上的人群中都有记
忆，他们都喜欢听。”韩振斌说，“每到农
历十一月，村里就开始组织排练，一直练到
年底。从正月十一开始演出，一直演到正月
十六。”自2002年开始，韩振斌组织辛店
镇、淄角镇七八个会唱东路梆子的老人，重
新拾起了闹元宵演出的传统，这一演就是13
年。

但是，从以前的人山人海，到现在的几
个观众，韩振斌“忧心不已”，尤其是前年
冬天的一场演出让韩振斌感觉到了压力。当
时，他集合了附近村庄10多个能唱东路梆子
的演员到赵集村演出，以前村民会急急忙忙
跑出来，把戏台围个水泄不通，可那天他们
唱了10多分钟，下面只有七八个上了岁数的
村民在听。

事后，韩振斌把这归咎于当时天气太冷
的缘故。“现在的娱乐活动太多，年轻人就
喜欢看年轻漂亮的唱歌跳舞，俺们都是一些
老头子了，他们咋能喜欢看呢。”韩振斌分
析说，“东路梆子在唱功和身法等方面都有
很高的要求，学起来比较吃力，因而也很少
有人去学唱。”

“现在，村里的多数年轻人平时都在外
面打工挣钱，他们根本没兴趣，也没时间去
理会东路梆子。”韩振斌说，“别人家的孩
子，咱们管不着，自己的儿子、孙子必须
学。”于是，他就督促做绳网生意的儿子韩
清友每周必须拿出两天跟他学身法、化妆等
基本功。而为了不让父亲伤心，韩清友勉强
答应了父亲的要求。“老父亲为了东路梆子
后继有人，整天到外面跑，甚至愁得晚上睡
不着觉，家人也着急。”韩清友说：“为了
安慰他，我就在生意不忙的时候跟他吼几嗓
子。”

为此，韩振斌还把希望寄托在了自己的

孙子身上。早在孙子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培
养自己孙子的爱好，给他讲戏文故事，拿出
道具让他玩耍。慢慢地，自己的孙子也能跟
他“沤”几句了。可现在韩振斌的孙子已经
上了初三，功课越来越紧，韩振斌也不好意
思喊孙子和他一块唱戏了。

“有一次，我到学校去演出，一个孩子
跑过来问我能不能下次还来，他想学东路梆
子。”韩振斌介绍说，这提醒了他开办东路
梆子学习班的想法。于是，他就把这个想法
跟家人说了，儿子韩清友大力支持，每年拿
出几万块钱举办培训班，会唱东路梆子的演
员也是积极响应，提出义务讲课。

目前，东路梆子学习班已经开始选址，
确定后就要“招生”了。而惠民县也组织引
导有条件的中小学成立兴趣小组，将东路梆
子编入校本课程，开设“梆子课”，组织梆
子演员指导学生进行学唱、编演。提到以
后，韩振斌眼里充满了希望，仿佛看到了当
年演出时人山人海的景象。

面对省非遗项目的后继乏人，7旬老人韩振斌忧心不已

为传承“逼着”儿孙学东路梆子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北京讯 1月30日，“国瓷写意——— 潘鲁生当代

艺术巡回展”在北京恭王府举办（上图）。此次展览由著
名国际策展人、意大利文化中心主席温琴佐·桑弗和恭王
府策展，共展出潘鲁生先生的100多件陶瓷作品，融陶瓷
传统媒材和当代观念语言于一体，展示了陶瓷写意的当代
艺术创作。展览将持续至3月30日。

此次巡回展由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中国美术家协
会、中国国家画院主办，是中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支持项目。展览于2012年12月在山东博物馆启动以来，先
后在关山月美术馆、中华艺术宫、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展
出，并于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期间在意大利威尼斯罗塔
宫、意大利国家陶瓷博物馆、意大利城市博物馆展出。尤其
是作为中法建交50周年系列活动项目，2014年先后在巴黎
装饰艺术博物馆、巴黎小皇宫博物馆、皮尔卡丹艺术博物馆、
西班毕加索博物馆、马拉加玻璃与水晶博物馆巡回展出。

本次恭王府展览汇集了当代艺术家潘鲁生巡展交流的
对话成果和最新创作。他从事民艺学研究30多年，提出
“民间文化生态保护计划”、构建中国“民艺学”、“手
艺学”学科体系，并汲取民族民间元素创新艺术语汇，探
索创作出许多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当代艺术作品。

潘鲁生当代艺术巡回展

在京举办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去年7月，由毫无责任的“孺子”转变
为成年人的“冠礼”在孟庙亚圣殿前恢复；
去年9月，被誉为人生“四大礼”之一的
“开笔礼”在孟庙进行展演；去年12月冬至
时节，邹城又举行新中国成立以后首次民间
冬至祭孟大典……一系列传统礼仪展演体验
项目在邹城恢复。

1月15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邹城市
市长谢成海表示：“作为曲阜文化经济特区
南部主战场，我们近年来以孟子文化为引
领，强化‘统筹’理念，不仅推动了儒家文
化传承创新，而且促进了文化经济融合发
展，推动了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

作为孟子故里，邹城与曲阜同为儒家文
化的发源地，但又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如
何实现转型发展？“我们理性看待与曲阜的
竞合关系，儒家思想与邹鲁文化的内涵外延
关系，牢固树立孔孟一家、邹鲁一体意识，
主动加强沟通对接，以孔孟文化遗产廊道为
连接，推动孔孟文化相向发展。”谢成海
说。

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孟子研究院院
长王志民教授认为，代表儒学风气的“邹鲁
之风”奠基于孔子及其弟子，兴于子思传经
兴学之时，形成于孟子振兴儒学，发展延续
至战国后期直至秦汉，影响了中国文化两千
多年。“邹城与曲阜不仅是地理上的相邻，
更是文化上的相近，不可割裂。孔孟本是一
家，邹鲁本是一体。”

在发展过程中，邹城市将文化建设摆在
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
等重要的位置，着眼长远规划文化旅游“四
区六片”发展格局，并在当前重点推进两
孟、峄山、九龙山和孟子湖新区综合开发，
加快乡村旅游发展，两年来新增3A级景区5
处，2A级景区7处，A级景区累计达到17处。

去年6月，来自海内外的70多位知名教
授学者汇聚邹城参加“孟子思想与邹鲁文明
国际学术研讨会”，探讨孟子思想在世界各
地的传承发展、价值影响。北京大学教授龚
鹏程认为，邹鲁不是专指山东这个区域的文
化概念，而是重视文教、重视文化传承的文
化概念。“我们今天弘扬邹鲁文化，应重在
激发其内在的文教价值。”

除了统筹文化资源，邹城市还全面统筹

海内外学术力量、专业人才和民间智慧，着
力构建孟子文化研究传承体系。谢成海表
示：“我们以课题招标、项目合作等形式，
吸引优秀学者参与，全面深化孟子思想、邹
鲁文化、乡土文化研究。”

据了解，邹城市整理海内外孟子文献资
料，集中推出了《孟子文献集成》、《孟府
档案》、《邹城历史街区遗迹与记忆》和邹
鲁文化书系等一批重要研究成果。今年1
月，邹鲁研学旅游联盟在邹城成立，这是首
个跨界融合文化、旅游和教育的产学研联

盟，由韩国、新加坡、港台和内地近百家书
院、旅行社和教育机构共同发起组织，将有
力地推动孟子思想和邹鲁文化的互融共兴。

“在传统文化研究的同时，我们将这些
成果融入文化共享全过程，使传统文化普及
推广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据谢
成海介绍，该市不仅开展“孟子故里求剧
目”活动，创作了《断机教子》、《孟子湖
畔》等文艺精品，而且利用两孟、峄山等文
物旅游景区，钢山剧院、文化馆、文化大院
等文化阵地，孟府习儒馆、峄山峄阳书院、

铁山秀灵院等修学研习基地，开展“孟庙孟
府免费进”、“剧院大戏免费看”、“非遗
技艺免费传”等惠民活动，并通过创新公共
文化服务形式，引入招标竞争机制，实现送
戏下乡常演常新。

此外，邹城市创新服务形式，开讲“孟
子公开课”，实施传统文化“六进”普及工
程，推动传统文化接地气。谢成海说：“我
们不仅成立了跨部门跨行业、实体化运作的
指挥部，而且充分动员和依靠民间智慧，常
年开展儒家传统礼仪展演。”

以孟子文化为引领，强化“统筹”理念

传统文化，引领资源城市“转型”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本报通讯员 许 鑫

2月5日，省文物保护委员会扩大会议在
济南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
保护重要论述精神，总结交流学习体会和工
作经验，安排部署今年全省文物工作。

省文物局局长谢治秀接受采访时表示，
2014年，我省文物工作涌现出很多“亮点”，
今年全省文物工作将以十八届三中、四中全
会和习近平总书记文物保护重要论述精神为
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国家文物
局安排部署，主动适应新常态，创新进取、主
动作为，让文物在保护与利用中“活”起
来，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各项任务。

文物保护工作亮点纷呈

谢治秀介绍说，去年，我省通过抓项
目，“七区两带”文化遗产保护片区和重点
项目建设取得新突破。围绕省委、省政府“两
区一圈一带”战略发展规划大局，打破现有行
政区划，突出文化遗产区域特色，实施“七区
两带”文化遗产保护片区规划，着力推进全省
文物保护88项重点工程，可以说亮点纷呈。

这些亮点包括，让文物在保护与利用中

“活”起来取得新的进展；大运河申遗取得
圆满成功，启动了“大运河历史文化长廊”
规划建设；文物保护88项重点工程进展顺
利，“曲阜片区”文化遗产保护取得明显成
效；“乡村记忆”工程稳步推进，乡村文化
遗产保护新模式正在形成；围绕“让馆藏文
物活起来”，博物馆体系建设取得新突破；
文物基础工作得到全面加强，全国第一次可
移动文物普查、重点文保单位保护、考古工
作等都取得新的成绩。

谢治秀说：“大运河沿河5市和省直有
关部门，历经5年的协同工作和艰苦努力，
共编制大运河山东段沿线文物保护工程方案
近40项，国家、省和地方配套累计投入资金
近10亿元，完成了申遗河段和遗产点的维修
保护和环境治理等工程，直接和间接受益民
众超过5 0 0万人。围绕‘鲁西南经济隆起
带’战略大局，我省启动组织编制《山东大
运河历史文化长廊建设规划》。”

同时，我省大力推进国家大遗址保护
“曲阜片区”规划建设。“曲阜片区”文化遗产
保护总体规划已经获国家文物局批复，片区
内的曲阜鲁国故城、汶上南旺枢纽、泰安大汶
口三大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进展顺利，曲
阜“三孔”、尼山孔庙、邹城孟府孟庙、泰山古
建筑本体保护工程，孔孟文化遗产地世界银

行贷款项目等，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此外，我省还启动了省级考古遗址公园

规划建设工作。谢治秀说：“我们完成了首
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的遴选工作，拟定首批
立项名单并报请省政府公布。”

“齐长城人文自然风景带”规划也已经
编制完成，齐长城源头等保护工程进入实施
阶段。

争取国家经费连续三年居首

谢治秀说，为保障文物保护工作顺利实
施，我省加大对上争取项目和经费力度。
“2014年财政部、国家文物局批准我省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项目134项，争
取国家财政专项经费8 . 09亿元，同比增长
14%，总额连续三年位居全国首位。”

三孔修复工程2017年完工

谢治秀说，今年，我省将围绕让文物在保
护与利用中“活”起来的理念思路，加强依法
行政，扎实做好基础性工作，通过加大重点项
目推进力度，精心组织实施“乡村记忆工程”
等，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各项任务。

文物保护与利用重点项目，将进一步加

大推进力度。谢治秀说，今年，我省将组织
实施一批重大文物保护工程。围绕“两区一
圈一带”战略，开展黄河三角洲区域盐业遗
址、胶东半岛近代建筑群及海防设施、济南
东部地区历史文化、鲁西堌堆文化遗址的课
题研究，做好重要遗址的保护展示工作。
“精心实施曲阜‘三孔’等古建筑彩绘抢救
性修复保护工程，确保2017年3月前完成‘三
孔’、颜庙和尼山孔庙及书院的彩绘保护维
修工程。加强曲阜、邹城、泰山等古建筑本
体的维修保护。”

同时，抓好国家和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建
设。我省将加快三大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
设，完成一批本体保护、环境整治和展示利
用工程。抓好列入第二批国家立项名单的章
丘城子崖、临淄齐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的规划建设。启动第一批“省级考古遗址公
园”规划建设。

谢治秀表示，“大运河历史文化长廊”
和“齐长城人文自然风景带”规划建设也将
快速推进。“加快规划编制工作，制定实施
大运河保护重点工程技术方案和齐长城重要
区段抢险保护工程方案，2015年集中开工一
批重点工程，推进齐长城长清、临朐、诸
城、安丘、莱芜、胶南段的抢救性保护和展
示工程。”

让文物在保护与利用中“活”起来
——— 全省文物工作明确紧扣“重点”打造“亮点”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2月4日，青岛市市南区湛山街道盐城路社区和辖区海军土山干休所举行春天的旋律——— “中国梦 强军梦”喜迎新春军民共共建联谊会，

表演了合唱、舞蹈、山东快书、京剧等节目。

□ 赵永斌 石海燕

插好电源、打开开关、调好音量，动感的音乐瞬时从
移动式音响中散向空中。“音乐都开始了，她们的创意舞
蹈可不要错过了。”“快跑两步，再来个四五回，咱也能
偷师成功了。”“我今天得着重看看滑步是怎么走的。”
说着话，其他村的十几个广场舞蹈骨干紧走了两步。

“一二三四，走。”高唐县人和街道李小庄村的二十
多位乡村妇女，在村文化广场上尽情地跳起来。“注意
啊，下一个节奏点转身要快，注意拼步。”随着音乐边打
节拍边指导的，正是李小庄村的“舞蹈领袖”李秀芬。

“要注意曲腿平衡，重心要放低，好，往前滑一步，
转身，拼步两个节拍，注意头、肩和躯干的协调。”李秀
芬边指导、边跳着。一曲结束，二十多位妇女表现得精神
十足：“这些舞蹈动作真是带劲，一曲下来就觉得筋骨都
舒展开了。”

“秀芬，怎么你们的广场舞看起来就是带劲呢？有什
么诀窍？”趁着休息的间隙，几位临村来“偷师”的骨干
们都凑了上来。“其实呀，我这就是慢两拍的爵士，是
受到在城里学爵士舞的孙女的启发。”李秀芬笑嘻嘻
地，边说着边比划起来：“一般的广场舞只是伸伸手抬
抬腿，最多转个圈，跳舞的人呢，动作也不规范，伸展
也不到位，即使跳两个小时也只是起到了热身的效
果。”她顺手打开电脑视频解释道，爵士是追求愉快、
活泼、有生气的一种舞蹈，而且它一般把两个或三个韵
律用身体同时表现出来，展示身体的线条美，同时，因为
动作连贯的频率较快，能很好地锻炼人的大脑反应速度和
身体的协调性。

“我根据咱农村妇女年龄和身段的特点，把爵士舞进
行改良，归拢了一些基本动作，把频率调慢了节拍，这
样，我们村的广场舞既有爵士的韵味，又能真正达到健身
的效果，最重要的是，跳着带劲啊，这不，把你们都吸引
来了吗？”说完，她放起了第二支曲子。

“快快快，跟着学会了，回去好教给我们村的队
员。”王庄村的舞蹈骨干董怀明已经迫不及待地跟在队伍
后头，认真地学起来。“老唐到这儿来，”林寨村的郭玉
香招呼着南王村的唐春明，“看好了吧，这就是你要学的
滑步，我可学会了啊！”“现在不都时兴创新吗？各村的
大姐大娘们，都拿出自己的绝活来，正月十五的时候，咱
们来个‘人和创意舞蹈大汇演’，好不好？”李秀芬的一
句话，惹得整个小乡村都沉浸在了欢快的舞步中。

高唐：创意舞蹈走红小乡村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刘长春 报道
2月1日上午，由济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济宁市摄

影家协会联合开展的“走百村入千户送万照”摄影下乡走
基层活动走进汶上县苑庄镇前小秦村，市文联、市摄协向
村民赠送了台历、摄影作品，摄影爱好者为村民现场拍
摄、打印“全家福”合影、生活照等照片，受到村民的欢
迎。目前，摄影下乡走基层活动已在汶上、微山、邹城、
泗水、曲阜、嘉祥等县市陆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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