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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日前启动2019春夏演出季，歌剧《归去来》、跨界
融合剧《东去西来》、合唱音乐会“五月的鲜花”、“六一”专场音乐会“宝贝狂欢节”第
三季、“中国作品交响音乐会”和辽宁交响乐团建团四十周年暨马勒《D小调第三交
响曲》音乐会共六项演出活动将在沈举行。

为了让更多观众有机会走进剧场欣赏文艺演出，该演出季系列演出将实施惠民低票价。

核心
提示

本报讯 记者郭星报道 “如
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
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
了一分黑暗？”3 月 20 日下午，“雷锋
日记朗读会”在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
院举行。两名佩戴红领巾的小朋友
以洪亮的声音朗诵雷锋在 1958 年 6
月7日写下的日记。时隔60多年，这
段雷锋格言仍然让观众感受到强烈
的心灵震撼。

“雷锋日记朗读会”由文化和旅
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辽宁省
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主办，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省
文化资源建设服务中心）、抚顺雷锋
纪念馆、辽宁延安文艺学会朗诵艺术
委员会共同承办，活动主题是“重温
雷锋日记，弘扬时代精神”。

当天，少先队员、抚顺雷锋纪念

馆馆长、雷锋曾经辅导过的学生、
“雷锋班”老班长和现任班长以及几
位辽宁英模人物等共同登场，他们
与专业朗诵者一道，为观众呈现了
一台饱含深情的雷锋日记朗读会。

朗读会开始之前，现场的大屏幕
播放了一段短视频，介绍了雷锋的生
平。首个节目由孙宏博、马虹、篁竹
瑾、邓陆 4人共同朗诵《雷锋之歌》节
选。此后的节目由专业朗诵者与特
邀朗诵者接力，以时间先后为序，共
朗读了 30 段雷锋日记。演出过程
中，大屏幕播放着雷锋各个时期的
照片。

抚顺雷锋纪念馆馆长李强朗诵
了雷锋在1959年 10月写的日记，“由
于党的教育，我懂得了这个道理：一
朵鲜花打扮不出美丽的春天，一个人
先进总是单枪匹马，众人先进才能移

山填海。”他告诉记者，这段话是雷锋
在弓长岭当工人时写下的。雷锋主
动报名到弓长岭参加劳动，他在和工
友一同参加火热的劳动中感受到了
集体的力量。

“我是首次参加雷锋日记朗读
活动，感觉特别亲切。雷锋日记为
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通过
日记，我们与雷锋同志隔空对话，感
受到他对党和人民的热爱。”雷锋班
第 26 任即现任班长张阳感慨。他告
诉记者，雷锋班至今珍藏着老班长
雷锋制作的节约箱、开过的第 13 号
汽车、雨夜送大嫂用的雨衣等珍贵
文物。

当天，到场观众有200多人，他们
中大部分来自沈阳市沈河区莲花街
小学，也有一些是自发赶来。演出
中，观众全神贯注，几乎没人走动。

莲花街小学的周俏含说：“雷锋在日
记中写道，‘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
落后。’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今
后，她在学习中会虚心请教同学。
邢冉，今年 17岁，来自辽宁芭蕾舞团
附属芭蕾舞蹈学校。她说：“雷锋舍
己为人、爱国奉献的精神让我肃然
起敬，我也应该像雷锋那样多做对
社会有益的事。”

“雷锋日记记录雷锋工作、生活中
的点点滴滴，具备很强的代表性。以
朗读形式重温雷锋日记，能让雷锋
精神深入人心。”省文化艺术研究院
院长表示，今后他们还将举办类似
活动，让雷锋精神一代接着一代传
承下去。

朗读会结尾，台上朗读者与台下
观众齐声高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将
活动推向高潮。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00多名观众朗读会上重温雷锋日记

最近，读到了一篇对作家金宇
澄的访谈，让我很有同感。

金宇澄在访谈中说：“其实传统
小说并没丧失它的生命力……传统
文学其实是我们血液里的东西，中
文读者，仍然容易看得进去。当然，
年轻人更习惯与西方嫁接的文学，
确实现在可能连《红楼梦》都不喜欢
了。但是我们看鲁迅那么反传统，
他的文字却充满传统的魅力，他的
基础教育还是传统文学的营养。这
种营养一代比一代淡。因为是这样
淡，所以我可以试试看，做得浓一点
怎么样，自觉返回。”他的经验是每
隔一段时间依靠阅读，实现跟传统
的链接，比如《史记》、大量的笔记体
小说等。

很巧合，就在阅读这篇访谈的
当天，我正在整理书架，突然发现我
最熟悉的那套《红楼梦》上已经落满
了灰尘，居然有几年的时间没翻
了。在此之前，我基本上是每隔一
两年都要重读一遍《红楼梦》的，常
读常新，除了对其中的人物、情节总
有新的发现和感悟之外，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作用是被它的语言和叙述
方式感染。每次读完《红楼梦》之
后，我都会觉得自己的文字更灵动
了一些。这个发现，也让我找到了
最近一直在苦恼的文字表达力减弱
的原因。

当然，也不只是《红楼梦》，还
有很多我喜欢的传统文学作品，
也都会影响到我的语言风格。有
一阵子，我特别喜欢元杂剧，尤其
是关汉卿的作品，直截了当，鲜明
生动，所以那段时间里，无论是日
常 说 话 ，还 是 写 文 章 ，总 会 出 现

“恁”“也么哥”这样有趣的字眼。
读《水浒传》，也会经常在半夜里

读到“就着熟牛肉大碗喝酒”的场
面时肚子饿起来，再写字的时候
心里充满豪气。读这些古代经典
小说，常常有一种身体吸饱了水
的感觉。

以前，我以为这只是我这种没
有自己的语言风格的平庸之人才会
有的情况。金宇澄的话让我明白
了，原来大作家们也是如此，甚至他
们更加需要。

由此得到的另一个反思是，我
们经常会说传统的力量很强大，是
我们血液里的东西，可也正因为觉
得它无时无处不在，又会很容易地
忽略它。忙乱庸常的生活，一不小
心就会让我们的文字、语言和举止
变得急不可耐、粗俗可憎，失去了传
统文化里那份独特的优雅从容，即
使桌上摆着茶台，手里盘着手串，那
份心境也不够“中国”了。而依靠经
典文学作品阅读实现的与传统的链
接，应该是所有对历史文化的传承
方式里最有效的一种，从文学作品
里是最能直观感受古人的生活状态
和文化心态的，也是最具有韵味和
感染力的。

金宇澄的另一段话也说得很
好：“我们的内心准备上，总觉得西
方比我们好，那你自己一直就是来
不及的心情，就永远跟着人家走，
永远在别人的坐标里确定自己的
位置。”在读金宇澄的小说《繁花》
时，虽然对他描绘的上海市民生活
场景并不熟悉，不能完全体会到上
海话的精妙之处，但仍然觉得精
彩。一个作家只有在自己最熟悉
的文化里，才会那么自如地舞蹈。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自信吧，时
刻保持与传统的强链接，才会有这
份定力在。

用阅读链接传统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郭星报道 3 月
25日上午，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万
平将在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五楼
学术报告厅作讲座。讲座以清代皇
家过年作为解析对象，讲解岁末年
初特殊时间段内皇宫的礼仪、习俗
活动等。

本次活动由沈阳博物院主办，
沈阳故宫博物馆、辽宁省文化艺术
研究院承办。任万平主要从事清
代政治制度与礼俗研究，尤其对清
代宫廷礼制与习俗有比较深入的思
考。她曾策划、主持“贺岁迎祥——
紫禁城里过大年”等多项展览。

故宫博物院专家来沈讲宫廷年俗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天南地北’——学院具象雕塑教
学交流展”日前在鲁迅美术学院美
术馆举行。展览由鲁迅美术学院、
广州美术学院主办，鲁迅美术学院
雕塑系、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鲁迅
美术学院美术馆、广州美术学院大
学城美术馆承办。

此次展览共遴选两校师生创作

的具象雕塑作品 100 余件，呈现了
两校具象雕塑教学深厚的学术积
淀、多元的作品面貌、差异化的教学
方法、丰富的教学成果。在展览举
办期间，还将举办“当代雕塑教育需
要怎样的基础课”学术研讨会。据
了解，我国是世界上保留具象雕塑
教学最完整的国家之一，有着充足
的教学资源和完备的教学体系。

“天南地北”雕塑展在鲁美举行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草
原游牧文化——蒙古国美术家优秀
作品展”日前在大连举行。

该展览由蒙古国美术家协会与
大连市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大连
中山美术馆、乌兰巴托艺术画廊承
办。在中蒙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

蒙古国画家携作品赴大连办展，从
多角度向观众展示蒙古国的自然风
光、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展览共
展出蒙古国画家创作的近百幅美术
作品。

据了解，该展览将持续到 3 月
31日，市民可免费参观。

蒙古国画展在大连举行

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目
前正在排演“辽宁交响乐团建团四
十周年暨马勒《D小调第三交响曲》
音乐会”，3 月 29 日，这场音乐会将
在沈阳盛京大剧院上演，正式拉开
2019 春夏演出季的帷幕。著名音
乐家马勒的交响作品规模宏大，对
指挥和乐队要求极高，辽宁歌剧院

（辽宁交响乐团）特邀著名指挥家胡
咏言担纲指挥。此次为该作品在东
北地区首演，将充分展示辽宁交响
乐团的实力和水准。

此外还有3场各具特色的音乐
会，分别为合唱音乐会“五月的鲜
花”、“六一”专场音乐会“宝贝狂欢
节”第三季、“中国作品交响音乐

会”。为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辽
宁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将于5月
2 日上演合唱音乐会“五月的鲜
花”。“六一”专场音乐会“宝贝狂欢
节”第三季、“中国作品交响音乐会”
将于 6 月、7 月在沈阳上演。同时，
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正在筹
建辽宁青少年交响乐团。

马勒《D小调第三交响曲》东北首演

辽宁歌剧院2019春夏演出季启动

六台新排作品让观众畅享艺术之美
本报记者 王臻青

谈及举办此次演出季的初衷，辽宁歌
剧院（辽宁交响乐团）院长田剑峰表示，随
着观众欣赏需求的不断增长，文艺工作者
必须不断创作排演优秀文艺作品奉献给
观众。此次演出季在省文化演艺集团（省
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指导下开展，以“畅
享艺术之美”为主题，从3月至8月，歌剧、
交响音乐会、合唱音乐会、跨界融合剧等
高品质文艺作品将陆续呈现。

辽宁歌剧院目前正在复排歌剧《归去
来》，该剧取材于“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
神话传说，跨越时空展现了一段感人至深
的旷世之恋。

《归去来》创排于1990年，该剧曾获得
全国歌剧观摩演出“优秀剧目奖”及第二
届“文华新剧目奖”。时隔29年复排此剧，
辽宁歌剧院将以当代人的视角重新诠
释，从音乐、舞蹈、舞美设计、服装设计等
方面全面提升这部歌剧作品。据了解，

《归去来》唱词均为词牌填词，演唱贯穿始
终，没有一句道白，乐声优美、歌声绵延，
宛如一首深情动听的抒情长诗，气势磅
礴，撼动人心。

该剧集结了省内外一流的主创团队，
编剧孙浩、丁小春，作曲徐占海，导演沈
亮、殷之声，主要演员殷之声、陈默、张元
军、韦铮，他们将精诚合作，共同完成鲜活
立体又诗情画意的舞台呈现。此次复排
旨在以歌剧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传统文
化展现出新时代风采。歌剧《归去来》已
列入我省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演出重
点剧目，预计8月在沈阳公演。

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2019春
夏演出季的另一个剧目是2018年度国家
艺术基金大型剧目资助项目、跨界融合剧

《东去西来》。该剧正在我省高校巡回演
出，由辽宁歌剧院与上海音乐学院联合完
成。《东去西来》由多个风格迥异、独具特
色的跨界文艺作品组成，彰显地域文化，
综合了音乐、舞蹈、绘画、影像、戏剧等多
种艺术形式，穿越时空、跨越地域，运用高
科技舞台艺术手段，呈现3D视觉效果，带
给观众全新的视听体验。

两部剧目气势恢宏

辽宁交响乐团演出一直以来备受市民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