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艺宣传城市建设，青岛有新意
2024青岛市原创曲艺作品大赛颁奖 新人新作赢得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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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兰芳、张志宽助阵 颁奖礼精彩多

青岛市原创曲艺作品大赛自前年起举办，每两年
举办一届。大赛为曲艺家和爱好者们提供展示才华、
交流互鉴的舞台，也为传承弘扬曲艺艺术、发现培养
曲艺人才、推动岛城曲艺事业发展和繁荣发挥重要作
用。

2024年度的大赛分为成人组和少儿组，经专家评
审，成人组 16 个作品入围决赛，少儿组 26 个入围决
赛。最终评出成人组表演创作一等奖2个，表演创作
二等奖 5 个，表演创作三等奖 6 个和 4 个特别奖。少
儿组评出少儿组表演一等奖5个、二等奖8个、三等奖
13个、创作奖6个。

颁奖典礼在交响与快板《驶向深蓝》的旋律中拉
开帷幕，大赛获奖者与特邀曲艺名家们精彩亮相，对
口数来宝《上街里》、相声《鲜花送给可爱的人》、小品

《有你真好》、群口快板《新黄河谣》、山东琴书演唱《长
征路上》等节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和欢呼喝彩。
表演者们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展现了青岛曲艺的艺术
魅力，让观众享受到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著名评书
表演艺术家刘兰芳现场倾情演绎了评书《康熙买马》，

著名快板书表演艺术家张志宽精彩表演了快板书《武
松赶会》，两位艺术家的登台献艺，将颁奖典礼一次次
推向高潮。

曲艺新人亮新作 大赛亮点多

本届大赛涌现了许多青岛曲艺新人，他们创作
了许多符合时代特色、青岛印记的新作品。更令人
欣喜的是，本次大赛吸引了武汉，大连、常州等地曲
艺人才前来青岛交流、互动。青岛市曲艺家协会主
席王雷总结，参赛选手们稳健的台风、自如的表演以
及激烈的角逐，充分展示了广大曲艺家的创作水平
和精神风貌。

“我们进入新时代，文艺作品要歌颂新时代，但现
状是缺少文艺精品创作和理论评论。”王雷说，青岛从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了很好的曲艺基础，曲艺名家
吉文利、王延照、王暖温、朱积敏、莫宏等依然活跃在
曲艺舞台，而青年一代虽然有刘宗琦、刘炳耀等人，但

总体人数不多。“令人遗憾的是，曲艺作品特别是儿童
曲艺作品在舞台上呈现的，很多都是多年前的创作，
我们需要创作具有时代特色的文艺精品，因此举办了
原创大赛。”

今年的大赛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成人组的
山东快书、快板书、山东琴书、胶东大鼓、评书、小
品都有新作品呈现。“这些作品把青岛各行各业劳
的动模范，先进典型英模人物进行了宣讲。”比如
评书《李涌赞》等。而作品《逛街里》把市南区的老
景点新变化进行结合创作，还有的作品展现西海
岸发展建设状况，宣传了青岛的城市建设。大赛
涌现出来的新作品成为青岛曲艺百花园中各具特
色的风景。

同时，大赛涌现出很多优秀的青年演员，“说明青
岛曲艺没有断代，只是青年演员没有足够的舞台。”王
雷希望通过大赛，让全国曲艺作家研讨、沟通、交流，

“大家集体创作，宣扬这座城市。为新时代曲艺发展
做出贡献。”

从心出发 用笔墨“养”马
兴安在青分享新作《天性如此》举办展览“解域”

《天性如此》道出独到文艺见解

“用笔墨养马，凭智性谈艺，以真情看人”。蒙古
族的兴安藉艺术与文学回返自然，也回返内心的梦幻
之境。他拥有多重文艺身份：文学评论家、作家、水墨
艺术家、编审……曾任《北京文学》副主编，任职期间
参与推动先锋文学的发展。“2024年，适值‘先锋文学’
出发四十年，曾被文学史列为标识之作的《拉萨河女
神》夹杂着汉语写作与藏地的跨域意味。而在四十年
后，我们在大海的不远处，拟以‘解域’开启系列的回

看，作为纪念、醒思，以及顾识。”青岛文学馆馆长臧杰
如是总结。

《天性如此》是兴安近期出版的散文选集。书中
第一部分是关于自然、生态、故乡的描绘和思考；第二
部分是对当代艺术的感悟，尤其是对文人书画的认识
和解读；第三部分是文学回忆和文化人物的聚焦。

臧杰表示：“从《天性如此》的书名可以看出，写
作，是一个人寻找自我、接近自我的过程。兴安是到
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内心潜藏的东西才慢慢被激发出
来，而后通过艺术表达，不断地回到草原。”

山东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中国海洋大学驻校作
家赵德发表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兴安都是以编辑、
评论家的身份活跃在中国文坛，近几年，他不断地展
露绘画和书法方面的天分，在中国文化界形成了一个
独特的存在。“在《天性如此》中，兴安对艺术的独到见
解令人惊叹。”在山东散文学会副会长王川看来，兴安
笔下的马，是诗意的，梦幻的，古典的，甚至是孤独
的。“这是兴安的内心投射，也是梦的投射。”

“解域”保持文学艺术的多样性

“兴安的马系列作品，是他在文学写作之外的遣
兴之作，逸笔草草，笔情墨趣，既有传统笔墨的韵味，
又融入了现代审美观念，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风
格。”青岛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蒙古族艺术家蔡树本表
示，兴安是蒙古族，少年曾在内蒙古草原生活，血液里

渗透着蒙古人对马的情感。“他的作品不仅是对马的
描绘，更是对人类与自然，人类与动物之间关系的思
考与理解。”

“在我这个年龄，想的时间其实比画的时间要
多。在我十八岁以前学习绘画中无法理解和解决的
问题，在五十岁以后反而解决了，有种无师自通的神
奇感觉。可以说，这三十年来，我虽然几乎没有动笔
画画，却一直受到文学的滋养，让我对绘画有了可能
别人无法获得的感悟和提升。”兴安表示，现在重新回
到艺术这条路上，也算是圆了自己少年时的梦想。“我
感觉自己每天都在进步，这点对我很重要，进步就是
动力，如果没有了进步的感觉和愿望，那将是艺术创
作的停滞和终止。有人问我笔下的‘骷髅马’表现了
什么，我无法回答，但我可以讲古人‘千金买骨’的故
事，讲蒙古人对马的尊重，讲我对生死观的思考，还有
权力与善良的关系。”

在谈到本次展览的主题“解域”时，兴安坦言：“不
同文化和艺术相互之间的交叉是非常重要的。我们
或许可以穿同样牌子的衣服，住同样构造的楼房，但
文学和艺术是不能同一的，它必须要保持差异性，甚
至异质性，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和艺术才会更多样，
更丰富，也更有人性。”

“我不是画马的人，我是一个用笔墨、用心‘养’马的人。”上周末，兴安《天性如此》新书分享会
在良友书坊·塔楼1901举办，同时“解域——兴安水墨文献展”于良友书坊·中心店启幕。兴安与
他的文艺界朋友一起，围绕“马”的意象，探讨文学与艺术。

兴安在展览“解域”开幕现场。

兴安新作《天性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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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新时代青岛曲艺的蓬勃发展，曲艺宣传城
市建设呈现新意。7月29日，2024青岛市原创曲艺
作品大赛颁奖典礼在青岛音乐厅隆重举行，来自青
岛乃至全国的曲艺高手汇聚一堂，展示曲艺新风。

“我到青岛很多次了，每次都感觉青岛的曲艺有新
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表示，她从这次大
赛中看到了“曲艺有传承”，“希望我们青岛的曲艺出
更多的新人新作！”

此次活动由青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市南区
委宣传部主办，青岛市曲艺家协会、市南区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市南区文化和旅游局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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