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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9 日下午，第十届

中国艺术节泰安市筹委会成员扩

大会议在泰安文化艺术中心建设

工地现场召开。泰安市委副书记、

市长“十艺节”泰安市筹委会主任

王云鹏指出，备战“十艺节”，建设

泰安文化艺术中心项目，以及今后

泰山大剧院的长久运行，是推动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机遇，任

务光荣，责任重大，必须全力以赴

完成好。

会议传达了“十艺节”山东省

筹委会工作情况，听取了泰安市备

战“十艺节”及泰安文化艺术中心

项目建设情况，对下一步工作进行

了部署和安排。王云鹏在会上对

泰安市筹备工作提出要求：一是思

想再统一，认识再提高，切实增强

备战“十艺节”和建设泰安文化艺

术中心项目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二

是任务再明确，措施再完善，全力

以赴做好备战“十艺节”和建设泰

安文化艺术中心项目的各项工作，

特别是要重点抓好工程建设中的

安全生产工作，确保万无一失；三

是组织再健全，责任再落实，确保

按时完成备战“十艺节”和建设泰

安 文 化 艺 术 中 心 项 目 的 各 项 任

务。 （杨天刚）

泰安全力以赴备战“十艺节”

〉 回归本元 探求艺术之本

“回归本元·潘鲁生当代艺术巡回

展”包括门神纳福、鲁班线韵、国瓷彩

墨、工艺文献四部分，展现了当代艺术

家潘鲁生在纤维艺术、彩墨艺术、陶瓷

绘画等领域的艺术探索，以及他多年来

从事民艺调查、工艺研究的成果文献，

以平实的视角，呈现了一位艺术家根植

民间、融入当代的艺术创造力。

“潘鲁生的当代艺术创作既从理论

层面探讨了艺术回归本元的价值意义，

也在实践中完成了传统图式的当代转

换。”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认为，潘鲁

生的绘画植根于他所涉猎的民间美术

资源，他的形象思维离不开民间美术的

基本母题和形式特征，甚至可以说，他

的艺术运思就在民间美术广阔的空间

之中。同时，作为一个当代画家，他又

将孕化于心的资源变为新的语言形式，

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元，乃万象之始。回归本元，潘鲁

生的当代艺术创作不拘于某种艺术形

式或物象形态，在意象生成的体验过程

中寻找艺术创造力的本源。在自序《回

归本元》中，潘鲁生一语中的：“回归本

元，就是要找回文化的本根和血脉，复

兴中华民族创造力的本源，再现事物本

真的价值。”

〉 守望传统 延续乡土文脉

潘鲁生长期从事艺术教育、艺术研

究和艺术创作，系中国文化名家、中央

联系的高级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

现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文

联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兼任

中国国家画院院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

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设计艺

术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工艺美术艺

委会主任等社会职务。

30 年行走民间进行田野调研，潘鲁

生创作了大量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当

代美术作品，也对质朴的民艺文化有了

更深刻的感知：“我们的传统艺术从来

都不是创作的樊篱和束缚，而是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沃土，可以生出新鲜的

灵感和体验。”

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先生评价

潘鲁生说：“他的作品致力于用变幻的

彩墨创造意象，纤维艺术将现代审美

注入古老的乡土生命。他长期立足于

田 野 ，深 知 民 族 民 间 文 化 的 时 代 困

境。他以令人尊敬的使命精神，一直

与山川大地中一息尚存的文化灵魂共

命运。”

〉转化重生 融合民艺精髓

“门神纳福”系列作品通过纤维艺

术、装置艺术等形式，对民间年画门神

这一母题进行再创作。门是一个界域

进入另一个界域的符号，门神则隐喻了

吉庆祥瑞的朴素民间观念，将民间传统

的审美趣味引入当代人的审美空间，正

是潘鲁生多年来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

的着力支点。

“鲁班线韵”系列作品的创作是艺

术家对木匠劳作的观察体悟，是对墨斗

工具绘画性的创造性运用。规矩绳墨

所衍生出的秩序感不仅是匠作营造的

准绳，也被延伸为社会伦常的规范，从

墨仓中引出的墨线在宣纸上弹奏出的

韵律，寄予了潘鲁生对艺术观念生成与

更新的思考。

“国瓷彩墨”系列作品是潘鲁生在

驾驭材料物性基础上的率性而为，不论

是对陶瓷上墨彩独特色彩属性的阐释，

还是对成象之道的把握，这些在水与火

的淬炼中完成的作品，都远远超越了传

统陶瓷的绘画尺度和法则，从而成为一

种新的个人化艺术图式。

“工艺文献”展示的主要是作为民

艺学者的潘鲁生 30 年来从事民艺研究

和手工艺产业研究的调研文本和学术

成果。潘鲁生不仅以原生态的文化视

野系统地构建民艺学学科体系，而且

从国家文化战略的角度和农村社会形

态建设的现实状况出发，对农村手工

文化产业发展进行了理论思考与实践

探索。

〉忠于内心 找寻本真自我

忠于自己内心的感受，并且勇于突

破既定的创作程式，潘鲁生在 30 年的创

作实践中找到了最为本真的自我，从而

完成了从民间到当代的转换。著名艺

术家杜大恺认为，潘鲁生的创作“皆由

心出，故其风格宛如其人，强悍炽烈，无

拘无束，既不失传统之蕴藉，亦彰著时

代之风范，有人之所有，亦有人之所无，

尽显自家风采，而民间艺术所特有之真

挚醇厚，朴质巧拙，更内化为其独特之

呈现。”

象从心而生，心象源于艺术家的悟

性认知。“通过对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

透彻研究，他深谙民间艺术的真谛是生

存状态的‘游’离之境——通过生活的

常态，在使用的过程中，游离出精神的

寄予。”中国美术学院顾黎明教授指出，

潘鲁生的陶艺正是在一般陶瓷器皿的

再造过程中，强调心的作用、状态的游

离，柔韧于陶瓷的体用——在形与抽象

的心游之间，把握游心之艺。

“艺术创作从来都不是孤立封闭的

系统，理想与现实深刻交织，回归总有

现实的期许，正是与现实语境相关，形

成了新的视野和期待，传统意象也往往

呈现出当代的意味，成为艺术的创新。”

潘鲁生在对本元文化的反思中、在心灵

与自然和人文的对话中，创造出了内涵

丰富的意象化审美空间，在当代艺术领

域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

5月 10日，“回归本元·潘鲁生当代艺术巡回展”在深圳关山

月美术馆开幕，该展览是中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支持项

目和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基金项目，由国际著名策展人

温琴佐·桑弗担纲策展。据关山月美术馆馆长陈湘波介绍，本次

展出的作品体现了潘鲁生近期的创作感悟，彰显了艺术家对民艺

取用与传承的一种全新演绎。

回归本元·潘鲁生当代艺术巡回展举办
本报实习记者 王松松 通讯员 韩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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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驻山东记者 苏锐）第

十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戏剧门类

作品复赛将于 6 月 18 日至 25 日在

威海国际会议中心剧场举行。日

前作品比赛场次已敲定。6 月 18

日晚，将举行开幕式和第一场复

赛，自 6 月 19 日起，每天下午和晚

上举行比赛。下午比赛 14 时开

始，晚上比赛 19时开始。届时，威

海市文广新局将组织部分市民免

费观摩。

本次戏剧门类复赛，山东共有

小吕剧《一个钱包》等 8 件作品入

围，数量位居各报送单位之首。

本报讯（驻山东记者 苏锐 通

讯员 华伟）记者从青岛市文广新

局获悉，青岛市将于今年 6月至 10

月推出100余场文艺演出，为“十艺

节”圆满举办增光添彩。

此次演出主要包括青岛演艺

集团 2013演出季和 2013青岛大剧

院艺术节两部分。青岛演艺集团

演出季将主要由青岛市歌舞剧院、

市京剧院、市话剧院、市杂技团等

本土演艺团体担纲实施，而青岛大

剧院艺术节将通过保利演出院线

安排国内外著名剧目和演出团体

来青岛与观众见面。演出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涉及戏剧、音乐会、

演唱会、杂技、魔术、歌舞表演、广

场表演、讲座等 10余种艺术形式，

演出地点包括青岛大剧院、青岛市

人民会堂、李沧剧院、四方剧院、青

岛大学剧场、青岛广电影视剧场以

及部分广场。

青岛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

广新局局长王纪刚表示，此次组织

100余场文艺演出旨在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精神，为人民提供更多精

神食粮。

125件作品角逐“十艺节”群星奖戏剧复赛

青岛百场演出添彩“十艺节”

本报讯 （驻 山 东 记 者 苏 锐）6 月

8 日 ，第二届“品真鉴奇”鉴宝活动在山

东省图书馆举办。主办方除邀请知名

版本鉴定专家、碑帖鉴定专家为广大古

籍收藏者现场鉴定外，还为参加鉴宝的

古籍收藏者提供保护方案，以利于其长

久保存、保护。

“品真鉴奇”鉴宝活动始于 2012 年，

由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山东省图书馆

举办。活动旨在普及古籍知识，为民间

收藏者答疑解惑，提高公众对古籍保护

重要性的认识。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 通讯员

胡宾）6 月 8 日，孟子公开课系列讲座在

孟子故里——山东省邹城继续进行，由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梁涛讲授第七讲《孟子的为官之道》。

在本次授课中，梁涛主要围绕君子

为什么要出仕、孟子的为官选择、孟子

思想中为官的原则进行了详细讲解和

阐述。梁涛认为，孟子的为官之道主

要有三大原则，一是要从道不从君，要

有为官的独立人格；二是要以民为本，

重视人民群众的重要地位，积极发挥

民众的作用；三是要有正确的义利之

辨，政治权力应首先追求“义”而不应

是“利”，义利的评价标准在于是否符

合民众的“利”。

本报讯 在近日进行的 2012 年度山

东省县域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考核中，山

东省文登市文化工作考核成绩位居全

省第一名。这是文登连续第 3 年获得全

省文化工作考核第一名。

近年来，文登以打造文化名城、建

设文化强市为目标，全力推进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事业得到全面

发展，文化产业实力不断增强，文化工

作实现新突破。自市民文化中心、博

展中心投入使 用 以 来 ，文 登 市 文 广 新

局不断丰富开放内容，公共文化设施

得 到 全 面 有 效 利 用 。 开 展“ 百 姓 放

歌·唱响文登”文艺会演、“书香文登”

读 书 节 等 系 列 文 化 活 动 ，深入实施送

电影、送戏剧、送图书、送书画下乡等

文化惠民工程，进一步提高了群众文

化素质。 （文 讯）

本报讯 近日，为切实做好全县文

化娱乐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监管，山东省

聊城市冠县采取联合检查与部门专项

检查相结合的措施，集中排查文化娱乐

场所安全隐患，杜绝一切安全生产事故

的发生，确保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落

到实处。

检查人员在全县网吧、歌舞厅、演

出市场等公共文化娱乐场所开展“地毯

式”排查，重点整治了八大问题，其中包

括楼梯是否封堵、疏散通道是否封闭、

灭火器材是否过期、电线线路是否老化

等。对部分经营场所灭火器和应急照

明灯损坏的，责令尽快修复，投入使用；

对经营单位内放置床铺、被褥、纸箱和

塑料制品等易燃物的，要求全部撤出经

营场所。对于重点场所或单位，联合多

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进行全方位、立体

式督促检查，直至安全问题解决、安全

隐患消除；对于整改后仍达不到安全生

产标准要求的，坚决关闭；对于无证照

文化经营场所和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

坚决依法取缔，严处重罚，直至吊销许

可证。 （娄小皓 郭晓明 刘继顺）

本报讯 5 月 31 日晚，山东省龙口

市文化广场人头攒动，龙口市庄户剧团

评定展演在这里开唱，吸引了众多戏曲

爱好者前来观看。由此，龙口市 2013 年

“幸福龙口欢乐行”广场文化活动拉开

帷幕。

“幸福龙口欢乐行”广场活动是龙

口市市民夏季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

今 年 龙 口 市 广 场 文 化 活 动 历 时 3 个

月，包括庄户剧团评定展演，镇街区、

部门优秀节目展演，“歌唱龙口，赞美

家乡，共筑中国梦”歌咏大赛等活动，

最大限度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

的渴求。 （唐盛泰 周乃山）

省图举办鉴宝活动普及古籍知识

孟子公开课第七讲在邹城开讲

文登市文化工作全省考核实现“三连冠”

冠县文娱场所全面“安检”排除安全隐患

龙口市2013年广场文化活动拉开帷幕
“舫吧”是个小人物，他有个怪习

惯，一激动就想抽烟；“舫吧”是个打鼓

匠，他凭着一张嘴，把欢乐送到别人心

上；“舫吧”是个守望者，他接过父亲的

打鼓棒，坚守着湘北大鼓的传承阵地。

“来来来，你接过爸爸的棒，走乡村，到

茶堂，一不彩脸二不化妆，凭着你的嘴一

张，唱得笑声在回荡，把欢乐送在别人

的心上。就等于你的生命在放光芒。

即使你遇着了挫折与忧伤，你也不能

失去希望……”6月4日晚，“十艺节”群

星奖曲艺门类作品复赛现场，湘北大鼓

《传承》上演，戏中“舫吧”对于传统文化

的热爱和坚持打动了泉城观众，也让其

他代表队的群文工作者产生了共鸣。

不情愿做打鼓匠

“舫吧”是“湘北鼓王”邵丹的代表作

《传承》中的一个角色；“舫吧”的故事是

一个真实的故事，是邵丹从艺之路的真

实写照。谈到《传承》的出炉，邵丹说：

“2006年，常德市举办鼓王大赛，要求列

节目单，我当时就想着把自己打鼓的经

历表现出来，引起大家对鼓曲文化传承

的重视。”

18 岁那年，邵丹高中毕业。“那时

候，咱也是个帅小伙，成绩又好，本来想

着出去做生意，好好闯荡一番，却被父亲

要求学习打鼓。”邵丹说：“我当时很不理

解，只有那些身体有些残疾的，比如眼睛

不好使的，才会去打鼓。”

当时，邵丹的父亲是远近闻名的

打鼓艺人，手底下有一支 10人的演艺

队伍。“那时候父亲打一晚上的鼓，能

赚 3 块至 10 块钱。”即使是这样，邵丹

依旧向往外面的世界，但他被父亲死

死地拽住。从那时起，临澧县曲艺演

出队伍里就有一个 18 岁的小伙子整

天跟在鼓曲演艺队伍后面跑，“在当

时，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去打鼓，绝对

算得上是一个亮点。”邵丹说。

只想专心打鼓和传授弟子

“别看高中毕业那会儿不愿意，现

在的邵丹打得好着呢，好多人请他去

打，他都没有时间。”湖南省常德市临

澧县文化馆馆长邢忠明接过话茬：“这

次来山东演出，还是我们请了他好几

次，他才答应‘出山’的。”

谈到再 次“ 出 山 ”，邵 丹 说 ：“ 我

打了 30 多年的鼓，可能有一些职业

的厌倦，现在政府在加大对湘北大鼓

的保护力度，平时的演出和资料整理

工作比较繁多，而我只想专心打鼓。”

近年来，邵丹把《传承》的演出和整理

等的工作授权给了师哥的徒弟肖伍，

自己腾出更多的时间来专心打鼓和传

授徒弟。

“现在，市里准备把湘北大鼓推

向全国，《传承》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曲

目之一，要向全国的观众展演。”邢忠

明说：“邵师傅的表演原汁原味，非常

妥帖。”“通过鼓曲艺人舫吧与几个同

窗好友在街上巧遇的一番对话，引发

了一场人生价值观和人生追求的讨

论与深思。”在现场观看演出的老艺

人胡富祥告诉记者，《传承》来源于真

实 的 生 活 ，表 达 了 普 通 人 的 真 实 情

感，这种情感具有一种向善、向上的

力量。

现在已经不只一个“舫吧”

从接 过 父 亲 打 鼓 棒 的 那 一 刻

起 ，邵 丹 的 肩 上 便 多 了 一 份 责

任 ，湘 北 大 鼓 不 能 在 他 这 一 辈 断

了 传 承 。

30 多年的鼓曲演出，让邵丹在临

澧县乃至整个常德市成了“名人”，走

在路上，不时会有人上来喊句“邵师

傅”。“我自己的徒弟有 20 几个，现在

我的徒弟都收了徒弟。”邵丹说：“我

很 高 兴 ，有 这 么 多 人 开 始 从 事 这 一

行。”据邵丹介绍，他父亲那一辈，整

个常德市的鼓曲艺人不超过 200 人，

从 2006 年鼓王大赛后，从事这一行的

人越来越多，现在至少有 2000 人。邵

丹说：“喜欢‘舫吧’的人越多，常德的

‘舫吧’就会越来越多，传承断不了，鼓

曲就能再造辉煌！”

坚守鼓曲传承阵地的“舫吧”
本报实习记者 孙丛丛

本报讯（驻山东记者陈丽媛）6 月 9

日上午，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2013 届

毕业生优秀作品展在山东省美术馆举

办。此次展览题材丰富，形式多样，囊括

中国画、油画、雕塑、书法、壁画、公共艺

术以及新媒体艺术等多个艺术门类。因

作品众多，除在山东美术馆展出 200多件

外，展览还在济南市美术馆展出70余件。

作为山东省唯一一所综合性艺术

学校，山东艺术学院的美术学科从“八

五”到“十二五”连续被评为省重点学

科。早年曾有柳子谷、黑伯龙、于希宁、

赵玉琢等一大批德艺双馨的艺术大师

在此任教。

山东艺术学院推出2013届毕业生优秀作品展

6 月 6 日，山东省

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

西桐古村 78 岁的苗凤

田老人正在现场表演

民间剪纸。为迎接 6

月 8 日中国第八个文

化遗产日，当日，淄川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成果展在区博物馆

举行，现场展示了包括

传统陶瓷制作技艺、聊

斋俚曲等“非遗”成果

11项。据悉，淄川区共

有国家、省、市、区级

“非遗”74项、“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30名。

闫盛霆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