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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话剧、歌舞、戏曲、曲艺演出风格多样，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演带来浓浓的年味、文化
讲座丰富群众节日生活、书画家把一副副春联
送到村民手上……元旦春节期间，我省万余名

文艺工作者放弃休息时间，积极开展“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活动，他们赴军营、进社区、下村屯、入校园，为
近千万农村和基层群众送去新春祝福，营造欢乐祥和、喜庆
热烈的节日氛围，献上一系列高品质的文艺演出、展览、讲
座等文化服务，让城乡群众度过一个丰富充实的文化年。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春
节期间，大连杂技团赴巴黎参加第四
十届法国明日世界杂技节，经过多日
激烈角逐，大连杂技团节目《流星》获
得金奖。

法 国 明 日 世 界 杂 技 节 创 办 于
1977 年，是国际三大杂技赛事之一。
该杂技节参赛团队均为世界各国顶级
杂技团，评委均是国际杂技界专家，体
现了当前世界杂技发展的最高水平，
同时也反映了杂技界的发展趋势。本
届杂技节组委会从全球遴选出310个
节目，由评委评选出24个节目进入决
赛。大连杂技团节目《流星》以新颖的
创意、高难度的表演一举夺魁。

此次，大连杂技团派出了 6 名青
年演员参赛，他们以精湛的演技惊艳
全场。国家一级编导张永强担任杂
技《流星》的编导，这个节目不仅凸显

“惊、险、奇、美”的艺术特点，而且创
意颇多。《流星》起源于古代先民狩猎

中的投掷技术，是中国传统杂技节
目，也是大连杂技团的保留节目。表
演者手持彩绳，彩绳两端各系一只碗
状道具，碗内盛水。演员甩绳舞动，
晶莹的玻璃碗飞快地旋转飞舞，而碗

中之水不洒一点一滴。自上世纪 60
年代大连杂技团对这个节目进行创
新改良以来，经过六代演员的表演传
承和不断提高，技艺水准已达到全新
高度，多次获得国内外大奖。此次

“流星”飞入世界级赛场，在形式、音
乐、服装、道具上均进行了大胆创新，
赋予节目一个舞台剧式的表演场景，
表现一群年轻人在旅途中的快乐生
活，并加入年轻人喜欢的流行音乐以
及现代舞元素。演员们将零散的道
具集中放在符合场景要求的旅行箱
内，一边进行情景表演，一边将道具
从箱内取出进行杂技表演。舞台服
装不再使用以往传统杂技符号化的
表演服装，而是采用贴近生活的服装
造型，以拉近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
使杂技表演更接地气。

此次《流星》节目获得第四十
届法国明日世界杂技节金奖，是大
连杂技团继《软钢丝》1992 年获第
十五届法国明日世界杂技节银奖、

《大连女孩·车技》2006 年获第二十
七届法国明日世界杂技节银奖之
后，第三次在这一世界顶级赛场上
获得殊荣。

融入舞台剧元素

大连杂技《流星》获世界杂技节金奖

“吃”仍然是中国年里最重要的
内容之一。过年期间，吃到嘴里的
就不用说了，光是看在眼里的就有
电视里、网络上大量的美食节目，以
及朋友圈里刷不完的团圆饭晒图。

在饱了口福和眼福之余，今年
春节期间还有一道菜让我颇有满足
之感——心里的满足，它来自一档
以配音为主题的电视综艺节目《声
临其境》。最新一期中，四位表演者
每人解说一道美食，前三道菜分别
是八宝鸭、大闸蟹和麻辣小龙虾，视
频拍得好极了，从画面里仿佛就能
闻到扑鼻的香气，现场观众的表情
也大多是垂涎三尺的样子。没想
到压轴出场的是东北大炖菜，酸
菜、血肠、大块猪肉，色彩上远没有
前三道菜那么鲜亮，拍摄手法也很
朴实，热气腾腾的菜出锅的时候，
没有勾起我的食欲，可我的鼻子却
猛地一酸。节目里，很多主播、嘉
宾和观众也都是一副眼中含泪的
表情，一位年轻主持人喃喃自语
说：“想家了。”

一句“想家了”，令我回味良
久。我的舌头既不敏感也不挑剔，
向来吃嘛嘛香，所以对美食节目也
没什么兴趣，虽然能够理解有的“吃
货”形容食物时说“好吃到想哭”的
感觉，但能打动我的往往是食物以
外的东西，比如回忆。食物里是有
回忆的，说说我的两次经历：一次聚
会时，正巧吃到了新鲜的苣荬菜，身
边的朋友唱起了传统的东北二人转

剧目中的唱段“我帮你挖过苣荬菜，
你教我玩过九连环……”挖苣荬菜
的经历真是最好的童年回忆之一
了，我哭了；还有一次，一位赤峰的
朋友送了我几块赤峰特产咸菜疙
瘩，就着小米粥吃的时候，想到我小
时候在赤峰生活过的那几年，兜里
经常会揣着一小块咸菜疙瘩，时不
时拿出来咬上一小口，是当零食吃
的。上学路上，看到马车经过，就会
悄悄地跳上去蹭一段路，前面的车
老板儿大多会假装看不到，赶着车，
时不时掏出小酒壶就着咸菜疙瘩喝
上一口……想到这些，我又哭了。
我把这种回忆称为乡愁。

但东北大炖菜作为乡愁的催
泪效果似乎还不仅仅来自童年回
忆和亲身经历。我不是在农村长
大的，这道菜不是我的童年记忆。
但是，说到东北大炖菜就想到了
东北，而说到东北、过年，就一定
会想到回家。就是这样一条感情
脉络，把我们的泪腺与这道菜联
系起来。

也可以说，东北大炖菜与我们
是不是东北人也没有太大关系，与
我们的文化记忆有关。这道菜成了
带有仪式感的年俗，包含着丰收的
喜悦、对自己一年辛苦工作的奖赏、
对新的一年生活富足的憧憬。当热
气腾腾的大炖菜出锅时，就是全家
举杯过年的时候。隔着电视屏幕，
被这份热闹打动，更被这个团圆的
中国年打动。

让人想家的东北大炖菜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日
前，记者从沈阳盛京大剧院了解
到，“ 致 敬 托 尼 奖 —— 百 老 汇 最
经 典 旋 律 ”将 于 3 月 8 日 在 沈 阳
演出。

“托尼奖”于 1947 年由美国戏
剧协会设立，被视为美国话剧和音
乐剧的最高奖。中国观众熟悉的音

乐剧《狮子王》就曾获得包括最佳音
乐剧奖、最佳场景设计奖、最佳服装
设计奖在内的6项“托尼奖”。

据介绍，本场演出中，美国艺术
家将为我省观众带来的“致敬托
尼奖——百老汇最经典旋律”荟
萃音乐剧史上代表剧目中的经典
曲目。

“百老汇最经典旋律”来沈演出

本报讯 记者郭星报道 “浓
郁民族风 最美中国年——五十六
民族春节民俗展”正在辽宁省图书
馆举行。

至少走过两千年历程的春节
在 中 华 文 明 史 上 有 着 重 要 的 地
位。除汉族外，我国大多数少数民

族也将一年一度的春节视为自己
民族的重大节日，并形成了具有
独特风格的传统习俗。本次展览
共有展板 64 块，以图文并茂的形
式展示了 56 个民族异彩纷呈的
春节习俗。本次展览至 2 月 22 日
结束。

省图推出五十六民族春节民俗展

与此同时，一辆载着 6000 册最新文
献资料的流动图书车停在本溪市南芬区
政府文化广场。辽宁省图书馆文化志愿
服务小分队到此开展文化、医疗、农业宣
传推广活动。

文化科普展台前，省图书馆不仅准备
了500余册休闲期刊，还把1000册适合当
地养殖及种植方面的科普资料免费发放
给当地百姓。当地百姓纷纷登上流动图
书车，在车上看书、看报，体验流动图书服
务的便捷。还有省内朗诵名家的诗朗诵

《丰收礼赞》《爱是点滴的留心与在意》、民
间文化志愿服务分队带来的杂技表演《抖
空竹》……广场上，来自省、市、区的文化
志愿者带来的精彩演出，吸引了数百名乡
亲观看。

临近春节时，省图书馆还赶赴建昌
县，为当地赠送触摸屏电子书刊阅读设
备以及 1200 册绘本。当日，建昌县图书
馆的亲子阅览室正式开放，成为辽宁省
图书馆少儿分馆，今后当地的孩子读书
将更加方便。

流动图书车开进本溪

本报讯 “中 国 故 事 节·辽
河口故事会”成果发布会日前在
盘锦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盘 锦 市 文 联 共 同 主 办 。 文 艺 家
与 故 事 讲 述 者 以 讲 故 事 、唱 故
事 、画 故 事 的 方 式 讴 歌 美 好 生
活。与此同时，《讲好盘锦故事》
论 坛 在 盘 锦 举 行 ，就“ 民 间 文 学
的独立性和现代性传播”展开研
讨。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
按照神话、史诗、民间故事、民间歌
谣、民间长诗、民间说唱、民间小戏、
谚语、民间文学理论等类别进行编
选，预计将在 8 年内完成出版 1000
卷，是对我国近百年来民间文学资
源的全面搜集、系统整理和汇总。

中国故事节是“中国民间文学
大系出版工程”社会宣传推广示范

项目，是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批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中
国文联民间文艺艺术中心、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故事委员会、《民间
文学》杂志社等承办的国家级群众
文化节会，是我国唯一从事故事创
作、故事表演的国家级专业性节
会。辽河口故事会是中国故事节
的重要组成部分。

盘锦市文联以“五色之城、魅
力盘锦”为主题，面向全国征集好
故事。经过 3 个月的征稿，共收到
18 个省 363 篇投稿。经过三轮专
家评审，31 篇中国好故事脱颖而
出。据了解，以辽河口故事会为契
机，盘锦市盘山县“一个队伍、一本
刊物、一个舞台”的故事发展架构
日渐成熟，省文联新故事创作基地
落户盘锦。

栗小宁 本报记者 王臻青

“辽河口故事会”成果发布

看名家演出 赏非遗展演

老百姓过了个文化年
本报记者 郭 星

杂技、魔术、滑稽、曲艺、独
唱、重唱……一个半小时的演出
时间里，现场气氛热烈，观众掌
声不断。“头一次现场近距离观
看演出，别提多高兴了。”岫岩满
族自治县大营子镇青峰村村民
李丽如是说。

春节前夕，省文联、省杂协
组织艺术家组成的红色文艺轻
骑兵小分队来到青峰村，开展慰
问演出和书写春联、福字活动，
为老百姓送上新春的祝福。当
文艺演出小分队来到大营子镇
敬老院时，敬老院的老人以及青
峰村的村民早已来到现场等待
演出开始。现场演出条件不比
剧场，工作人员对场地进行提前
布置，演杂技时铺上了简单的地
垫，对音响进行精心调试。省杂

协魔术艺委会副主任温宝良、沈
阳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教授柴
玲等先后登台献艺。

而由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
主办，本溪市文化旅游和广电局
承办，本溪歌舞剧（院）有限公司
协办的“我们的中国梦”——文
化进万家之戏曲进乡村活动则
走进本溪满族自治县山城子村，
为村民送上“文化福利”。《刘巧儿》

《乾坤袋》等耳熟能详的评剧选段、
京剧《红灯记》选段、京歌《梨花颂》
等曲目轮番演出。演员们韵味十
足的唱腔、生动传神的表演、绚丽
华美的服饰、无不让观众陶醉。

据介绍，这是 2019 年我省
戏曲进乡村的首场演出。今年，
我省将举办戏曲进乡村演出
200多场，惠及全省14个市。

家门口看名家演出

元旦春节期间，我省很多非遗传承人
通过参加民俗庙会、开设非遗课堂等形式
让更多人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沈阳皇寺庙会作为延续 300 多年的
民俗活动，承载着关东文化的精髓。这几
天，沈阳皇寺庙会迎来大批市民和游客。
据介绍，本届庙会特设了非遗产品展示
区，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手艺。精妙的微
雕、面塑、内画、皮影、雕漆等工艺绝活，令
在场观众啧啧称奇，很多游客和市民会买

上几个民间手工艺品带回家。正月初一
至初六，包括萨满舞、抚顺地秧歌等非遗
项目每天进行两场展演，一次次把现场气
氛带入高潮。

同时，沈阳市皇姑区文化馆举办了六
节非遗大师课，鲁氏棉花画、于氏面人、王
氏泥人、李氏糖人等非遗的传承人为中小
学生讲解非遗历史，指导制作，让孩子们
走近非遗，感受非遗魅力，玩耍中掌握简
单的非遗制作技艺。

让更多人了解非遗

《流星》剧照。 曹 刚 摄

辽宁省图书馆工作人员在本溪市南芬区向群众发放科普材料。 郝 庆 摄

文化进万家活动走进本溪满族自治县山城子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