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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来自丹东凤城的亲
兄弟徐子淳（哥哥）、徐子崴（弟
弟）在“我和我的祖国——辽宁省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特别节目”中第一个出场，演唱《今
天是你的生日》，向祖国表达深深
的祝福。

在后台，记者采访了兄弟俩。
“能够回家演出首先感觉特别荣
幸。这次来的大部分是艺术界的
前辈，我们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
回家的感觉，真好。”徐子崴说。

“好久没回家，不是不想家”
“你问我家在哪里，我家在凤城。
那里有座凤凰山，山上有个凤凰
洞”“坐上了高铁去北京，实现我的
青春梦”……不曾想到，这些熟悉
的旋律，均出自眼前这对高大帅
气、年纪轻轻的兄弟。

他们不仅能唱，还能作词、作
曲，《家在凤城》《好久没回家》《中
国吉祥》《中国之最》《中国美》《中
国范儿》等都由两人创作。近几
年，徐子淳、徐子崴兄弟先后有 11
首歌曲在央视春晚和元宵晚会上
由自己或其他演员演唱。这大概
与他们科班出身有关。系统、专业
的学习，为他们的发展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记者采访中得知，他们两
人其实也有分工，央视春晚的歌曲
一般由哥哥作词，弟弟作曲。

“记得，我当年离开家乡到沈
阳上学乘坐的是绿皮火车，摇摇晃
晃七八个小时才到沈阳，后半夜在
火车站候车室挨到天亮，才到学校
报到。”谈到沈阳，徐子淳回忆起自
己的求学经历。2013年，当他听说
沈丹高铁加紧建设，家乡也将开通

高铁时，内心无比激动，就一气呵成
写出《坐上高铁去北京》这首歌。当
年，这首歌入选“中国梦”主题新创
作歌曲（第一批），并获得辽宁省“五
个一工程”奖。

《家在凤城》则是两兄弟在2012
年专门为家乡创作的作品，凤城的
山山水水、历史文化都被写入其
中。徐子淳告诉记者，这首歌从词
曲创作到后期制作，前后历时 3个
月。这首歌曲推出后，经徐子崴和

“大庆小芳”组合演唱后，广为传唱，
变为百姓喜爱的流行歌曲。

“下一步，我们还要写凤城的
‘五张名片’——山、泉、校、酒、
村。我们会用自己的方式，用年轻
人容易接受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
热爱，对大好河山的赞美。”徐子
淳、徐子崴说。

徐子淳徐子崴兄弟

正把凤城的“五张名片”写成歌
本报记者 郭 星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9月20
日，辽宁大学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暨天地交响乐团成立音乐会在蒲河校
区体育馆大学生活动中心举行。辽大
师生用最美的声音歌唱祖国，用最真
的音乐表达对祖国的无限深情。

音乐会形式多样，精彩纷呈，既
有双排键二重奏《黄河》、钢琴独奏

《彩云追月》、二胡独奏《我和我的祖
国》，又有优美的舞蹈《花开在眼前》

《鸿雁》，更有女声独唱《中国扁担》、
大合唱《我爱你，中国》等，辽大师生
用音乐演绎青春风采，用音乐展现辽
大风貌，用音乐礼赞伟大祖国。为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激发广大师
生的爱国热情，学校组织开展了一系
列校园文化活动。这次音乐会便是
其中之一。

辽宁大学天地交响乐团的成立，
正是学校加强美育教育，以美育人、
以文化人，提升大学生审美和人文素
养，提升校园文化内涵和品位的一项
创新之举。

据介绍，辽宁大学天地交响乐团
取名“天地”，寓意“天辽地大”，旨在希
望天地交响乐团能够作为辽大文化
的亮丽名片，成为展示辽大育人成果
的平台，成为辽大学子逐梦青春的天
地，为提升学校文化品质、扩大学校
文化影响力作出贡献。学校聘请青
年指挥家孙博特为天地交响乐团艺
术总监、沈阳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
程岩为天地交响乐团顾问、辽宁大学
艺术学院院长安琳为天地交响乐团
团长。

辽大举行天地交响
乐团成立音乐会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9月23
日，我国现代著名考古学家佟柱臣私
人藏书捐赠仪式在辽宁省图书馆举
行。这批藏书中有大量关于东北地区
的历史文献，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和
文献价值。

佟柱臣是黑山县人，曾任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考古
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中国
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等职务。佟
柱臣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和东北地区考
古学研究领域造诣颇深，成果卓著，先
后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专
著多部，是获得国务院颁发的第一批
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之一。

佟柱臣生于辽宁，长于辽宁，后
来虽长期在外地工作和生活，却始
终情系家乡，关心家乡的建设和发
展。佟柱臣于2011年去世后，晚辈们
对其毕生藏书进行了认真的登记和整
理，并遵照其生前意愿，将其私人藏
书无偿捐赠给辽宁省图书馆。

这批捐赠的文献有中、日、英文
图书、期刊累计 680 种、1420 册，创近
年来以个人名义向辽宁省图书馆捐
赠的文献数量之最。

不仅如此，这些文献中，有近 400
种为以往省图书馆缺藏品种，捐赠
的中文图书中最早的版本是 1930 年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近百年古
城古墓发掘史》，日文图书最早的版
本是（日本）东洋协会于 1909 年出版
的《东洋协会调查部学术报告》，英
文图书最早的版本是 1941 年出版的

《Essential English for foreign students》
（外国学生必备英语），期刊中最早
的版本是 1926 年出版的《国立历史
博物馆丛刊》。这批文献中，有 7 种
为佟柱臣本人专著，有签名、题字本
79种。

考古学家佟柱臣
藏书捐给省图书馆

晚会有一个特殊环节，时空连
线合奏钢琴曲《我爱你，中国》，由
著名钢琴家郎朗和他的启蒙老师
朱雅芬联袂演奏。

著 名 钢 琴 家 朱 雅 芬 今 年 90
岁，曾在沈阳音乐学院任教，她培养
的音乐学子可谓桃李满天下。她既
是郎朗的第一位钢琴老师，也是教
郎朗时间最长的一位老师。此次，由
于郎朗正在国外做巡演，不能来到现
场，师生二人只能通过连线的方式一
同演奏这首乐曲。朱雅芬说：“虽然郎
朗不能亲临现场，但他是在传递中国
声音，我为他感到骄傲。”

连线接通后，大屏幕上，郎朗问
候家乡观众：“非常想念家乡辽宁和
我的父老乡亲，作为辽宁人，我感到
自豪。是辽宁这片土地养育了我，
辽宁的飞速发展和巨大变化，让我
感到无比骄傲。乡情难忘，乡音不
改，今天我通过这次连线又回到了
家乡辽宁，与朱老师一起演奏，我的
心情很激动，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
昌盛，祝福可爱的家乡越来越美、越
来越好。”前不久，郎朗为沈阳创作、
录制了《盛京晨曲》。这位走遍世界
的钢琴家说，自己早年离开沈阳求
学音乐，但在心里一直不忘乡愁，通

过这首曲子把自己对家乡的思念和
热爱表达出来。

演出结束后，朱雅芬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新中国的生日到了，现
在感觉比过大年还热闹，非常庆幸
自己赶上了新时代。今天的演出方
式特别现代、有科技含量，祖国越来
越好。“我见证了旧社会的苦难，更
见证了新中国的幸福。我以一个高
龄文艺工作者的情怀，祝愿祖国明
天更富强，人民生活更美好！我也
期待郎朗和更多的钢琴学子弹奏出
时代最强音，为祖国创造一个又一
个新奇迹！”

朱雅芬教导学生郎朗

为祖国弹奏出最强音
本报记者 赵乃林

火风和霍尊，父与子，一个 60
后，一个90后。9月21日一起来沈阳
参加“我和我的祖国——辽宁省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特别节
目”。台上，两人共同演唱了火风创
作的《我爱你中国》，深情的演唱感动
了现场所有观众。

“近些年，我们参加辽视春晚缘
自家乡情，参加这次特别节目，则是
因为祖国情，合在一起就是家国情
怀。”采访开始，火风如是说。

回到家，先聊家事。说起家乡
情，父子两人有着不同的认识。火风
是满族，是土生土长的沈阳人。改革
开放之初，他南下广州发展歌唱事
业，在流行歌坛打拼多年，曾经演唱
了《大花轿》等多首歌曲。从他早期
带有摇滚风格的作品《老调陈腔》，到
2017年辽视春晚演唱《大东北》，黑土
地、红高粱、大火炕、三江水、辽河美
等富有东北风格的元素都成了他歌
唱的对象，表达着对东北、对家乡的
无限热爱。在火风眼中，“白山黑水
赋予了东北人不屈不挠的品格，辽宁

人的骨子里有种打不死的精神。”
霍尊则不一样，上学之前，他一

直在沈阳同爷爷、奶奶生活，现在生活
在上海。对他而言，沈阳是难忘的儿
时记忆。提起家乡，他有说不尽的话：

“沈阳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雪下得特
别大，小时候雪没到膝盖，走到上面咯
吱咯吱响。奶奶包的饺子特别好吃。”

“推开家里那扇门，扑鼻而来的
是老房子的味道，也是家乡的味道。”
火风补充道。

中国风歌曲蕴含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有中华古典之美。近几年，霍尊
演唱了《卷珠帘》《梨花颂》等多首中
国风歌曲，与他父亲粗犷、豪放的风
格完全不同。对此，火风表示，流行
音乐传承与戏曲传承不一样，只能从
个人嗓音条件和感受出发。当天，两
人同台演唱了《我爱你中国》，声音的
反差给人珠联璧合之美。

“作为一名歌手，经常出国演出，
听到别人夸我的祖国好，我就很骄
傲。”最后，霍尊简练直白的话语，道
出他对祖国的热爱。

火风霍尊父子

怀念家乡的味道
怀念沈阳的雪

本报记者 郭 星

军旅作家胡世宗和他的儿子著
名音乐人胡海泉是参加“我和我的
祖国——辽宁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特别节目”录制的又
一对父子。特别节目中，两人首度
合作，儿子唱起父亲创作的歌曲《我
把太阳迎进祖国》。

胡世宗出版的文学作品获得过
无数荣誉，有些作品还被收入中小
学语文课本。在他笔下写过许多英
雄，最让他感动的是谁？胡世宗说：

“雷锋！雷锋是时代的楷模，雷锋精
神是永恒的。今天，‘最美人物’不
断涌现，向我们展现了雷锋精神穿
越时空的恒久魅力。辽宁是雷锋精
神的发祥地，我们每一个辽宁人，都
有义务和责任，把雷锋精神发扬光
大，一代代传承下去！”

这样说，胡世宗也在努力这样
做。上个月，胡世宗向沈阳市档案
馆无偿捐献了自己珍藏的 273 幅

名人字画，就连挂在家里墙上的 6
幅字画也摘下来一并捐出。对此，
海泉完全支持父亲的“裸捐”，并特
意 从 外 地 赶 回 沈 阳 参 加 捐 赠 仪
式。父唱子随，父亲的言行甚至喜

好都深深地影响着海泉，就写作而
言，海泉作为音乐人，写了大量好
听的歌曲，还有自己的诗集出版。
知父莫若子，海泉告诉记者：“有句
话说父爱如山。的确，小时候我看

父亲就是一座山，所以我一直在攀
登他这座山。我觉得他这座山上
有三个关键词：一是热爱，二是执
着，三是奉献。他热爱党，热爱祖
国，热爱军人尊严，因此他才执着
地写军人、写英雄，写所有感动过
他的军旅生活。”

对于辽宁，可以说父子二人的
作品中都饱含着家乡情怀。海泉
说，是家乡给了自己最初的创作灵
感，伟大的祖国给了自己放歌的激
情。“我会用我的音乐诉说生活的快
乐，唱出梦想和追求。”

胡世宗的诗作《我把太阳迎进
祖国》只有 145 个字，但在他的心
中却始终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在
位于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中俄边
境的“东方第一哨”——乌苏镇哨
所，我国领土的最东端，也是我国
大陆最先迎接日出的地方，每天早
上，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会在这里

与太阳同步升起……面对此情此
景，胡世宗有感而发地创作了《我
把太阳迎进祖国》。他说：“我在39
年前倾心倾力，也是情不自禁地写
下的这首诗，插上了音乐的翅膀，
成为战友们发自内心的感慨和经
久不息的对新中国的宣誓。我很
荣幸成了他们的代言人。”

这首歌曾经被蒋大为、阎维
文、郁钧剑等著名歌唱家演唱成多
个版本。在录制现场，海泉以演唱

《我把太阳迎进祖国》的方式第一
次与父亲合作。“我要将这首歌增
添一个由我演绎的版本，向新中国
道一声——生日快乐！”

“在祖国边防最东端的角落，耸
立着我们小小的哨所。每当星星月
亮悄悄地隐没，那是我第一个把太
阳迎进祖国……”海泉在舞台上唱
得抒情，胡世宗在台下听得动情。
台上台下，祖国让父子俩共鸣……

胡海泉唱起父亲胡世宗写的歌

《我把太阳迎进祖国》让父子共鸣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曾三度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的
辽宁省戏剧家协会主席宋国锋与影视
演员宋佳伦是父子关系，得知他们参
加9月21 日“我和我的祖国——辽
宁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特别节目”的录制，记者决定采
访他们。

记者走进彩排现场的一间会议
室，宋国锋正与演对手戏的演员巩
汉林对台词。他花白的头发、花白
的胡子，一身休闲服装，一双灰布板
鞋，看上去就是生活中普通的花甲
老人。记者躲到一旁寻找采访机
会，宋国锋开口说起台词，不时加
上动作，那腔调语气，举手投足之
间就拿捏成剧里的老工人，还是那
个空间，还是那身衣服，却把记者带
到了舞台上要呈现的人物“打前站”
面前。

在这台晚会上，宋国锋和巩汉
林演出的是短剧《祝福》，他们分别
饰演鞍钢退休老工人“打前站”和

“小跟班”，邀请各自的孙子、孙女旅
游度假，但由于两个晚辈分别在大
船、沈飞忙于造中国航母、中国舰载
机，不能前来，一番沟通，两位老人

感慨从年轻人身上看到了新时代辽
宁产业工人不忘初心接过前辈的接
力棒，而这就是我们辽宁人的底
气。这一次，宋国锋一如既往地用
自己的舞台形象，表达一个文艺工

作者的文艺情、家乡情、爱国情，用
文艺精品负载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
和文化责任。

69 岁的宋国锋 1978 年从内蒙
古调入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后，就一

直扎根这里，早期曾主演经典话剧
《于无声处》《报春花》，几十年来，主
演、导演反映辽宁这片沃土现实生
活的剧目一百五六十台。现在，他
身为辽宁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除活
跃在话剧舞台上，还积极扶持大学
生戏剧和地方小剧种。他说，做这
些，就是要为辽宁的戏剧繁荣培养
年轻的传承人和传播者，助力地方
戏曲的振兴和发展。“我以我心爱祖
国，我以我行报祖国。我的想法很
简单，辽宁培养了我，我要回报这
里，这就是我心中恪守的文艺情、家
乡情、爱国情。”

在剧院门口，记者等来宋佳伦，
他刚刚从电影《中国大船》拍摄地赶
来。他本该吃午饭，但却礼貌地先
接受记者采访。48 岁的宋佳伦是
宋国锋的长子，他上学、当兵、工作，
到子承父业演话剧，再之后在全国
各地拍影视剧，像风筝一样飞来飞
去，但线却握在父亲的手里。“我一
直在追随父亲的路，他在舞台上塑
造了那么多夺目的形象，把光彩留
在台上，生活中是个极其普通的人，
而这也是我所努力追求的。我不想

当明星，或者说流星，就想踏踏实实
地做个好演员，塑造好自己扮演的
每一个角色。我希望继承父亲身上
的初心和品质，还有做人的本分和
做事的态度，父亲就是我的好榜样，
我走到哪里都不能忘记他的嘱咐。”

宋佳伦和父亲一样恪守心中的
文艺情、家乡情、爱国情。家乡有召
唤，他闻声必到。省委宣传部、省文
明办等主办的“辽宁好人·最美人
物”评选至今已举办6届，每一届“辽
宁好人·最美人物”在辽宁广播电视
台举行盛典仪式，他都会应邀做主
持人。他说一个个辽宁好人、一个
个感人故事，对自己都是触及灵魂
的最好教育，主持的过程就是学习
的过程。这一次，宋佳伦与其他演
员合演诗朗诵《春天的故事》。“能有
机会参加演出，我感到很荣幸，因为
自己知道与父辈们的差距。这阵子
我很忙，身体也有些疲惫，但我还是
连夜往这里赶，因为这是回家呀！
我回来了，看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
化，我为之骄傲，我也一定要做好自
己的工作，荣耀家乡。”在他眼里，家
乡和祖国是至高无上的。

宋国锋宋佳伦父子

在祝福声中感恩辽宁
本报记者 赵乃林

特别报道·辽宁籍、在辽工作过的文艺名家“回家”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9 月
24日，沈阳师范大学原创大型交响组
歌《新时代的精神脊梁——辽宁英模
颂》音乐会在沈阳师范大学星河剧
场首演。交响组歌《新时代的精神
脊梁——辽宁英模颂》是 2018 年省
委宣传部全省文艺精品创作生产专
项扶持资金项目，是沈阳师范大学全
面推进艺术教育教学改革实践的代
表性作品。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之际，沈阳师范大学师生以文艺作
品献礼新中国七十华诞。据了解，共
有60余名教授、青年教师以及在校学
生近 350 人参与创作《新时代的精神
脊梁——辽宁英模颂》。该作品分为
序曲、尾声及 5 个乐章。本次音乐会
以大型合唱为主体，生动形象地再现
了雷锋、毛丰美、郭明义、罗阳、丁慧
等一批辽宁英模的成长历程和光辉
业绩，以人们对英雄人物的颂扬为主
线，弘扬新时代辽宁精神。

这是继大型原创音乐剧《雷锋》
《梨树花开》之后，沈阳师范大学音乐
学院奉献的又一力作。

9 月 24 日至 27 日，《新时代的精
神脊梁——辽宁英模颂》将在沈阳连
演四场。

《辽宁英模颂》
在沈上演

宋国锋、宋佳伦父子。 本版照片由本报记者杨靖岫摄

火风、霍尊父子。

胡世宗、胡海泉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