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2 2012年6月6日 星期三
编辑：张宇 美编： 组版：陈华

文娱

平均每年消失9万个自然村落

冯骥才：古村应“活化保护”
本报记者 霍晓蕙 实习生 胡敬爱

6月5日，“中国北方村落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论坛”在济南山东工
艺美术学院举办。本次论坛由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与中国文学艺术
基金会、山东省文联共同主办。来
自全国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建
筑学、艺术学等不同专业领域的近
二十位知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北
方村落文化遗产保护这一主题，就

如何保护村落历史性建筑物，如何
保护村落文化空间所承载的传统
文化与精神信仰，如何处理古村落
保护与新农村建设及旅游开发之
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与研讨。

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目前
全国共有22个省份的169个古村
落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其中山东省内仅有章丘市官庄
镇朱家峪村和荣成市宁津街道
办事处东楮岛村入选。中国文联
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古村落文
化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堪称
中国文化中的万里长城。他指
出，中国村落消失速度惊人，
2000年全国约有360万个自然

村，到2010年，自然村锐减到270
万个，平均每年消失9万个村落，
有些村落没有《村落志》、《民俗
志》，是仅存在一代一代人的记
忆里，口口相传的。村落消失，珍
贵的历史信息也就随着时间流
逝殆尽了。“古村落保护已经迫
在眉睫！”

针对什么样的村落最需要

保护，如何保护？冯骥才指出，首
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进行保护，政府加大对其手艺的
扶持，不要过度市场化，古村落
应当进行“活化保护”，不是表面
的修缮房屋、恢复旧貌，更重要
的是要恢复文化、生活，让后一
代人来传承村落所代表的文化
遗存和精神价值。

本报讯 (记者 倪自放 实习生
李晓晓) 青春纯爱影片《第一次》将

于6月8日全国公映，5日剧组在济南百
丽宫影城举行山东首映式，该片导演、
从济南走出去的80后导演韩延携女友
亮相首映式，并现场浪漫求婚。韩延表
示，以后会拍关于济南的电影，“因为
这里有我的青春印迹。”

《第一次》以人人都曾经历的初
恋为主题，讲述了由Angelababy饰演
的身患绝症的女孩宋诗乔和赵又廷
饰演的摇滚青年宫宁之间浪漫唯
美、催人泪下的初恋故事。对于青春
纯爱电影这样的定义，导演韩延似
乎并不非常满意，“电影里除了唯美
的爱情，还有亲情、友情，每个年龄
阶段的观众总能找到和自己情感产
生共鸣的地方。”

作为地道的济南人，韩延在现场
大秀济南话，并用济南话“杠赛了”推
介影片，更有强大的亲友团现身发布
会现场。昔日的高中同学爆料，韩延高
中时代就显露了天才的一面，他思维
异于寻常人，还帮助好哥们写歌向心
爱的女生告白。曾经的老师则带来了
韩延高中时与女同学合影时的青涩照
片，一时间发布会现场怀旧气氛浓厚。

因为唯美动人的画面和真挚的
音乐表达，《第一次》被大家奉为青
春片的良作。当有人问韩延为何能
拍出如此美的画面时，韩延幽默地
说：“把片子拍美了，是光线、构图做
得好。但我觉得去了那么多地方，还
是济南最美。”他还表示，“以后会拍
关于泉城的电影，这里有我的青春
印迹，值得怀念。”

《第一次》家乡首映

韩延要拍部电影
展示泉城美

近日，由山东影视集团摄
制的电视剧《知青》正在央视
热播。5日下午，该剧导演张新
建、编剧梁晓声以及众主创来
到济南举行见面会。梁晓声
说，他之所以能写出《知青》这
么好的剧本，是因为剧组上下
给了他足够的创作空间。谈到
他创作该剧的初衷，他诚恳地

表示，文学创作要有文化自觉
和责任心。

电视剧《知青》没有明星
大腕参与，却取得了高收视
率，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对此，编剧梁晓声表示，他之
前并没想到会有这么高的收
视率，“不但我没有预期，导演
自己也没有预期。因为这个剧

本身有严肃的历史回顾和对
人性、人格的深沉思考，时代
背景又是特定的，不同于其他
一些电视剧。我们当时想，这
个剧可能会使一些追逐娱乐
文化的人敬而远之，但我们不
想迎合当下的娱乐文化，制
片、导演也反复强调过一定要
保证这部剧的品质。”

梁晓声透露，当初他之所
以接受制片人侯鸿亮的要求
创作该剧，也是因为剧组上下
给了他很大的创作空间，“最
早跟我联系的是侯鸿亮。有一
次他给我打了个电话，希望我
能够创作一个知青题材的剧
本，那时我没有立刻答应他，
让他过半个月后再给我打电
话。当时我想，可能过半个月
之后，他们这股冲动劲过去，
就不会再来找我了。因为我觉
得知青题材的禁忌多，有很多
不能碰的地方，如果创作尺度
受到限制那还不如不写。但是
半个月后，侯鸿亮又给我打电

话，坚持让我创作，并且给了
我非常大的创作空间，我才坚
持把这个剧本写出来。”

梁晓声的作品多以知青
题材为主，被称为“北大荒小
说”，《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师
恩难忘》、《年轮》是他的代表
作。其作品展示了北大荒知
青的痛苦与快乐、求索与理
想。从上世纪 9 0年代开始，
梁晓声的作品开始探讨现实
与人性，《浮城》、《恐惧》、

《泯灭》等小说，都能看出他
在这方面的努力。对于《知
青》的创作，他则用文化的自
觉和文化的责任心来评价，

“知青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群
体，我们希望最大程度地还原
那个时候的知青生活。写知青
题材，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文
革’背景，我们过去的知青作
品，对一些东西涉及得不多，
或者有所顾虑，这对历史来
说，是不可以的。”

取取得得高高收收视视
梁梁晓晓声声连连称称没没想想到到
本报记者 任磊磊 实习生 杨豆娟

《知青》

梁晓声 本报记者 徐延春 摄

▲张新建 本报记者 徐延春 摄

▲韩延求婚成功。
本报记者 徐延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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