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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横议

本报讯 （记者李珊珊）为期

半个月的“大师掠影——克莱夫·巴

达2012摄影作品回顾展”近日在北

京国家大剧院开幕。

英国摄影家克莱夫·巴达是

世界知名的表演艺术摄影师，专

注于捕捉古典音乐人激情和灵感

凝固的瞬间，其摄影作品被誉为

“凝固于纸上的音乐”。此次展览

展 出 了 克 莱 夫·巴 达 1968 年 至

2011 年的代表作，涉及歌剧、音乐

会等多种艺术形态。阿巴多、捷

杰耶夫、洛林·马泽尔、阿什肯纳

齐、西蒙·拉特、小泽征尔等世界

知名艺术家，《漂泊的荷兰人》、

《卡门》、《爱之甘醇》等世界经典

戏剧故事瞬间都被摄影师定格在

照片中。

此 次 摄 影 展 是 英 国 驻 华 大

使馆在中国开展的 2012“艺述英

国”系列文化活动之一。为迎接

今年将在英国伦敦举办的奥运

会，“艺述英国”活动计划于今年

在中国 16 个城市陆续开展展览、

音乐会、剧目巡演等数百场展现

英国文化魅力的交流活动。

克莱夫·巴达摄影作品定格艺术瞬间

“北京人”开启在韩展览之旅

地方戏曲保护与传承需破三重困境
—山东地方戏现状调查

本报驻山东记者 常会学 孟 娟

电视炫丑之路应堵住
司马童

西安交通大学戏剧学院成立

河南文化产业大厦开放展示中心

地方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宝贵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社会发展，

地方戏曲发展也遇到了一些新的

困难。

山东部分地方戏已“濒危”

记者近日调查采访了解到，

历史上曾在山东境内流行的戏曲

剧种有 39 个，上世纪 70 年代末只

剩下 28 个，目前存留 24 个。在这

24 个地方剧种中，有专业艺术院

团的地方戏曲剧种 14 个，已列入

国家级或省级非遗名录但没有专

业剧团的 10 个。其中，皮影戏、一

勾勾、大弦子戏、木偶戏、王皮戏

5 个剧种有传承人，蓝关戏、东路

梆子、鹧鸪戏、周姑戏、蛤蟆嗡 5 个

剧种没有传承人。另据了解，目

前山东共有本土地方戏专业剧团

44 个，其中能坚持艺术创作正常

开展排演的院团只占 30%。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人才短缺、

经费不足、市场萎缩已经成为羁绊

山东地方戏曲发展的三大难题。

山东省京剧院艺术总监、副

院长宋昌林告诉记者，目前山东

地 方 戏 曲 普 遍 存 在 人 才 青 黄 不

接、行当不全等现象。“ 京剧、吕

剧、柳子戏、五音戏等剧种虽然都

有非遗传承人，但还远远不够。”

此外，他还对目前戏曲教育师资

队伍建设表示担忧：“有些戏曲教

师水平有限，做不到唱念做打样

样 都 行，更 谈 不 上 戏 曲 的 传 承。

戏曲教育有其特殊性，是口耳相

传、口传心授，老师示范得规范，

孩 子 们 学 的 就 规 范。”宋 昌 林 认

为，能不能培养出优秀的戏曲人

才，关键在于师资。

山东戏剧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王华莹介绍，由于剧种和剧团的

生存环境、生存状态不断下滑，人

才外流严重，人才断层现象普遍

存在，“一些业务能力强的老艺人

已经退休或者面临退休，剧团的

中坚力量多已 50 岁左右，年轻人

少，且业务能力相对较差”。

山东省菏泽市戏剧院院长徐

向东表示，部分剧团生存现状窘

迫，发展后劲不足。“基层剧团演

出环境比较差，演员需要经常扛

着铺盖卷在农村演出，吃不好，睡

不好，生活和工作条件非常艰苦，

且收入还没有保障。”

专家：需要政策引导与扶持

针对地方戏曲发展的难题，

专家们纷纷提出自己的建议，力

求帮助地方戏曲尽快走出困境。

“不管是京剧，还是地方戏，

传承和发展的关键都是人才。”宋

昌林认为，国家应加大对戏曲艺

术学校教育的扶持力度，通过完

善戏曲教育体系、拓宽招生渠道，

为地方戏曲发展培养后备人才。

“我国的戏曲教育有其自身

规律，招收学生的年龄一般是11至

13 岁，超过这个年龄，基本功就不

扎实。因为戏曲教育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通常需要 5 年至 8 年，不

能急功近利。”宋昌林建议，为了

更好地传承发展地方戏曲，应当

在中小学教育中设置一些相关课

程，让孩子们从小就开始接触地

方戏曲文化。

王华莹希望山东省尽快恢复

山东戏曲学校，安排专项经费、编

制及建设用地等，建立地方戏曲

人才培养基地；对于报考地方戏

专业的学生，可适当减免部分或

全部学费。

“要想留住基层剧团的人才，

很重要的一点是改善剧团演员的

生活待遇。”徐向东建议国家加大

对地方戏曲的财政投入，更多地

关心和支持地方戏曲发展，解决

演员的后顾之忧。“只有让人觉得

文 艺 工 作 有 干 头、有 面 子、有 奔

头，才能留住人才。”

淄博五音戏剧院国家一级演

员 吕 凤 琴 在 接 受 记 者 采 访 时 表

示：“ 面对现阶段人才缺失、演出

环境差这些问题，我觉得并不是一

个剧种努力就可以完全改变的，

需要政策的积极引导与扶持。”

多举措振兴地方戏曲

面对山东省地方戏曲遭遇的

困境，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

为民介绍，山东近些年来一直在

努力传承发展地方戏，为院团排

忧解难。近年来，山东先后组织

了两次地方戏专题调研，编写出

版了多部研究地方戏曲的专著，

举办了 3 次地方戏曲音乐培训班，

组织地方戏曲中青年演员比赛等

活动。吕剧《苦菜花》、山东梆子

《画龙点睛》、柳子戏《风雨帝王

家》等先后获得“五个一工程”奖

等大奖；有 6 位地方戏曲演员 7 次

获梅花奖。

“省里已把地方戏曲扶持发

展和人才培养纳入山东省‘十二五’

规划及全省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

规划。从去年开始，我们在全省

范围内组织实施了‘山东地方戏

曲振兴工程’。”刘为民说，“目前，

正在争取改组建立新的山东省戏

曲学校。”

“此外，山东还加大了地方戏

曲的宣传力度，扩大地方戏曲的

社会影响。”刘为民说，比如在山

东各地开展“乡音乡韵大家唱”群

众性地方戏演唱比赛及广场演出

活动；开展地方戏曲进课堂、进校

园、进社区活动，吸引更多的群众

关注、热爱地方戏，丰富基层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巩固地方戏曲发

展的群众基础。

据了解，从 2011 年起，山东省

将利用5至10年时间，努力逐步建

立起管理体制规范、运行机制科

学、财政保障有力、演出市场活跃、

人才水平明显提高、剧目创作普遍

繁荣的地方戏曲发展新机制，化

解山东地方戏曲面临的困难。

本报讯 （驻北京记者李雪）

时值中韩建交 20 周年之际，作为

韩国文化体育旅游部选定的中韩

建交 20 周年的官方文化项目之

一，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周口店北京人遗

址博物馆与韩国公州市石壮里博

物馆共同举办的“北京人”在韩展

览日前在石壮里博物馆开幕。展

览为期一年，定于 2013 年 3 月 31

日结束。

本次展览分为发现周口店遗

址、70 万年前的“北京人”、3 万年

左右的山顶洞人等 8 个部分，以图

板、文字、实物相结合的方式，系

统介绍了周口店遗址在人类演化

过程中的历史地位。

据悉，周口店遗址与韩国公

州市石壮里遗址同属旧石器时

代，在人类演化的分属阶段占有

极其重要的地位。此次展览也是

周口店遗址继 1980 年在日本举办

展览、“市院共建”后，首次走出国

门举办展览。

本报讯 （驻陕西记者任学武

秦毅）4 月 8 日，“西安交通大学戏

剧学院”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挂

牌成立。有关人士称，这是中国

内地理工特色的综合性、研究型

大学首次创办戏剧学院，也是戏

曲专业类研究院所首次参与到高

校人才培养工作中。

新成立的西安交通大学戏剧

学院由西安交通大学与 1938 年 7

月在延安成立的陕西省戏曲研

究院共同建设，陕西省戏曲研究

院 院 长 陈 彦 任 学 院 首 任 院 长 。

据了解，双方将优势互补，以专

业化、规模化和可持续发展为目

标，共同探索戏剧、戏曲类专业

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推进戏剧创

作与研究。

本报讯 （驻河南记者张莹

莹）4 月 8 日，位于河南省郑州市

的河南文化产业大厦展示中心

正式开放，河南籍时装设计师、

国际名模马艳丽出任产业大厦

形象大使。

河南文化产业大厦于 2011 年

9 月奠基，由芬兰设计师 Lasse 担

纲设计，实现了全新设计理念与

人性化办公空间的有效统一，是

2012 年河南省重点工程项目和郑

州市重点工程项目。

据媒体报道，日前，国家广电

总局一位负责人在主题演讲中强

调，不允许网络红人、有丑闻劣迹

的人物上电视节目做嘉宾。

“网络炫丑、电视走红”的邪

路，早就应该堵住了！网民的

眼睛是雪亮的：搜狐网就此话

题所做的网络问卷中，上万参

与者支持这一防止过度娱乐化

和低俗化现象蔓延正确举措的

占了七成多。

“禁止网络红人上电视做嘉

宾”之所以没有引来太多的“误

解误读”，或是招致某些看客习惯

性的抵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近

些年来，观众对于那些通过网络

“丑炒”和“恶炒”，继而登上电视

再谋利者的“成名”之道，可谓厌恶

已深。倘若这样的“风光途径”和

“成功模式”被后来者纷纷借鉴与

复制，承载教化功能的“电视娱

乐”与“电视愚乐”又有何异？

换个角度来说，不允许很有

争议的网络红人与炫丑人物入

选电视嘉宾，其实等于告知了公

众：像“最美妈妈”吴菊萍、“最美

女记者”曹爱文等正面网络红

人，根本不必担心会被阻挡于荧

屏之外。所以，听到限制某些

“网络红人”的电视出镜率，就猜

疑于会否良莠不分、殃及池鱼，

显然属于多虑了。这方面，曾经

捧红过不少网络红人的江苏卫

视就明确宣称不会限制健康的

网络红人上电视、做嘉宾。

正常适当的电视娱乐，是丰

富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一道文化

美餐；毫无节制的“电视炫丑”，可

能给社会效益带来不可小视的负

面影响。作为受众，人们既愿听

“限丑”之言，更期待看到有关管

控电视媒体的具体之行。

联想到一度泛滥的个别文

娱明星屡屡代言“虚假广告”引得

公众群起炮轰的事情，我便想到，

整治不得人心的“电视炫丑”是否

也可参照打压“虚假广告”的方

式，发动社会力量共同监督，对于

一段时期内投诉居前的电视频道

来个排名公示，并减少或暂停其

娱乐节目的制播。

抵制假恶丑，才能更好地弘

扬真善美。堵住了“网络炫丑、

电视走红”的谋名邪路，不仅可

以断了那些挖空心思、恶搞求红

者的成名捷径，也给出一个清晰

的努力方向：“上镜”不容易，“下

作”没活路！

（上接第一版）该放电影了，冷风

一吹，被汗水浸湿的内衣顿时变

得冰凉。在回来的路上，体质较

弱的茹鲜古丽突发高烧。

从铁厂沟到最近的额敏县医

院有 70 多公里，放映队的小面包

车要跑两个小时。茹鲜古丽躺在

车里，昏昏沉沉。常寿兰抱着茹

鲜古丽，另两个队员不停地更换敷

在茹鲜古丽额头上的湿毛巾。到

了医院，她们把茹鲜古丽安排好

后，又满街找清真馆子，给茹鲜

古丽买了碗热腾腾的汤面条。

“乡村文化天使”

“ 今 晚 放 电 影 ……”2004 年

4 月 12 日，太阳刚落下山头，孩子

们的喊声就响彻了整个喀拉哈巴

克乡阿热散村。孩子们就像过节

似的雀跃，大人们也像孩子们一

样兴奋。由于很多牧民不精通汉

语，常寿兰和茹鲜古丽就忙着用哈

萨克语向牧民解释片中的对白。

一位哈萨克族老大爷流着眼泪说：

“10 多年来我们没有看过电影，10

多岁的娃娃连什么叫电影都不知

道。现在好了，电影队回来了。”

在 和 布 克 赛 尔 县 巴 音 奥 瓦

乡、伊克乌图布拉格牧场等偏远

乡场，放映队还给蒙古族牧民开

“小灶”，为他们放映《嘎达梅林》、

《成吉思汗》等反映蒙古族历史的

故事片。

“对我们来说，放电影已经成

了一种责任，电影带给牧区的是

节日般的快乐。每次放映队到牧

区，孩子们都像是在狂欢。因为

他们热爱电影，所以我们热爱放

电影。”常寿兰说。

由于其优异成绩，塔城地区

少数民族女子流动放映队被中宣

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评为“全

国农村电影放映先进集体”，电影

《横平竖直》就是根据她们的事迹

拍摄的，反响热烈。2009 年，常寿

兰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三八”红

旗手；2012 年，常寿兰被全国妇联

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如

今，农牧民亲切地称这支女子流动

放映队是“乡村文化天使”！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海公园内有 800 年历史的团城景区

3 月 30 日进入谢客修缮阶段，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团城首次进行大规

模修缮，预计年底竣工。此次修缮投资 1700 万元，对涉及文物实行

“最小干预”，按照原址、原貌、原工艺、原材料全面修复，且只采用传

统工艺。据介绍，除非瓦片粉碎，否则即使是掉釉也不会启用新瓦。

此外，团城内所有彩画都将进行除尘和修补，承光殿四周外檐解放后

被修改的彩画也将恢复成原有样式。图为修缮中的北海团城。

本报记者 陈 曦 摄

本报讯 （驻山西记者杨渊

通讯员李海涛）由山西省群众艺

术馆举办的山西省“第二届新秧

歌”舞蹈培训下基层活动日前在

太原市启动。山西省群艺馆将委

派专业舞蹈老师，历时 3 个多月，

对全省 119 个县市的舞蹈爱好者

进行当代舞、健身舞、民族舞、时

尚舞、秧歌舞、古典舞 6 种“新秧

歌”的集中培训与指导。

“新秧歌”也叫健身秧歌，是

在传统秧歌的基础上，吸收其基

本动作和步法，同时借鉴很多民

族 舞 蹈 的 动 作 ，编 排 推 出 的 可

供 全 民 参 与 的 大 型 舞 蹈 活 动 ，

特 别 适 合 老、中、青各年龄段人

员，充分体现了群众的参与性和

娱乐性。

山西省群艺馆送“新秧歌”下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