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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6月17日晚，大连艺术学院原创音乐剧《追梦·青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演。该
剧是我国首部思政课题材音乐剧。此前，《追梦·青春》曾在大连、沈阳演出，受到观众
广泛好评。此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演，再度引起强烈反响。大连艺术学院以排演音
乐剧为载体，创新思政课教育模式，同时，又将音乐剧中的四个主题、四个篇章，作为大

学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将大学思政课与艺术实践有机结合。大连艺术学院积极探索艺术类高校
实践思政课教育新模式，受到专家及社会各界的认可与好评。

核心
提示

一辆中巴、十余名演员，简单的
服装、乐器、音响设备，辽宁省文化馆

“红色文艺轻骑兵”公益演出日前再
次起航，走进营口市光荣院、营口市
回族业余京剧团和大石桥虎庄镇一
村农家院。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艳
丽的服装，但有热情和真诚，有一颗
为人民服务的心。

在营口市光荣院二楼小剧场，老
兵们穿上军装，戴上勋章，整齐坐好，
等着观看演出。歌舞《梦想的舞台》
拉开演出序幕，紧接着板胡《节日》、
京剧串烧、评书《家风》、歌曲《辽河儿
女情》《其实很好》，舞蹈《画廊》、相声

《十九大就是好》等节目依次亮相。
当锦州市群众艺术馆的张雪演唱《我
的祖国》时，老兵们仿佛被乐音带回
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年代。当张雪唱
到“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
方……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
地方”时，老兵们不禁随着一起哼唱，
瞬间将演出推向高潮。歌曲《不忘初
心》演唱完，演员上台谢幕，老兵们还
是没有离开。一位 94 岁的老兵说：

“太好了，精彩！”短短 5个字，让演员
觉得这场演出有意义。

第二天，“红色文艺轻骑兵”走进
营口市回族业余京剧团，进行交流辅

导演出。辽宁省文化馆的京剧演员
与营口市回族业余京剧团演员一起交
流，切磋唱腔唱法，7个京剧节目得到
辅导。当天下午，“红色文艺轻骑兵”
又赶到大石桥虎庄镇一村农家院，但
见院墙上贴着用毛笔写的欢迎字样的
彩纸。两间大瓦房是舞台，演出一开
场，村里的大妈大爷们就与演员一起
互动，赵大妈拿起话筒唱起《看秧歌》，
大爷们也一首接一首地唱起来，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红色文艺轻骑
兵”演员演唱了《我的祖国》《其实很
好》《和未来有约》等歌曲，并对大妈
大爷们进行了演唱辅导。

5月 30日，“红色文艺轻骑兵”曾
走进铁岭县蔡牛镇中心小学，这是辽
宁省群星奖精品节目走基层——“红
色文艺轻骑兵”送文化活动走进铁岭
的第一场文艺辅导，也是全年30余场
送文化活动的第一场。据辽宁省文
化馆副馆长李红梅介绍，辽宁省群星
奖精品节目走基层——“红色文艺轻
骑兵”送文化活动，还将继续在全省
十余个城市陆续举行，重点是走进学
校、敬老院、社区、农村文化大院、军
营等地，主要面向老年人、未成年人、
残疾人、农村留守妇女儿童、农民工
等特殊群体进行公益演出。

送演出 送辅导

省“红色文艺轻骑兵”带着精品节目走基层
本报记者 杨 竞

对孙红雷的新剧《带着爸爸去
留学》，很是期待了一番。但看了几
集之后，多少有些失望，虽然几位主
演特别是孙红雷的演技没得说。

留学题材，无疑是当下的一个
热点。问过一个正准备出国留学的
孩子，如果有一部反映留学生活的
影视作品，你希望在里面看到什
么？他的回答是：怎么融入当地的
文化。跟我的想法一样。当父母亲
把孩子送上出国飞机的那一刻，他
们最担心的肯定就是孩子在饮食和
生活习惯上能不能适应，与当地的
学生如何相处，能否顺利完成学业。

但是很遗憾，我关注的“文化的
冲突与交融”，并不是《带着爸爸去
留学》所要表现的重点。三个小留
学生来到美国的第一件事是谈恋
爱、和父母对抗，说不上学就不上
学，说换学校就换学校，各种花式折
腾。几位陪读的父母亲（包括一位
年轻的“后妈”）忙着处理家庭问题，
不是再婚就是离婚，或者因为两地
分居闹矛盾，再加上去赌场耽误了
面试、家里着火、校园枪击案这些狗
血桥段，活生生地拍成了家庭剧，只
不过背景挪到了海外。当然，这些
事都有可能存在，也确实吸引眼球，
我们看到的一些海外留学生中发生
的恶性事件大多与此有关。但只是
表现这些极端事例，难道就是要告
诉观众，留学生们每天就是这样度
过的？难道他们都不用上学、不用
做功课吗？

最近播出的另外一部校园题材
电视剧《少年派》，也同样让我失
望。之前的预告中，这部剧聚焦的
是另一个教育的热点话题——高
考。陪孩子经历过高中生活的家长
想必都清楚，高中生的生活里最主
要的内容只有两个字——高考，他
们的大部分烦恼以及身心上出现的

问题也都来自于学业的压力，所以
很想从中感受到高中生在应对高考
这一人生大事时，所要经历的艰难
挫折以及由此带来的情感和心智上
的成长，包括父母亲在这个过程中
所经历的心路历程。但这部剧同样
也令我失望了。校园里的场景仿佛
一出偶像剧，除了几个面孔死板的
老师，好像没有哪个学生把学习和
成绩当回事，大部分的时间里，情节
还是围绕着家长与孩子以及父母之
间的矛盾冲突展开。说到底，还是
家里的那点儿事。

也许是我误会了，上述这些作
品本来就不是我想象的校园剧。查
了一下上述两部作品的相关介绍，
没错，都带着“家庭剧”的标签。

教育，这些年里始终是社会最
关注的话题之一，与此有关的影视
作品也一直热度不减，它的确是与
家庭有关，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与
家庭有关，从家庭的角度切入未尝
不可。但我的遗憾在于，关于教育
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校园，为
什么就拍不好了呢？想起了很多
年前一些优秀的校园剧，比如《十
六岁的花季》《校园先锋》，里面也
有家长与孩子之间的代沟、也有学
生早恋等各种问题，但更有对当下
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做出的深
刻反思，感觉这才是校园剧应有的
样子。

对更擅长于家庭剧的创作者
提出这样的要求似乎有些苛求。
但真实反映今天的学生生活的优
质校园剧肯定是观众需要的，改革
开放 40 年，教育领域的改革力度
之大、程度之深、涉及面之广，是有
目共睹的，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切身体会的。讲好校园里发生的
故事，不管难度有多大，都应该有
人去尝试。

校园剧咋都拍成了家庭剧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6 月
18日，辽宁省手指画艺术委员会成
立揭牌仪式暨指画研讨会在铁岭举
行，来自我省的指画家代表40多人
参加。

辽宁省手指画艺术委员会是经
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批准成立
的我省老年指画家创作、研究中国
手指画艺术的社会性群众文艺团
体，旨在开展指画创作、理论研究、

交流展览等活动，推动我省指画艺
术事业发展。铁岭是指头画派创始
人高其佩的故里，在当代众多手指
画流派中，铁岭手指画是最重要的
一支。2008年，铁岭成立手指画院
研究院。如今，辽宁省手指画艺术
委员会又落户铁岭。 有“高其佩
300 年后传人”之誉的杨一墨当选
会长。 仪式结束后，杨一墨作关于
手指画史和创作技法的讲座。

辽宁省手指画艺委会成立

首推东北水彩画代表作品

历经几代艺术家的不懈努力，
极大地增强了中国水彩画的表现
力 ，丰 富 了 水 彩 画 绘 画 技 法 的 多
样性，逐步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
时 代 特 色 和 个 性 风 格 的 美 术 门
类。此次，文化和旅游部从历史的
高度肯定为中国水彩画发展作出
突出贡献的杰出画家，为其办展，
辽宁美术馆选择东北水彩画代表
画家之一乌密风的系列作品申报
后获批。

乌 密 风 (1920.11—2004.6)，女 ，
美术设计家、水彩画家，我国工艺美
术学科奠基人之一，曾任鲁迅美术
学院副院长、教授。本次展出乌密
风水彩花卉作品 69 幅，其作品创作
时间基本上是上世纪 90 年代，是辽
宁美术馆在 2012 年、2013 年两次从
海外回流收购的。这些作品画风较
为写意，色彩和谐，笔韵纵横，水色
淋漓，主体表现微妙丰富，省略了
许多花卉的细节，重点表现花朵外
形和背景，一派清新爽朗的风格。
作品给人以通透清新、生机盎然的
意蕴。

美术评论家认为，乌密风的水

彩花卉作品将西方水彩画的韵味、
美感、技巧和中国画意境、笔墨情趣
巧妙地融为一体，一幅幅韵致丰涵
的作品向人们展现了一个五彩缤纷
的锦簇天地。

系统梳理馆藏脉络

乌密风作为东北水彩画家的代表
人物，其作品自成体系。本着弘扬和展

示本土文化的宗旨，这次馆藏精品首展
选择乌密风的作品，辽宁美术馆希望以
此献礼新中国七十华诞，讴歌祖国，赞
美党，反映当今人民满满的幸福感。

据辽宁美术馆典藏部主任王小言
介绍，辽宁美术馆现在更加重视收藏工
作，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收藏工作从
数量和精品相结合入手，通过有效渠
道，不断扩大馆藏艺术品数量，同时提
高藏品的艺术水平，现收藏各类美术作
品已超千幅。藏品以清末及近现代和
当代中国画、书法、油画、水彩画、版画、
雕塑为主，兼有民间美术作品，还有连
环画、漫画、摄影、现代装置等，同时也
包括外国艺术作品，为举办多样的陈列
展览和交流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据介绍，辽宁美术馆最早的馆藏
作品为清代康熙年间画家沈铨的《猞猁
图》和《猿猴嬉戏图》，还藏有黄宾虹、傅
抱石、黄胄、蒋兆和、程十发、朱屺瞻、赵
梦朱、“鲁美四老”等名家之作，藏有著
名画家费长富系列连环画封面作品、日
本画家斋藤博之系列油画作品等。王
小言说，各时期的中国艺术名家代表作
品，构成中国美术发展序列，他们正在
对馆藏作品进行系统性梳理，以期日
后通过馆藏作品展览为观众呈现东
北，特别是辽宁近现代绘画发展的脉
络，诉说这一方水土的美术记忆。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50
集普法类电视栏目剧日前在新民市
张家屯镇后大河泡村开机。该电视
栏目剧由沈阳莎梦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和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联合
摄制，旨在以有法律服务功能的电
视栏目剧进行法制宣传。

普法栏目剧30分钟一集，每集
一个故事，故事结构简洁鲜明，易被
观众接受。题材涵盖城市及农村的
法律事件，其中尤以农村题材为主，
通过一个个接地气的故事，让农村
观众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提升法律
意识。

普法电视栏目剧开机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6
月 20 日，由省作家协会、延边人民
出版社、葫芦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共同主办的李伶伶作品研讨会在
葫芦岛举行。

李伶伶于 1979 年出生在北镇
市罗罗堡镇小三块石村北柳树屯，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94年，
15 岁的李伶伶被诊断为患有肌肉
萎缩症。虽然疾病给她带来沉重的
精神和生活打击，但她凭着顽强的
毅力，一边与病魔抗争，一边开始小
小说创作。25年来，李伶伶创作并
发表了 200 多篇小小说，有的作品
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有的作品成
为高考的考题。2016年，李伶伶加
入省作家协会，因其创作成绩突出，
很快被列为重点作家培养对象。
2018 年，她的《起舞》《羊事》和《数
学家的爱情》三部小小说集出版，同

年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李
伶伶自强不息的事迹感动鼓舞了很
多人。今年5月，李伶伶被评为“第
六届全国自强模范”。

1994年走近文学，2005年首发
小小说，2014年根据其作品改编的
首部电视连续剧开播，学习、写作20
多年，李伶伶获得很多奖项：第一届
汪曾祺世界华文小小说大赛一等奖，
第六届“茅台杯”《小说选刊》提名奖，
第十届全国微型小说（小小说）年度
评选一等奖，第二十六届“东丽杯”梁
斌小说奖一等奖，2015－2017 年度
小小说金麻雀奖等。

专家认为，李伶伶的创作，展
示着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又扎根于
现实生活的沃土中。她的作品，充
分表现了人间爱情的美好、人物命
运的曲折、社会世道的冷暖，充满
了浓浓的正能量。

李伶伶作品研讨会在葫芦岛举行

辽宁美术馆推出馆藏精品展

69幅画作展示乌密风的水墨艺术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6 月
20日傍晚，沈阳市2019浑河两岸群
众文化活动暨第六届社区文化艺术
节开幕式晚会在沈水湾公园云飏阁
开幕。本次活动由沈阳市委宣传
部、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
主办，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沈
阳市文化演艺中心）、沈阳市朝鲜族
文化艺术馆、和平区文化旅游和广
播电视局、沈河区文化旅游和广播
电视局、浑南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
视局以及三区文旅中心承办。

当晚，云飏阁欢声缭绕，乐曲悠
扬，气氛热烈。随着舞蹈《盛世中

华》的上演，一台群众文化大戏启
幕。沈阳歌舞团、浑南区文化馆、宫
静少儿艺术团、沈阳演艺集团、中国
航发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
公司、沈阳市朝鲜族阿里郎艺术团
等演出了舞蹈、男女声独唱、器乐演
奏、相声小品、合唱、少儿戏曲等14
个节目。

第六届社区文化艺术节自6月
开始至 10 月结束，其间各区、县

（市）将举办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
社区文化展示展演活动，表达爱党、
爱国的真挚情感，唱响对美好生活
的执着追求与坚定信心。

浑河两岸群众文化活动
推出社区文化艺术节

王贤俊接受采访时表示，大连
艺术学院历时一年半创作《追梦·青
春》，力求深刻表达大连艺术学院师
生对于实践思政课的思考以及对于
青春梦想的思考。

《追梦·青春》是一堂别开生面、
集思想性和艺术性为一体的舞台艺
术作品，展现的民族精神带给我们
深刻的启迪。大连艺术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以音乐剧《追梦·青春》为
载体，积极探索“思政课程”与“课程
思政”的有机结合，真正做到让课堂
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让学
习历史与深入现实相结合，将立德

树人内化到艺术实践之中，构建全
方位的思政课教育体系。

6月18日，《追梦·青春》研讨会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20余位专家学者与
会，为该剧把脉。著名文艺评论家仲
呈祥表示：“《追梦·青春》的意义已超
越音乐剧本身，该剧不仅对于高校的
思政教育很有意义，对于高校的艺术
教育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并且对于
当下中国的美育教育有深远意义。在
我看来，《追梦·青春》是大连艺术学院
认真地学习领悟、践行中央关于教育
工作和文艺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的成
功实践，因此，《追梦·青春》值得大力

推广。通过排演音乐剧开展思政课教
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一种
方式，同时这又是高校全部课程贯穿
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尝试，具有积极
的示范意义。”

中友国际艺术交流院副秘书长
周建平认为，《追梦·青春》的舞台呈
现非常震撼，这部音乐剧体现了高校
师生的情怀与担当。他认为，首先

《追梦·青春》弘扬了中国精神。同
时，这部音乐剧展现了中国青年的时
代风采。期待《追梦·青春》全国巡
演，让更多人欣赏到这部兼具思想性
与艺术性的音乐剧。

专家评该剧具有示范意义

大连艺术学院思政课题材剧亮相人民大会堂获赞誉

《追梦·青春》：一部有示范意义的音乐剧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本次《追梦·青春》进京演出活动
得到了广泛支持，中国人民对外友好
协会为支持单位，教育部思想政治工
作司为指导单位，主办单位包括中友
国际艺术交流院、省委宣传部、省委教
育工委、省教育厅、团省委、大连市委
宣传部、大连金普新区党工委。《追梦·
青春》由大连艺术学院创作，该学院千
余名师生联袂演出。大连艺术学院党
委书记、董事长王贤俊担任总策划、出
品人，王晶担任总导演、总撰稿，高大
林担任艺术总监。

《追梦·青春》分为六幕，以思想政
治理论课为创作主题，以当代大学生
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为线索，以大
学生深入祖国工业、科技建设一线学
习实践为内容，以音乐剧的艺术形式，
展现了工匠精神、塞罕坝精神等时代
精神。该剧综合运用音乐、舞蹈、多媒
体等艺术手段，通过兼具思想性与艺
术性的舞台作品，引领当代大学生弘
扬时代精神，执着追寻梦想。

当晚有 6000 多名观众观看了演
出。观众中有首都多所高校的师生，
有北京及周边城市的观众，还有来自
14 个国家的使节。演出现场多次出
现这样的感人场景：随着剧情演进，台
上台下产生强烈共鸣，观众们一边喝
彩，一边哼唱起好听易记、朗朗上口的
该剧主题歌。记者注意到，很多观众
在观剧过程中热泪盈眶，该剧主创人
员也不时悄然擦拭眼角激动的泪水。
全体演员谢幕时，很多中外观众不停
地拍照，记录难忘的时刻。

演出结束后，观众仍以持续热烈
的掌声表达激动的心情。中国医科大
学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王松说：“这部剧
把歌颂祖国与励志教育结合起来，非
常感人。特别是第四幕展现老一辈科
学家郭永怀所写的家书，看得我热泪
不止。希望这部音乐剧尽快走进各高
校，让同学们都去看看。”

用音乐剧
弘扬时代精神

6月20日，“辽宁美术馆馆藏精品展之乌密风繁花似锦
的艺术世界”画展在辽宁美术馆揭幕。作为国家级水彩画
展出项目之一，此展经文化和旅游部批准，由辽宁省文化演
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鲁迅美术学院主办，省美协
提供学术支持，辽宁美术馆承办。展期截至8月30日。

《追梦·青春》剧照 曾 智 摄

辽宁美术馆馆藏乌密风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