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4月10日 星期三

编辑：郭 星 视觉设计：黄丽娜 检校：高 峰 赵 琢文化新闻
WENHUAXINWEN

11

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为期一个月
的“2019 年中
国非遗·‘辽宁
鼓乐’传承人群

研修研习培训”正在沈阳
音乐学院举行，来自全省
的辽宁鼓乐非遗传承人、
相关从业人员和在校学生
共60人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由省文化和
旅游厅、沈阳音乐学院主
办，是落实《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研修研习培训计划
实施方案（2018-2010）》
的具体行动，为公益性培
训。

如何更好地传承这一
非遗项目，记者对部分学
员和专家进行了采访。

夜读《呼兰河传》，一段描写令
我心中一动：

“一家若有几个女儿，这几个女儿
都出嫁了，亲姊妹，两三年不能相遇的
也有。平常是一个住东，一个住西。
不是隔水的就是离山的，而且每人有
一大群孩子，也各自有自己的家务，若
想彼此过访，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若是做母亲的同时把几个女
儿都接来了，那她们的相遇，真仿佛
已经隔了30年了。相见之下，真是
不知从何说起，羞羞惭惭，欲言又
止，刚一开口又觉得不好意思，过了
一刻工夫，耳脸都发起烧来，于是相
对无语，心中又喜又悲。过了一袋
烟的工夫，等那往上冲的血流落了
下去，彼此都逃出了那种昏昏恍恍
的境界，这才来找几句不相干的话
来开头；或是：

“‘你多昝来的？’
“或是：
“‘孩子们都带来了？’
“关于别离了几年的事情，连一

个字也不敢提。
“从表面上看来，她们并不像是

姊妹，丝毫没有亲热的表现。面面
相对的，不知道她们两个人是什么
关系，似乎连认识也不认识，似乎从
前她们两个并没有见过，而今天是
第一次的相见，所以异常的冷落。

“但是这只是外表，她们的心
里，就早已沟通着了……”

这是我多么熟悉的生活场景
啊，很佩服萧红，把这种中国人独特
的情感表达方式描绘得入木三分。

前两天听著名编剧高满堂讲
课，他也说过一个观点，“写戏，要学
会做减法。写得煽情、写到哭不难，
做减法很难。”他说自己在写《闯关
东》的时候，“写到兄弟相见，就想起
了我四叔来看我爹的情景。老哥俩
一年见一次面，两个人一个炕头一
个炕尾，中间一壶酒，一碟花生米，
一天不说话。兄弟之间常常是这样
的，而不是抱头痛哭。”

还想到了朱自清先生的名篇
《背影》，父亲表达对儿子的爱，不过
是一句：“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
此地，不要走动。”

行胜于言、内热外冷，这才是中
国式兄弟情、姐妹情以及父母之爱
的正确打开方式，这才是中国式情
感表达的含蓄之美。

在各种活动现场和综艺节目中
看到那些观众和嘉宾为了一首歌、
一个故事痛哭流涕的场面时，我有
时候甚至会觉得难堪，要这么夸张
吗？有一次参与一档电视节目的制
作，我觉得主持人稿子中的一段话
内容有些苍白，建议她修改，这位主
持人却说：“放心，我保证让观众哭
出来！”结果，就靠着极强的朗诵技
巧，她还真的做到了。这件事让我
一直感到困惑：从什么时候起让观
众哭出来成了电视节目成功的最重
要标准呢？再反思自己，又何尝不
是如此，在写报道的时候自觉不自
觉地就来上一大段“煽情”，似乎少
了它文章就平淡了。

含蓄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即
使在社会日益开放的今天，我们在
表达情感时仍是含蓄与克制的。虽
然这种含蓄有时令我们在沟通时遇
到了一些问题，也有些年轻人越来越
愿意“把爱勇敢地说出来”，但在日常
生活中大部分人还是如同萧红所描
绘的那样是一种内热外冷的状态。

也有人说，观众在节目中大哭
大叫，是一种移情作用，是平时的情
感压抑太久了。含蓄与压抑当然不
是一回事，含蓄的、内敛与克制同样
是一种表达，而且是需要细细感受
的表达方式，这里面蕴含的情感层
次之丰富、之曲折，远非一句“我爱
你”能够替代的。读懂了中国文化
特有的含蓄之美，会让我们更敏感、
更多思，有更加丰富和更加温润的
心灵。就像木心在《从前慢》里所
写：“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
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含蓄之美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4
月 7 日，“景物方言——赵弘君画
展”在沈阳别处美术馆展出。本次
展览共展出赵弘君创作的 20 幅油
画、14 幅水彩画，这些作品以丹东
市宽甸满族自治县八河川镇半拉岭
村以及201国道为绘画对象。

赵弘君出生于丹东，毕业于鲁

迅美术学院，他离乡游历多年，于
2012年回归家乡，从此致力于描绘
家乡丹东的自然风光与民俗风情。
无论是油画还是水彩画，这些作品均
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近年
来，赵弘君的乡村风景画作，由客观地
写生逐渐内化为独树一帜的绘画语
汇，画中的丹东风物充满独特韵味。

“景物方言”画展在沈展出

辽宁鼓乐分为唢呐乐和笙管乐，
根据风格特点、演奏曲目等又可划分
为辽南、辽西、辽东、沈阳等6个地方
派别。

2006年5月，辽宁鼓乐列入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
前，辽宁省共有市级以上鼓乐非遗
项目9项。其中，国家级名录项目有
辽阳鼓乐、丹东鼓乐、建平十王会；

省级名录项目为复州鼓乐；市级名
录项目有岫岩鼓乐、建昌鼓乐、海城
鼓乐、朝阳鼓乐、榆州鼓乐。

据专家介绍，鼓乐是辽宁民间
日常节庆礼仪活动重要的表现形式
之一。其实，鼓乐在北方各省曾普
遍流行。各地鼓乐的共性，比如使
用乐器大同小异，唢呐、笙、管子、打
击乐器等。吹奏人数，少则三五个

人，多则十人八人。
冯志莲曾对东北大鼓的传承研

究多年，对比而言，她认为，鼓乐传
承有其优势。东北大鼓表演者的平
均年龄为 60岁，鼓乐表演者的平均
年龄为 40 岁。另外，俗语道：“哭也
唢呐，笑也唢呐，生也唢呐，死也唢
呐。”因此，鼓乐传承有较为广泛的民
间文化根基。

9项辽宁鼓乐列入非遗名录

研培班上学员谈非遗传承

辽宁鼓乐传承要融入现代元素
本报记者 郭 星

据介绍，辽宁鼓乐早期为笙管
乐，明清时期加入唢呐乐，清代中叶
乐队定型并趋于成熟。其中，鞍山、
沈阳、瓦房店等地的鼓乐发展更为兴
盛。近年来，传统意义上的鼓乐存
在式微倾向，培训举办旨在助力辽
宁鼓乐传承。

为了确保课程针对性，研培班
开始之前，主办方特别举行了座谈
会，听取学员们的建议和意见。研
培 班 课 程 包 括 理 论 课 和 实 践 课 两
类。其中理论课程内容涵盖东北民
俗文化、非遗政策解读以及唢呐、双
管、单管、笙的演奏技巧等方面。培
训后期，学员将赴山西、陕西、甘肃
三省实地考察与交流，并于 4 月 30
日结课时举行汇报演出。

沈阳音乐学院副院长冯志莲介
绍，授课教师包括中央音乐学院音乐
学系主任安平、唢呐演奏家石海斌、
国家级辽宁鼓乐传承人唐海峰等。

“ 授 课 是 一 个 方 面 ，更 重 要 的
是，研培班为辽宁鼓乐非遗传承人
搭建学习和相互交流的平台，引导
跨界交流合作。”冯志莲说。

此次培训也是继“2018 中国非
遗·皮影戏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
班”举办后，沈阳音乐学院又一次举
办的非遗传承人群培训。

培训课程按需订制

资 料 记 载 ，复 州 鼓 乐 历 史 悠
久，形成于明代中叶。复州鼓乐在
传统唢呐吹奏基本功外，又加入了

“借凡”“压上”等特殊技法，使得
音色非常柔和，特别在演奏慢板乐
曲时，音量均衡、速度平稳，并伴有
十分明显的均匀强音。复州鼓乐
演奏的曲目丰富，现存传统曲目
600 余首，主要包括《梅花悲》《孟姜
女》《水龙吟》等。

这些年，复州鼓乐的影响力逐
渐增加，在国家及省市比赛中频频
获奖。瓦房店市非遗保护中心副主
任冯秉权说，这与当地人爱听喇叭
的习俗有很大关系。目前，瓦房店

市有鼓乐手上千人，其中以鼓乐为
职业的有 300 多人。当地还活跃着
一批以魏俊祥为代表的作曲家，每
逢国内外重大艺术节和调演活动，
瓦房店市都会组织人力创作、排
演，拿出优秀作品参加。

2017 年 6 月，复州鼓乐从全国
16 支鼓乐队伍中脱颖而出，参加

《对话·寓言 2047》，在国家大剧院
演出。参加此次演出的国家一级
演奏员、复州鼓乐传承人宋喜平
告诉记者，如今，群众欣赏水平在
提升，鼓乐表演者演得好坏谁都
能听出来。所以，鼓乐传承首先
在 于 鼓 乐 表 演 者 技 艺 水 平 的 高

低，演奏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备的
作品。其次，才是如何开拓市场
的问题。

冯秉权表示，鼓乐是民乐的重
要组成部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很多民族题材的影视作品、舞台剧
目都有鼓乐演奏。其实，鼓乐传承
要因地制宜。有关部门要起到引导
作用，剔除其中的封建糟粕，老百姓
爱听就让演。同时。艺术要随着时
代发展而发展，鼓乐曲目创新也很
重要。比如，老百姓爱听现代一点
的节目，鼓乐演奏者要能创作出一
些新作品，融入现代元素，才不至于
落后于时代。

复州鼓乐曾在国家大剧院演出

研培班举办鼓乐艺术展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