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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保护民间文化 守望精神家园

“十大守望者”评选昨颁奖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11

月3日，首届山东“十大民间文化

守望者”颁奖仪式在济南举行。马

春霞、田传江等因为长期自觉对

我省民间文化进行抢救和保护，

被授予“十大民间文化守望者”称

号。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
中心主任李松，中国民俗学会

副理事长刘铁梁、赵世瑜，山东

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山东省民

俗学会会长刘德龙，山东省政
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张树

骅，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省企

业信用与社会责任协会副会长

聂炳华，山东电视台总编辑祝

丽华，大众报业集团副总编辑
郝克远等领导和嘉宾为“十大

守望者”颁奖。

“国珍杯”首届山东“十大民

间文化守望者”评选活动由省政
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山东省民

俗学会、山东省企业信用与社会

责任协会、齐鲁晚报等单位共同

主办，评选活动于今年3月19日

启动，全省各地的民俗传承人、

民俗文物收藏家、民间艺术家及

众多民间组织积极参与，组委会

收到了62位参评者的个人申报

资料，山东省民俗学会组织部分

专家，针对申请报名情况对申报
人和申报单位进行了实地考察，

并进行现场评估，之后进行了网

上评选和专家评审。8月29日，

主办方邀请中国民俗学会理事

长刘魁立担任评委会主任，组织

北京、香港及省内的十余位专家
展开评选，最终确定马春霞、田

传江、巩曰祜、何晓铮、范正安、

姚忠贤、逄焕健、姜殿平、樊存
常、褚祺为山东“十大民间文化

守望者”。王善民、姜忠沺、鲁汉、

王大海、李百钧、刘学斌、刘奎、

王巍岩、李天丰、杨遵利、柏良等

获提名奖。

当选的“十大守望者”中，

有知名的民间艺术家，更多的是

不被人所知的文化志愿者，有的

二十几年来背着相机走遍成千
上万个古村落，为后人留下珍贵

又美丽的历史影像；有的记录并
研究村落里的每一个人文印记；

也有的倾尽家财换得民俗文物，

建立民俗博物馆，执著于把这种

文 化 痕 迹 留 存 并 展 现 给 社

会……

马春霞：

用镜头记录回族民俗

现任职于菏泽牡丹区文化馆

的马春霞被称为回汉民族团结的

使者，她怀着对民俗事业的热爱，

克服来自家族和民族的重重压

力，用镜头记录了外人难得一见
神秘的回族葬礼，拍摄了一系列

反映回族婚嫁、开斋节等场景的

图片，忠实记录了鲁西南一带回

族群众的生活习俗。

范正安：

让泰山皮影享誉世界

范正安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泰山皮影”的唯一传
承人。2007年6月他到北京参加全

国“非遗”展，受到温家宝总理的

高度赞誉，并获得文化部“文化遗

产日奖”。近年来，范正安随齐鲁

文化报告团到法国、韩国以及国

内几十所高校表演，将山东的民

间艺术通过自己的传承在当代得

到了发展和传播。

姚忠贤：

让古老琴书变“青春”

姚忠贤是中国曲艺最高奖

“牡丹奖”获得者，国家级首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琴书传承

人。他 14岁跟随北路琴书创始

人邓九如学艺，后通过不断实

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

格，代表作有《亲上亲》《生灵

叹》《反正话》《梁祝下山》等。他

在传承传统艺术的同时，不断地

给琴书加入时尚元素，吸引了更

多年轻的观众。

田传江：

乡村民俗志写作第一人

他是中国乡村民俗志写作的

第一人，地地道道的农民民俗研

究专家，也是以农民身份走向北
京师范大学讲坛的第一人。他长

期生活、工作在乡村，进行了艰苦
持久的民俗田野调查，整理出百

多条民间故事、歌谣与谚语。他花

费将近十年工夫调查研究，写了

一部《红山峪村民俗志》，同时还

写了二百多万字的《民俗日记》、

《家庭档案》、《土地档案》等。

巩曰祜：

收藏古狮2900余件

桓台万狮博物馆馆长巩曰祜

从小没上过学，但他对民间文物
的保护有一种天然的责任感。他

经营一家宾馆，多年来所挣的钱

都投入到了民间文化的保护中。

经过长期的收集，目前万狮博物
馆已经拥有了2900余件藏品，并
成为当地一处有名的旅游景点。

何晓铮：

开门收徒传承面塑

他的面塑绝活多年来为人

们增添了生活情趣和艺术享受。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何晓铮几
乎每年都要参加或举办展览，向
世人展示山东面塑艺术。何氏面

塑秉承传统，在艺术实践中不断

创新，更重要的是，他为了弘扬

传统艺术，打破过去祖训，开门

广泛收徒，使得山东面塑艺术后

继有人。

姜殿平：

寄情民俗收藏的村官

他和他率领的胶东莱西水

集二村投资1927万元建起全省

最大的村办胶东民俗文化博物
馆，成为青岛首批十四家免费开
放的博物馆之一。

馆藏文物有历朝历代的农

耕器具、各种古车等载运工具、

纺织刺绣缝纫工具以及各种手

工和制造用品、红白喜事及祭
祀用品、历代家庭生活用品等

民俗物件6600多种(件)。露天

陈列各种农耕石器工具、加工

工具和民用生活类器具上万

件。

逄焕健：

面食模具获基尼斯之最

他多年来收藏民俗生活用

品、生产工具、民间工艺美术品
43000余件，其中专题民俗藏品

有 三 大 系 列 ：山 东 民 间 剪 纸
8 9 0 0 余张、东方文化艺术品
1100余件、胶东面食模具5300

余件。2009年荣获《收藏历代面

食模具数量》大世界基尼斯之最
证书。

逄焕健不仅收藏，而且还研

究。目前他是青岛博逸轩文化有

限公司的经理，他所有的收入都

用来收藏民间藏品。两年前突然

患癌症的他，肺切了两片。但身

体一康复，他马上又投入到自己
喜爱的事业中来。

樊存常：

孔孟之乡的“梁祝”专家

2006年5月20日，孔孟故里山东

省济宁梁祝传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
樊存常从事梁祝文化研究十余年

辛勤努力的结果。可以说，如果没

有樊存常的梁祝文化研究成果和

他积极努力的争取，根本不可能

有济宁梁祝传说的“申遗”成功。

樊存常从事梁祝文化研究十余年，

先后出版了《梁祝传说源孔孟故

里》等专著，被誉为“孔孟之乡的

梁祝文化研究专家”、“梁祝传说

源于孔孟故里说的第一人”。

褚祺：

创意性开发枣庄民俗

他在保护民俗文化的同时，

进行创意性地开发利用——— 开发

保护枣庄“古峄县八景”之一———

“仙洞悬云”，并将其打造成“仙人

洞”景区；他开发保护枣庄冠世榴

园的发祥地，并将其打造成中国

第一个福文化园———“万福园”景
区。他业余进行石碾和石磨的收

藏，目前收藏数量已达到3万个，

同时还进行根雕、奇石收藏。与此

同时，他还有多本学术专著出版。

十大守望者：

为民间文化保护默默劳作
本报记者 霍晓蕙

从左至右分别是：马春霞、田传江、巩曰祜、何晓铮、范正安、姜殿平、姚忠贤、逄焕健、褚祺、樊存常 摄影 本报记者者 徐延春

山东省民间文化守望者评选，首次将长期坚守在田野第一线，为民间文化的抢救和保护事业默默劳作、

倾尽心血，并作出较大贡献的民间义士以“民间文化守望者”这个特有形象推向社会前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