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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山东文化艺术节11日拉开帷幕，文化大戏连演一个多月

准准备备好好了了，，马马上上““抢抢戏戏””
本报讯（记者 师文静）

民族歌剧、山东戏曲、优秀
美术大展、非遗体验……这些
文化需求，在第十一届山东文
化艺术节上都会得到满足。9
月11日至10月20日，山东省
文化厅主办的第十一届山东
文化艺术节将在济南、滨州等
地举行，20余项主题活动、80
多台精品剧目演出、12项美术
大展、30余项各类群众文化活
动和公益讲座将在全省铺开。

精品大剧一次看个够

山东文化艺术节每三年
举办一届，是我省最高水平的
文化艺术盛会，自1987年以来
已连续举办十届，产生了广泛
的社会影响，是全国省级举办
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综

合性文艺活动。每届文化艺术
节上，新创作优秀剧目评比、展
演都是重头戏。本届评比展演
共有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
记》、枣梆《草根大师》、柳琴戏

《崔家沟》、吕剧《大河开凌》、山
东梆子《泰山人》、柳子戏《东方
圣医》、儿童剧《戴“星星”的孩
子》、京剧《邓恩铭》、蛤蟆嗡《武
训舍情》、话剧《兵·道》、歌剧

《檀香刑》等24台剧目。
24部作品中，入选全国性

重大艺术展演的5部，入选国
家艺术基金资助扶持的6部，
入选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创作
扶持项目的4部。如青岛创作
的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
充分展示了我省艺术创作的
最高水平。省文化厅艺术处处
长张东林表示，近年来我省创
作推出的这24部优秀文艺作

品，以新颖的文艺理念、精彩
的艺术手法，从不同角度、不
同层面展现了齐鲁大地的历
史文化、地域风情、社会生活
和人生百态，是艺术家们对历
史、对现实、对社会生活深刻
思考的结果，具有较高的艺术
水平和观赏价值。

各种展演比赛天天有

除了大剧评比，新创作小
型剧（节）目评比展演暨第三
届全省小型戏剧新创作优秀
作品展演，也将于26日—29日
在滨州市展开。吕剧《回家过
年》《社区新风》《海棠依旧》

《大后方》《情感扶贫》；山东梆
子《盼娘归》《还魂儿》《一个也
不落下》，柳琴戏《桃花缘》《返
航》，渔鼓戏《老邪上任》，扽腔

《罚镇长》等一批地方戏参评，
这些剧目全部由基层院团创
作演出,从多个侧面反映了社
会的变迁、时代的进步。

另外还有34台剧目将在
全省各地演出，这34台剧目是
我省三年来创作的大剧，但因
受评比展演规模的限制，这些
优秀作品将以全省展演的方
式与观众见面，真正把好剧送
到他们身边。

本届文化艺术节期间，还
有优秀美术作品展览、群众文
艺新创作品展演、“华东六省
一市戏剧小品大赛”、大学生
戏剧节、“非遗社区、校园行”
等活动将陆续展开。

本届山东文化艺术节适逢
第二届山东文化惠民消费季，享
受补贴后最低票价只需30元，即
可走进剧场观看各种演出。

本报讯（记者 师文静）
舞蹈《齐风鲁韵》、民乐合奏《夸
山东》、舞蹈《孔府乐舞》等具有
山东本土传统文化元素的乐舞
节目上演，观众从这些雅致、优
美的音乐、舞蹈中，感受到了齐
鲁大地的韵味与风姿。7日晚，由
齐鲁晚报、山东省文化馆联合主
办的“相约消费季 百姓大舞台”
迎来了山东歌舞剧院专场，一段
段轻盈优美的舞蹈，一首首韵律
十足的传统民乐，将观众带
入了高雅艺术的殿堂。

当晚的演出在
舞 蹈《 齐 风 鲁

韵 》中 开
启，艳丽、欢快的

群舞融入了具有本土
特色的舞蹈动作，以展示齐

鲁大地的风采和齐鲁儿女的壮
志情怀。在舞蹈的余韵中，歌曲

《幸福来》将观众带入幸福的畅
想中。领略完二胡名曲《战马奔
腾》，歌曲《芦花》《梨花又开放》
又将观众带入纯美的意境中。

细雨绵绵，娟丝飞舞，女孩
明眸善睐，愿为你撑起一把
伞……舞蹈《女儿雨》则将傣族

风格的表演呈现在舞台上，观众
随着音乐、舞姿徜徉在民族特色
的艺术中。民乐合奏《夸山东》，
用大气磅礴的音符，展示了滔滔
黄河入东海、五岳独尊高万丈、
孔孟之乡传万代的齐鲁大地风
韵。而新民乐经典之作《奇迹》，
则将现代元素融合到传统民族
乐器的演奏当中，以丰富的想象
力和无限的创造力重新演绎中
国民乐之美……

这些本是高雅
的艺术作品，登上“百
姓大舞台”，为观众带
来了高雅的艺术享
受。为了观看这台精
品歌舞专场演出，不

少观众很早就到省文化馆群星
广场占位子，现场有七八十岁仍
精神矍铄的老爷爷、老奶奶，也
有稚气十足的小朋友，都看得很
高兴。

下周五“百姓大舞台”将上
演菏泽群众艺术馆专场，菏泽优
秀的文艺节目齐聚。

本报讯 著名相声表演艺
术家、常氏相声第二代掌门人
常宝华先生 7日在北京病逝，
享年88岁。

常宝华，1930年生，自幼随
父亲常连安、兄长常宝堃（艺名

“小蘑菇”）学习相声；8岁到北
京西单商场启明茶社相声大会
学徒；9岁开始登台表演。1942
年，参与了电影《锦绣歌城》《花
田八错》的拍摄。

21岁时，常宝华拜相声大
师马三立为师。1976年，常宝华
和侄子常贵田创作演出的相声

《帽子工厂》轰动一时，成为当
时相声直接介入重大社会生活
的代表作品之一。历年来创作

（包括合作）相声、小品、快板等
170多篇。曾多次获得全国和军
队文艺创作、表演奖。2006年，
获中国曲艺界最高奖“牡丹奖”
终身成就奖。

在相声界，常宝华是出了
名的爱看书。随着年纪的增大，
常宝华看的书越来越多也越来
越杂，从相声到戏曲到人物传
记甚至经书、心理学著作一字
排开，《土语词典》《中国人名大
辞典》等少见的书在他的书架
上都有各自的位置。

常宝华曾说，他创作相声靠
的是积累，但是更重要的是通过
间接生活，比如书报杂志。“我以
前订七种报纸，还不包括赠阅，
现在已经减少为四种，每天都会
浏览。”《比童年》就来源于他从
报纸上看到的一篇小学生作文。

2015年，晚辈们为85岁的
常宝华举办了从艺80周年的告
别演出，相声界明星级演员都
到场助兴，轰动一时。

常宝华共有五个子女。长
孙常远，目前是开心麻花知名
演员。孙女常思，是国家花样游
泳队队员，曾在世界游泳锦标
赛上获得银牌。 (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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