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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在沈阳能听到
如此阵容强大、音乐
表现力丰富的音乐
会，真是太难得了。”3

月29日，由著名指挥家胡咏言
执棒的“辽宁交响乐团建团四十
周年暨马勒《第三交响曲》音乐
会”在盛京大剧院举行，演出获
得了观众的普遍赞誉。

此次是马勒《第三交响曲》
的东北成功首演。120人的演
奏团队、80人的合唱队伍，约
100分钟的演出时长，老中青
三代艺术家同台献艺,在建团
四十周年之际，辽宁交响乐团
以这样的形式致敬经典。

3月28日、29日晚，沈阳评剧院精
心排演的新编大型古装评剧《梁山伯
与祝英台》在沈阳盛京大剧院上演。
该剧是沈阳评剧院的保留剧目之一，
韩派评剧创始人韩少云曾主演《梁山
伯与祝英台》，轰动一时。此次该院起
用青年演员领衔主演，意在继续传承
传统文化。据了解，在沈阳市公共文
化服务中心（沈阳市文化演艺中心）的
指导下，沈阳评剧院还将继续排演大
型传统戏。

新老戏迷齐赞青春版“梁祝”

“记得草桥两结拜，同窗共读有三
长载……”熟悉的唱腔旋律吸引了众
多老戏迷，但剧场里并非只有中老年
观众，也有很多年轻观众。他们对此
版《梁山伯与祝英台》赞赏有加。该剧

由黄伟英编剧，杨晓彦执导，青年演员
孙明月、韩笑主演。沈阳评剧院此次
排演《梁山伯与祝英台》，无论是唱腔
设计，还是演员的表演，都让观众眼
前一亮。

越剧、评剧、川剧、黄梅戏等剧种
都曾排演《梁山伯与祝英台》。编剧黄
伟英坦言：“这个故事家喻户晓，越是观
众熟悉的故事，就越难改编创作。每
一个剧种的每一次排演都有新的编创
思路，我想从人性的角度诠释梁山伯
与祝英台的内心世界，写出他们对纯
情的向往，对爱的渴望，对封建社会婚
姻的反抗，用生命捍卫爱情的忠贞。”国
家一级编剧黄伟英曾创作大批戏曲剧
本，其中有《山里人家》《雪花飘飘》《我
那呼兰河》等。

该剧的唱腔设计在不失传统戏曲
音乐精髓的基础上，融入了小提琴协

奏曲《梁祝》，观众熟悉的旋律贯穿全
剧，别具风格。该剧的舞美制作是一
次全新设计，不再是传统戏中规中矩
的舞台背景，以往戏曲《梁山伯与祝英
台》惯用以同一道纱幕为背景，通过变
换屏风反映每一场戏发生的不同地
点。“青春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则运用
大写意场景营造出梦幻的情境，舞台
背景并未大面积运用传统花卉图案，
而是运用了抽象图案。

演员观众一同入戏落泪

这次创排《梁山伯与祝英台》被称
作“青春版”，全剧起用的都是年轻演
员。主演韩笑是年轻的韩派评剧传
人，她曾在《宝玉和黛玉》《小女婿》《洪
湖赤卫队》等剧中担任主要角色。谈
起《梁山伯与祝英台》，韩笑说：“祝英台

对知识的渴望、对自由爱情的向往，远
远超出当时的年代，在一定程度上，她
与我们当代人的精神追求很接近。”在
排练场，每当韩笑唱到第五场《哭坟》唱
段，现场的演员也都跟着暗自落泪。
韩笑表示：“《哭坟》是我的中心唱段，每
次唱到这段，我真的很动情，我觉得自
己就是剧中人祝英台。”记者看到，不少
观众听此唱段时也是潸然泪下。

沈阳评剧院一直注重对青年演员
的培养，连续推出“青春版”《宝玉和黛
玉》、“青春版”《梁山伯与祝英台》。杨晓
彦表示：“要将评剧传承下去，就要大力
培养年轻演员，让评剧艺术后继有人是
我的责任。”70多岁的她十分细致地给
演员讲解示范，要求演员塑造人物时，
在不同环境下要表现出不同的情绪，每
一个台步、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身段都
要与人物的性格特征相契合。

沈阳评剧院青年演员领衔，舞美唱腔表演有突破

评剧版梁祝重回舞台
本报记者 王臻青

几天前，著名编剧高满堂为省
文联举办的编剧高级培训班做了一
次讲座，有很多精彩的观点。今天
想说说其中的一句：“我们所创作的
任何一个故事都是有逻辑的，生活
的逻辑，情感的逻辑，命运的逻辑。”
这句话听起来并不深奥，但以此为
标准来衡量当下的影视剧，很多是
不及格的。

以最近很火的一部家庭题材
电视剧《都挺好》为例。仔细回顾
整部作品，父子、父女、兄弟姐妹之
间的矛盾看起来很复杂，但其实又
很简单，就是一个问题——父亲的
养老问题，再具体说就是谁拿钱的
问题——父母亲卖了房子让自己出
国留学的大儿子该拿多少，一直啃
老的二儿子该拿多少，18岁以后就
没用过父母一分钱的小女儿又该不
该拿……当然，也有其他的难题，但
大体上都以有钱的小女儿慷慨解囊
宣告解决。

形成对比的是，高满堂在十多
年前创作的电视剧《家有九凤》中也
有一段“谁拿钱”的情节：离家多年
的老八回来了，已经重度残疾，母亲
召集全家开会，商量怎么凑钱给老
八治病。每一家也都各有各的难
处，老七想出一万元，母亲说：你现
在有难处，拿8000元吧。老大说拿
一万元，老五说拿三万元……等到
家住农村、因为种中药材富了的老
四发言，她说出20万元。母亲掉泪
了：“当年老四穷，每回来了，我都偷
着塞给她几块钱，可是老八往死里
挤兑老四，也没少遭你们的挤兑，现
在她富了，对姐妹的热乎劲儿没变，
人味儿没变，你们闻闻这味儿，心里
不觉得热乎吗？”

同样是兄弟姐妹凑钱的情节，
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一目了然。子

女教育、生病就医、父母赡养，我们
平凡家庭的大部分烦恼也都跟钱有
关，也没几家有这样拿多少钱都不眨
眼的亲戚，于是我们只能调动起所有
的智慧、心力去渡过难关，并且在这
个过程中感受亲情的温暖或者凉
薄。这才是生活的逻辑。

《家有九凤》中还有一个情节也
让我很有感触。三女婿因为受到强
烈刺激精神失常，整日大闹不止，医
生也束手无策。老母亲讲了“范进
中举”的故事，说找一个他平时最怕
的人扇他一巴掌，没准儿就让他回
过神来了，于是大家决定一试。接
下来会怎么发展呢？估计观众的心
里也是盼着奇迹出现吧？但是没
有，一出滑稽的闹剧以失败告终。
一巴掌就治好了，叫“洒狗血”；“病
急乱投医”、期待奇迹发生是人的正
常心理，但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
是生活的常态，“从来就没有什么救
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才是面对
生活应有的态度。很佩服高满堂，
尊重生活的逻辑，不去迎合观众的
心理期待，这是难得的定力。

一定会有人不以为然：“看剧就
是图一乐，用得着认真吗？”任何一
种艺术形式，哪怕是电视剧这种今
天最大众化的娱乐方式，也是被天
然地赋予了价值观输出的使命。不
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观众一定会从
中受到感染，得到启发。那些罔顾
生活的逻辑、情感的逻辑、命运的逻
辑的作品，那些土豪、救兵和神人满
天飞的故事，不过是一出出成人童
话，又如何让观众相信，并从中获取
精神力量呢？

“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
丕名篇《典论·论文》中的这一句，从
前用来评价文学的价值，今天则可
以放大到所有的文学艺术产品。

尊重生活逻辑才是好剧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郭星报道 3 月
30日，沈阳市电影电视家协会在沈
阳玖伍文化城的电影公元举行“影
视活动基地”揭牌仪式，为近两年加
入协会的 38 家影视传媒单位颁发

“沈阳市电影电视家协会团体会员
单位”牌匾。同时，院线电影《劫数
难逃》举行沈阳地区首映式。

据悉，沈阳市电影电视家协会
将电影公元作为影视活动基地，意
在将其打造成沈阳的影视作品研
讨、新片发布、路演、优秀影片赏析、
影视活动沙龙等活动开展的集中之
地，使之成为辽沈地区影视艺术家、
从业者聚会之所，助力沈阳影视产
业发展。

沈阳有了影视活动基地

本报讯 记者郭星报道 4月
1日，“众里寻它千百度——沈阳故
宫‘百姓最喜爱的三件文物评选活
动’百件参选国宝展”开幕，展期两
个月。

此次展览，沈阳故宫从10万件
馆藏文物中遴选出的 100 件文物，
包含历史文物、瓷器、珐琅、漆器、雕
刻、书画、织绣、宫廷遗物等文物类
别，既有清早期历史文化特征鲜明
的清开国皇帝御用之物，也有清中
晚期帝后服饰和宫廷艺术品，具有

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由于
有的展品体量较大，除主展厅銮驾
库以外，个别文物还被安排在东所
介祉宫、敬典阁和北大值房展出。
其中，清乾隆款掐丝珐琅宝相花大
冰箱展出地点在东所介祉宫，“紫气
东来”九龙匾的展出地点在北大值
房“匾额馆”。

自 3 月 7 日“沈阳故宫‘百姓最
喜爱的三件文物’评选活动”启动以
来，备受社会关注。目前，网上投票
仍在继续。

沈阳故宫展出百件国宝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记
者从沈阳盛京大剧院获悉，久负
盛名的意大利坎帕纳交响乐团将
首次来沈阳演出。

4 月 3 日，意大利音乐家们将
在 盛 京 大 剧 院 为 沈 阳 观 众 演 出
15 首曲目，包括朱塞佩·威尔第
的《茶花女》、焦阿基诺·安东尼
奥·罗西尼的《鹊贼》序曲、《塞维
利亚理发师》、普契尼的《波西米
亚人》、多尼采蒂的《爱之甘醇》
等 。 朱 利 奥·马 拉 齐 亚 担 任 指

挥，男高音帕斯凯莱·康迪查理、
女高音卢安娜·伦巴迪演唱歌剧
选段。

意大利坎帕纳交响乐团由现
任乐团艺术和音乐总监的朱利奥
创立，由经验丰富的音乐家和来
自意大利各大音乐学院的毕业生
组成。多年来，该团巡演足迹遍
布整个欧洲。据介绍，乐团演奏
风格多样，从古典主义音乐到浪
漫主义音乐，从歌剧、音乐剧到电
影音乐都有涉及。

坎帕纳交响乐团来沈演出

辽宁交响乐团建团四十周年演出致敬经典

老中青同台奏响马勒《第三交响曲》
本报记者 郭 星

辽宁交响乐团为何要选择这
样一部作品？田剑峰解释说，马勒

《第三交响曲》的时间长度和演奏
难度在全部交响乐作品中屈指可
数。演出这样一部大型交响乐作
品，无论对指挥，还是对乐队都是
一个挑战，困难解决的过程也是乐
团历练成长的过程。

听说要演出马勒《第三交响
曲》，从辽宁交响乐团退休或调入
其他单位的“老人儿”纷纷加盟。

退休多年的洪恩波重新拿起圆号参
加演奏。他说：“能够和年轻同志同
台演出经典作品，我感到非常兴奋。”

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
副院长朱新宇告诉记者，3月20日
起，指挥家胡咏言便来到沈阳和乐
团合练，经过8场排练后，指挥与乐
团磨合得很顺畅。120人的演奏团
队，80人的合唱队伍，约100分钟的
演出时长，老中青三代艺术家同台
献艺，这样的演出在辽宁交响乐团

历史上是首次。
“在沈阳能看到阵容如此强大

的乐队，能听到如此震撼人心、音乐
表现如此丰富的演奏，真的是机会
难得！”演出结束，观众李女士抑制
不住激动的心情，对记者如是说。

作品合唱部分由辽宁歌剧院
合唱团部分演员与辽宁省实验学
校“金笛”合唱团的小演员共同承
担。“女声合唱犹如天籁之音，令人
印象深刻。”观众林先生说。

退休老同志纷纷加盟

3月29日晚，盛京大剧院音乐厅座无虚
席，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晚上7时，由辽
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
心）主办，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倾力打
造的“辽宁交响乐团建团四十周年暨马勒

《第三交响曲》”音乐会开场。
演出特邀曾任上海广播交响乐团（现上

海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和首席指挥的著名指
挥家胡咏言执棒。

演奏开始之前，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
乐团）院长田剑峰回顾了乐团的历史，中国
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纲致
辞，作曲家范哲明做现场音乐导赏。

马勒是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他的
《第三交响曲》创作于1893年至1896年，表
现和谐共生的自然观。马勒根据他“交响
曲必须如同整个世界一般，包含一切”的原
则，在《第三交响曲》中尝试定义自然中的
所有声音。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所有人都
安静下来。花间的小草、神秘的森林、布谷
鸟的歌唱以及风的呼啸……交响曲将观众
带入想象的空间，给人以美妙的享受。

马勒《第三交响曲》曾格局宏大，把一般
四个乐章的交响乐扩充到六个乐章，演奏需
要庞大的乐队编制和独特的配器。作品在
第四、第五乐章分别有女中音独唱与合唱，
人声与乐队相互交融，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
表现力。在业内，能演奏这样的交响作品，
被认为是乐团实力的体现。

作品表达
和谐共生的自然观

辽宁交响乐团组建于 1979 年
3 月，前身为东北人民艺术剧院管
弦乐队。40年来，辽宁交响乐团演
奏了大量中外交响乐名曲,如贝多
芬的《第五交响曲》《第九（合唱）交
响曲》、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
等，并曾担任歌剧《苍原》《雪原》

《图伯特》及芭蕾舞剧《天鹅湖》《二

泉映月》等剧目的演奏。建团以
来，辽宁交响乐团注重对外交流，
曾与齐培尔、罗纳德等著名艺术家
合作演出，获得众多好评。1994年
5 月，乐团与世界著名指挥大师小
泽征尔共同举办音乐会，震动了中
国音乐界。

“40 年来，辽宁交响乐团在中

国音乐界树起了一座意义非凡的
丰碑，令所有关注他们的业内同
行欣慰。”叶小纲说。他表示，当
前，我国交响乐的创作和表演都
进入繁荣期。我们应当思考，如
何用全世界都能理解的表现方式
讲述中国故事，用音乐记录伟大
的时代。

40年演奏大量中外交响名曲

演出现场。 王兆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