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七日谈 WENHUA

1月2日晚，
大连杂技团在
俄罗斯首都莫
斯科普列汉诺

夫中心剧场演出原创杂
技剧《胡桃夹子》。这是
今年我省艺术院团在国
外的首场演出。至此，今
年我省对外文化交流活
动启动。

又一次站在新的时间节点上。
我的跨年夜是在旅途中度过的。清
早去酒店前台结账，打印发票的姑
娘说：“稍等啊，跨年了，系统需要重
启。”她可能不知道，这是多么有意
味的一句话！

重启之际，难免抚今追昔。走
过改革开放40周年，迎来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又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一个让我们去回顾、去怀念的年
份。而更宽广的历史画卷，更大的
创作空间，也一定会有一大批主题
性的文艺作品诞生。前几天，很偶
然地看了一部“老”剧《钢铁年代》，
这部制作于 2009 年也就是新中国
成立60周年的长篇电视剧，还原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鞍钢建设的那段激
情燃烧的岁月，看得我心潮澎湃。
由此想到，作为共和国长子的辽宁，
在新中国70年的历史上，还有多少
可歌可泣的“钢铁年代”，等待着我
们的文艺工作者去挖掘去创造呢？

重 启 之 际 ，更 会 展 望 未 来 。
2019 年，全新的文化图景正在展
开。开年的第一条文化领域的消息
是：2018 年，中国电影票房首次突
破600亿元大关。打开我的手机应
用，12部影片的订票记录，包括3部
票房超过30亿元的影片，也算是为
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吧。另一条消息：2018 年，我国互
联网相关文化产业继续保持快速增
长，其中最突出的是用户付费模式
的崛起。再看我的付费记录，从视
频、音频、音乐平台再到新闻、期刊

网站和电子书，品种着实不少。相
信与我一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特
别是年轻人已经习惯为文化生活买
单，仅从这个角度就可以乐观地展
望新一年的中国文化市场，一定会
有更多优质的内容产生。

科幻作家刘慈欣说，“当今中国
的现代化进程正快速推进，已成为
全世界最具‘未来感’的国家”。这
种未来感，不仅仅因为站在新的时
间节点上，更来自我们的生活中每
一天都会呈现的新事物、新场景，这
是站在时代潮头的中国独有的风
景，也是属于这个新时代的每一个
中国人独有的感受。

而厚重的历史感，同样为我们
所独有。我们从数千年的历史中走
来，带着一个古老民族长长的文化
印迹。“向前走，就这么走，就算你被
给过什么。向前走，就这么走，就算
你被夺走什么。向前走，就这么走，
就算你会错过什么。”朴树的歌里，
反复唱着这种一步三回头的感受。

各大卫视的跨年晚会上，几位
“知识达人”的演讲里，是绚烂的新
年新图景和对未来大胆或谨慎的预
测；江南水乡乌镇的舞台上，不同年
代的音乐人则在吟唱着《从前慢》。
我们的历史感与未来感，就这样奇
妙地交融，共同构成了我们前行的
底气和动力。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
梦人。这句话已经成为新的一年中
最具动员力的话。是的，今天的我们
正是这样一种向前奔跑的姿态。

时间节点上的历史感和未来感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郭星报道 近
日，由沈阳师范大学戏剧艺术学院
与沈阳市皇姑区文体局联合举办的

“国粹神韵”戏曲脸谱艺术展在皇姑
区文化艺术大厦开展。本次脸谱展
共展出近百幅脸谱作品，将持续到
1 月 19 日，让辽沈市民充分欣赏与
了解脸谱艺术，传承与发扬中华戏
曲传统文化。

脸谱作为戏曲文化的载体，
现已成为我国独特的国家文化符

号与标志。本次展览主题为“传
承国粹，开创未来”，主要展出了
国内戏曲脸谱专家程少岩、南开
大学出版社副主编李孟明的脸谱
绘画作品。

展览期间，沈阳师范大学戏剧
艺术学院戏曲舞台脸谱艺术人才培
养班的两位学员为参观市民讲解中
华脸谱文化艺术精髓。李孟明也将
到现场与市民交流分享，讲述脸谱
背后的文化内涵。

戏曲脸谱艺术展在沈举行
元旦小长假怎么过？与家人聚餐，或者来个说走就走的旅

行。其实，文化过节正在流行。元旦小长假第一天，千余人来
到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文馨苑小剧场，白天观看非遗展
示，晚上欣赏评剧名家的精彩唱段，他们品尝非遗味道，感受非
遗魅力。不知不觉中，非遗走进了生活，也获得更多人的喜爱。

千余人参加省非遗展示展演活动

文化过节正流行
本报记者 郭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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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30多项非遗可品尝可体验

2018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9 点，位
于沈阳市怀远门内的文馨苑小剧场
人头攒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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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支
持的“迎新年·促传承”辽宁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示展演活动准时开场。

当天的活动安排得很紧凑，包括
白天的“传统技艺展示”和晚间的“筱
派评剧折子戏专场展演”两大内容，
共有 30 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
演，观众可品尝辽菜传统制作技艺等

“非遗味道”，也能参加初春枝满族剪
纸等技艺的体验、学习。

室外天寒地冻，文馨苑内却好不
热闹。舞台上，伴随着热闹的锣鼓
声，穿得花花绿绿的海城高跷演员正
在展示绝活，尽管踩着高跷却没显出
丝毫笨拙，他们变换着大风车、孔雀
开屏等造型，赢得观众的阵阵喝彩。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海城
高跷代表性传承人邢传佩告诉记者，
欢腾、奔放、热烈、火爆是其基调，优
美、抒情、风趣、诙谐是其特色，二者的
统一构成海城高跷秧歌的艺术特征。

当天，他们演出了《采茶扑蝶》和《红红
火火中国风》，海城高跷“扭、浪、逗、
相”四大技法在节目中都有所体现。

在“文馨苑”小剧场的外围有个
环形的室内步行街，古色古香的小道
旁非遗项目一字排开。在关东微雕
展示台上，手掌大小的天然石料上刻
着《醉翁亭记》《盛京赋》等令人称奇，
小米粒大小的字在放大镜前显得韵味
浓厚，遒劲洒脱。关东微雕传承人李
方跃拿起作品，向观众讲解如何鉴赏。

“你这个妖怪，吃俺老孙一棒。”
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盖州皮影
戏展示台前，两个孩子玩着皮影。盖
州市皮影艺术团团长林敏带来了许
多皮影人物以及皮影演出的全套家
伙。见不少孩子对皮影感兴趣，就现
场表演一段，然后手把手教给孩子们
一些基本操作。

听说文馨苑有非遗展演，李阳带
着全家特地赶来。“以往过元旦主要
都以聚餐为主，我觉得让孩子在玩耍
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是更好的选
择。”李阳笑着对记者说。

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已经
连续举办多年，群众参与的积极性越
来越高。

非遗传承中要坚守更要突破

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全省
现有省级以上非遗项目 248 项，其中
国家级67项，有省级以上代表性传承
人198人，其中58人被命名为国家级
代表性传承人。如何让这些深藏着
民族记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发
展，非遗传承人都做了哪些尝试？记

者借机进行了解。
李雪是沈阳市非遗李氏掐褶纸

艺的第四代传承人，她从祖辈学到的
手艺其实是掐纸葫芦，靠自己不断摸
索，李雪不仅能创作出许多现代生活
中的人物、物件，还能做出生活场景
的掐纸作品。她还为制作技艺申请
了专利，注册了商标，并开设了网店，
多家网站上都有她掐纸的视频。

把小小的民间工艺发展成独具
特色的文创产品，李雪这样总结自己
的经验：“非遗传承人要有新想法，要
结合当下流行的元素创新。在市场
对接上，可以依照客户喜好做一些私
人订制产品。”

“创新”“变化”同样是李方跃所
坚持的。他在微雕形式多样化、内容
多样化、字体多样化、材料多样化等
方面发力，让更多的人认识和喜欢这
门艺术。他创作的微雕《盛京赋》有
多家文博机构表达了收藏意愿。

盖州皮影传承方面，林敏有着自
己的做法。她走进校园教孩子们演
皮影时改“唱”词为对话，先让孩子们
喜欢皮影，再教他们更多的技能。在
她的努力下，当地的一些学校有了小
皮影团，也能演三五个小节目，喜爱
皮影的孩子们逐年增加。

我省启动今年对外文化交流活动——

以展览演出形式讲述辽宁故事
本报记者 王臻青

这场演出是大连杂技团此番在
俄罗斯举办的 16 场演出中的一场。
此前大连杂技团已在墨西哥演出 34
场，在希腊演出 5 场。作为中国文化
出口重点项目，杂技剧《胡桃夹子》
自 2008 年首演以来，已在亚洲、欧
洲、美洲巡演 10 年，好评如潮。墨西
哥中国文化中心曾为巡演进行专题
推介。

据介绍，杂技版《胡桃夹子》在保
留原芭蕾舞剧基本主题和柴可夫斯基
经典音乐的同时，运用中国杂技技巧
演绎世界经典童话故事，增添了东方
色彩的故事情节，主创团队还将晃
管、花盘、魔术、绸吊、软钢丝、空竹、
水流星、对手芭蕾等多种杂技技巧融
入其中。

首场海外演出
在莫斯科举行

1月2日，记者前往省文化演艺集
团（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采访，了解
到2018年我省对外文化交流的成果，
以及2019年对外文化交流的规划。省
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组建以来，在文艺演出、文博展览等方
面，先后组团出访韩国、日本、德国、奥
地利、意大利、墨西哥等10个国家。

据了解，辽宁芭蕾舞团于2018年
赴奥地利、德国等国进行为期14天的文
化交流活动，分别在奥地利维也纳、萨
尔茨堡舞蹈学院以及柏林中国驻德国
大使馆进行了演出及交流活动，共演出

6场，观众近5000人。欧洲观众在了解
中国文化、领略中国芭蕾魅力的同时，
感受到中国艺术家对艺术的不断探索
和执着追求。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
文化服务中心）积极推进艺术院团参与
国际赛事，通过选派专家担任赛事评
委，参加国际比赛等形式，培养艺术人
才，推进艺术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辽宁芭蕾舞团赴保加利亚参加第28届
瓦尔纳国际芭蕾舞大赛，获得成年男子
组、少年女子组金奖及新人奖。

省文博单位积极与外国专家学者
进行广泛交流，为学术研究开拓新的思

路和方向。省博物馆、省考古研究所、
省文物交流中心等单位分别赴韩国、日
本等国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省博物馆
积极与海外博物馆在数字博物馆建设
方面开展合作。省图书馆积极开展文
献国际交流工作，与10个国家和地区
进行了出版物的国际交换工作，包括
俄罗斯联邦图书馆、亚洲经济研究所
图书馆等18家图书馆，每年交换图书
大约400余册，期刊70余种。交换的文
献反映了辽宁地域特色，以反映辽宁
历史、文化、民俗的文献为主，全方位
展示辽宁文化的独特魅力。

艺术院团文博单位曾赴十国交流

据了解，我省今年将进一步融
入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开展对外文
化交流，以展览、演出、合作办学、学术
交流等方式，广泛传播中国文化，让
外国民众加深了解中国、了解辽宁。

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
服务中心）专家将于5月赴俄罗斯进
行演出交流，洽谈联合办学、培养人
才等事项。

8月，辽宁芭蕾舞团将赴美国纽约

林肯艺术中心演出舞剧《花木兰》，此
后还将赴法国、毛里求斯等国巡演。8
月，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将派省图书馆专家赴哈萨克斯
坦建立“辽宁图书专架”，举办“中国传

统节日”“美丽辽宁”图片展，从历史、
文化、风俗等方面，全方位展示辽宁文
化”。据了解，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
共文化服务中心）还将在文博、学术
等领域进行对外文化交流。

我省将在亚欧非美洲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 郭星报

道 1月3日，记者从省传记文学学会
了解到，由该学会推荐，我省作家毕宝
魁创作的《政坛大风——王安石传》、
刘国强创作的报告文学《祖国至
上》，日前分别获得中国传记文学最
高荣誉——第五届中国传记文学优
秀作品（长篇）奖、优秀作品（中篇）奖。

毕宝魁现为中国唐代文学学会
理事、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大学中
文系教授，出版专著主要有《论语精
评真解》《中国古代文化史知识》等大
型图书20余部。中国国家图书馆收
藏其著作22部，美国哈佛大学东方
学院燕京图书馆收藏其著作11部。

刘国强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省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先后在
《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
家》等数十家文学刊物发表作品数
百篇。他创作的报告文学《祖国
至上》讲述全国时代楷模、著名战
略科学家黄大年的故事。《祖国至
上》发表于 2018 年第 7 期《北京文
学》，被评为中国作协时代楷模重
点作品。

据了解，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
品奖评选活动从1995年开始，每六
年评选一次。第五届中国传记文学
优秀作品推荐工作，自 2018 年 3 月
初启动，邀请国内数百家出版社参
加。经过三轮筛选，最终评选出
30余部（篇）优秀作品。

我省两作家获
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

辽宁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花木兰》剧照。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1月
3日，记者从锦州评剧团了解到，该
团排演的大型传统评剧《李三娘》日
前在锦州市京剧团剧场上演。

评剧《李三娘》由中国评剧院著
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宋丽担任总导

演，锦州评剧团优秀演员倪佳鑫、王
艳红、顾胜杰、王晶主演。该剧讲述
了李三娘母子曲折的人生遭遇，弘
扬了真善美。据了解，锦州评剧团
已排演多部大型传统评剧，将于春
节期间在省内外巡演。

锦州评剧团排演《李三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