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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举办长白山画派教研成果展
本报讯 近日，由吉林省委宣

传部、省文联、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

委会主办的吉林长白山画派教研成

果展在长春举办。

此次 展 览 面 向 吉 林 省 内 各 高

校 、美院的在职教师和学生征稿，

展 示 了 长 白 山 画 派 的 艺 术 风 格 形

成 、画 派 技 法 提 炼 、画 派 艺 术 独 特

性，以及长白山画派历史沿革的学

术汇总。

近年来，长 白 山 画 派 在 国 内 外

学术平台上日益活跃，相继成立了

长 白 山 书 院 、长 白 山 美 术 家 协 会 、

书法家协会、摄影家协会等文化艺

术组织，定期举办长白山森林音乐

节等活动。 （杨同娜 常雅维）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山东

省文化厅近 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推

动山东艺术创作繁荣发展的意见》，

提出各地要改进艺术评价机制，坚

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既要防止

片面追求获奖，以获奖多少衡量工

作业绩，又要防止片面追求票房，以

廉价迎合市场，不顾作品社会影响。

意 见 要 求 山 东 各 地 文 艺 部 门

精简和规范文艺评奖，科学设立评

选 标 准 ，严 格 评 审 程 序 和 评 审 纪

律 。 要 以 人 民 大 众 的 需 求 为 出 发

点，广泛吸纳社会各界观众代表共

同 参 与 对 艺 术 作 品 的 评 价 、评 判 ，

让人民大众喜欢不喜欢、认可不认

可成为衡量、评价艺术作品的一把

重 要 尺 子 。 要 正 确 引 导 大 众 的 文

化 需 求 和 审 美 趣 味 ，把 思 想 性 、艺

术 性 、观 赏 性 有 机 统 一 的 优 秀 作

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意见指出，山东近期将组建一

支高水平专家队伍，建立专家咨询

委员会和专家库，对全省艺术创作

进行指导、把关。

山东推动艺术评价机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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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中原工学院、河南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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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容乃大 无欲则刚》、《厚德载物》

《创意印章》

《易盘》

《蛋壳雕刻》

《甲骨盖杯系列》

《甲骨文字型装饰台灯》

《“和家”中国椅》

《无界—装饰组画》

《时时刻刻·以德为本》

《书香》

《文芯》创意花插

《字影》

《意·中国节》

《二十四节气》

《节气—字体》

《“四大名著”系列字体设计》

《画·戏》

《回（汉字文化）》

《“木字旁”“火字旁”“三点水”》

《中国文字博物馆宣传册》

《“剪宋”字体设计》

《南沟人家剪纸》

《南沟人家剪纸》

《鸟鸣涧》

类别

优
秀
论
文

入
选
论
文

姓名

謝明文

周忠兵

蔣玉斌

陈 健

單育辰

连佳鹏

刘 影

张惟捷

付 强

韓勝偉

苗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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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说抱、包

释甲骨文中的“阩”——兼说升、祼之别

釋甲骨文中有關車馬的幾個字詞

卜辞几种从“柚”字之地名考

甲骨文所見的動物之“猱”

殷墟卜辞合文、缺刻、异体新例四则

甲骨文难识字释读九例

从西周金文看商代卜辞中的“乌”与“鸣”字

據清華簡釋甲骨金文中的“樊”字

占辭研究與甲骨文的釋讀整理例釋

甲金文所见商周农官考

淺談甲骨文中的“澆”字

「彔」字改議

甲骨文“敦”地及“ ”地研究

谈“肠”论“腹”兼释甲骨文中用为“孚”之字

中国文字博物馆“鼎甲”杯甲骨文字有奖辨识大

赛今年4月发布公告后正式拉开帷幕。7月29日至30日，

中国文字博物馆邀请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

家学者组成评审组进行评审。

评审过程中，每位评委对文章逐一进行审阅，提

出评审意见，首先确定入围文章，并将入围文章分为

优秀论文和入选论文两个等次。经过评委认真仔细

评审，最终评选出 3篇优秀论文、12篇入选论文。

获奖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领域，对甲骨

文字的辨识进行了论证，文章内容丰富、题材新颖、成

果突出，具体评审结果见下表。

“鼎甲”杯甲骨文字有奖
辨识大赛评审结果

2015

﹃
天
和
﹄
杯
汉
字
文
化
创
意
设
计
大
赛
评
奖
公
告

2015“天和”杯汉字文化创意设计大赛今年 4月中旬发布公告后，截至 7月 15日，共收

到全国各地 125 组参赛作者的 137 件（套）参赛作品。经过资格审查和分类整理，这些参

赛作品被分为两个类别——实用生活类 62 件（套），平面设计类 75 件（套）。8 月 27 日至

28日，大赛主办单位组织专家评委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经过严格初评和复评，最终评选

出实用生活类、平面设计类获奖作品各 12件（套），两个类别一等奖各 1名，二等奖各 2名，

三等奖各 3名，优秀奖各 6名，另评出优秀组织奖 2名，具体获奖名单见下表。

汉字与文化中国
——中国文字博物馆文字文化传承创新之路

本报讯 （记者高昌）9 月 11 日，由

文艺报社、《中国作家》杂志社联合主

办的纪实抒情长诗《柴生芳之歌》作品

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吉狄马加、郭运德、刘汉俊、叶延滨、梁

鸿 鹰 、王 山 、刘 玉 琴 、彭 程 等 诗 人 、作

家 、评 论 家 ，柴 生 芳 的 亲 属 和 生 前 同

事、好友等参加了相关研讨活动。

柴 生 芳 毕 业 于 北 京 大 学 ，曾 赴 日

本神户大学深造并获博士学位。他放

弃国内外待遇优厚的职位回归甘肃故

土服务奉献家乡，曾任甘肃省临洮县

县长等职务。2014 年 8 月 15 日，柴生

芳 因 长 期 超 负 荷 工 作 诱 发 心 源 性 猝

死，终年仅 45 岁。他是新时期基层党

员领导干部的优秀代表，被中宣部追

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中组部追授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柴生芳之歌》的作者李战吉为人

民 日 报 社 甘 肃 分 社 原 社 长 、高 级 记

者。他先后深入柴生芳同志生前工作

过 的 临 洮 县 、安 定 区 、陇 西 县 ，行 程

1500 余公里，采访 150 多人次，获得了

大量感人至深的第一手资料。与会人

士认为，该诗气势磅礴、情感充沛、故

事秀美、语言灵动、境界高远、教育意

义明显、引导功能突出，是一部可贵的

优秀作品。

舞蹈史上历史悠久的鼓舞，融入慷

慨悲歌的抗日故事，将会迸发出怎样惊

天动地的力量？9月 1日，河北省歌舞剧

院创排的舞剧《天边的鼓声》在河北省

石家庄市首演，该剧被文化部列为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70 周年优秀展演剧目，“震撼”

“感动”成为观众对该剧最多的评语。

以小见大传递民族精神

“这部剧带着感情纪念抗日战争胜

利 70 周年，有些话用语言无法表达，用

‘天边的鼓声’来表达更震撼人心。”看

过该剧后，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

所长欧建平这样评价。

舞剧《天边的鼓声》讲述了太行山

麓一个世代制鼓、击鼓的小山村发生在

抗日战争期间的传奇故事。“该剧舍弃

一般抗战题材作品恢宏史诗般的大剧

情、大格局，而是以一个鼓艺世家在战

争中的悲惨遭遇为主线，深刻揭露日本

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和欺凌，讴

歌了中华儿女不怕牺牲的反抗精神。”

该剧编剧咏之表示，《天边的鼓声》以小

见大传递情感，对燕赵儿女的勤劳、勇

敢、坚强进行了艺术化的舞台展示。

因 为 讲 述 燕 赵 大 地 的 抗 战 故 事 ，

《天边的鼓声》在编舞、音乐上，对河北

文化元素的注入成为一大亮点。河北

有着源远流长的鼓艺传统，而“鼓”作为

该剧一大核心形象贯穿全剧，不仅集中

了常山战鼓、花盆鼓等多种类型的鼓，

而且用专门舞段展现了击鼓、制鼓的场

面。为了准确展示制鼓工艺，主创团队

查阅资料、拜访艺人，做了大量功课。

振奋人心之作

《天边的鼓声》是河北省歌舞剧院

继 1995 年创排大型民族舞剧《轩辕黄

帝》后，推出的又一部原创舞剧。舞剧

《轩辕黄帝》曾获文华新剧目奖，导演王

家朋时隔 20 年再次导演舞剧《天边的鼓

声》，他说这缘于自己的使命感，“能在纪

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用舞剧这

一独特艺术形式献上我们对艺术的探

索，非常有意义。”

“舞剧的剧本创作非常艰难，需要

把文学剧本变成舞台剧本，对各个角色

进行细化，每一场戏的风格、情感都要

交代清楚。”同样作为《天边的鼓声》编

剧的郭雪说，该剧从去年 8 月开始策划，

今年 4月完成剧本创作，中间多次重写。

演出现场，展现传统技艺的“挫绳

舞”“熟皮舞”“踩鼓舞”等多幕场景，引

来观众热烈的掌声，特别是全剧两段重

头戏——第二幕的大丫与冬娃的爱情

双人舞、结尾部分的师傅与女儿大丫的

双人舞都在 5 分钟以上，演员跳得酣畅

淋漓，观众看得心潮澎湃。

这部舞剧共有 50 余位舞蹈演员参

演。除师傅、大丫、冬娃 3 位主角的扮演

者为特邀演员外，其他大部分演员是来

自河北省歌舞剧院的“90 后”。所有演

员在酷暑中以饱满的热情努力完成了

该剧排演。“排练第一周，80%的演员腿

因为浮肿粗了一圈，但没有一个人因为

太累而提出休息。”该剧执行导演杜燕

峰说。“参与该剧创作过程中，明显感受

到河北省歌舞剧院的演员们对排演这

部戏的热情。”该剧服装设计、北京舞蹈

学院教授韩春启说。

沉下心来进一步锤炼

王家朋介绍，除 9月 1日、2日在石家

庄的两场演出外，该剧还将于 9 月 20 日

至 22日赴天津、10月 26日至 30日赴北京

演出，在两地演出间隙，还将在河北保

定、唐山、邯郸等地进行演出，之后还会

前往贵州、上海等全国其他地区演出。

首演之际，河北省歌舞剧院请来数

位专家为该剧把脉。“现在，全国各地的

舞剧创作风起云涌，河北舞蹈界沉寂已

久，很高兴能看到这样一部作品出现。”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所长江

东说。“一部好的舞剧要具备四方面因

素——立意、抒情、炫技、造型，该剧剧

本很好，炫技要紧紧围绕人物，鼓是可

以大做文章的，打起来要惊天动地。”欧

建平说。江东则表示，剧本在叙事上做

到了高度凝练，目前应该加强的是全剧

的时代感，要凸显硝烟弥漫的感觉。北

京舞蹈学院教授周萍认为，该剧的立意

和角度新颖，但有些细节的转化还需更

有深度。河北省政协副主席边发吉说：

“河北的常山战鼓打到精彩时，让人的

头发丝都立起来，该剧要进一步把鼓舞

人心的气势表现出来。”

河北省歌舞剧院院长郭玉红表示，

接下来将带领主创及演员团队到各地

鼓乡继续体验生活，对该剧进一步打磨

和完善。

文字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社会

伟大的创造发明。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

会的重要标志，世界各地的先民曾创造出

多种不同形式的文字，这些文字促进了世

界多元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中国的汉字

是世界古文字的杰出代表，具有独特的魅

力和强大的生命力，不仅在中国本土得到

统一和发展，也传播到周边许多国家和地

区，形成了范围广大的汉字文化圈。古老

而神奇的方块汉字，不仅促进了东方文明

的形成，也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创造了

辉煌灿烂的文化。汉字作为中国文化的标

志性符号，拥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在漫

长的历史进程中，汉字对中国文化的传承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以其独特的表意方

式与中国文化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关系，成

为中国古代文化同时也是世界古代文化

的活化石。汉字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

凝结着华夏先民的卓越智慧；汉字是中华

文化的最美结晶，体现着华夏文明的博大

精深。汉字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与进

步，也维系着东方古国的统一与稳定。

作为中国唯一一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国

家级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自 2009 年开

馆至今，一直致力于中华民族的文字传播、

文化传承与文明弘扬，充分发挥作为公益

性事业的社会教育功能，创新管理体制机

制，在社会教育、文物保护、科学研究、文化

产业等方面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为社会公

众奉献出一场场精彩的文化饕餮盛宴, 也

逐步走出一条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之路。

为了进一步弘扬优秀中华文化和文

明，彰显中国文字特别是甲骨文的独特魅

力，推动中国文字的研究、保护和发展，中

国文字博物馆与中国甲骨文书法艺术研究

会、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北京外国语大学、

安阳师范学院联合举办的国际学术论坛暨

第五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鼎甲”杯甲骨

文字有奖辨识大赛、“中国字·世界情”甲骨

文书法大展、“天和”杯汉字文化创意设计

大赛及文化产品创意博览会等系列活动，

将于 2015年 10月 20日至 22日在中国文字

博物馆举行，同时还将对以上 3项大赛的获

奖者颁奖。

如今，全球学习汉字的热潮方兴未艾，

中国文字博物馆精心打造的“汉字”巡展积

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大

政方略，大力推进经济建设文化先行，与沿

线国家深入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弘扬文化，

传递文明。中国文字博物馆还将在有效保

护祖国优秀文字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以文

字、文物为题材，积极开拓文化产业发展，打

造文化品牌精品，使博物馆更好地成为普

及历史文化知识、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高

公民文明素质、促进社会发展的文化阵地。

汉字是华夏先民的伟大发明，是世界

文明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全人类的

宝贵财富。汉字必将深深地影响今天和

未来人类文明的发展。

（本文作者系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

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历史系教

授李学勤，中国文字博物馆党委书记、常

务副馆长冯克坚）

舞剧《天边的鼓声》：

台上酣畅淋漓 台下心潮澎湃
本报记者 王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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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研讨长诗《柴生芳之歌》

本报讯 （记者刘茜）上世纪 60

年代的电影《阿诗玛》家喻户晓，人

们从中记住了那个古老传说中美丽

的云南彝族撒尼姑娘。9 月 9 日，由

云南大德正智传媒有限公司、杭州

剧院共同出品的原创音乐剧《阿诗

玛》在杭州剧院首演，为观众带来一

个不一样的“阿诗玛”。

“阿诗玛的传说有很多版本，音

乐剧版比以往的版本更加诗化、魔

幻、浪漫、澎湃。”该剧总编导卢昂表

示。《阿诗玛》剧组在舞美、灯光、音

响等方面，用现代化的手段对剧中

神话情节进行包装、渲染。当石林

的山峰在舞台上冉冉升起，阿诗玛对

爱的执著浪漫而梦幻地呈现出来。

该剧总出品人、云南大德正智传媒有

限公司总裁蒙秦表示，选择这样的题

材，意在把民族的情感用音乐剧这样

一种国际化的流行方式表达。据悉，

该剧还即将推出英文版。

另外，云南大德正智传媒有限

公司还邀约杭州剧院共同打造《阿

诗玛》。这也是杭州剧院近年来继

《断桥》、《简·爱》、《十年》后出品的

第 4部原创音乐剧。

时尚音乐剧演绎古老传说“阿诗玛”
本报讯 （记者周志军）记者近日

从中国国际网络文化博览会秘书处获

悉，第十三届中国国际网络文化博览会

将于 2016 年 1 月 7 日至 9 日在北京国家

会议中心举办，展览面积将扩展至 2.2万

平方米。

本届网博会将多层次展现网络文

化产业发展的新业态、新成果，分为展

览 展 示 、论 坛 会 议 、主 题 活 动 三 大 板

块。其中，展览板块包括主宾省（市）展

示区、主宾企业展示区、小微企业扶持

展示区，以及网络文学作品展示、微文

艺与网络视听展示、上网服务业转型升

级成果展示六大主题。主题活动部分

包括中国动漫 Cosplay大赛、游戏竞技大

赛、桌游大赛、网博会摄影大赛，以及沙

画展示、涂鸦创作展示等与动漫游戏相

关的文化活动项目。

网 博 会 论 坛 会 议 历 来 引 人 关 注 。

本届网博会将以中国网络文化产业年

会高峰论坛为主题论坛，并依托产业

年会高峰论坛、中国网络动漫发展论

坛、移动游戏与文化投融资论坛等分

论坛，打造一系列“专、精、实”的产业

论坛。

本届网博会由中国动漫集团承办、

北京网络文化协会等机构参与协办。目

前，各项筹备工作正有条不紊地展开。

第十三届网博会多层次展产业发展新业态、新成果

裁饣

开学季刚过，既充满文化韵味

又各具特色的迎新仪式，在各地大

学与中小学轮番上演。据笔者观

察，一些学校运用祭拜孔子、朱砂

启智的古礼迎新，配合积极向上的

迎新标语，将老师学长、亲戚家长

语重心长的教诲传递给学子们。

对学生来说，着汉服、诵古文、

行古礼的迎新仪式可能只有入学

仪式上这一次，正衣冠的目的是明

事理。要让肩负多重期望的师生

明白，迎新仪式只是好戏开场前的

热场，毕竟真正精彩的是让理想闪

光的“青葱”岁月。值得注意的是，

古礼迎新还处于感受传统文化氛

围的层面，当回归传统成为新闻，

说明传统离现实还有距离。

要将入学仪式中回归传统文

化的内涵真正落实到日常学习、生

活中，需要学子们将真正的文化理

想时刻悬于心头，不让希望荒芜、

青春无收。这是所有形式的迎新

所提示学子们的重要内容，从正衣

冠到志于道，对传统文化的领悟与

学习必须表里如一、始终如一。

另外，近几年，各个层级的学校

在宣传校园文化方面的尝试日趋多

元，当很多学校已经在学校形象宣

传探索中走出奖状墙、名师榜的套

路窠臼时，那些内容刻板、创意雷

同，甚至涉嫌抄袭的宣传内容，易带

给学校不可估量的损失。为防止

文化传承走弯路，彰显学校的价值

追求、人文精神，像陕西师范大学、

湖南大学等，已经制定了文化发展

规划纲要。其实，大到社会氛围的

营造、学校规章的制定，小到老师

素养的提升、学生志向的树立，实

现从正衣冠的仪式到志于道的追

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正衣冠到志于道，任重道远
鲁文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