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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9月14日讯
（记者 乔显佳）本报和齐

鲁文化研究中心发起的“齐

鲁文化新地标”评选活动，

连日来得到了读者的积极
响应。在本报网站上，已有

多位市民建言献策，向活动

主办方推介了自己心目中

的“齐鲁文化新地标”。

为便于全省各地读者

表达自己的意见，参与本次

活动，本报网站(http：//

www.qlwb.com.cn/)特开辟

“齐鲁文化新地标评选”栏

目。目前，读者已经推荐济
南的泉城广场、全民健身中

心，青岛五四广场、奥帆基

地灯塔，枣庄运河古城等一

批建筑参选。网友“过眼烟
云”在候选地标介绍中，引
用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

道说：“拥有60万人口的德

州，四周是500万农民，过去

以养鸡为主，今天的德州称

自己为中国的‘太阳城’。”

“中国太阳谷”这一称谓不

仅是一个建筑意义上的地

标概念，还是一座城市转型

发展的“地标式”建筑。

本次评选活动面向广

大读者有奖征集以下内容：

(1)各地候选“齐鲁文化新

地标”；(2)候选新地标的有

关故事、图片；(3)新地标建

设者的第一手资料；(4)齐

鲁文化传统地标的故事、图

片，与地标有关的有文物价
值的实物。推荐材料被采用

的读者将获赠主办单位赠

送的纪念品一份。

读者也可通过其他方

式参评活动：(1)拨打本报

96706读者热线；(2)编辑数

字 3 2 加 内 容 发 送 至
10628787210参与推介评选
(短信1元/条)；(3)通过书

信形式，阐述自己的意见建

议，邮寄地址：济南市历下

区山东新闻大厦齐鲁晚报

“齐鲁文化新地标”评选活

动组委会，邮编：250014。各

市相关部门也可通过与齐

鲁晚报驻各市记者站联系，

进行推选。

“新地标”评选获积极响应
欢迎读者继续报料 神秘奖品等您来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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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标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概念，而是一个代表城市风格与品位的文化产物。文化地标，已然成为城市文化的创意

策源地。

9月13日，本报与齐鲁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齐鲁文化新地标”评选活动已经正式启
动。为推动评选活动深入开展，让更多读者感知新地标、评价新地标，并进一步参与

到新地标的推选中来，本报从今日起将不定期推出新闻专栏“探寻齐鲁文
化新地标”，敬请关注。

编者按

一年百场演出造就“人心地标”
可以说，随着青岛大剧院一落

地，在岛城市民看来，新的地标性

建筑已经形成了。

“除了地理概念上的地标，今

后的青岛大剧院还要成为人们心

目中一座文化地标建筑，显示青岛

市文化艺术水准的高度。青岛大剧

院是一个平台，一个吸引世界级高

水准演出的平台，也是展示青岛市

文化建设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更

好地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提高市

民的艺术素养。”说这话的是青岛

保利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海翔。不久前，拥有专业管理和

院线优势的该公司正式入主青岛

大剧院，全面负责大剧院下一步的

日常运营活动。

对于青岛大剧院未来的运

营，王海翔和他的团队已经有了

清晰的目标，1年演出130场，平

均每3天一场高水准的演出。其

中有30场属于公益演出，实行低

票价或者免票，用于帮助那些城

市低保、低收入群体提高文化艺

术的欣赏水平。此外，全年平均

票价不超过260元，最低30元，不
让高雅艺术的高票价成为靠近它

的“拦路虎”。让演出为这座地理

意义上的“新地标”充分注入文

化因子。

格“探寻齐鲁文化新地标”之一

青青岛岛大大剧剧院院
岛岛城城东东部部的的一一团团““星星云云””
文/本报记者 乔显佳 刘玉彩 片/本报记者 盛文静

德国大师严谨作风打造佳作
近年来，山东一些城市降雨

多，对城市地下排水管线形成巨大

的挑战。青岛也经历了几次这样的

挑战，但都安然度过。岛城一些市

民将其归结为依山傍海的地理优

势，也有人对百年前德国人留下的

排水系统钦佩不已。

“那时候是殖民侵略，如今是

文化交流。”牟东明说。在青岛大剧

院的设计中，处处体现出了德国设

计师一贯的严谨作风。

青岛大剧院由德国著名建筑

大师冯·格康先生领衔设计，其创

意以青岛的崂山、大海、浮云为主

要元素，采用大平台、云顶、创纪录

的120米大跨度钢结构及外墙倾
斜7度的设计……用诗一样的建

筑语言，暗喻崂山的独特美景，使

得青岛大剧院的整体设计，在全世

界范围内也具有很高的识别性。

“青岛大剧院的总投资是13

亿多，我们付给他们(设计方)的

是巨额的设计费用，而他们也处

处表现出了一个著名设计公司的

敬业和严谨。德国设计师每周从

本国飞往青岛一次，到现场考察、

测量后，又飞回德国，继续开会、

设计、创意、调整……每周一次，5

年如一日。这得花多少钱？”说这

段话时，牟东明放低了音调，在他

看来，国内的一些设计公司无论

在专业程度还是敬业精神方面，

差距很大。

秋日的夜晚，岛城华灯初上。

站在流光溢彩的香港东路，向东北

望去，夜空之中，腾起一团“星云”。

那里，就是凝结着青岛市上上下下

无数心血的青岛大剧院，10月27

日开放后，它将迎来俄罗斯圣彼得

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经典剧目《天

鹅湖》《灰姑娘》的演出。

青岛大剧院项目圆满落成，令曾

主持建设的牟东明颇为感慨。“抓质

量”是牟东明屡屡挂在嘴边的一个词。

在气势恢宏的青岛大剧院内

部设计中，技术难度最高，而效果

最令人称道的要数剧院的声学设

计。采访中，记者曾尝试站在歌剧

厅前台说话，在不借助任何扩音设

备的条件下，记者说话的内容被百

米之外的牟东明听得清清楚楚。牟

东明透露，建筑声学设计、施工的

复杂性远远超出建筑学本身，为

此，他们组织设计师及声学顾问进

行反复论证，施工过程中也进行了

数次声学测试，确保建筑声学效

果。

令人叫绝的还有大剧院的灯

光效果。设计中不仅融入了浓郁

的中国元素，还选用特殊的建筑

材料，实现了“内光外透”——— 音
乐厅使用时，坐在厅内的观众，抬

头可见漫天的星斗；而站在数公

里外香港东路上的市民，远远遥
望青岛大剧院，则宛若一团星云

腾空而起……

音乐厅中抬头可见漫天星斗

投资13亿元、历时5年，10月27日，青岛大剧院将迎来首秀———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

舞团经典剧目《天鹅湖》《灰姑娘》的演出。在岛城这座文化新地标即将投入使用之际，负责建设该

项目的青岛国信大剧院有限公司总经理牟东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青岛大剧院依山傍海，从远处望去，宛如一团星云。

青岛大剧院内部设计奢华而又严谨。经过特殊的技术处理，厅

内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清楚地听到舞台上的原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