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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里年味儿浓，既饱眼福又欢乐
如今过年已不再期待吃穿，年味儿

如何焕发新意？在山东、广东等地，一些
博物馆推出“春节档”特别展出或趣味
活动，让市民和游客过一个“文化味儿”
十足的新春佳节。

2月12日至2月25日，山东省平度
市博物馆举办平度历代石刻与碑刻展。
平度市博物馆副馆长曲涛表示，选择
“春节档”展出，主要是向更多青年学生
及返乡人士展现平度深厚的历史文化，

激发他们知平度、爱家乡的热情。
据介绍，这次展览以固定陈列展的

方式展出118件平度地域出土的石刻、
碑刻和画像石等，其中多件是首次公开
展出。石刻展中，2016年出土于平度后

巷子社区的西汉石羊镌最为著名，因为
有铭文的石羊镌在全国仅有五件。
“博物馆里过大年真是大饱眼福，每一
块石刻和碑刻上都写满故事，春节这顿‘文
化餐’很棒。”平度市民王晓晨说。据新华社

□文/图 半岛记者 王晓伟
通讯员 宗绪昌 孙晓燕

春节期间，为进一步丰富和活跃
全市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发展和传承
戏曲文化事业。平度市吕剧团、平度市
演出演艺联盟精心组织的“文化惠民、
送戏下乡”和“千场戏曲进乡村”文艺
演出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文化惠民，把戏曲送进乡村。平

度市吕剧团 2月 12日（农历正月初
八）～ 3月5日开展“文化惠民、送戏
下乡”2019年第一轮演出活动，共走
进全市18个镇、处、开发区，演出《姊
妹易嫁》《龙凤面》《墙头记》《三子争
父》等古装传统吕剧36场，观众达3
万余人。

千场戏曲进乡村，丰富活跃群众
文化生活。演出演艺联盟 2月 10日
（正月初六）～ 5月30日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千场戏曲进乡村”文艺演出
活动。演出《罗衫记》《小姑贤》《钥匙
记》《恩怨情》《莲花庵》《六尺巷》《张
郎休妻》《双婚配》等古装传统戏675
场。其中，北苑剧团和仁祥柳腔剧团
是比较优秀的庄户剧团，无论是演员
的化妆、表演，还是乐队的伴奏，都比
较到位，水平高。
平度市吕剧团、平度市演出演艺

联盟广泛开展富有年味、民味、文化
味和惠民、为民、乐民的文化活动，把
党的声音和关怀传递到百姓心间，多
创作、多演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
品，不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文/图 半岛记者 王晓伟
通讯员 宗绪昌 王忠友

农历正月初二至初八，正月十
四、十五，由平度市图书馆、青岛永
聚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青岛大汉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青岛大汉胶东
酒业有限公司、华夏保险公司、大
泽山高氏庄园等联合举办的“大汉
胶东杯”第37届春节（元宵节）灯谜
会在古岘镇一里村民俗文化街举
办，参与人员3000多人。
据悉，平度“春节（元宵节）灯

谜会”为春节期间的重要文化活
动，由市图书馆连续举办了36届。

该活动集知识性、趣味性、娱
乐性于一体，深受广大市民的喜
爱，丰富了春节期间城乡居民文化
生活。
今年的灯谜会以“迎新春、猜

灯谜、观花灯、吃糖球、扭秧歌、跑
旱船、品美食、看大戏、研国学、倡
民俗”等内容为活动主题。民俗街
悬挂各类花灯 300多盏，特色小吃
20多种，游戏及小百货30多家。现
场设有谜语箱，印制谜卷 1 0 0 0 0
张，每张印有 5 0条谜语，即抽即
猜，猜中后现场发奖，奖品由青岛
大汉胶东酒业有限公司、华夏保险
公司、大泽山高氏庄园提供。

□宗绪昌 王晓伟

戏剧文学是指供戏剧舞台演出用
的剧本。剧本，是“一剧之本”，它是一种
与小说、散文、诗歌并列的文学体裁，
因为它具有突出的舞台性，创作上受
到戏剧基本特征的制约，所以有着特
殊的创作难度。原平度市电影公司影
院经理潘喜，退休后学习戏曲、曲艺等
创作，在潜心自学和不断创作中，逐步
成长为一名戏剧创作者和青岛市文化
志愿者大队平度分队长、山东省戏剧
家协会会员。
潘喜在20岁的时候当上一名电影

放映员，走村串乡放映过数不清的电
影。后来，又担任过电影公司分公司经
理、影院经理，跟电影打了几十年的交
道。丰富的职业经历培养了他充足的
镜头感，在工作中又经常接触电影剧
本，所以他从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开始
尝试着创作剧本。2006年，他完成了自
己的首部作品音乐话剧《秋天的钟
声》。
潘喜在影院负责的时候，接触了

很多学生上网吧。于是，他就构思《秋天
的钟声》。写的一个孩子，父母离异，原
先学习好、品德好，离异导致学习下滑，

走向低谷，老师和家长挽回，最终又教
育好了。潘喜创作后觉得缺乏很多东
西，一写不行，需要充电学习，就买资料
学习。
创作上有了第一次尝试，潘喜便在

学习中创作，创作中学习，创作的作品
越来越多。近年来，他多次参与平度春
晚、平度农民春晚、平度戏曲晚会的节
目创作。他还经常到基层，下镇处、村庄
与文化馆的老师们一起参加文化活动、
进行节目创作。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他
参加了平度市“说唱”讲理论活动，创作
了演唱快板剧《砥砺奋进的平度人》、表
演唱《大美云山看今朝》和小品《喜事新
办》，这些作品讲“群众话”、说“平度
事”，接地气，将高深的理论通俗化，让

老百姓听得懂、听得进，受到了上级部
门表扬和观众喜爱。
2006年以来，市委、市政府整合旅

游、农业、人文景观等各方面资源，创新
性地唱响了春夏秋冬现代农业“四季节
庆歌”，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打造出现
代农业的金字招牌。在潘喜创作的作品
中，有一部分就涉及到了对四季节庆的
宣传。地瓜戏《瓜果乡情》是他围绕明村
镇西瓜产业创作的现代独幕剧，讲述了
一位大学毕业生返乡创业种植西瓜的
故事，这出戏已经被搬上了舞台，唱出
了明村西瓜种植的历史，增加了明村西
瓜的品牌美誉度。为马家沟芹菜节创作
的历史传统吕剧《芹菜缘》已脱稿。
近年来，特色小镇的建设工作在平

度市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建设者们正
努力构筑“宜居、宜业、宜游”的特色小
镇群落，打造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升级、
百姓安居乐业的筑梦空间和有效载体。
崔家集镇人文历史悠久，农业资源丰
富，农耕文化丰厚，素有“神集”和“金粮
仓”的美誉。潘喜在深入了解当地风土
人情和农耕文化后，创作了《农耕小镇
之歌》，在当地经久传唱。崔家集主要
是农业，没有高山名河，创作农耕小镇
之歌，唱成了镇歌。诗朗诵，虽然我们
远离市区/但跟昌邑高密是好邻居/虽
然我们没有高山/但是我们有丰收的
大地/虽然我们没有矿产/但是我们有
粮食。唱成了镇歌，天天唱。“不在家里
创作，有时候3天写不出字，必须到现
场看看。”潘喜说。东岭村到现场看，
树、河、花坛、故事，创作传唱，村里当
成广场舞曲子。城东埠，旅游、经典，全
国文明村庄，潘喜创作的歌曲MV《我
的家乡城东埠》（60秒欣赏）跳广场舞
用。
有人把退休比喻是人生第二青春

的开始。的确，人的身体可以变老，但是
精神可以永远保持健康向上。潘喜在退
休后，退而不休，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并且丰富着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他对
自己退休生活的安排，既愉悦身心，又
通过戏剧创作，发挥余热，奉献社会，便
成就了他人生的第二个青春。

戏曲进乡村，欢乐送万家 “大汉胶东杯”第37届春节（元宵节）灯谜会成功举办

潘喜：戏剧文学创作永远在路上
[ 最美文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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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喜


	PA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