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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本报讯 继花派评剧折子戏专
场展演之后，近日，韩派评剧折子戏
专场在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文
馨苑小剧场上演。演出由辽宁省文
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
心）主办，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承办，沈阳评剧院协办。百余名观众
现场观看展演。

韩派评剧与花派、筱派并称为评
剧三大流派。2006年,评剧（韩花筱）
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其中，韩派评剧唱腔音域宽
广、刚柔相济、行腔委婉，听起来韵味
憨厚。

此次专场展演特邀韩派评剧国
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戏剧表演梅
花奖获得者周丹献艺，演唱其代表剧
目之一《凤还巢》经典唱段。当周丹
登上舞台，她那清脆甜亮的嗓音、细
腻传神的表演，很快将演出推向高
潮。来自沈阳的评剧爱好者乔阿姨
兴奋地说：“我从 20多岁起就迷上了

评剧，《凤还巢》看过十多遍，还是意
犹未尽。现在能演出评剧的剧场太
少了，真希望天天有这样的演出，让
我们戏迷能看个够！”

除周丹外，沈阳评剧院青年演
员、韩派传人韩笑、王爽等表演了《宝
玉和黛玉》《小女婿》等韩派名段。他
们婉转的唱腔、细腻的表演，赢得了

观众的阵阵掌声。
为了营造更浓郁的传统文化氛

围，展演期间还选调了古琴艺术、沈
阳“面人汤”、初春枝满族剪纸、李氏
掐褶纸、金氏绳结技艺、贲氏草编技
艺等省级、市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
展示技艺。参与此次活动的一名传
承人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最贴
近百姓生活的传统文化，能有机会展
示手艺，让老百姓重新认识并喜爱
它，是传承人的责任和义务。”

此次展演是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推出的第二
场传统戏剧系列展演，旨在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促进传统地方戏曲的传承
振兴，践行文化惠民的服务宗旨。

据介绍，11 月 23 日晚，“梨园荟
萃”京剧经典折子戏专场展演将在文
馨苑小剧场上演，继续为广大戏迷票
友奉献传统文化大餐。

王 俏 本报记者 郭 星

韩派评剧折子戏专场在文馨苑上演

读《爱的设计——卢梭与浪漫
派》中关于《包法利夫人》的章节，
感觉脑筋开通，阿兰·布鲁姆纠正
了我对爱玛的认识。不久前，在一
次讲座上解读《包法利夫人》，我说
爱玛的生命格局怎么看也不大，这
与她遇到精神问题时的现实背景
有关。她的圈子窄，接触的人又多
是可笑可鄙的俗人，生活缺少开阔
的背景，这自然影响她的生命张
力。读了布鲁姆的书后，我意识到
这个看法错了。爱玛经历的时代，
浪漫主义虽然已经式微，但它却深
刻地影响着她。爱玛的生活以浪
漫主义为背景，她对男人的期待，
对未来的希冀，虚幻、悬浮、时髦，
与现实完全隔绝，悲剧自然是她的
结局。经布鲁姆点拨，我发现，爱
玛的格局不是小，而是宽广，她的
生命因浪漫主义的思想背景而呈
现出别样气象。

布鲁姆不是文学评论家，专
业是政治哲学，可他对文学作品
的解读却如此透彻，佩服之后我
想到他的母校芝加哥大学，想到
那位提倡阅读“大书”的哈钦斯校
长，想到哈钦斯开出的“大书”书
单。刘小枫《“布鲁姆集”出版说
明》把布鲁姆的经典底子和芝加哥
大学博雅教育理念的关系说得非
常清楚。1929年，哈钦斯入主芝加
哥大学时才 30 岁，这位年轻的校
长不满美国大学的功利和实用，不
满大学教育唯科技和市场的价值
取向，提出大学之道在于不同专业
的学生要有共同的精神文化基础，
接受“共同教育”，让所有学生参与
探讨人之所以为人的永恒问题，以
维护文明的延续。哈钦斯认为，关
于永恒问题的研究精华集中体现
在自古以来的经典中，所以阅读“伟
大著作”是大学生进入专业之前的

必修课。布鲁姆恰是在哈钦斯真正
实施自己的教育理念时进入芝加哥
大学学习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芝加
哥大学成就了布鲁姆。

所谓的“大书”，就是大部头的
经典。当年，哈钦斯提倡阅读“大
书”，很不合时宜。1936 年他发表

《高等教育在美国》，提出自己的教
育理念，直到 1942 年才真正实施，
可见阻力之大。那么在今天，互联
网加市场，凡事可问搜索引擎，有
许多事以利益为先，在这样的环境
下阅读“大书”，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是很难做到的事。大学里的学
生，不管学校怎么功利，怎么以市
场就业为目的，个人应该清醒，念
大学就是读书，读书先读“大书”，
布鲁姆这个才子的经历已经告诉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阅读

“大书”不只是学生要做的事，我们
每个人，即使工作了，进入了社会，
压力再大，时间再缺，这事也不能
放下。这是我这两年安心读书后
领悟到的。扎扎实实地读了几本
书后，我深切感觉到过去的时光真
的荒废了，如果能重来，我会把谋
生剩下的时间主要用在阅读“大
书”上。“大书”给予人的精神欢愉
是其他事情无法取代的，真正读进
去才会知道。人之所以为人的永恒
问题，永远纠缠着人，“大书”会激发
人去探究关于人的种种无解之谜。

“大书”还不只是那些大部头
著作，有些书一二百页，里面却蕴
涵着丰富的思想，它虽薄，也是“大
书”，如维特根斯坦的书。说到他
的书，我自然想起友人袁志坚的
诗句：“我只能一句一句地阅读维
特根斯坦/阅读他所有的著作/也
得不到他思想的全貌/他的每句
话都令我沉思/令我进入一个陌
生的所在。”

阅读大书是一生的事情
洪兆惠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11
月 20 日，记者从盛京大剧院获悉，
山西华夏之根艺术团将于 11 月 27
日在盛京大剧院演出说唱剧《解
放》。该剧由张千一作曲，张继钢
执导,山西省优秀青年演员联袂
主演。

说唱剧《解放》讲述了青梅竹马
的恋人亮亮和小小曲折的爱情故

事。全剧以舞蹈为主，融合曲艺、
戏曲、山西民歌等基本音乐素材
与艺术形式，并根据剧情需要进
行重新诠释，是对叙述体戏剧表
现形式的一次尝试和创新。

《解放》为视觉艺术与听觉艺
术相结合提供了范本，其音乐创作
是对中国民歌发展走向的一种新
探索。

山西说唱剧《解放》来沈演出

本报讯 记者郭星报道 近
日，由沈阳市文广新局主办、沈阳
故宫博物馆承办的“沈阳故宫讲
坛”2018 年第十六讲《辽宁历史文
化的地位与特色》在故宫西朝房开
讲，辽宁历史学会会长、研究员顾
奎相讲述了辽宁历史文化生成、发
展的历程，数百名观众聆听讲座。

据介绍，“沈阳故宫讲坛”于
2014 年创立。在近 5 年的时间中，
沈阳故宫博物馆每年举办约 15 场
讲座，先后共举办 70 余场。国家
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研究员李治

亭，北京大学教授徐凯，南开大学
教授杜家骥、刘毅，故宫博物院原
副院长陈丽华等专家学者加入讲
座授课队伍。讲座全部为公益性，
内容围绕清前史、清宫历史与文
化、满族历史与文化以及沈阳故宫
古代建筑、清宫文物藏品等展开。

“沈阳故宫讲坛”的举办不仅
提高了博物馆专业人员的学术水
平与研究能力，也吸引了众多社会
公众及其他科研单位人员的参与，
拓展了博物馆的社会功能，产生了
较好的社会影响。

沈阳故宫举办辽宁历史文化讲座

《月颂》分为6个篇章，分别是《天
涯共此时》《山水月光中》《月上柳梢
头》《冷月照征人》《月是故乡明》《千
里共婵娟》。记者在排练现场看到
的是《月是故乡明》片段，舞台上群
舞演员水袖翩跹，在抒情婉转的旋
律中舞姿曼妙，好似九天仙女下凡
尘。每一名群舞演员均戴着月亮造
型的头饰，身着湖蓝色舞衣，在月光
下翩翩起舞，呈现出月光如水水如天
的绮丽景观。

《月颂》每一个篇章均以古典诗词
开宗明义，6个篇章分别引用《诗经·天
保》《清平乐》《诗经·月出》《出塞》《阳
关引》《水调歌头》作为抒发情感、阐释
月文化的主题。

其中，《月是故乡明》篇章便引
用寇准所作宋词《阳关引》作为主

题，舞台背景上题写出词句：“更尽
一杯酒，歌一阕。叹人生，最难欢
聚，易离别。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
彻。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编
导综合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段，多维
度呈现中国传统文化之美。整个舞
台弥漫着写意之美，沁人心脾。

舞蹈诗剧《月颂》各篇章构思出
精巧的情节，从不同视角展现出中
国传统月文化。从月光中的山水美
景，到月下的相知相恋，从冷月征人
的雄壮，到对月思乡的深情，尽显和
谐之美。6个篇章之间各自独立，又
有逻辑关联，主题鲜明，立意深远。

《月颂》带观众随“月”而行，领略祖
国大地山川秀美，感悟团圆和美的
幸福生活，抒写振奋人心的新时代
篇章。

各篇章均以古诗词开篇

辽宁歌舞团新作以诗词为纲舞蹈为体

《月颂》多维度呈现传统月文化
本报记者 王臻青

11月20日，辽宁歌
舞团新创大型舞蹈诗剧
《月颂》在辽宁大剧院进
行首演前的联排。

《月颂》既是一部传承中华传统
文化的舞台艺术作品，也是一幅纪念
改革开放40周年辉煌成就的典雅画
卷。该剧以舞蹈为主体，综合运用多
种艺术手法，创造性地将优美的诗
文、曼妙的舞蹈、精巧的杂技融为一
体，徐徐展开一幅幅画面唯美、情感
浓郁、意境深远的舞台艺术画卷。

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排练，
《月颂》将于11月22日至24日在
辽宁大剧院上演。

据辽宁歌舞团副团长马玉丽介
绍，《月颂》是在辽宁省文化演艺集
团（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指导下
完成的。经过主创人员的精心创
作，经过 3 个多月的紧张排练，这部
作品将于 11 月 22 日至 24 日在辽宁
大剧院上演。

《月颂》会集了我省乃至全国优
秀的艺术家，该剧由黄伟英编剧；郑
兵作曲；马玉丽担任总导演；张强、刘
翠、李月担任执行导演；黄涛担任舞
美设计；袁京南担任灯光设计；阿宽
担任服装设计；贾雷担任造型设计；
李超林、樊庆亮担任视频设计。青年
舞蹈家和尚、杨珂、刘冰媛、王进、李
博等联袂演出。

辽宁歌舞团出精品的重要原因
之一，便是能够会集一流艺术创作力

量，细致分工，默契合作。为了创作
出舞台艺术精品，主创人员坚持精益
求精原则，从整部作品的大局考虑，
相互配合，不断修改、打磨、提高。

作为全国著名歌舞艺术院团，辽
宁歌舞团曾创作演出《珍珠湖》《白鹿
额娘》《梅兰芳》等享誉全国的优秀舞
剧。沉寂多年后，辽宁歌舞团集合一
流主创团队创作出的一部风格唯美
的大型舞蹈诗剧《月颂》，因此备受瞩
目。这是一部诗化的舞台艺术作品，
以中国古典诗词为主线结构篇章，以
中国古典舞融合现代舞作为舞蹈诗
剧的主要呈现方式。艺术精湛、风格
浪漫、诗情画意、人文关怀是这部作
品的显著特征。

沈阳首演后，《月颂》将赴国内其
他省市巡演。

会集多位知名艺术家

周丹（中）表演评剧《凤还巢》唱段。 周晓辉 摄

大型舞蹈诗剧《月颂》剧照。 樊庆亮 摄

核心
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