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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6 日，济南下着倾盆大雨，

但天桥区鲁能康桥社区居委会的

教室里，却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

氛。40 余位中老年人，冒着大雨

从四面八方赶来，载歌载舞，只为

庆祝一个属于他们的节日——心

缘艺术团成立 6 周年。

这是一个特殊的艺术团。从

2006 年自发成立到现在，不局限

于任何社区，也不依赖任何机构，

它一次次走上舞台，但从不收取

任何费用。如今，心缘艺术团的

成员达 150 余人，平均年龄 55 岁，

遍及济南市多个社区。

“就图为大家带来欢乐”

说起艺术团的成立，心缘艺

术团团长倪峰灵记忆犹新。2006

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倪峰灵和丈

夫 出 门 散 步 。 社 区 外 的 小 广 场

上，一群老头老太太正在拉胡琴、

唱小曲，好不热闹。在丈夫的鼓

励下，倪峰灵也唱了几首。16 岁

时曾跟随彭丽媛的声乐启蒙老师

王音璇学过声乐的她，这一唱便

出了名。当天，她应围观群众要

求，一连唱了 8 首歌。热情的群众

更是提出要求，希望她能利用闲

暇时间教他们唱歌。倪峰灵一口

答应下来。

回家后，她找出旧挂历，用蜡

笔抄写了《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等

7 首歌，在小广场开始了她的教学

生涯。“没有固定组织，大家心里

总 觉 得 不 踏 实 。 应 大 家 要 求 ，

2006 年 8 月 10 日，‘心缘艺术团’

正式成立。”倪峰灵说：“成立艺术

团，就图为大家带来一份欢乐。”

没有专门的教室，大家就聚

在露天广场和公园；没有黑板，就

把旧挂历挂在树上代替；没有音

响等设备，大家就你几块我几十

地凑，坚持练习演唱。三年下来，

旧挂历用了 20 多本，歌抄了百余

首，艺术团的成员也由最初的十

几 人 发 展 到 百 余 人 。 直 到 2009

年，鲁能康桥社区居委会为他们

提供了一间教室，艺术团才有了

固定的活动场所。从此，每周三

上午 9 点到 11 点，心缘艺术团都

在此进行声乐练习，不仅艺术团

成员可以参加，其他社区居民也

可免费来听课。

“艺术团改变了我的生活”

除了每周一次固定的声乐辅

导课，每天晚上 7 点半，心缘艺术

团的部分成员都准时聚集到大明

湖西南角的小广场。有时引吭高

歌，有时翩翩起舞。前来散步的

群众少不了报以掌声，或干脆加

入这支队伍。这情景，已然成为

大明湖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

56 岁的皇甫连珂，退休前是

济南土产公司员工。用她自己的

话讲，加入艺术团前，自己是直嗓

子，五音不全。“经过艺术团近一

年的培训，以前从不敢开口唱歌

的我，现在一打开电视就想跟着

哼几句。自己年轻了不少，气质也

好了。说句实话，艺术团改变了我

的生活。”皇甫连珂一边说着，眼

里泛起了点点泪光。

60 岁的郑亚萍曾是名军医，

酷爱唱歌。当朋友给她介绍心缘

艺术团时，郑亚萍有些怀疑：老年

大学的音乐指导课我也去上过，参

加一个自发成立的艺术团能学到

什么东西？“事实证明，我当时的想

法是错的，在这里，除了学到声乐

知识与舞蹈，我还找到了青春和快

乐。”在心缘艺术团成立 6 周年歌

友会上，郑亚萍的一曲女声独唱

《军港之夜》，赢得阵阵掌声。

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

凭借常年坚持不懈地训练，

心缘艺术团的整体水平有了较大

提高。2009 年，艺术团参加齐鲁

红歌会并获得优胜奖；2010 年，心

缘艺术团又经过层层选拔参加了

济南万人红歌会；2011 年，艺术团

在济南电视台主办的第三届社区

春晚中脱颖而出，被选拔为表演

开场节目《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如今，心缘艺术团在泉城已是小

有名气，不时有单位或个人邀其

演出。

“艺术团的演出不收任何费

用。艺术团取名‘心缘’，就是喻

指一群有爱心的人因缘分走到一

起。”在倪峰灵看来，钱和快乐是

不能划等号的。

事实上，除了音响、麦克风等

用品，艺术团的演出服装均是团

员 们 自 己 掏 钱 购 买 的。“ 艺 术 团

的主要负责人买来布料，找裁缝

店做成罗裙，然后买些衣服装饰

品 如 胸 花、亮 片，自 己 动 手 缝 到

衣 服 上。”2007 年 就 已 参 加 心 缘

艺 术 团 的“ 资 深”团 员 穆 克 玉 告

诉记者。

相比自己享受快乐，成员们

更乐意为别人送去欢乐。自 2010

年起，心缘艺术团每年都要参加

天桥区老龄委组织的文化惠老公

益活动，走进天桥区 9 所老年公寓

慰 问 演 出 。“ 赠 人 玫 瑰 ，手 有 余

香。老人们看得开心，我们也开

心。”倪峰灵笑着告诉记者。

心缘艺术团不少成员表示，

很希望心缘艺术团能一直发展下

去，为更多人带来欢乐。

前些日子，笔者在闲聊

时问起一个小朋友，“你知道

孔子是谁吗？”“孔子，名丘，字

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今山

东曲阜人……”小朋友“定义”

性质的回答和对《三字经》的

倒背如流让在座成年人拍手

称好，但当被问起“人之初，

性本善”的意思时，这位小朋

友却茫然不知所措。

对国学的定义及其所包

含 的 内 容 国 人 一 直 争 执 不

休。其实，从某种角度讲，我

们不妨将国学理解为中国的

学问，不仅是儒家文化，也包

含了华夏五千年文明中的所

有精华。

近年来，国内许多高校

都开办了国学院、国学班，一

些报纸也出现了许多国学专

版，甚至有些学前班的孩子

也能将《三字经》、《弟子规》

等国学经典倒背如流。眼见

传统文化的持续升温，许多

人都说“国学热”到来了。一

方面，“国学热”本身是一件

值得欣喜的事，最起码它证

明了人们正在逐渐重视中华

传统文化。但另一方面，在我

们提及“国学热”到来之时，国

学到底是什么，它的传承之路

又在哪里，是社会各界需要认

真考虑的。

以文首那位小朋友为例，

其对孔子的理解可以说只停

留在表面。家长买的传统文

化书目，学校老师在课堂上的

谆谆教导，都是孩子知识的来

源。只是，如果我们换个思

路，探寻国学发展的意义时，

那位小朋友的茫然实在值得

我们忧虑。

文 化 是 一 个 民 族 的 血

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

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学

传承的作用愈加凸显。而儿

童作为国家未来的希望，让

他们从小便了解、熟悉中华

传统文化更是意义重大。

现在正值暑期，笔者在

走访时，发现城市中很多学

生家长都在着急一件事情：

放 假 了，孩 子 们 该 干 什 么？

很多学生家长选择给孩子报

班，奥数、钢琴、画画，很少有

家长会在暑期为孩子报“国

学班”。当然，这首先与很多

地 方“ 国 学 班”开 设 不 足 有

关，但换个角度，笔者认为社

会各界对国学的重视程度不

可谓足够。

有专家认为，国学的传

承重在继承国学精神，并非

全盘复古。这样的观点固然

正确，现在许多学校和学生家

长都在教孩子背诵《弟子规》、

《千字文》，学校教学楼的走廊

里有孔孟的名言，回到家有摆

在沙发上的《上下五千年》，走

在大街上，不时还会有当地政

府做的宣传标语。那么，我们

是否可以说国学的传承已经

踏上正确的轨迹、国学的复

兴已经举目可见？不尽然。

在笔者看来，国学是老

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如何

利用这些“金元宝”为当前社

会发展谋福利是个值得深入

思考的问题。国学传承，我

们不妨分三个角度。在学术

角度，加深对它的研究，与弘

扬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在行

业角度，提炼东方智慧，将国

学思想融进企业管理之中，提

高企业的凝聚创新力；在社会

角度，从社会生活入手，以文

化和艺术的形式开展具有广

泛参与性的活动，进而提升民

众的民族认同感、自信心和归

属感，建设共有的精神家园。

路漫漫其修远兮，五千年

文明所孕育的宝贵文化财富，传

承发展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如

何在传承中创新，在发展中传

承，使得国学不至于被抛入“故

纸堆”，需要社会各界不断的研

究与探索。

“嗨呀嗨嗨呀，水多么深鱼多

么深，千丈深呀万丈深嗨呀嗨呀

嗨！”8 月 11 日，伴着苍凉又虔诚的

长岛“ 捞渔号”，长岛“ 周末喜相

逢·开心在长岛”消夏晚会在岛上

的明珠广场上演，台上表演荡气

回肠，台下 4000 余位观众高声呼

应。据长岛县文化馆副馆长邹东

玖介绍，这样的晚会，在七月至九

月这 3 个月的旅游旺季里每个周

六都会上演，表演形式与内容是

以渔俗文化为主，表演者多是渔

民，观赏和互动的是游客。”

“长岛正在建设的国际休闲

度 假 岛，凸 显 地 域 特色的‘渔文

化’是其重要核心内容。”长岛县

文广新局局长李明表示，长岛“渔

文化”的火爆，不仅源于长岛 400

年的民俗、1000 年的妈祖和 7000

年的史前等深厚的文化资源和底

蕴，更得益于将其传承和丰富的

广泛群众基础，“用渔民的话讲就

是‘ 舞台搭在渔 船 边，展 演 搞 在

渔家里，队伍建在渔村中’。”

在当晚的消夏晚会现场，记

者眼前是一番美妙景象：近处港

湾 里 的 如 林 船 桅 随 微 波 轻 轻 摇

晃，船上斑斑灯火跟岸上舞台的光

影交相辉映。“我喊渔号子都大半辈

子了，过去在海上劳作时喊，现在在

船边上给游客表演。喊渔号子的环

境和对象变了，可俺渔民心里的劲

头一直没变！”朱大相老人是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长岛渔号的传承

人，今年78岁的他带领几十个老哥

们常年演唱“上网号”“摇橹号”“张

篷号”等渔号子，表演现场直接就在

靠停渔船的码头。

“渔船是景幕，海滩是舞台，

俺 什 么 时 候 想 乐 呵 了 就 来 上 一

段。”扭了 40 多年长岛砣矶大秧歌

的叶支文，只要锣鼓唢呐一响，他

就浑身的精神头。带“渔味”的一

招一式深受游客喜欢，“长岛‘渔

文化’离不得俺这‘渔把式’！”叶

支文自豪地说。

好 多 游 客 就 是 奔 着 岛 上 的

‘渔文化’来的，每户渔家都是一个

展演馆。”刘淑云是南长山岛黑石嘴

村的一位渔嫂，她不光在门前护坡

墙上做了各种鱼虾贝螺小雕塑，还

自编自唱了诸多渔家小调。像刘素

云一样，众多转产“渔家乐”民俗旅

游的渔民，都在门前摆设了废旧木

船和鱼网，院内晾晒海珍品，让游客

感到渔家特有的文化味。

“龙头出水时要扬得冲，龙身

掠海时要旋得猛，要舞出长岛的

龙劲来。”60 余岁的王沟村渔民宋

承堂一直在研究和领演“龙舞”，

连他 10 多岁的外甥也成了他的

“亲传弟子”。老宋告诉记者，长

岛“渔文化”在不断融入着全新的

现代元素。

截至目前，长岛县已经形成

了“ 书画岛”“ 美石岛”“ 渔绣岛”

“爱心岛”和“渔家乐岛”等为站点

的 特 色“ 渔 文 长 廊”。 据 李 明 介

绍，时下，长岛 700 多个“渔家乐”

业户成了展示“渔文化”的平台，

渔村入夜便游人熙攘，车队如龙，

渔家小院灯红笙歌，游客在听渔

家故事、扭渔家秧歌、品渔家小吃

和喝渔家老酒中领略“渔文化”的

独特魅力。

李明说，目前长岛县 10 个居

民岛均建起了渔村文化站、文化

大院和渔家书屋，建立了渔俗协

会、奇石协会、渔户剧团和吕剧票

友会等 10 多个共计 300 余人的民

间文化骨干队伍，渔村每年通过

县里渔村文艺调演和节庆聚演来

一比高低，80 来岁的老渔民和 5 岁

渔童齐上阵，展示充满地域特色

的渔家文化。

据了解，靠着这些渔村文化能

人，长岛县近年来陆续开发出渔

猎、渔绣、砣矶砚台、海石画、古船

模等 20 多个文化项目和文化产

品，渔民自编自演的《长岛渔号》、

《渔岛渔嫂渔家乐》等节目更在全

国和省市展演中获得多方赞誉。

朱大相和他的老哥们在表演渔家号子。 李海童 摄

本报讯 记者 8 月 13 日从济

南儿童艺术剧院获悉，该院排演

的幽默剧《三个和尚》近日应中国

儿童艺术剧院邀请，赴北京参加

了第二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活动，

并于 8 月 11 日、12 日两天在中国

儿童艺术剧院假日经典小剧场进

行了 4 场演出。

第二届中国儿童戏剧节 7 月

13日在北京开幕，历时 43 天。本

届戏剧节以“ 点亮童心 塑造未

来”为主题，以“关爱儿童健康成

长，体验儿童戏剧魅力”为宗旨，

汇集了中外 27 部 风 格 迥 异 的 优

秀 儿 童 戏 剧 作 品 ，以 北 京 为 中

心，辐射全国，演出 163 场。

据了解，此次应邀参演的幽

默剧《三个和尚》融哑剧、喜剧于一

体，采用中国传统戏曲、民间皮影

的表现形式，融入了舞蹈、戏曲武

打和时尚元素，运用了民乐、名曲

和京剧打击乐等，无声形体的独特

表演形式和风趣幽默的夸张造

型，令观众耳目一新。该剧去年

曾应邀赴日本演出，深受日本家

长和孩子们的喜爱。 （任晓坪）

本报讯 记者 8 月 13 日从菏

泽市委宣传部获悉，菏泽市参展

第四届山东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交

易 会 的 工 作 进 展顺利。截至目

前，菏泽 12 家文化企业预定了 20

个展位，征集的鲁锦、面塑、发绣、

柳编、皮毛玩具等40余个品种500

件展品将于文博会期间亮相济南。

据菏泽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菏泽市历史悠久，文化艺

术异彩纷呈，是著名的“中国牡丹之

都”“戏曲之乡”“武术之乡”“书画之

乡”“民间艺术之乡”。此次文博会，

菏泽将在展区设计和展品征集上充

分展示中国牡丹之都的主体形象，

体现书画、戏曲、武术、民间艺术、平

原森林城市等城市形象元素。

据了解，文博会期间，菏泽市

还将发放《菏泽文化产业招商项

目册》，全面介绍菏泽文化产业发

展现状和招商项目情况。

（陈新振 钟素兰 赵海涛）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

记者近日从青岛市文化市场执法

局获悉，“5·10”特大网络侵权案

主要嫌疑人已押解回青，案件正

在进一步调查中。

今年 5 月 7 日，青岛市文化市

场行政执法局接到举报，反映青

岛区域 55w0001.com 未经授权，

私立架设网络游戏服务器（简称

私服），通过网络非法销售使用

《传奇世界》，其行为严重侵犯了

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并给著作

权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请

求青岛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局对

该网站进行查处。

5 月 10 日 ，青 岛 市 文 化 市 场

行 政 执 法 局 版 权 监 管 与 执 法 处

会同青岛市公安局网警支队，成

立“5·10”网络侵权专案组，分别

展 开 调 查 取 证 工 作 。 之 后 经 中

国版权保护中心鉴定，该私服确

属侵权行为，同时出具司法鉴定

报 告 。 6 月 8 日 ，专 案 组 派 专 人

分 别 赴 深 圳 、河 南 等 地 ，将 私 服

所 有 人 房 某 以 及 为 其 提 供 交 易

支付平台的犯罪嫌疑人杨某、刘

某等人抓获。

截至 7 月 7 日，抓捕小组将犯

罪团伙的主要嫌疑人杨某和刘某

押解回青，完成了抓捕任务。

据青岛市文化市场执法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青岛市文

化市场行政执法局将请示国家版

权局进行督办，并根据该交易平

台的信息严厉打击其非法私服的

游戏运营行为。

青岛破获“5·10”特大网络侵权案

山东长岛：“文化小调”缭绕渔家小院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 锐 通讯员 石其鹏 李海童

桑榆晚景好 最美夕阳红
———济南市心缘艺术团剪影—济南市心缘艺术团剪影

本报驻山东记者 孟 娟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

通讯员李磊）8 月 13 日至 14 日，由

临沂市柳琴剧团排演的柳琴戏《沂

蒙情》首次亮相中国评剧大剧院。

该剧以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

为背景，以沂蒙六姐妹、沂蒙母亲

等众多沂蒙红嫂的光辉业绩为素

材，集中塑造了以山杏为代表的

沂蒙女人美丽凄婉的人格魅力和

人物命运，充分体现了沂蒙女人

的坚强、坚守和伟大情操，展现出

执着、牺牲、奉献的沂蒙精神实

质。该剧于 2011 年 10 月首演后，

已在临沂市巡回演出 60 余场。

记 者 从 山 东 省 文 化 厅 了 解

到，山东省申报的莱芜梆子剧团

莱芜梆子《儿行千里》、山东省吕

剧院吕剧《苦菜花》、济南市儿童

艺术剧院儿童剧《我的麦哲伦海

峡》和临沂市柳琴剧团柳琴戏《沂

蒙情》四台剧目之前全部顺利通

过专家评审，入选参加 2012 年全

国优秀剧目展演。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

六中全会精神，展示近年来舞台

艺术创作的丰硕成果，进一步推

动舞台艺术创作繁荣，迎接中国

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召开，文化部定于 2012 年 8 月至

10 月在北京举办“讴歌伟大时代，

艺术奉献人民——2012 年全国优

秀剧目展演”，涵盖戏曲、话剧儿

童剧和歌剧、舞剧等主要艺术门

类在内的 119 台好戏将轮番登场。

山东四剧入选2012全国优秀剧目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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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5 日，心缘艺术团部分成员在鲁能康桥社区居委会进行声乐

辅导。 郭淑杰 摄

8 月 15 日，济南市恒隆广场举行了一场“电影人偶秀”展览，该展览以人偶模型和微缩景观的形

式，再现了中外电影的精彩场景与人物形象，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参观。图为观众在欣赏以电影《精

武门》人物为原型制作的人偶。 新华社发（赵晓明 摄）

菏泽500展品将亮相文博会

幽默剧《三个和尚》赴京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