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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由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青岛市文
联等机构共同举办的“第九届亚洲
国际美术交流展”日前在青岛开幕，
本溪市画家米永强、杜世斌创作的
两幅作品入选。

“亚洲国际美术交流展”旨在促

进亚洲各国艺术家切磋与沟通、学习
与借鉴。今年的交流展主题为“多彩
亚洲、文明丝路、魅力青岛”，共展出
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创作
的157幅作品，包括中国画、水彩画、
油画、版画等，这些作品分别代表了
不同国家的文化风貌和艺术水平。

本溪画家作品入选
第九届亚洲国际美术交流展

终于等到电视剧《大江大河》
的开播，仅以头几天的收视情况
和个人的观看感受来看，我认为
这 部 国 产 电 视 剧 的 年 度 收 官 之
作，将是今年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
年的年代剧中最好的一部。

年初，就读了这部电视剧的
原著、作家阿耐的长篇小说《大江
东去》。很惊讶这位以《欢乐颂》
成名、以都市商战和白领生活题
材见长的女作家会创作出这样一
部带有“史诗”味道的作品来，虽
然阅读过程中也有诸多不满意之
处，但作家试图全景式展现改革开
放历程的勇气令人佩服。作品中
的三个重要人物，宋运辉、雷东宝
和杨巡，一位是农民企业家，一位
是国企领导者，一位是民营企业
家，通过他们的经历，折射出农村
改革、国企改革和民营经济发展这
些对改革开放产生最重要影响领
域的发展历程。影视化之后的《大
江大河》没有让我失望，质量很高，
演员演技在线，值得一看。

今天重点要说的是作品中关
于 1978 年高考的一个段落。宋运
辉和姐姐宋运萍，因为家庭出身
不好，政审过不了关，最终两姐弟
只能有一个人有上大学的资格。
对这个情节，有评论者提出质疑，
认为它与史实不符：1977 年恢复
高考制度的决定，不仅改变了几
代中国人的命运，更为之后 40 年
的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打破唯出身论，以“统一考试、择
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是有明确规定的，怎么可能还有
因为出身问题上不了大学的呢？

最初读小说的时候，我也有
过同样的看法。但今年的一次采
访，让我的想法有了些改变。我

省作家刘嘉陵今年出版的长篇小
说《把我的世界给你》，同样是一
部 以 恢 复 高 考 为 时 代 背 景 的 作
品，主人公作为恢复高考的幸运
儿，在 1979 年考上了大学，但因为
一 项 已 经 不 符 合 时 代 要 求 的 规
定，在入学之后被学校开除学籍，
成了一个“校园黑生”。如果故事
不是源自作家本人的经历，我也
很难相信这是真实的。

我们常把恢复高考后的头三
届大学生称为“新三届”，从众多
资料和文学作品中,我们获得的对

“ 新 三 届 ”的 印 象 往 往 是 充 满 激
情、积极向上的，校园里的“八〇
年代”一片春光明媚。但这部作
品却提醒我认识到了一个事实：
历 史 的 复 杂 性 远 超 过 我 们 的 想
象，特别是改革开放这段始终充
满着各种矛盾和观念交锋的大历
史 。 如 果 我 们 相 信 作 家 在 创 作
时是严谨的，那么《大江东去》里
的 高 考 情 节 就 有 可 能 是 有 现 实
依据的。

任何一项好政策的实施，都
不可能没有阻力，相较于恢复高
考，40 年间在政治、经济及社会、
文化各个领域发生的所有变革也
同样如此。40 年改革开放史之所
以值得被歌颂、被铭记，被反复回
望，被深刻总结，很大程度上也正
源于这种复杂性。因为复杂，所
以才有了各种尝试、突破与创新，
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也有了我们
在 40 年后回顾那段历史的感慨
万千。

这种个体命运与时代车轮的
同步与逸出很值得玩味，在进行
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史讲述与文学
创作中，如何把握个体故事与大
多数的关系将是一个重要课题。

40年的大江大河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郭星报道 近
日，沈阳音乐学院与俄罗斯柴可夫
斯基音乐学院、格涅辛音乐学院、柴
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附中签署了校际
友好合作协议，并就拔尖人才联合
培养、“4+2”合作办学项目、联合举
办国际重大音乐赛事和联合培养博
士生等事宜与3所学校达成共识。

据介绍，沈阳音乐学院坚持国
际化办学道路取得丰硕成果，截至
目前，已经同国（境）外90余所艺术
院校和艺术团体建立了友好关系，
与美国克利夫兰音乐学院、美国
奥柏林音乐学院等 30 余所国外著
名高等音乐院校签订了友好合作
协议。

沈音与俄罗斯一流音乐学院合作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近来
沈阳气温持续偏低，而观众们对于文
艺演出及互动活动的关注却热度不
减。记者日前来到沈阳盛京大剧院
采访，意大利托尼·马丁芭蕾舞团演
出古典芭蕾舞剧《吉赛尔》之前，举
办了一次芭蕾公益活动。该团团长
托尼·马丁与女主演坎迪达·索伦蒂
诺为 20 名沈阳芭蕾学童示范表演
并指导她们进行基本功训练。在
2019 年新年到来之际，更加密集的
文艺演出活动将陆续在沈阳举办。

为迎接新年的到来，省文化演艺
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组织、邀
请了多个艺术团体，在沈阳举办一系
列中外经典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既
有京剧、评剧、吉剧，也有来自我省及
俄罗斯、意大利、德国等国家著名舞
团、乐团的专场演出。这些文艺演出
具有经典作品多、演出质量高的特
点。其中，由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
乐团演出的 2019 新年音乐会是一系
列迎新年文艺演出的重头戏。

交响乐名作与古典芭蕾相辉映

由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演
出的 2019 新年音乐会将于 12 月 28
日、29日在辽宁大剧院举行。音乐会
精心选择了风格多样的中外经典曲
目，由姜金一担任指挥。曲目包括由
中国民歌改编的交响乐作品《拔根芦

柴花》《对花》《放马山歌》以及交响乐
《我爱你中国》《春之声圆舞曲》《农夫
波尔卡》《火车波尔卡》、钢琴协奏曲

《黄河》、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等。
此外，皇家墨尔本爱乐乐团、乌克兰爱
乐乐团、德国科隆交响乐团也将在新
年到来之际为沈阳观众奉献各具风格
的新年音乐会。

12月14日、15日，俄罗斯圣彼得
堡古典芭蕾舞剧院在辽宁大剧院演
出古典芭蕾代表作《天鹅湖》《胡桃夹
子》，我省观众将欣赏到风格独特的俄
罗斯芭蕾学派演绎的芭蕾经典。12
月 24日、25日，辽宁芭蕾舞团也将演
出《胡桃夹子》，该剧由辽宁芭蕾舞团
新组建的辽宁青少年芭蕾舞团表演，
这些小演员更接近剧中主人公的年

龄，因此这一版本的《胡桃夹子》更具
清新浪漫的特色。除了芭蕾，爱尔兰
舞剧《大河之舞·舞起狂澜》也将于12
月15日、16日在盛京大剧院上演。《大
河之舞·舞起狂澜》荟萃了爱尔兰踢踏
舞、西班牙弗拉明戈舞、街舞、拉丁舞
等８个舞种的经典舞段。

戏曲折子戏主打经典作品

西方经典艺术荟萃我省舞台的同
时，中国传统戏曲也将以绚丽迷人的风
采亮相。记者从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了解到，12月14日，“国韵承传”京剧经
典折子戏展演在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文馨苑举行。由沈阳京剧院协办的这
场展演以“弘扬传统文化，助推戏曲传

承”为主旨，集结沈阳京剧院的新秀力
量，联袂演绎京剧经典折子戏《白蛇传·
断桥》《杨门女将·巡营》《乌龙院·杀惜》，
展现传统京剧的魅力和精髓，也为京剧
传承人提供展示平台以及与观众近距
离交流的机会。

12 月 29 日，“迎新春非遗展演”
筱派评剧折子戏专场展演将在文馨
苑举行。由沈阳市评剧院协办的这
场演出是评剧韩花筱三大流派展演
中的一场。筱派评剧艺术以低回婉
转、行腔俏丽、节奏灵活的艺术风格
著称。此次在文馨苑舞台上演出的
是筱派评剧代表剧目《对花枪》《井
台会》《打金枝》《杨八姐游春》的经
典选段，这些作品将淋漓尽致地展
现筱派评剧艺术的魅力和精髓。

我省举办迎新年系列文艺演出

中外经典作品荟萃沈阳舞台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由
乌苏市委宣传部、营口市委宣传部
主办，营口市文联、营口市博物馆
承办的“营口有礼 天山客来”——
新疆乌苏辽宁营口书画摄影展日
前在营口市博物馆开幕。

此次书画摄影展以独特的视
角展现了多彩的乌苏，通过“奋进
之梦”“和谐之路”“民生之基”“生
态之美”“援疆之情”五大板块的摄

影作品，展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苏市壮美的风光、独具特色的风
土人 情 以 及 营 口 援 疆 干 部 在 乌
苏 生 活 、工 作 的 风 貌 ，诠 释 了 乌
苏 对 营 口 援 建 的 诚 挚 感 谢 与 深
厚情谊。

虽然地理位置相距遥远，但营
口市与乌苏市之间在工业制造、科
学医疗、文化艺术等领域的交流十
分频繁。

乌苏与营口
联办书画摄影展

12月 12日，
“讲中国故事——
第五届全国架上
连环画展”在鲁迅

美术学院大连校区开幕。此
届架上连环画展展出100组
800幅作品，全国20个省份
的作者参展。其中，辽宁籍
31名作者的248幅连环画
参展。架上连环画是近年来
新兴的艺术形式，它有哪些
特征？我省架上连环画发展
态势如何？记者就这些问题
进行了采访。

本次展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中
国文联美术艺术中心、中国美术家协会连
环画艺委会、鲁迅美术学院等机构承办，重
庆市美术家协会、华侨大学等协办。展览
的主题为“讲中国故事”，鲁迅美术学院大
连校区是全国巡展的第九站。

相比传统连环画，架上连环画有不同
特征。专家告诉记者，“架上”就是把供出
版用的连环画稿拿到展览厅里展览，变为
架上作品，这样它的尺幅、内容和形式就
得到拓展。本次参展的连环画有国版、油
雕、陶瓷、浅浮雕等。其次，架上连环画尺
幅短，最多10幅画，是浓缩的故事。第三，
传统连环画看重印刷后的效果，而架上连
环画更注重展示效果，在描摹和绘画上更
加耐心和细致，更具有绘画性。

自第一届全国架上连环画展开展以
来，鲁迅美术学院大连校区始终是架上
连环画巡展的重要一站。本次参展的
100组800幅连环画中，辽宁籍入选作者
有31名，作品248幅，为近年辽宁省参加
全国美术展览入选人数最多的一次。我
省画家陈滨的《正明寺村》、李非的《我的
姐姐》、李瀚森的《参军》、齐鑫的《延安记
事》、沈璐的《冰山上的来客》、索焱的《狼
牙山五壮士》、王娓的《维和女兵》等作品
位列其中。“此次参展的连环画在题材上
比较宽泛，不论讲凡人小事，还是家国大
事，都能紧扣主题，呈现出架上连环画多
画种、多题材、多种材料综合运用的特
点。”中国美协连环画艺委会副主任兼
秘书长、鲁迅美术学院传媒动画学院副
院长李晨说。

开幕式之后又举行了论坛，与会专家
就新时代连环画的创作发展进行讨论。

248幅作品
出自辽宁作者

“架上连环画”是中国美协连
环画艺委会提出的新概念。近年
来，架上连环画展览在全国掀起创
作热潮，创作队伍逐渐壮大并趋于
专业化。“鲁迅美术学院最早参与
到这场艺术变革当中，并引领变
革，这与鲁艺连环画传统密不可
分，也与鲁美长期以来的实践性教
学息息相关。”鲁迅美术学院相关
负责人表示。

展览期间，连环画研究者赵怀
力向记者介绍了连环画的源流。他
说，中国的连环画历史可以追溯到
汉朝的画像石、北魏的敦煌壁画等，
它们都是以连续的画幅来描绘故事
或人物传记。到宋代，随着印刷术
的广泛使用，连环画的形式由画像
石、壁画向写本、图书转移。上世纪

初连环画在民众中已经逐渐普及。
鲁迅曾在《连环画辩护》一文中说：

“连环画不仅可以成为艺术，而且早
已坐在艺术之宫里面了。”延安鲁艺
涌现了罗工柳、张映雪等优秀连环
画家。新中国成立后，连环画迎来
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大繁荣时期，
出版了一批又一批连环画作品，涌
现出一大批连环画的创作人才，教
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辽宁是连环画创作大省，鲁迅
美术学院连环画学科曾在全国取
得优异成绩。上世纪在全国获奖
的连环画《我要读书》和《白求恩在
中国》都是出自鲁迅美术学院的教
师之手。2007年起，鲁迅美术学院
成立了插图工作室，从学术角度切
入连环画的传承与创新。经过十

多年的努力，该校不少年轻的连环
画艺术家在国内崭露头角，带动
了辽宁连环画艺术的发展，也推
动了传统连环画从式微到兴盛的
变革过程。

关于架上连环画未来的发展
方向，赵怀力认为，新时代连环画
艺术工作者要继续传承鲁艺的红
色基因，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努力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美术家
协会连环画艺委会主任沈尧伊主
张，连环画要注重从凡人小事中见
奇，讲中国人自己的故事。他强调
大连环画观的重要性，主张用图画
讲故事，促进连环画艺术语言和表
现形式的当代性革新，让连环画
的创作愈加丰富多元，且富于时
代气息。

鲁美积极推动连环画创新

第五届全国架上连环画展在鲁美大连校区开幕

用连环画讲好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郭 星

核心
提示

芭蕾舞剧《天鹅湖》剧照。

观众欣赏架上连环画。 齐 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