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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 剧 中 人 物 突 然 死 亡 ，一 封

“遗书”引来猜疑与忐忑……10 月 3

日，由山东省话剧院创排的话剧《路》

在历山剧院首演，急转直下的陡变、层

层深入的情节，将观众引入一连串的

悬念之中，出奇制胜，发人深省。

《路》由某局财务处长王大鹏的

“跳楼事件”为陡转，围绕某局局长姜

宗平与老朋友展怀远的“对话”逐步展

开，讲述二人在成长过程中，由于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不同，最终走上

各异的人生之路，其中，前者因贪腐伤

及家人、爱人与自己，后者则在办理该

案的激烈交锋中，与“老朋友”进行心

灵对话，对其进行精神救赎。

该剧以“锁闭式”结构组织剧情，

却又突破传统的架构模式，不安排大

开大合的矛盾冲突，围绕对王大鹏所

留“遗书”的寻找，在一步步逼近真相

的同时，展示了不同人物的心理活动

——害怕行迹败露的姜宗平自乱阵

脚；手握证据的沈蓉深知这将毁灭自

己心爱的男人的理想与欲望；开展调

查的展怀远面对“老朋友”的失足极度

惋惜……“每个人都是人生的行者，心

归何处是一个永恒的命题。”该剧导演

房蔚介绍，话剧《路》是一部现实主义

题材作品，它不涉及具体案件，而将目

光聚焦于两个“发小”的不同人生抉

择，借此拷问灵魂，给世人以警醒和

启迪。“当一切结束时，每个人都发自

内心的释然，谈论的是家长里短，灵

魂清零、重归本真。开放式的结局也

留下了空间，提示人们不断地自问与

自省。”房蔚说。

与传统戏剧的镜框式舞台相比，

话剧《路》在舞台呈现上采用碎片式

结构，呈现出物理时空与心灵时空的

平行效果。同时，还起用 6 个舞者作

为剧中人物的“心灵外化”，并“跳进

跳出”与剧中人物对话，推动情节发

展。而整个舞台布景呈现“X 形”，用

以表达人生的种种不确定性。“戴面

具的舞者、上升型的舞台、饱含潜台

词的戏剧语言，既是一种剧场形态的

实验与探索，又旨在更准确地传递出

对于人性本真的叩问。”房蔚说。

话 剧《路》由 张 笑 剑 、孙 丽 萍 编

剧 ，从 剧 本 创 作 到 搬 上 舞 台 历 时 3

年。作为首届山东文化惠民消费季中

的一台原创作品，新老演员的实力交

锋，也传递了浓浓的戏剧魅力。为更

深刻地诠释人物形象，该剧同时起用

焦体怡、张书田、董旋及司源、李帅、姜

琳等两组演员，在表达该剧题旨的同

时，纪念中国话剧诞生 110周年。

“剧中的角色大部分成熟、稳重，

与我以往饰演的人物有很大不同，只

能从年龄感、声音、形体等方面努力去

贴近，并通过不断分析剧本、观摩老师

的演出找感觉。”在剧中扮演“沈蓉”一

角的青年演员姜琳表示，通过塑造该

人物，在台词处理、情绪控制等方面均

有了较大提升。

今年国庆假期，诸城市举办了第

八届中国（诸城）大舜文化节。诸城

市民胡昱没去拥挤的景点当游客，而

是陪家人一起在“家门口”逛剪纸艺

术展、到书画展上“觅”墨香，体验浓

郁飘香的“文化味儿”。

在诸城，有这样一户朱氏“书法

之家”，从古稀老人到 8 岁孩童，由祖

孙三代书法作品参展的“我家洗砚·
朱氏兄弟家庭书法展”，成为第八届

中国（诸城）大舜文化节系列活动的

一个亮点。朱氏两兄弟朱自新和朱

自修，退休后，潜心研习书法，曾多次

参加国家级、省级书法大展并获奖。

弟弟朱自修 2013 年加入中国书法家

协会，哥哥朱自新随其后，2014 年加

入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兄弟俩老有

所为，分别在退休后加入国家级和省

级书协的事儿被传为佳话。

10 月 3 日，在诸城市图书馆，朱自

修正现场解读书法展览作品。这让书

法爱好者沈志军对这个“书法之家”赞

叹不已：“本来就想看看，没承想，咱老

百姓的书法展不但接‘地气儿’，还成

为大舜文化节上的‘压轴好戏’。”

作为大舜文化节的组成部分，“明

德和融”全国油画名家诸城邀请展也

让“油粉”们大开眼界。“那婉转又不

失粗犷，带有乡土情的油画作品散发

出浓浓的民俗味儿，在家门口就能欣

赏到高大上油画作品，可比出去旅游

舒服多了！”家住紫藤花园小区的管女

士驻足在一幅油画前向记者感慨。

近年来，诸城充分利用大舜文化

节、社区文化节等多种形式的文化惠

民 活 动 ，让 优 秀 的 传 统 文 化 频 频 亮

相。这些活动，也让和管女士一样的

文艺市民在假期有了更多选择。

“趁着‘十一’假期过来看看剪纸

艺术展览，开开眼界。在这儿除了欣

赏到剪纸艺术精品，还能现场学到剪

纸方法。”10 月 1 日，家住开发区的孙

华磊陪着年逾七旬的老父亲前往诸

城市仰苏堂参观“龙城剪影”诸城市

剪纸艺术展。“这个节日老父亲过得

非常开心，非要弄一幅剪纸画挂在自

己的房间里。”

“龙城剪影”诸城市剪纸艺术展

的主角刘桂英，自幼酷爱剪纸艺术，

其剪纸作品题材丰富，选题新颖，画

面注重写意性、丰富感，刀锋厚重苍

茫而又不失灵动。近年来，把剪纸做

成“舜帝故里”文化产业的刘桂英并

没有满足，而是一心想着把剪纸技艺

传给更多的人。这两年，刘桂英全身

心地参与剪纸艺术非遗传承，兼职担

任多所中小学剪纸辅导老师，为民间

剪纸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有专家评价，诸城在突出地方特

色和传承创新的基础上，坚持政府主

导、社会主体、市场化运作，文艺社团

和文化企业主动参与，把大舜文化节

办成了热门的人文景点和群众参观

学习的生动实践课堂 。

本报讯 9 月 27 日，由国家旅游

局指导、山东省旅发委牵头主办的中

国研学旅游推广联盟在曲阜成立。

国家旅游局副局长魏洪涛、山东省副

省长季缃绮，省旅发委主任于风贵，

来自京津沪及江苏等 10 省市旅游、

教育部门有关领导，来自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日本、韩

国等国家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研

学旅游机构、国际旅行商、国内旅行

社代表50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魏洪涛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

视培育和发展研学旅游市场，目前，

研学旅游作为一项新的旅游业态呈

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成立中国研

学旅游推广联盟，旨在建立长效机

制，进一步整合我国优势研学旅游

资源与目的地产品。联盟成员要充

分利用推广联盟平台优势，进一步

塑造宣传中国研学旅游品牌，发展

壮大中国研学旅游市场。”

季缃绮指出：“旅游业是一业

兴、百业旺的综合性产业。研学旅

游作为青少年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和形式，是国民旅游消费升级的重

要需求，市场前景广阔，发展潜力巨

大。由山东牵头与十省市发起成立

的中国研学旅游推广联盟，是推动

我国研学旅游加快发展的务实之

举，对整合研学旅游资源、深化省市

间旅游合作、打造中国研学旅游品

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会现场表决通过了《中国研

学旅游推广联盟章程》、第一届联

盟机构主要领导人员名单，十省市

旅游部门现场就研学旅游联盟机

构进行印证。

山东研学旅游资源丰富，主题

多样，涵盖国学、海洋、高科技、农

业、工业、地质等，并打造了一批在

海内外具有较高知名度的目的地、

示范基地与产品。其中，曲阜入选

首批 10 家中国研学旅游目的地，

“三孔”景区入选首批 20 家全国研

学旅游示范基地，泰山、孟庙孟府

孟林、济南天下第一泉入选 24 家全

国港澳青少年游学基地。当下，山

东研学旅游已进入蓬勃发展阶段，

接待游客数量逐年增长。2006 年

以来，仅曲阜市累计接待研学旅游

团队就达 21 万个，超过 500 万人。

去年 7月至今年 7月，山东省旅行社

共计接待港澳游学团约 3800 人，同

比增长 35%。 （张露薇）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委宣传

部、省文化厅编辑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故事会故事集（第二辑）”系

列丛书和光盘由山东文化音像出版

社出版发行。故事题材包含历史故

事、文学故事、民间传说、百姓故事、

戏曲戏剧故事、先贤英烈、当代楷

模、神话故事、寓言故事等 20 个类

别，故事形式涵盖小说、诗歌、戏剧、

曲艺等。近期，山东省文化厅将在

全国陆续开展公益发行活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会”是

山东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大众化普及教育项目，其宗旨是依

托丰富多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

源，以“传承文化薪火·讲述中国故

事”为主题，遴选编辑推出一批体现

中华传统美德和当代中国价值、富

于教育意义的感人故事，进行公益

出版发行和展演展播，让人民群众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受优秀传统

文化普及教育。 （清 风 何秀丽）

本报讯 9月 28日，2017全国艺

术院校图书馆“艺术与阅读高峰论

坛”在山东艺术学院举办。北京大

学教授陈凌、南京大学教授徐雁、

山东大学教授江三宝围绕图书馆

学科服务、高校阅读推广等话题作

报告。与会者还围绕图书馆的管

理与服务转型，特色资源建设、保

护、利用等进行深入交流。

论坛期间，“我从书中来——

穿越古典·创新再现”书偶文创大赛

同步举行。来自全国12所院校的80

件优秀作品参赛，经专家评审，作品

《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研究——鹿王

本生》获金奖、《原物》等获银奖。

（孙丛丛 吴兴君）

本报讯 10 月 4 日，时值中秋

佳节之际，山东省邹城市唐村镇举

办“月是故乡明·乡贤回乡恳谈”活

动，40 多位乡贤回到阔别已久的家

乡，畅叙乡谊，给今年的中秋带来

了浓郁亲切的家乡味道。

近年来，唐村镇开展“儒风唐韵”

新乡贤文明行动，探索通过新乡贤文

明行动带动传统文化回归。当地先

后打造了潘榛图书馆、乡贤文化展览

馆、乡贤公园、潘氏家祠、如松工作室

等场所集中展示乡贤文化，同时举办

乡贤新春茶话会、小乡贤阅读工程、

乡饮酒礼等大型文化传承活动。通

过聚乡贤转村风、聚乡贤传家风、聚

乡贤惠民生、聚乡贤促发展、聚乡

贤 强 党 建 ，进 一 步 提 升 乡 民 满 意

度，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健全村

级 治 理 新 模 式 ，将 唐 村 建 设 成 为

“礼仪之邦、首善之乡”。 (谢云松)

本报讯 近 日 ，第 三 届 中 国

（济南）花卉园艺博览会（以下简称

“花博会”）在济南市商河县举办。

其间，商河县文广新局组织开展多

项文化活动，“文化+花博”交相融

合受到民众点赞。

在花博会筹备期间，商河县文

广新局为花博会开幕式特别编排了

音乐舞台秧歌《黄河鼓韵》，让各地

游客切实过了一把“秧歌瘾”；同时

精选 8支城区鼓子秧歌队伍，现场轮

流演出，演出人次超 1200 人。商河

县文广新局还在“秧歌古村”袁窦村

设有鼓子秧歌“求年于滳”“沙场点

兵”“欢庆丰收”3 个表演区，花博会

期间每天演出12场，共接待观众3万

余人次，将鼓子秧歌从远古到现代起

源发展的历史流变形象地展示出来，

成为继花博会主会场外观赏鼓子秧

歌的好去处。 （清 风 王 玲）

部分地区或文艺工作者“蜻蜓

点水”似的深入生活采风现象值得

关注。有的编剧到基层采风三五

天，回来便说“长期基层蹲点给自

己提供了丰厚滋养”；有的画家到

山区写生，给自己定下“每天画 3

张”的目标；更有个别戏曲演员，缺

乏农村生活经验，演农民竟然全凭

想象和看农村题材电视剧……

文艺作品不是神秘灵感的产

物。纵观古今中外的优秀文艺作

品，其作者无一不是具有丰富的生

活经验和扎实的专业素养。反观当

下的部分文艺工作者，满足于“坐在

办公室搞创作”，偏重理论学习、擅

长用“表演”诠释“表演”，“坐井观

天”般地创作，从方法上就有问题。

“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

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

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对于

文艺战线而言，深入开展“深扎”活

动有助于避免天马行空，知晓“为

谁写”，强化文艺为人民服务的主

旨；有助于杜绝无病呻吟，了解“写

什么”，用手中笔墨反映出火热的

现实生活；有助于防止照猫画虎，

懂得“怎么写”，提炼、创新艺术创

作的方法论。

“深扎”活动中，文艺工作者要

避免走马观花，更不能有“访客”的

心态。首先，要充分认识“深扎”活动

的重要意义，在创作的各个阶段不断

向人民问计；其次，各地应从实际出

发，在政策、经费、考核等方面建立常

态化机制，为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提

供保障；最重要的，是要摆正姿态，杜

绝作秀，虚心向人民学习，让作品时

时刻刻接受观众的检阅。

共享式活动赢得群众点赞
——泰安市宁阳县群文活动好戏连台

桑 蕊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 锐

深入生活不能有“访客”心态
苏 锐

中国研学旅游推广联盟在曲阜成立

话剧《路》：叩问“人性之真”
孙丛丛

诸城：把舞台搭到百姓身边
徐春光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 锐

山东出版传统文化故事会丛书

山艺举办“艺术与阅读高峰论坛”

邹城唐村举办乡贤恳谈活动

商河文广新局打造“文化花博”

文化

9月 26日，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文联、山东国际大

众艺术节组委会主办，省戏剧家协会承办的“第三届中国

戏曲黄河流域红梅大赛颁奖典礼”暨“2017山东省首届中

秋戏曲晚会”在济南举行。

霍俊萍、章兰、鞠小苏、陈媛等山东 12 名中国戏剧

梅花奖得主同台亮相，演出了京剧《智取威虎山》《杜鹃

山》选段及柳子戏《江姐》、柳琴戏《回娘家》、吕剧《李二

嫂改嫁》等山东地方戏曲片段。京剧表演艺术家孟广

禄受邀助阵，演唱了“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等深受戏

迷欢迎的唱段。开场结尾节目五音戏歌《咏梅》、京歌

《爱我中华》等，更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结合，凸显

了晚会的欣赏性与趣味性。

9月 23日至 26日，“第三届中国戏曲黄河流域红梅

大赛”来自 15 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百余位选

手进行了参赛。

图为中秋戏曲晚会上，五音戏名家吕凤琴演唱五

音戏歌《咏梅》。

孙丛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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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8 日，2017 宁阳大枣文化旅

游节火热开场，文艺演出、骑行休闲、

美食创意赛等活动在 8 万亩枣林间展

开，吸引了上万名群众参与其中。而

就在最近一个月，当地还举办了 2017

宁阳广场舞争霸赛、戏曲展览馆“戏

里戏外”演出等。近年来，泰安市宁

阳县完善现有城乡文化服务机构和

设施，开展更多共享式群众性文化活

动，真正让宁阳群众民有所乐。

齐参与

百场活动丰富群众生活

“ 这 样 的‘ 盛 宴 ’肯 定 不 能 错 过

啊 ，就 闻 这 香 味 儿 ，怎 一 个 美 字 了

得！”9 月 16 日，在宁阳县鹤山镇皋山

社区，一场“舌尖上的鹤山”厨哥厨嫂

大赛正在进行中，参赛选手全部来自

鹤山镇各社区，群众评委刘健正忍不

住地赞叹。

而这样的“社区节”活动，在鹤山

镇已连续举办了 6 届。“这些紧张有趣

的比赛既展现了群众良好的精神面

貌，也倡导了文明新风，拉近了邻里

感情。”鹤山镇工作人员介绍，接下来

的“社区节”活动中还有象棋赛、登山

赛、龙舟赛等 10 余项文体活动，可以

让当地群众尽情玩个够。

不仅在鹤山镇，前几天，在该县

彩山景区举行的马拉松短跑比赛也

赚足了眼球。比赛当天恰逢秋雨过

后 ，整 个 景 区 笼 罩 在 氤 氲 的 雨 雾 之

中，恍然若仙境，不少跑马爱好者在

开跑之前用相机记录下这难得的好

景致。“孩子小不能参赛，但一来到赛

场就被热烈的氛围感染了。”参赛选

手杜建建说，活动设置了男、女短程

马拉松 13.14 公里和迷你马拉松 5.20

公 里 两 个 赛 事 ，和 现 在 很 多 年 轻 人

“一生一世”“我爱你”的爱情观念相

契合，吸引了不少外地情侣的参与，

最终参赛者有 1000多人。

全民健身活动、农村社区节、广

场舞大赛、歌手大赛、戏曲大赛……

每年 100 多场特色鲜明的本土文艺活

动，让群众乐享其中。目前，该县形

成了全民广泛参与、具有塑造意义的

文化活动、具有标杆意义的文化精品

为核心内容的文化生态，满足了群众

不同样式的文化需求，激发了群众作

为文化活动主人翁的热情。

搭平台

提升基层文化服务能力

丰富的文化活动背后，离不开强

有力的阵地建设。“基层文化有市场，

群众对精神文化需求的渴望也不断

增强，这离不开政府对文化活动的重

视。”宁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崔媛

说，该县积极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加

大对基层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搭

建群众性文化活动的阵地。

9 月 初 ，宁 阳 县“戏 曲 文 化 展 览

馆”和“戏曲培训中心”正式揭牌，并

举行了“戏里戏外”首场演出，邀请宁

阳县荷花豫剧艺术团和戏曲爱好者

共度戏曲时光。而戏曲文化展览馆

的建立，只是宁阳县构建文化惠民政

策普惠体系的一个剪影。

为完善现有城乡文化服务机构

和设施，宁阳县加大对文化馆、图书

馆、博物馆财政投入，累计投入89万元

加强人员培训、建立健全相关制度，确

保三馆无障碍、零门槛开放。抓好城

乡文化基础设施升级，今年对 2016 年

农村文化建设奖补资金和物资进行了

兑现，最高的乡镇可享受50多万元的资

金和物质，完成了19个省级贫困村的文

化活动室标准化建设，扶持了 3个重点

文化项目、9个农村文化建设创新项目

和 7个优秀艺术团体。目前，宁阳县

有 448 个行政村完成基层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改造升级。

在高标准推进基层文化服务中

心建设基础上，宁阳县还推进了全民

健身运动，投入 83万元对全县 50处健

身设施进行维护提升，投入 248 万元

对县域主干道沿线行政村健身广场

进行高标准改造，依托“全民健身日”

等节点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开展，今年

该县被表彰为 2013—2016 年度全国

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做品牌

打造文化活动精品

在宁阳县，“四级惠民大舞台”这

个品牌几乎无人不知，从县城各大公

园到各个村广场，这个舞台几乎到过

宁阳县每个角落。按照“政府买单·
百姓看戏”的原则，宁阳县打造了“四

级 惠 民 大 舞 台 ”群 众 性 文 化 活 动 品

牌，2013 年该品牌被评为省级“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

一支支风格各异的队伍整装待

发，搬着马扎坐成一圈的男女老少翘

首 以 盼 ，在 乡 饮 乡 韦 周 村 文 体 广 场

上，“一村一人一艺”广场舞大赛在吉

他弹唱《成都》中拉开帷幕，《嗨起来》

《暖暖的幸福》《欢乐腰鼓》一场场淋

漓尽致的表演博得了观众阵阵掌声。

而这“一村一人一艺”百姓擂台

赛在该县各个乡镇都在进行着，所有

有 一 技 之 长 的 文 艺 爱 好 者 均 可 报

名。以“广场快乐放歌一小时”“一村

一场戏”“一村一人一艺”等品牌为载

体，宁阳县组织不同主题、风格的群

众性文化活动，让文化进社区、进家

庭、进公园、进企业、进农村、进学校，

上半年开展各类文化活动 150 余场，

在非农忙时节开展“一村一场戏”送

戏下乡巡回演出 140场。

“打造文化精品对于文化事业发

展和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

品牌、宣传宁阳形象具有积极作用。”

宁阳县文广新局负责人说，该县强化

文化精品理念打造了多项文化精品，

其中，“名著周末”今年被确定为山东

省阅读品牌。

以弘扬农村文化为主线，农民参

与为主体，今年，该县又打造了“土

香·书香·劳之余”创新品牌，把乡风

民俗升级为传统与现代文化融合的

文化样态，培育一批歌唱、舞蹈、器乐

能人，选拔一批读书、说书、写书能

人，挖掘一批非遗传承、民间艺术、民

俗文化能人，使农村文化植根于乡村

土壤，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根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