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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2019年沈阳市中小学生艺术展演声乐专场日前拉开帷幕，55
所中小学的合唱团队先后登台亮相，那些发自孩子们童心的纯净歌
声，或高亢嘹亮，或悲壮低沉，或清脆悦耳，或婉转悠扬……这项活
动由沈阳市教育局主办，沈阳市教育研究院承办，从2013年开始，
至今举办7次，现在合唱团已在全市近600所中小学普及。

核心
提示

大幕拉开，璀璨的国徽悬挂在舞台正中，给观众留下遐想的空间……
由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沈阳市文化演艺中心）、沈阳演艺集团、沈阳

话剧团创排的献礼新中国七十华诞的剧目——大型话剧《国徽》日前在沈阳盛
京大剧院首演。千余名观众在充满沈阳地域文化特色的演出中，共同回顾了
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评委都是声乐专家

舞台上，灯光绚丽璀璨，背景美
轮美奂，孩子们笑脸盈盈，歌声犹如
山涧中的潺潺流水，曼妙动人。台下
观众席上的 7 位评委全神贯注于舞
台，耳听心受。他们有的是高校声乐
教师，有的是专业文艺团体及相关机
构声乐专家。

当天参演的团队是全市中小学每
年轮流产生。据沈阳市教育研究院
艺术展演活动室主任那荣广介绍，近
年来沈阳市教育局在中小学开展“班
班有歌声，校校有团队”活动，用美好
的歌声启迪孩子们的心灵，合唱团成
为每个学校都有的社团组织。

沈阳音乐学院副教授孙雷是青
年指挥家，他是中国合唱协会常务
理事、辽宁省合唱协会理事长，现在
又成了此次展演的声乐评委。他对
这次合唱展演给出的总体评价是，
在当下倡导素质教育的背景下，合
唱团已涌现出很多高水平队伍，带
动了全市中小学合唱教育活动的发
展和水平的提高。他认为，合唱团
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与几年前相比，演唱曲目有很大创
新，教师选择曲目的视野更宽了，学
生驾驭曲目的能力提高了；二是在
声音训练上，以前注重嘹亮、整齐，现
在更注重细腻度，注重声音的融合
度、张力、表现力；三是过去舞台展示
靠服装等外在的因素，现在舞台上队
列的编排、形体动作的展示等都有创
新，孩子们身体放松，尽情享受音乐
的魅力。

音乐课不可或缺

作为沈阳市铁西区启工二校的音
乐教师，也是学校学生合唱团的指挥，
夏旭切身感受到国家、学校对小学音
乐教育的重视。小学音乐课教学大纲
和教材不断调整、更新，以前有的教学
内容不符合孩子们的声线发育情况，
现在的教材就符合孩子们生理发育情
况和心理特点。学校从一年级到六年
级每周都有两节音乐课，内容包括讲
音乐知识、曲目鉴赏，教唱歌、演奏乐
器，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

音乐课教给孩子们的歌曲有中

国歌曲《送别》《采蘑菇的小姑娘》，有
外国经典《闲聊波尔卡》《海豹摇篮
曲》等，有根据成人歌曲改编的童声
作品《五彩缤纷的大地》。夏旭认为，
唱歌是人们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尤
其是孩子,当他们高兴时就会情不自
禁地唱起歌来。但孩子与成年人不
同，他们缺少鉴赏和选择的能力，往
往教给他们什么，他们就接受什么。
所以作为音乐老师，有责任教孩子们
唱健康、向上的歌曲，用歌声启迪他
们的心智，教他们在歌声中懂得如何
做人。

学校的合唱团成员是在自愿报
名基础上，夏旭根据其唱歌条件挑选

的，每天的排练时间在早 7 时至 7 时
50分，还有下午大课间时间。三年级
学生曹泽瑞原来早晨常懒在床上，现
在自己早早起床张罗到校合唱团排
练。六年级学生王靖博原来唱歌跑
调，学习成绩也不好，但参加合唱团
一段时间后，他唱歌不跑调了，学习
成绩也越来越好，他觉得这是因为合
唱团让自己有了上进心。

李立明是沈阳市第一二六中学的
音乐教师，是学校合唱团带队教师。他
说，音乐课是中小学生不可或缺的科
目，因为它对孩子们心理的调节、阳光
性格的形成大有裨益。

音乐给高中生活“调味”

高中阶段，学习压力加大，生活
节奏紧张，学生们还上音乐课、参加
合唱团活动吗？

沈阳市第二十中学高一五班潘
宇石是学校合唱团的骨干，像很多同
龄人一样，喜欢流行音乐，尤其热衷
抒情的曲目。他说唱歌让他的学习
生活有了调味剂，而在合唱团唱响的

《龙的传人》《光荣啊，中国共青团》更
是给了他满满的正能量。

战绪丰是东北育才学校高二八
班学生，是学校合唱团团长。学习
时间越是紧张，他越需要音乐来缓
解疲劳，优美的歌曲，让他心情愉
悦，学习效果更好。对于参加合唱
团的收获，他总结有三点，一是自己
的音乐素养逐步提升；二是增强了
团队意识、协作意识，懂得交流与配
合；三是让自己的学生时代充满了
快乐。

55个合唱团亮相沈阳中小学生艺术展演声乐专场

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文并摄

省文联举办的第十一届辽宁中
青年文艺评论骨干读书班，给与会
者提供的参考书中有柳青的《创业
史》。在“新时代现实主义文艺的精
神内核”讨论单元中，柳青成为热点
话题。引发话题的除了参考书《创
业史》外，还有话剧《柳青》在第十二
届中国艺术节获得第十六届文华大
奖。大家满怀敬意，议论着柳青在
皇甫村14年的农民生活，回忆着《创
业史》中的精彩片断。

今天重读柳青的意义在哪儿？
我认为，首先是他去作家化介入生
活的方式给我们以启示。柳青住进
皇甫村时，正是我国农村进行前所
未有的变革时期，为了融入生活，
亲身经历这场变革，他放下身段，
沉入基层，成为一个地道的秦中老
汉。他对生活的深入，不仅“身入”，
而且“心入”。话剧《柳青》在舞台上
再现了柳青扎根皇甫村创作《创业
史》的全过程，看了让人感慨万分。
像柳青这样“把根扎在土里头，百
姓揣在怀里头，庄稼人写到书里
头，《创业史》化在命里头”的作家，
啥时都弥足珍贵。柳青的经历告
诉我们：深入生活不是口号，不是
姿态，而是全身心地投入，是实实
在在的行动，只有这样，才能真切
地体验生活，获得丰富结实的细节
经验。谁也没有理由轻视经验型
写作，经验型写作中蕴含着无限的
魅力。读《创业史》中梁生宝买稻
种的那一章，会验证这一点。梁生
宝花了五分钱吃了一碗汤面，然后
喝着不要钱的面汤，嚼着自带的
馍。付钱时，他打开红布包，又打
开写过大字的一层纸，拣出最破的
一张五分票。这张五分票再不花，

就要烂在他手里了。这个细节描
写可以反复读，每一次读每一次被
打动。这种入心的细节，给作品以
坚实的基础。

这几天浏览《创业史》，曾经有
过的阅读感觉再次出现。从整体上
看，一些人物特别是核心人物梁生
宝，带着观念色彩，有符号之感。其
实这正是柳青的尴尬所在。他以

《创业史》积极参与“新世界”和“社
会主义新人”的建构，却遭遇质疑性
的评介。毫无疑问，这些抹杀不了

《创业史》的经典性，也矮化不了柳
青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位置，同样，
也影响不了我们对柳青的敬仰和对

《创业史》的喜爱。关键是，我们能
不能在《创业史》的成功经验和存在
问题中获得有益启示。

关注现实生活、抒写时代旋律，
是当前文艺创作的热点。文艺回应
现实，这是好事，但有个问题值得注
意，即如何回避柳青遇到的尴尬，换
种说法，就是塑造时代人物时如何
尊重生活和性格逻辑，避免恩格斯
批评的那种个性“消融到原则里”的
情形出现。现在有的作品在重复以
往的问题，核心人物正面完美但远
没有起陪衬作用的次要人物那样惟
妙惟肖。

柳青是一面镜子。我们应该像
他那样热爱生活、真诚写作，用作
品参与时代变革，这非常重要；此
外，也要仔细琢磨一些评介对他作
品的质疑之处，从中获得省悟，这
也是重读柳青的价值所在。重读
柳青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创作
出既贴近现实，又深入人心的优秀
作品，使文艺创作与当下新时代的
现实成功对接。

重读柳青
洪兆惠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为庆
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检阅展示近
五年间沈阳美术事业发展的新成就，
沈阳市美术家协会于6月24日在沈阳
大学美术馆举办“‘我和我的祖国’庆
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暨迎接第十三
届全国美展——沈阳美术作品展”。

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是我国规模

最大、参与范围最广、美术作品种类
最多、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国家
级美术大展。

此次，沈阳市美协从投稿的413
件国画、油画和水彩版画等作品中，
挑选展出了201件作品。接下来，将
从展出作品中选出160件优秀作品，
代表沈阳冲击第十三届全国美展。

201件作品亮相沈阳美术作品展

本报讯 记者张海浪报道 6
月24日，记者从田连元作品研讨会
上获悉，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所
著《评书表演艺术》今年3月出版发
行，已成为全国高等院校曲艺专业
本科系列教材之一。

田连元在《评书表演艺术》一书
中，对评书艺术进行了理论探讨和
概括，对评书艺术的历史发展、艺术
特色等加以深入研究，成为我国高
等院校第一本评书教材的编著者。

这本书的面世，得益于中国曲
艺家协会和辽宁科技大学合作解决
曲艺学科教材从无到有的举措。

2015年首届全国高校曲艺教育论坛
在辽宁召开，同时启动12本曲艺系
列教材编写计划，双方投入大量人
力、物力和财力，组织专家、学者编
写教材、审定教材，最后定稿交由出
版社出版。虽已年逾古稀，接到任
务后，田连元夜以继日地书写文
稿。后经他的女儿田洁收集资料、
会合笔记，拿出成品。

《评书表演艺术》共15小节，分
评书概述、评书的创作、评书的表
演、评书的艺术特色等部分，使评书
理论从几十年的碎片化经验之谈，
走向系统化、学术化、科学化。

田连元新书《评书表演艺术》
成为本科院校曲艺专业教材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山东民族歌剧《沂蒙山》将于6月27
日、28 日在沈阳盛京大剧院上演。
该剧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文
化和旅游厅、临沂市委联合出品，由
山东歌舞剧院创排。此次巡演活动
是由辽宁、山东、山西三省省委宣传
部主办的“辽鲁晋文艺交流演出”系
列活动之一。

民族歌剧《沂蒙山》是文化和旅
游部2018年“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
展工程”重点扶持剧目，2019 年度
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
作资助项目、滚动扶持剧目。该剧
以沂蒙山革命根据地党政军民“水
乳交融、生死与共”的革命历史为创

作背景，以大青山突围、渊子崖战役
为创作素材，讲述了军民一心、团结
抗战的故事。该剧由山东省文化和
旅游厅副厅长张桂林担任艺术总
监，黄定山担任总导演，王晓岭、李
文绪担任编剧，栾凯担任作曲，杨又
青担任指挥，王洪波担任声乐指导，
周丹林担任舞美设计。王丽达、杨
小勇、王传亮、张卓、刘航等歌剧表
演艺术家、优秀青年歌唱家联袂演
出。其中，刘航现任沈阳音乐学院
声乐歌剧系教师。

据了解，该剧主创人员曾11次
深入沂蒙革命老区采风创作。《沂蒙
山》上演以来在全国多个省市巡演，
备受好评。

山东民族歌剧《沂蒙山》来沈演出

《国徽》导演是黑纪文之子、沈阳话
剧团青年导演黑晓欧。此前，父子俩合
作执导了《奉天北市场》《奉天战俘营》

《莎莎与卖火柴的小女孩》等多部话
剧。这次执导《国徽》，黑晓欧也是做足
了功课。在艺术创作上，他是个典型的

“啃老族”，父子兵上阵前，他逼着父亲
多次修改剧本，还不满足，常常在剧情
走向、人物塑造上与其父争得面红耳
赤。

黑纪文曾八次获得全国“五个一
工程”奖，是资深编剧，此次竟被儿子呼
来唤去。比如，在介绍国徽的时候，编
剧想一带而过，黑晓欧则相反，他不但
坚持大段台词一字不减，还配上动漫，
因为担心观众到这里会坐不住。没有
想到的是，观众看到这一段，不但没有
走神，反而看得仔细、听得认真。散场
后，一个中年观众说，看了话剧《国徽》，
才真正体会到国徽蕴含的伟大意义，这

台话剧给我们上了一堂国徽知识课。
当全剧结束时，在熊熊的炉火映

照下，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一枚巨大的
国徽徐徐升起，震撼人心。

一个家住沈阳市铁西区的老工人
对记者说，看到舞台上老工厂的布景，
那个年代的工作服、饭盒、人物的语言，
都是那么熟悉亲切，这是给咱们写的
戏，我们爱看。

最让人感动的是，一个四年级的小

学生看完演出后，把国徽写进了作文。
这是艺术的力量，这是《国徽》的魅力。

话剧《国徽》用写意与写实的艺术
手段，把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搬上舞
台，于6月12日、13日、14日连续演出
三场，受到观众的好评！

精品剧目需要不断打磨出来，剧
团还将对《国徽》进行深入细致的修改，
决心打磨出一部艺术精品，献礼新中国
七十华诞。

这是给咱们工人写的戏

来自话剧首演现场的声音——

“《国徽》是给咱们工人写的戏”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话剧《国徽》由黑纪文编剧，以上世纪
50年代初，沈阳铸造工人为共和国铸造国
徽的故事为主线，体现了他们对共和国的
忠诚与热爱。记者在演出现场看到，《国
徽》故事情节在一个家庭和一个车间的小
环境里展开，用人物的情感推动情节发
展，收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把铸造国徽
与抗美援朝、与共和国工业发展相结合，
使这部话剧既有凝重的历史意义，也有深
刻的现实意义，而且台词颇具张力。

这部八幕话剧的剧本凝结了黑纪文十
多年的思考和积累。黑纪文曾当过10年
工人，在工厂做过技术工作，熟悉工厂，熟
悉工人，他对国徽的理解非常深刻。黑纪
文说，他是用心、用情去写话剧《国徽》的。

全剧塑造了一个感情真实、性格鲜明
的老铸造工人肖百顺。他刚刚入党，抗战
胜利后，儿子为了保护工人的生命，保护
一批稀有有色金属材料，献出了年轻的生
命。当肖百顺接受铸造国徽的任务后，他
联想到国歌中“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
的长城”，一心想拿沾着自己儿子鲜血的
金属锭来铸造国徽，这是一种朴实的“念
想”，是一名老工人对儿子的一种特殊的
纪念和慰藉。但是，这批稀有有色金属却
被腐败分子私自倒卖，中饱私囊。严酷的
事实擦亮了他的眼睛。

用话剧讲述国徽故事

话剧《国徽》剧照

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