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六一”儿童节前夕，

文化青年走进北京市房山区，为房

山区民仁小学的学生们送去文艺

表演、国博流动展览、文化信息资

源和文具用品等，这是文化部“青

年先锋”系列活动之一。

据了解，房山区外来务工子弟

学校有 3 所，师生近千人。近年来，

房山区图书馆、文化馆对学校进行

了援建，赠送了电脑、桌椅，还配备

了电子琴、手风琴等乐器，同时开

展志愿艺术教育工作。

文化部直属机关团委今年开展

了“共筑中国梦·青年先锋行”系列

活动，此次活动是继第一期走进中

央芭蕾舞团主题活动之后，举办的

关爱农民工送温暖活动。（春吴璟）

简 讯

赵楷诗书画展在京开幕

文化青年走进外来务工子弟学校

聚焦宁波非遗“三位一体”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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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横议

不是翻新是粗鄙
刘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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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古林草席，曾名“宁席”“甬席”“明席”，手工编织而成，因产于浙东水乡古

村——黄古林而得名。受气候、土壤与自然环境等客观条件限制，编席用的席草

以黄古林一带所种植的品种质量最好。黄古林草席的主要品种有麻筋席、纱筋席

和软筋席，尤以白麻筋席迭面平直、编织紧密、硬朗挺括、吸汗力强而著称于世。

据明代宝庆《四明志》记载，早在唐朝，黄古林草席已作为特产远销外地。至宋代，

草席生产已具相当规模，黄古林成为全国草席的主要生产基地与贸易集散地，产

品远销东南亚。至清嘉庆年间，全宁波开设大小草席销售店 23 家，且在全国设多

家席店，据不完全统计，年产草席逾 100万条。

草席的手工制作工艺较复杂，有备料、搓麻筋、编织、修边和排席等环节，道道

工序环环紧扣。所需的主要原料席草，须于头年的 10 月至 11 月种到田里，次年 7

月收割、翻晒后备用。编织必须以两人为一组，一个人坐在席机的正面，进行压

扣，另一人坐在席机侧面叉草，这是黄古林草席有异于其他各地的独特制法。两

人做到动作流畅、配合默契，往往需要经过多年的合作。即使像这样的熟练工，一

幅 1.8米宽的草席，也要 8个小时才能完成。

黄古林草席技艺传承是集体传承、户户承续。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鄞西一带

素有家家织席的传统，一般农户人家孩子在七八岁时就跟随父母开始织席，耳濡

目染，从简单的操作逐渐到独自操作，可以说人人都会。但是，由于手工织席业劳

动强度大，收入微薄，年轻人不愿意继续从事此行当，目前草席手工编织人员年龄

大都在 60 岁以上，最大的已 80 多岁，且人员数量在逐年减少，传承人青黄不接，技

艺濒临失传。

为了保护传统的手工编织技艺，宁波市鄞州区将古林草席编织列入重点保护

项目，2010 年报送并被列入浙江省非遗项目。古林镇的仲一村被确定为黄古林草

席编织技艺传承基地，村里 80岁高龄的编织能手袁阿兰和 60岁的郑仁菊为代表性

传承人。古林镇中学还在 2004 年成立了校本课程开发领导小组，编制了《古林市

场草席编织》教材并向学生授课。2012 年，由黄古林草制品有限公司出资建造了

面积 2000平方米的黄古林草席博物馆，免费向市民开放。仲一村于 2013年在村里

建立了黄古林草席编织室、陈列室，收集了村民此前用过的编织工具，记载了传统

的编织技艺，使手工草席编织技艺有望代代相传。

6 月 2 日，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指导下，由中国文化网络传播

研究会主办的净化网络语言主题

座谈会召开。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公 布 了《网 络 低 俗 语 言 调 查 报

告》。报告显示，在 2014 年网络低

俗词语排行榜中，“尼玛”“屌丝”

“逗比”位列前三位。专家呼吁，在

揭示当今网络语言低俗化倾向的

同时，应大力加强网络语言净化，

构建网络空间的“绿水青山”。

汉语之所以成为联合国 6 种工

作语言之一、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

的语言，绝不仅是因为全球华人多，

而是汉语作为一种典雅又富有诗情

画意的语言，已经从文化气质上征

服了人心，是流俗之上的优雅，是重

压之下的逃逸，是无可代替的贴心

会心与舒心，中国古人在造字造词

时，就对浓郁典雅的生活情趣进行

了高度的提纯。

比如，很多成语、固定语背后，

多有妙趣横生的典故：成语“指鹿为

马”见证了赵高的奸诈；“请君入瓮”

见证了来俊臣的凶残；“孔融让梨”

赞美的是少年君子；“见贤思齐”呼

唤的是向善向美。这些语言在完成

传播功能的同时，更将古典和时尚

融为一体，让文化历史韵味得到现

代化传播。所以，每次看到经史子

集中的固定语仍飘扬在现代审美

中，都有一种文化自豪。这种优雅

厚重才是汉语最有光彩的地方。当

下，汉语要创新发展，也要做好文化

传承、历史借鉴，留住这种独特的光

彩和古韵。

可看看这些所 谓 的 网 络 流 行

语，“尼玛”“屌丝”“逗比”等，这就

是典型的“爆粗口”。网络语言的

所 谓 翻 新 ，只 求 快 感 、刺 激 ，甚 至

糅进粗鄙化元素、娱乐化杂质，进

而形成“以粗鄙为美，以卖弄为时

尚”的审美倾向，生生割断了汉语

优 雅 的 文 化 经 络 ，无 怪 乎“80.8%

的人认为当前存在汉语应用能力

危机”。

再好的文化，如果不能得到敬

畏性发展、创造性继承，而是任意

糟蹋，好文化也会变味变质，走向

肤浅和庸俗。

个 人 审 美 粗 鄙 点 ，最 多 落 个

“土豪”的骂名；汉语被贴上了粗鄙

化的标签，毁弃的却是文化的根，

让时代文明风貌、国家文明程度蒙

垢，我们绝对不能答应，而应该进

行理直气壮的纠错、严惩。做好优

雅而古典的精神继承，让优雅的汉

语焕发出时代的光泽。

儿童剧的好时光才刚刚开始
——观2015年国内儿童舞台剧市场

本报记者 薛 帅

长沙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工作

内蒙古文化市场监管平台将上线

本报讯 （驻 湖 南 记 者 张 玲）

5 月 28 日 ，湖 南 省 长 沙 市 召 开 国

家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标 准 化 试 点 工 作

会议。

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

易炼红在会上表示，要以服务群众

为导向，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项目

建设和平台打造为载体，率先建成

标准化、均等化的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

继成功创建为首批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后，去年 9 月，长

沙市又被文化部确定为全国 10 个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试点地区之

一。今年 5 月，长沙市根据文化部和

湖南省有关要求，结合长沙实际，出

台了标准化试点工作方案，制定了

标准化建设实施主要指标，包括公

共文化服务技术标准、保障标准和

评价标准，共 25个大项，70个小项。

截至目前，长沙市180个乡镇（街

道）已建成标准化的乡镇（街道）综合

文化站 128 个，1424 个村（社区）已建

成标准化的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 500 多个。此外，长沙市今年

还将启动全市文化馆“中心馆—总分

馆”服务体系建设，实施“全民艺术普

及工程”。

本报讯 （记者胡克非）5 月 30

日，由申楼文化、雅昌艺术网、中传

艺术品（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等单

位主办的赵楷诗书画展在北京艺

术市场美术馆开幕。该展将持续

至 6月 5日。

展览共展出赵楷不同时期的书

画代表作品、诗集、出版文献共计

百余件，全面反映了赵楷的书画功

底，以及其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

今年“六一”前后，儿童舞台剧市场

风生水起，中国儿艺的《小吉普·变变

变》、北京儿艺的《胡同.com》、中国木偶

剧院的《真假孙悟空》、河北省话剧院的

《列那狐的故事》等多门类、多题材的剧

目，让孩子和家长们有了多样的选择。

座无虚席、场场爆满，在经过“六一”

的短暂黄金档后，儿童剧市场余温未

散。一些剧团随即开启了儿童剧巡演模

式，继续深掘儿童剧市场这一“富矿”。

“蛋糕”虽大，鱼龙混杂

就北京而言，今年“六一”当天，有

超过 50 部儿童剧上演。记者从近日举

行的京津冀演艺项目交易会上了解到，

近四成的演艺机构都把儿童剧作为今

年最热的卖点。交易会现场，各种宣传

儿童剧的展板随处可见，而内容从童话

经典到流行动漫，丰富多样，涵盖了话

剧、音乐剧、木偶剧等多个门类。

“儿童剧市场就像是一块诱人的大

蛋糕。”中国木偶剧院院长赵永庄认为，

随着“70 后”“80 后”成为家长，不同于上

一辈的消费观念，他们更注重孩子教育

与成长的消费，儿童剧便从舞台剧市场

中脱颖而出。

有数据显示，2014 年儿童剧票房总

收入为 3.26 亿元，观众数量达到 480 万，

呈现继续增长态势。同时，国内儿童

剧 演 出 团 体 数 量 达 到 205 家 ，其 中 民

营机构 129 家。“国内儿童剧市场表面

看似繁荣，实则良莠不齐。”广东艾利

发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罗建伟

认为，儿童剧创作表演存在相互模仿

甚至抄袭现象，有些内容也趋于同质

化。“一个白雪公主，千百家剧院都在

演。”罗建伟说。

河北省话剧院演艺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罗洪亮表示，演艺机构之间竞争激

烈，甚至出现了恶性竞争。“目前在石家

庄就有多家动漫公司在做儿童剧，甚至

一些地产公司都在做。有的机构临时

攒一个队伍，两周就排出一部戏，质量

可见一斑。”罗洪亮说。

掘金虽热，“准入”需可控

“儿童剧是要演进儿童心里去的，

对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意义重大。”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出部主任赵寒冰

说。在她看来，现阶段的政策及环境的

确有利于儿童剧的创作、发展，无论国

有还是民营儿童演艺机构，相互竞争、

彼此促进是好现象，但前提一定是良性

的公平竞争。“儿童剧不同于一般剧目，

它承担着润泽儿童心灵的社会责任，要

对孩子们负责。”赵寒冰说。

罗洪亮告诉记者：“对于基层的孩

子们，如果平生第一次看到的是质量

不高的‘烂剧’，对他们伤害其实是很

大的。”

“不是所有的剧院都有实力去创排

儿童剧的。”北京丑小鸭卡通艺术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侯立林说，其公司创作

的一些原创作品中的元素常常被人盗

用。“作品在投放市场时，应符合一定的

准入条件，比如不能侵犯到其他作品的

知识产权，需杜绝抄袭和以次充好现

象。”侯立林说：“如果有一套准入制度

去规范儿童剧演出市场，精品剧目越来

越多，观众也自然会更多。”

市场虽广，仍需优化培育

“进剧场看儿童剧过‘六一’，是今

年很多家长、孩子们的选择。我们希望

这个消费习惯能养成并稳固下来。”侯

立林如是说。

从今年的 形 势 看 ，多 数 儿 童 剧 团

都已超越了本土演出的阶段，纷纷向

外 地 输 出 。 如 河 北 省 话 剧 院 创 排 的

《“下次开船”港》，在太行山区进行百

场巡演。“其实我们的资金相对吃紧，

但仍然坚持多以公演为主，一方面出

于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培育

市场，让观众首先能认识我们。”罗洪

亮说。从起初到基层表演时孩子们普

遍木讷的反应，到再去时孩子们咧嘴

大笑与拍手鼓掌，罗洪亮看到了培育

的成果。

国家级儿童剧团在市场培育方面

走得更快，中国儿艺“六一”期间形成了

立体式的演出模式，从儿童剧场到假日

经典小剧场，从国家大剧院舞台到安

民 打 工 子 弟 学 校 ，从 绍 兴 、宁 波 到 南

昌、洛阳，点、线、面的巡演全面铺开。

“我们今后演出市场的培育重点已经放

在了二三线城市上。”赵寒冰说。

对于演出中介方与剧场运营方，他

们既希望让更多家长、孩子接受并走进

剧场，又希望能从中盈利，所以有些剧

院便把市场从戏里拓展到了戏外。北

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剧场部负责人

王婵告诉记者，他们欲把儿童剧作品的

市场拉得更宽。“我们有打算办儿童艺

术表演培训班。家长别光让孩子拉小

提琴、弹钢琴，学学表演也挺好。”

“好时光才刚刚开始，文化消费习

惯养成需要一定的过程。”身为一名“80

后”家长，王婵深知“80 后”家长普遍很

挑剔、眼光很“毒”。“制作水平不高的儿

童剧渐渐便会被市场淘汰。剧院应该通

过办小演员培训班等衍生项目补贴票

价，使之更低一些，更多的观众便愿意

走进剧场。”王婵说。

本报讯 （驻内蒙古记者阿勒得

尔图）5 月 28 日，内蒙古文化厅在包

头市、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

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阿拉善盟

7 个片区举办的第二批全国文化市

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上线应用培

训班全部结束，7 个片区的文化市场

管理和综合执法人员共 430 多人接

受培训。

内蒙古文化厅市场处处长张和

平说，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

是文化系统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的电子政务工作，文化部要求西部

省区今年 6 月底要有 30%的地市上

线。内蒙古第一批 5 个盟市全国文

化 市 场 技 术 监 管 与 服 务 平 台 已 于

2014 年年底上线，第二批 7 个盟市也

将于今年 6月底上线。

本报讯 （驻河北记者李秋云

通讯员马鑫娜）5 月 28 日，由文化部

公共文化司、河北省文化厅联合主

办的“春雨工程”全国文化志愿者边

疆行少数民族自治州文化馆舞蹈编

创、舞台灯光人员培训班在河北省

石家庄市开班。

持续至 6 月 2 日的舞蹈编创、舞

台灯光人员培训班，共吸引来自新

疆、云南、湖南等 9 个省区市的 30 个

少数民族自治州群艺馆（文化馆）的

舞 蹈 编 创 骨 干 和 舞 美 灯 光 艺 术 骨

干 80 余人参加。其中，舞蹈编创培

训班特邀北京舞蹈学院教授高度，

河北艺术职业学院舞蹈系主任、河

北 省 舞 蹈 家 协 会 副 主 席 金 暄 等 进

行现场辅导教学。

据了解，河北艺术职业学院于

2014 年首次承接“春雨工程”少数民

族自治州文化馆舞蹈编创人员培训

班，曾荣获全国“文化志愿服务推进

年”系列活动示范项目。

▶ 6 月 1 日，在湖南省临武县大冲

乡油湾村小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临武傩戏传承人为学生讲解临武傩面

具的寓意。连日来，临武县临武傩戏剧

团深入乡村学校，开展多场临武傩戏进

校园活动。 陈卫平 摄

“春雨工程”培训舞蹈编创及舞美人员

（上接第一版）

聚焦专业，
美术馆事业急需法律保障

一些美术馆展陈形式僵化不能吸引

人；一些人利用美术馆展览炒作个人作

品价格；一些商业机构以展览为名行售

卖作品之实……毋庸讳言，相对于博物

馆、图书馆等发展历史较长的公共文化

场所，美术馆事业存在起步晚、底子薄、

概念混淆、人才紧缺等问题。

“美术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十

分重要。从蔡元培起就提倡美育，保障

法草案（稿）也明确提出支持开展全民阅

读、艺术普及等活动，所以美术馆应该纳

入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相关条目。但这

个疏漏也确实反映了一个问题：为什么

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没有被忽略？这

值得美术馆界思考。”北京大学教授李国

新认为，美术馆需要认真研究探索如何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美术馆不是简单

的收藏或者研究机构，给人的印象不能

停留在简单挂几张画或“高大上”的个人

画展上。“一定要结合老百姓的需求，把

专业性的研究成果转化成老百姓能够接

受的、有效的公共文化产品，美术馆在数

字化、智能化等方面可以多做探索，以创

新吸引观众。”李国新建议。

施大畏分析了当前可能存在的问

题和误区，一些非公益性的所谓美术馆

急需整顿，美术市场上一些不尽人意的

现象影响了美术界的声誉，艺术创作不

要做市场的奴隶，美术馆作为学术机

构，也要聚焦专业，不被市场绑架，要正

本清源，把满足社会的文化需求作为美

术馆明确的责任。

靳尚谊坦言，一些美术馆现存的问

题简单说就是“不正规”，包括缺少固定

陈列、收取场租举办参差不齐的个展等

问题。当前的问题是暂时的，最终都需

要专业化的发展来解决，而这也恰恰需

要相关法律法规予以保障和规范。

不妨将视角回到“六一”儿童节，许

多 美 术 馆 艺 术 普 及 功 能 得 到 很 好 发

挥。在中国美术馆，百余名打工子弟学

校学生参加了此间举办的“童绘美丽家

园”大型公益专场活动；在江苏省美术

馆、浙江美术馆、深圳关山月美术馆等全

国各大美术馆，少儿甲骨文趣味活动、

“你来创作《怪物经》”“童行·一起长大”

艺术展、“趣味扎染T恤大变身”等特色活

动异彩纷呈，美术馆的价值正不断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