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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为纪念文

博大家王世襄先生去世一周年，《烟
云俪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
录》新书发布会12日在济南举行。

2010年11月28日是文博大家王

世襄先生去世一周年忌日。为纪念
王世襄先生，知名青年画家荣宏君
创作了《烟云俪松居：王世襄珍藏

文物聚散实录》一书，日前由上海
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王世襄是当代著名的文博大
家、文物鉴定家、收藏家，也是明式
家具研究界公认的“泰斗级”人物。

他一生喜爱传统文化与收藏，对书
画、古典家具、竹刻等都有深入研
究，并著有近四十部与祖国传统文

化有关的著作，成为各自领域里标
志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其重要的学
术文章被结集成《锦灰堆》，多年来
畅销不衰，为学界和文物爱好者长
期追捧的读物。

出于对王世襄先生的敬仰，荣
宏君花费一年多的心血编写了

《烟云俪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

散实录》，以纪念这位文博大家逝
世一周年。

据介绍，本书分为两大部分，

前半部分是王世襄先生的生平介
绍，语言轻松活泼，可读性强；后半
部分是抄家档案和精选王世襄收
藏之物。这为研究王世襄先生提供
了珍贵的原始资料。

东阿阿胶

文化节将开幕

本报讯(见习记者

李啸洋)12月22日是
农历冬至，山东省东阿

县将在这天举办中国第

二届冬至膏滋节暨东阿

阿胶文化节，弘扬冬至

进补的民俗文化，普及

中医药文化。

东阿阿胶从汉唐至

明清一直是皇家贡品，

九朝贡胶点火取水炼制

是传统的阿胶制作技

艺。东阿县将启动全国

“双品牌”合作工程，这
一工程将促进中医药膏
方在原料使用、生产制

剂、准入资格三方面实现

标准化。此外，中华中医
药学会膏方标准化研究

及人才培训基地也将在

东阿县挂牌成立。

由山东艺术学院主

办的“非常4+1写生画

展”将于本月18日下午
3点在左右当代美术馆

开幕，展出的党震、刘

琦、董俊超、孙维栋四位

青年画家的水墨写生作

品，反映出“70后”画家

特有的语言形式与精神

面貌。 (子齐)

由姜文执导，葛优、

周润发同台飙戏的贺岁

大片《让子弹飞》将于

16日揭开神秘面纱。16

日零点，鲁信影城省体
店和家乐福店提前引爆

零点场，即日起提前预

售零点场影票。济南新

世纪电影城济南四店也
同时举办零点首映。

(友讯)

荣宏君：塑造一个立体的王世襄
本报记者 霍晓蕙

《烟云俪松居：王世襄珍
藏文物聚散实录》一书的作者
荣宏君是一个生于山东曹县

的“70后”，知名青年画家，在

绘画之余还从事美术史研究

和近现代书画的鉴定。

为搜求治学史料，荣宏君

很早就注重收藏文化大家的

书札手稿，2009年曾根据自己

收藏的两份徐悲鸿写给时任

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的信札，写

出了《世纪恩怨——— 徐悲鸿与

刘海粟》一书，颇为轰动。

新书《王世襄珍藏文物聚

散实录》的创作也是起源于他

的一份收藏。荣宏君说：“前些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

一批约几百件王世襄在‘文

革’期间被红卫兵抄家的原

始资料和一封写给时任国家

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长函，

一时被王世襄的丰富文物收

藏和数目巨大的藏书震惊

了。有感于中国佛教协会会

长赵朴初先生的一句话‘观

其所藏，知其所养’，我就开始

着手本书的创作，试图让大家

进一步了解王世襄的学养储

备历程和独有的治学方法。藏

研结合，有藏有研是收藏的至

高境界，这也是王世襄一生的

收藏观，本书中所罗列的藏品

几乎都被王世襄提炼成文字，

以学术的手法解读收藏的意
义所在。在这本书的创作中，

我在注重对资料学术分析的

同时亦重视文字可读性的塑

造，增强了一般读者的阅读

兴趣。可以说这是我在史与论

之间的尝试。”

“我并不是作家，我的优

势在于我占有的文史资料。”

荣宏君说，在材料占有的基础

之上，他还访谈了多位和王世
襄先生相交相熟的文博大家，

比如黄苗子、罗哲文等人，通

过他们的评述，试图给读者塑

造一个立体的王世襄。

地方戏亟须培养后备人才
本报讯 (记者 霍晓蕙)

“我省地方剧种发展前景不容

乐观，亟须培养后备人才。”全

省地方戏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
座谈会日前在山东电影学校举

办，专家们为山东地方剧种的

生存发展探寻出路和方向。

我省吕剧、柳子、梆子、五音
戏、茂腔等地方剧种是中国戏

曲的重要构成部分，具有鲜明

的地域文化色彩和剧种风格，

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剧目和著名

表演艺术家。但目前这些剧种

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制约我

省地方戏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后

备人才严重匮乏，许多剧团出

现青黄不接的局面，以致无法

保障正常演出。与会专家呼吁

地方戏后备人才培养要从娃娃

抓起，要加强地方戏曲后备人

才培养基地建设，选择教育基

础能力强、教育教学效果好的

中等艺术学校，采用校团合作
的方式，为地方戏曲文化做好

人才储备。专家们还就我省“地

方戏院团与学校联合培养人才

模式”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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