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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1月29日，
记者从沈阳杂
技演艺集团了
解到，该团48人

组成的演出团队于1月17
日在巴西圣保罗市信用卡
剧场演出杂技剧《炫彩·中
国》，拉开南美洲巡演序
幕。当晚千余名当地观众
与华人华侨观看了演出，
对沈阳杂技演艺集团的精
彩表演给予热烈好评。

《炫彩·中国》是国家
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以杂
技演绎沈阳故事，展现地
域文化与民族风情，融合
杂技、戏曲、武术、中国画
等多种艺术元素，沈阳符
号、辽宁文化元素贯穿整
台剧目。

香港著名导演许鞍华今年也
加入了拍摄贺岁短片的行列——
微电影《七里地》。

不到 9 分钟的短片，讲述了 70
多年间一家三代人离家、回家的故
事：1947 年春节前，少年曹瑞昌和
母亲、妹妹远离故乡闯关东，跋涉
过齐腰深的大雪，终于找到了落脚
地。一处破败的房子就是他们的
新家，少年笑着在房门上贴起了福
字。1983年春节前，曹瑞昌驾着马
车送出国留学的儿子离开故乡，临
别时，他交给儿子一幅福字，对他
说：“福在哪儿，家在哪儿。”2019
年春节前，同样是冰天雪地的东
北，曹瑞昌的孙女回来了。女孩
亲手写下“福”字，贴在了老家的
门上……

关于春节的文艺叙事，亲情、
团圆、乡愁始终是最常见的主题，
也一直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但看得
多了，还是会审美疲劳，我已经很
怕看那些一上来就想把人弄哭的
作品了。所以很佩服许鞍华，《七
里地》仍然延续了她沉静隽永的风
格。三代人闯关东、闯世界、寻找
回来的路，一定是一段无比艰难的
旅程，可是电影里没有曹瑞昌老人
的老泪纵横，也没有年轻的女孩在
雪地里的狂奔、呐喊，不同时期的
三个故事最后都定格在一张福字
上，所有的情绪也含在这一张大
红纸上。这种克制反倒调动出我
的感动。唯一遗憾的一点，饰演
男主角的金士杰的口音如果有更
多的东北味儿就更好了，“乡音未
改鬓毛衰”，会更动人。

春节是团圆的节日，同时也是
一个追思与寻根的节日，或者说，
从春节文化的起源来看，追忆祖先
的 意 味 更 浓 一 些 ，所 谓“ 慎 终 追

远”。《七里地》把常见的家庭团聚
和亲情的主题，放大为一个家族的
情感绵延，写出了一个寻根的故
事，可能越是离家在外的人，对这
样的故事越会有感慨。生于辽宁
鞍山的许鞍华之所以把这部作品
放在东北，可能也有这个情结在，
不知道这位 72 岁的导演走遍了世
界各地之后，是否会经常想起她的
故乡？

像很多贺岁短片一样，《七里
地》也有着商业营销的目的，是为
支付宝的“新年集五福”活动打造
的，但它实现了商业主题与文化主
题的高度契合，用一段关于“福”的
故事串联起三代人跨越 70 年的乡
愁情结。“福”字，代表的是中国特
有的福文化，它深深地植根于每一
个中国人的内心，每年春节贴福
字，我们都会在嘴上或者心里念上
一句“福到了”。

许鞍华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表
示，“‘福’文化历史悠久，蕴含着中
华民族特有的生活观念及价值观，
很想通过这个短片把中国人对传
统‘福’文化的坚守传播出去，去影
响更多的人。”这种坚守，用一句我
们现在更常说的话，那就是世世代
代的中国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短片结束时，小女孩的话外音
很值得回味：“七里地是一条路，连
接着我的家和远方，在这条路上，
我们三代人来来回回，走了 70 年，
70 年中，这片土地发生了很多大
事小事，但‘福’一直是我们心中不
变的信仰。”

离家是为了寻找幸福，回家是
为了寻找幸福的心灵家园，不知有
多少人、多少家庭，年复一年地走
在这条路上。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也一定都有这样一条“七里地”。

每个人心中的“七里地”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高爽报道 写对
联、贴福字、剪窗花是最常见的年俗
了，贴门神也是农村仍然延续的传统
习俗。今年春节前，沈阳故宫、沈阳
张氏帅府推出了多款新春文创产品，
让众多家庭在选购对联、门神、福字
和窗花的时候有了更多新鲜的选
择。这也是有近400年历史的沈阳故
宫由皇帝御笔亲书的春联、福字首次
从宫廷走向民间，百年张氏帅府的春
联、门神首次“飞入寻常百姓家”。

沈阳故宫的“新春大礼包”中，对
联为“福凝东海增芝算，祥拥西池长
鹤龄”。原联悬挂在沈阳故宫颐和殿
西壁上，为清高宗乾隆手书，期望母
亲如神话中的西王母一样，寿比芝
鹤，吉祥、幸福，表达孝敬之心。对联
横批“鸿运景福”4 个字，同样为乾隆

手书，分别从沈阳故宫匾联“绍闻衣
德千秋凛，景福鸿禧百世凝”、匾额

“泰交景运”中集字而成。
门神图案取自沈阳故宫收藏的

“清将军门神”。文物屏面边框为红
色边，最外侧为五彩锦地纹饰，中间
绘制左、右对称的两个传说中的门
神 ——唐代开国元勋秦琼和尉迟
敬德。

张氏帅府“新春礼包”中的门神
同样是秦琼和尉迟敬德，原图被绘制
在帅府三进四合院正门黑漆大门
上。春联为“四时吉庆福稔稔，五世
同堂寿绵绵”，原是帅府石雕的题款，
刻在四合院二进院正房槛墙下，寓意
家族兴旺，五世同堂，夫妻和睦，家宅
安康。

来自沈阳故宫和张氏帅府的这

些吉祥喜庆的文创产品，同时也体现
出2018年组建的沈阳博物院（沈阳故
宫博物院）在文创产品研发上的新作
为。沈阳故宫和张氏帅府是沈阳市
乃至全省最重要的两大旅游景点，随
着近年来博物馆热的不断升温，参观
人数始终保持增长势头。研发文创
产品，既能让独特的文化资源真正活
起来，也能提升和优化场馆的文化服
务功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1 月
29 日，记者在沈阳故宫博物院文创
产品展示中心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商
品，包括文具、日常小物件以及高仿
瓷器等，每一种都有鲜明的沈阳故
宫特色。

据沈阳故宫博物院文化创意产
业部主任苏阳介绍，沈阳故宫是从
2015 年开始依托馆藏的文化和文物

元素研发文创产品的。文创产品与
之前的旅游纪念品最大的区别在于，
不只是把标志性图案或者文字印在
纪念品上，而是要把沈阳故宫最独特
的清文化特色提炼出来，将这些元素
融入产品的创意设计当中，既有实用
性又具观赏性，同时起到文化传播和
品牌传播的作用。到目前为止，已经
开发出多个系列上千种产品，这其
中，“八旗系列”和“永福系列”最受市
场欢迎，以八旗小兵的卡通形象制成
的文具最受青少年喜爱；而以孝庄文
皇后布木布泰相关的历史为依托衍
生出的“永福文化”开发的服饰和装
饰品也受到了普遍欢迎。此次的“新
年大礼包”在线上线下销售活跃，也
让人看到了沈阳故宫文创产品开发
的潜力。

“故宫”“帅府”春联门神走入寻常百姓家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省
戏剧家协会日前组织戏剧工作者
赴大连金普新区开展“我们的中
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大连
金普新区拥政街道古城甲社区、
中长街道金东路社区的居民观看
了演出。活动中，省剧协将协会
编 辑 出 版 的《辽 宁 省“ 家 文 化 ”
社区小戏小品集》赠予拥政街道
古 城 甲 社 区 和 中 长 街 道 金 东 路
社区。

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京剧

表演艺术家、省剧协副主席李静
文，国家一级演员、大连话剧团团
长于伟，沈阳评剧艺术中心演员、
评剧名家冯玉萍弟子齐丽君，辽宁
歌剧院演员尚飞、高峰等分别表演
了京剧、评剧、歌剧、诗朗诵等精彩
节目。其中，演出的戏曲节目有京
剧《红灯记》、评剧《我那呼兰河》《谢
瑶环》选段等。

此外，来自省剧协金州文艺辅导
基地的学员、当地戏剧骨干也登台表
演了歌舞、小品等节目。

省剧协送戏到大连

多年来，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将中
国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紧密结合，多
次应邀赴亚洲、欧洲、美洲巡演，向世
界展现中国文化艺术的独特魅力，受
到各国观众的喜爱与好评。沈阳杂技
演艺集团多部原创杂技剧已成为辽宁
对外文化交流的名片，该团将继续创
作中国题材杂技剧，继续以杂技为媒
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

据了解，《炫彩·中国》巴西巡演归
来将进行调整提升，之后将在国内多
个城市演出十余场，预计2019年年底
启动新加坡巡演。

今年还将在国内
与新加坡巡演

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炫彩·中国》秉承的创作理念是“中
国故事 国际表达”。《炫彩·中国》主
创阵容会集了著名导演雨文、编剧
董争臻、作曲家刘军科、服装设计师
阳东霖、舞美设计师何沂林等业内
知名专家。《炫彩·中国》编剧董争臻
表示：“我们运用杂技语言讲述城市
故事，用一段段表演留下一座城市
的时代印痕，沈阳符号、辽宁元素是
整台剧目的贯穿线索。”《炫彩·中
国》自2018年在沈阳首演以来，备受
好评，迅速吸引了国内外演艺界人
士的目光，收到多个国家的演出邀
请。与往年巡演不同的是，沈阳杂

技演艺集团此次演出《炫彩·中国》
是在巴西最大的室内剧场采取驻场
演出方式，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将
演出45场。

《炫彩·中国》主创在题材内容、
音乐、舞美各方面均进行了精益求
精的创作。《炫彩·中国》全剧分为

“春之蓝”“夏之竹”“秋之金”“冬之
红”4个篇章，共精选 13 个杂技绝活
演绎，包括曾获法国明日杂技节最
高奖“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的杂
技节目《高椅》、曾获法国“未来杯”
世界杂技比赛金奖的《抖杠》、曾获
全国杂技比赛大奖的《绳技》《钻
圈》《魔术》等。《炫彩·中国》编导根

据剧情，巧妙地将这些节目进行取
舍改编与创新，将完整的杂技节目
分解成独立的动作技巧，并在表演
中进行解构重组。《炫彩·中国》舞
台美术设计充分运用多种现代舞台
科技，在饱含四季变化的色彩渲染
中，体现出鲜明的中国文化韵味。
在音乐方面，《炫彩·中国》以民族
音乐为主，融入拉美热烈奔放的音
乐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沈阳故宫、新乐
遗址、浑河等沈阳自然与人文景观
在剧中如珍珠般被串联起来，使巴
西观众领略到沈阳这座历史文化名
城独特的风采。

沈阳符号辽宁元素贯穿全剧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1月
28日，“辽河情·迎新春诗书画原创
作品邀请展”在辽宁美术馆开幕。
本次展览由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
共文化服务中心）、省老艺术家协会
等单位主办，旨在通过集中展览展
示我省文艺家创作的优秀书法、绘

画、诗文作品，讴歌家乡，传承传统
文化，弘扬时代精神。

据了解，“辽河情·迎新春诗书
画原创作品邀请展”共展出百余幅
书法、绘画、摄影、诗文作品，这些作
品均为我省作家、书法家、画家深入
基层采风创作而成。

迎新春诗书画展
在辽宁美术馆举行

《炫彩·中国》演出剧照。

沈阳杂技剧赴巴西巡演45场

《炫彩·中国》用杂技演绎沈阳故事
本报记者 王臻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