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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洁） 1月12日，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 100 个山
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实
践基地名单，聊城市推荐的鱼山梵呗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聊城
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等8家单位成功
入选。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教育实践工作，着重在非
物质文化遗产人才培养、传承实践活
动开展、科学研究、宣传传播能力提升
等方面进行探索实践，不断完善非遗
保护基础条件，丰富传习课程内容，积
极开展传授培训活动，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体系不断完善，非物质文
化遗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能力持续提

升。
此次入选的 8 家单位及推荐的项

目分别为：聊城幼儿师范学校的柳林
花鼓、东昌府木版年画、金氏古筝、临
清龙灯项目；水城中学的聊城梅花桩
拳项目；道口铺永兴堂民俗文化馆的
东昌府木版年画项目；东阿阿胶股份
有限公司的东阿阿胶制作技艺；东阿
县二郎拳协会的东阿二郎拳、东阿大
红拳项目；鱼山梵呗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中心的鱼山梵呗项目；冠县
东街学校的查拳项目；聊城大学美术
与设计学院的东昌府木版年画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聊城大学美术与
设计学院还被认定为全省37个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之一。

聊城8家单位入选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实践基地

■ 赵琦
1月11日，聊城市新华书店发布2021年度图书畅销榜单，勾勒出了2021年图书市场的畅销图。不妨来

看看过去的一年，市民朋友都喜欢看哪些书，这些书你是否“收入囊中”。

聊城新华书店2021年度图书畅销榜单出炉

这些畅销书，你买过了吗？

本报讯（赵琦）近日，我市作家李
立泰的微型小说《奶奶的党费》、高杉的

《军歌做证》入选《世纪微小说精选100
篇》。

《奶奶的党费》记述了在抗日战争
时期，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身为
共产党员的奶奶积极交纳党费的故
事。奶奶为交每月一分钱的党费犯愁，
听区委同志讲，党费也可以用实物代
替，直接交到区里。奶奶响应号召，考
虑当时区队战士吃饭是个难题，甚至饿
着肚子打鬼子，于是就让自己的儿子爬
榆树撸榆叶，蒸了一锅高粱面的榆叶窝
窝作为党费上交到区委。

在《军歌做证》中，86 岁高龄的五
爷找乡民政部门申请认定自己的红军
身份。基于当时的特殊条件，在没有任
何材料能够证明的情况下，五爷唱了一
首《渡江动员歌》，县领导以此为据，认
定了五爷的老红军身份。

据了解，《世纪微小说精选100篇》
精选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 100 篇
优秀微型小说，其中包括鲁迅的《一件
小事》、赵树理的《田寡妇看瓜》等名篇，
以微型小说集的形式，展现了党的百年
辉煌历程，讴歌了无数革命英雄前赴后
继参与抗战的光辉事迹。

我市两作家作品入选
《世纪微小说精选100篇》

本报讯（通讯员 翟先丽）“古云
镇潘庄村自明代建村已有 600 多年的
历史，为了记录历史，记住乡愁，经过整
理，《潘庄村志》正式发行。”1月8日，历
经8个月的筹备、编纂，装帧精美、考据
翔实、内容生动的《潘庄村志》正式发
行。在当日举行的发布会现场，来自莘
县古云镇政府、化工园区、县史志办等
相关单位的领导、村党支部书记、村志
主编、企业代表等一一发表感言。

《潘庄村志》是莘县目前整理编纂
的第6部村志，该村志坚持正确的指导
思想，体例完备、结构严谨、内容全面、
资料翔实，以志为主，述而不论，突出了

时代特征、地方特色。
《潘庄村志》分为地舆志、大事记、

基建志等十四编，从不同的角度、层面、
展现了潘庄村 600 年发展历程。潘庄
村为延续乡愁，率先编修村志，走在全
镇前列。读村志可通晓潘庄的历史脉
络，了解潘庄村的风土人情，一览潘庄
村的历史全貌。

修志问道，以启未来；以史为鉴，传
承后人。《潘庄村志》的编纂发行，是潘
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又一丰硕成果，
将为潘庄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乡村记
忆。

古云镇首部村志《潘庄村志》发行

1月12日，由莘县文化和旅游局主办、莘县文化馆承办的莘县乡村文艺人才
培训活动走进魏庄镇。

本次培训活动内容丰富，内容包括笙、板胡、二胡等乐器的弹奏技法以及豫剧
特点、唱法等内容，专业戏曲和乐器辅导老师对乡镇文艺爱好者进行了专业指
导。 ■ 赵琦

艺文动态

去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色书籍成
为不少市民选购的热门。根据市新华书店发布的
图书销量前十的榜单，《中国共产党简史》《为什么
是中国》《红星照耀中国》稳居销量前三；在社科类
销售榜单中，党史学习教育书籍占比较大，其中《论
中国共产党历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习问答》《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
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等备受读者青睐。

红色经典小说《红岩》，被誉为“革命的教科
书”，是2021年度畅销图书之一。小说以解放前夕

“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敌我斗争为主线，展开了
对当时国统区阶级斗争全貌的描写。作品成功地
塑造了许云峰、江姐、成岗和华子良等为代表的共

产党人的英雄形象，被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团中
央命名为百部爱国主义教科书。

《红岩》把文艺写进民族复兴的历史里、写在人
民奋斗的征程中，在豆瓣网友留言中，小说点赞最
多的一条留言这样写道：“这本书是红色文学中我
最喜欢的两本之一。这本书写得悲壮、豪情，一旦
投入进去就会热血沸腾。很多想法，在小时候读的
时候没有，但看得多了就渐渐了解书中人物的英雄
本色。”同样挺进榜单前十的还有钱钟书所著的长
篇小说《围城》，作品创作于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
争时期的动乱年代，它没有展示战火硝烟的世界，
而是通过中上层知识分子的生活来反映旧社会的
丑恶与黑暗。

红色读物强势上榜

“双减”政策推行后，青少年版的四大名著、世
界名著等纷纷上榜，《十万个为什么全新升级版》

《全本四大名著无障碍阅读典藏版》《写给孩子的中
华上下五千年》（共四册）等图书进入榜单，显示出
家长对孩子素质教育的追求，而《十万个为什么全
新升级版》同样出现在了市新华书店童书类畅销榜
单中。

《十万个为什么全新升级版》丛书是一套科普
读物，根据儿童、青少年的阅读兴趣和发展需要，精
心挑选内容，加以系统编排。丛书精心选择了动
物、植物、人体、生活、历史、文化、天文、地理、科技
等方面令孩子们感到好奇的问题，全面展示了一个
绚丽多姿的知识世界。

据市新华书店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几年，越来
越多的家长开始引导孩子诵读经典，体悟古圣先贤
传下来的人生哲理与修身准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润物无声”中启迪着孩子的心智，“现在人们更
愿意通过阅读原汁原味的经典来了解传统文化，而
非一味地借助二手解读。”

除了经典名著，余华的《活着》、路遥的《平凡的
世界》等极具时代印记的图书入围文学类畅销榜
单，冯骥才的全新力作《俗世奇人全本》也强势入
围。《俗世奇人全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者
专门为该书绘制了58幅插图，图文并茂地展现了清
末民初天津卫的地域风貌、风土人情，展现出我国
民间文化的精巧技艺与其中蕴藏的智慧。

传统文化类书籍销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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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简史》

《为什么是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

《围城》

《云边有个小卖部》

《十万个为什么全新升级版》

《全本四大名著无障碍阅读典藏版》

《写给孩子的中华上下五千年》
（共四册）》

《红岩》

《俺们：山东小康之路影像纪实》

历史类

社科类

经管
励志类

文学类

绘本类

童书类

《明朝那些事儿》《半小时漫画中国
史》《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

《少年读国历史》《简读中国史》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
答》《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

《人性的弱点》《蛤蟆先生去看心理
医生》《冯唐成事心法》《墨菲定律》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

《中国科幻基石丛书-三体》《俗世
奇人全本》《某某》《活着》《平凡的
世界》

《我爸爸》《过年啦！》《海鸥宅急送》
《宝宝情景认知翻翻书》《我们的身
体》

《 中国儿童百科全书（超值套装）
第二版》《曹文轩短篇小说臻选》

《十万个为什么全新升级版》《父与
子全集（拼音版）》《米小圈脑筋急
转弯(第2辑)(4册套装)》

本报讯 （记者 吕晓磊） “宽宽
的黄河呦，我们拉起了夯……伙计
们！嘿……”1月11日，寿张镇黄河夯
号非遗表演队受邀参加山东省民俗网
络春晚的录制，具有浓浓地方特色的
黄河夯号《黄河颂》将唱响在春晚大舞
台。

2021年12月28日，寿张镇文化站
站长张春梅接到山东省广播电视台的
邀请函，邀请寿张镇黄河夯号非遗表
演队参加由省文联、省广电联合主办
的《黄河入海 盛世新春》山东黄河沿
岸九市民俗网络春晚的录制。

黄河夯号是黄河沿岸的人们旧时
在修建堤坝或者盖房打地基时，为了
步调一致、团结协作、激发干劲而即兴
喊唱的一种号子，形式自由、唱词口口
相传，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也

是真实的劳动写照，在沿黄一带广为
流传。2009 年，阳谷寿张夯号入选第
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接到邀请后，我们从表演队里选
出5位队员，编排和创新了具有地方特
色的《黄河颂》这个节目。表演队主要
负责夯号的演唱，舞蹈学院的学生配
合拉夯表演。”张春梅说，通过反复练
习，学生们在传承人的指导下，熟练掌
握了表演技巧，整个节目配合非常默
契，为观众送上一道原汁原味的“黄河
味道”大餐，同时也希望通过每一场精
彩演出，使更多人领略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风采，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更多年
轻人心中扎根。

山东省民俗网络春晚将于 1 月底
在山东电视台文旅频道和各大网络平
台播出。

寿张夯号登上山东省民俗网络春晚

■ 本报记者 吕晓磊

徐雪涛，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临清市美协副主
席，多年来苦心探索戏剧人物画，作品在全国书画大
赛中屡屡获奖。舞笔戏墨二十余载，徐雪涛还将国
画艺术与戏曲文化有机结合，并全力推进传统文化
进校园，让更多的青少年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
传播者。

1月6日，记者走进徐雪涛的“韬光园”，听他讲述
他的戏画人生。

丹青里观生旦净丑

出生于1956年的徐雪涛，看上去比同龄人年轻
很多，他说这得益于自己多年的唱念做打。

曾在临清市京剧团工作的徐雪涛，是著名京剧
表演艺术家、谭门第五代传人谭元寿先生的弟子。

“唱了几十年的戏，舞台上的一板一眼、一招一
式都刻在骨子里了，割舍不下。”徐雪涛说，调离京剧
团之后，因为难舍内心的梨园情结，凭借小时候对画
画的喜爱，他开始尝试戏画创作，把舞台上的一招一
式呈现于宣纸之上。

或许和他本身是梨园中人有关，徐雪涛的作品
线条简洁而生动，笔下的戏剧人物神情灵动而鲜
活。关羽的神勇，钟馗的正气，苏三的哀婉，曹操的
暴戾，千人千面；寇准背靴，朱耷卖画，贵妃醉酒，红
娘传书，百戏百象，让人仿佛置身剧场，听到了舞台
上铿锵的锣鼓声和高亢的唱腔。

令人惊喜的是，徐雪涛还以戏入画，以画品戏，
为每幅戏画配上了打油诗，比如，在创作《空城计》戏
文图中所题：蜀相诸葛，城空计不空；魏督司马，兵强
智不强。《击鼓骂曹》中题：怒发直冲冠，壮气横三秋，
双槌变利剑，先断贪官头。

“中国的戏曲自古就承担着‘忠孝仁义’的教化责
任，比如蔺相如的忠，水泊梁山的义，尤其是在没有电
视的时候，戏曲对于观者的立身处世都有明显的陶冶
作用。”徐雪涛说，自己把绘画、京剧、书法以及诗词
融于一体，是想通过作画来表达一种思想，“不可以
戏画戏，必须要以二度创作的态度，以国画元素为载
体，用笔墨语言道出画家想要表达的心声。”

扇子里说传统文化

弘扬传统戏曲文化，传承是重要的一环。
“京剧是我们的国粹，之前我们排戏，因为看的

人多，一出戏能连续演出一个月，而现在，京剧越来
越小众化。京剧、国画、书法……这些都是传统艺术
文化，必须要一代一代传下去的，”这些年，徐雪涛一
直在尝试用一种年轻人更熟悉和更能接受的方式传
递传统艺术之美。

在临清，他进书店、进校园，致力于传授京剧表
演和传统文化。

有时候去一些地方办画展，徐雪涛也会提“条
件”——去学校给学生们讲节课，讲讲传统艺术。

徐雪涛还有一个身份——北京扇子艺术协会副
秘书长，“扇子在我国有非常古老的历史，是曲艺、戏

曲、舞蹈等演出的道具，更是传统艺术一个很好的载
体。”

2019年6月，徐雪涛随北京扇子艺术协会赴北京
外国语学院讲授扇子文化与京剧艺术。课堂上，从

《贵妃醉酒》中杨玉环的扇子，《西厢记》中红娘的扇
子，到《失空斩》中诸葛亮的扇子，再到相声演员手中
的扇子，借着一把扇子，他把传统艺术带进校园，让
年轻人越来越喜欢中国传统文化。

乡情里见谆谆教导

曾创作动画短片《三个和尚》中经典人物形象的
著名画家韩羽，是聊城人，也爱画戏画。徐雪涛的戏
画也曾得到过韩羽的指点。

“在机缘巧合之下，我结识了韩羽先生，曾多次
去韩羽先生处拜访求教，更有幸得到了韩羽先生的
指点。第一次见面时，老先生一口浓重的家乡话，

‘临清的，好，坐下聊两句’让人很亲切。”提起韩羽，
徐雪涛难掩激动。

徐雪涛说，后来他又多次拜访过韩羽，也在一些
活动中有过交流，每次韩羽都会给自己很多指导。

“太像为媚俗，不像为欺世”，这是韩羽对徐雪涛
的教导，“韩羽先生经常说他自己‘画戏不像戏’是因
为自己没有唱过戏，只能用绘画的语言去创作，但我
曾经是个京剧演员，画出来就要‘像戏’，而戏画又讲
究守朴、守拙，太像了又会媚俗。”如何把握像与不像
的分寸，怎样才能不媚俗且不欺世，徐雪涛说，他一
直在摸索着。

舞笔戏墨二十余载 生旦净丑尽在尺素

徐雪涛的戏画人生

艺术百家

徐雪涛国画作品《空城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