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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九龙
见习记者 何雨晴

《孔子》是山东省重点演艺项
目，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出品、
著名导演张继钢执导、山东省话剧
院倾情排演。为充分展示山东文艺
舞台“两创”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
话剧《孔子》10月27日起在山东剧
院进行了公开演出。

话剧《孔子》以春秋末期诸侯
争霸为历史背景，揭示了社会变革
中形色各异的人生选择，着力表现
了孔子追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的理想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
神境界，努力塑造出一个遥远而鲜
活、高大而素朴、威严而亲切的至
圣先师光辉形象，对于传承发展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这是一部饱含浪漫主义情怀

和人文关怀色彩的作品，它融合了
话剧、音乐、舞蹈、诗歌、戏曲、影像
等多元艺术形式，是山东文艺舞台
上又一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
俱佳的精品力作。作品充满超现实
主义的诗意，以浪漫的笔墨与高古
的格调，生动塑造了一位历经磨难
不忘初心的圣人和一群坚定信仰
追寻理想的贤人。此前，导演张继
钢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介绍，话剧

《孔子》的创作历经三年，五易其
稿。在创作过程中，导演组突破了
孔子本身的戏剧性矛盾冲突不好
寻找、话剧语言使用普通话没有古
韵、使用文言文观众听不懂等难
题。经历了无数次的尝试和排演，
还多次去曲阜采风学习，汲取创作

灵感，最终才将这位至圣先师的光
辉形象诗意地立上舞台。

话剧《孔子》于2020年9月28日
在山东省会大剧院举行世界首演，
引发观众的好评和热议，该剧更成
为山东文艺舞台践行文化“两创”
的生动实践和代表成果。今年8月，
山东省话剧院携话剧《孔子》曾赴
香港参加“国风国韵飘香江”系列
演出活动，鲁港两地重要嘉宾、社
会各界代表、香港市民1100余人现
场观看了演出，演员们用精湛的演
技和美轮美奂的舞台效果，赢得在
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引起社会各界
高度关注。

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山东文
脉绵长、底蕴深厚。立足传统文化
的沃土，山东坚持守正创新，积极
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助力文

化“两创”蓄势破圈。山东省文化
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省文物
局局长王磊表示，下一步，山东将
深耕人文沃土，打造文化“两创”
新标杆，建强文化文艺新鲁军，推
动文化和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
切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昂扬
士气推进现代文明建设。

记者 张九龙
见习记者 张宇宁

全省50余家博物馆

珍贵文物齐聚首都

10月24日，“禮运东方：山东
古代文明精粹”特展开幕式在清
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

本次展览是在国家文物局和
山东省人民政府的指导下，以省
校战略合作为契机，由清华大学
和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
办，以近440件组精品文物为线
索，探寻中国“禮節”思想的缘起、
传承与发展，发掘古代智慧，向世
界诠释中国，突出强调山东作为

“东方文明”的起源地在中华文明
发展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展
览共分“日出初光，饰節以禮”“海
岱惟青，玉禮四方”“王禮在鲁，天
下久传”“俾侯于鲁，炜炜煌煌”

“高山仰止，登泰观海”“称工北
朝，东方微笑”“图画天地，碑传千
古”七个单元，从不同角度展示，
始终一脉相承之中华文明的东方
文化基因和自身发展历程。

策展人谈晟广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近年举办了关于中华文明起源和
历史进程方面的系列大型特展，
如“与天久长：周秦汉唐文化与艺

术特展”(2019)和“华夏之华：山
西古代文明精粹”(2021)等，获得
广泛好评，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
响力。“此次举办的‘禮运东方：山
东古代文明精粹’特展，是历史上
山东省首次在首都北京举办的全
面反映山东古代文明发展史的大
型综合性展览，也是清华大学艺
术博物馆开馆以来举办的最大规
模展览。”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
馆长杜鹏飞介绍，在展陈设计上，
该馆拿出四层12、13、14三个大型
展厅，总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的
空间，也希望带给观众耳目一新
的感觉。“山东在自然地理上给人
印象深刻的就是山的形象，我们
做了一些新颖的尝试，比如突出
泰山的意象，在色彩选择上，每个
单元也做了特殊考虑。”

此次展览得到了山东省50多
家博物馆的倾力支持。烟台市博
物馆有关负责人介绍，作为协办
单位，该馆出展文物数量位列第

二，出展珍贵文物21件/套(25
件)，含青铜器、玉器、瓷器等多个
门类，其中一级文物9件/套，有4
件/套是烟台市博物馆十大镇馆
之宝。“这些展出的文物均具有较
高的历史、文化、学术和艺术价
值，其中，西周己侯壶是研究己
(纪)国的重要资料，秦嵌铜诏版
铁权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标准
器，元青花缠枝莲纹玉壶春瓶则
是青花瓷器的精品。此次进京参
展文物数量之多、规格之高，在烟
台市博物馆建馆以来尚属首次。”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览规
模相当可观，也有几乎没有公开
展出过的重磅文物。比如来自淄
博的战国矩形青铜大方镜，是目
前所知最大的古代铜镜，有“铜镜
之王”的称号，它是我国2002年发
布的首批64件禁止出国(境)展览
文物之一，文物原件长期封存于
博物馆库房，已有数十年没有公
开展出过，此前观众只能见到复
制品。

文博大省家底厚实

活化利用讲好故事

海岱文物亮相清华大学并
非偶然。据了解，早在2019年，山
东省人民政府就与清华大学签署
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建立起长
效合作机制，不断深化人才培养、
产学研协同创新、战略决策咨询
等多方面的合作。举办本次特展，
是深化省校合作的重要举措，是
清华大学发挥人才、科技、教育优
势，支持山东发展的有力体现。

山东是文物大省。全省有泰
山、曲阜“三孔”、齐长城、大运河
4处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226处；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1968处，居全国第一；市、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近1万处；不
可移动文物登录国家数据库
3 . 35万处，国有可移动文物登录
286万余件/套，居全国第三；山
东是革命老区，革命文物资源丰

富，公布两批革命文物名录，认
定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040处、可
移动革命文物19433件/套，居全
国前列；石窟寺 (含摩崖造像 )
183处，摩崖石刻、石雕、碑刻等
石刻类不可移动文物1 . 2万余
处；盐业遗址、古港口码头、海防
设施、沉船沉舰等分布密集；各
类博物馆735家，六项主要指标
均居全国第一。拥有国家、省级
历史文化名城各10座。

难能可贵的是，山东省境内
考古发现的后李文化、北辛文
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
文化，以及夏、商、周三代文化，
构成史前文化谱系完整、从未缺
环、文脉传承、光辉灿烂、高潮迭
起的发展链条，成为世界四大文
明之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重要
佐证。

山东还是博物馆大省。山东
省文旅厅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处
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山东
省实施“一县一馆”工程和“博物
馆之城”建设试点，统筹不同地
域、不同层级、不同属性、不同类
型博物馆的发展，着力打造精品
陈列展览。目前，山东全省国有
可移动文物558万件，居全国第
三位。已备案各级各类博物馆
735家，博物馆总量、一二三级博
物馆数量、非国有博物馆数量、
革命类博物馆数量6项指标，均
居全国第一位。

围绕让文物“活”起来，山东
积极促进文旅融合，一大批文保
单位、遗址遗迹、文博场馆、古镇
古村纳入旅游线路，促进了文物
和旅游相互赋能。目前，已对外
开放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1180处，其中建成景区并开放
620处，为城市街区更新改造、乡
村振兴提供了新动能。在省级文
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方面，山
东也走在了全国前列，6个省级
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挂牌。

近年来，山东还积极拓展对
外交流，鼓励文物“走出去”。先
后与美国、德国、法国、韩国、日
本等国友好城市文化部门和相
关院校，签署文化遗产交流合作
协议及备忘录，“一带一路”文物
保护交流合作成果丰硕，中外联
合考古取得新进展。

“文物天团”出差，晒出山东底蕴

文艺舞台“两创”结硕果

精品话剧《孔子》在济南演出

青州龙兴寺造像，萌萌
的亚醜钺，薄如蛋壳的黑陶
高柄杯，精美的玉器、青铜
器，神秘的孔府旧藏、商周十
供……最近，清华大学艺术
博物馆迎来了山东“文物天
团”，在北京掀起了一股热
潮，成为展示山东文化底蕴
的又一有力举措。

展览现场。

话剧《孔子》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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