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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0 日，由辽宁省合唱协会举办的
辽宁省“辉煌七十年 讴歌新时代”合唱音乐
会在沈阳盛京大剧院唱响。我省14支优秀
合唱团为观众奉献了 20余首合唱作品，用
真挚、优美的歌声祝福伟大祖国，赢得现场
观众阵阵雷鸣般的掌声。来自社会各界的
观众纷纷表示，这是一台高水准的合唱音
乐会，不仅给观众带来一场视听艺术盛宴，
也是一次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心灵洗礼。

每周驱车200公里参加训练

音乐会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朝乐
蒙合唱团成员身着亮丽的蒙古族服饰登
场，让人眼前一亮。他们演唱的《草原在哪
里》《四海》，无伴奏，但歌声嘹亮悠扬，极富
民族韵味。辽宁省合唱协会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朱军杰告诉记者，朝乐蒙是蒙古语“启
明星”的意思。朝乐蒙合唱团主打民族品
牌，以演唱蒙古族民歌及草原题材歌曲为
主，以无伴奏混声合唱为主要形式，演唱风
格独特。

该合唱团现有 91 名团员，超半数是蒙
古族，因为大多是在岗职工，只能利用业余
时间进行排练。很多团员把范唱存进手机

或下载到车里，利用闲暇时间强化练习。
团员姜冶每天在家反复练习《四海》，时间
久了，连小孙子都会唱“哲——咴——呀！

（蒙语）”了。朝乐蒙合唱团每周一晚5点到
7点开展常规训练，退伍军人贾广斌酷爱歌
唱艺术，家住葫芦岛市，每周一必驱车 200
余公里参加训练。

在锦州群星合唱团，团员们的学习热
情也很高涨。有的团员腿摔了，也要委托
其他团员将课堂内容录音，在家学习，然后
给老师发回作业；有的团员孩子做手术，也
挤时间回来上课。在葫芦岛海之乐合唱
团，这样的场景也在上演：声部长王德天腿
部痛风，时常手拄拐棍坚持上课；为了去北
京演出，团员张宝泉毅然将女儿订好的去
英国的机票退掉。正因为常年坚持正规训
练，这些合唱团逐渐成长为一支支集专业
性、艺术性和公益性为一身的业余民间文
艺团体，屡次在国际、国内重要比赛中获得
金奖、银奖。

和声和气和谐成就美好声音

《沂 蒙 山 歌》《春 天 的 故 事》《祖 国
颂》……在音乐会现场，一首首旋律优美、

大家耳熟能详的老歌，从不同侧面抒发着
演唱者对党对新中国的赞美、对新生活的
美好向往。辽宁省合唱协会副理事长田凤
翥说，这些合唱团能保持专业水准，得益于
一批音乐人才多年倾注的心血。

北票市总工会春之声合唱团团长杨
杰，原是一名人民检察官，退休后用“和声、
和气、和谐”的建团理念精心打造合唱团。
在众多民间演出团体中，合唱团率先成立
党支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增加了
合唱团的凝聚力。

盘锦爱乐合唱团已经成立13年了，无论
严寒酷暑，每个周末的排练、每次演出前的集
训，指挥金中振从没耽误过一天，也没有一分
报酬，13年来带领团员参加百余场专题音乐
会，千余次深入厂矿开展文艺演出，用行动诠
释了老艺术家德艺双馨的人格魅力。

演出结束后，葫芦岛海之乐合唱团一
名团员激动地说：“能在这么高雅的音乐厅
放声歌唱伟大祖国，真是无比的幸福快
乐。”坐在观众席上的李女士告诉记者，自
己在沈阳市铁西区文化馆合唱团唱了20多
年，这次是来向优秀团队观摩学习的。参
加合唱团，既能锻炼肺活量，还结识了一批
新朋友，丰富了业余文化生活。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每一条河流
——我省“辉煌七十年 讴歌新时代”合唱音乐会侧记

陈宣丞 本报记者 商 越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10 月 1 日，为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沈阳市图书
馆主办的“祖国万岁”书画展将在该馆一楼展
览厅开展。该展共展出近百幅书画作品，以时
间为轴线，回顾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
来”，再到“强起来”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及
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参展作品集中了辽沈地区李仲元、许勇、
胡崇炜、徐甲英、王维忠、陆允铭、王义胜、朱成
国等书画名家的精品力作，主题鲜明，风格多
样。书法作品真、草、篆、隶、行各体齐备，美术
作品山水、花鸟、人物一应俱全，笔酣墨畅，形
神兼备，引人入胜，从一个个侧面展示了 70 年
来的社会巨变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是书画家们
献给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生日礼赞。其中，国
画家陆允铭为本次展览创作的《国魂》组画撼
人心魄，让人们深刻地领悟到今天幸福生活来
之不易。

“祖国万岁”书画展开展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70 年 70 篇辽宁短篇小说精选》日
前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由著名文学评
论家贺邵俊主编，收入我省作家马加、韶华等的
优秀短篇小说作品。

70 年来，我省的文学创作取得了辉煌成
就，特别是短篇小说创作硕果累累。从收入
本集的作家构成可以看出，其中既有土生土
长的辽宁本地作家，也有从外地来辽宁工作
的非辽宁籍作家，还有虽然在外地工作和生
活却依然眷念家乡的辽宁籍作家。作家身份
构成的多样性，也造就了辽宁短篇小说创作
的文化多样性。

《70年70篇辽宁短篇
小说精选》出版

《多情的土地》《致祖国》《在希望的田
野上》《我爱你，中国》等歌声、琴声在沈阳
中华剧场回荡，让人热血沸腾。为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辽
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
心）、辽宁歌舞团（辽宁民族乐团）精心策划的

“献给母亲的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文艺晚会日前在这里上演。

大幕拉开，全新的舞台设计让人眼前
一亮。舞台上，巨大的阶梯 LED 根据演出
节目，变幻出不同的背景图案，鲜艳的五星
红旗、一枚硕大的国徽镶嵌在“70”造型中，
震撼人心。整台晚会采用多元化的艺术手
法、全新的舞台设计理念，将舞蹈、声乐、器
乐、杂技等多种艺术形式有机地结合在一
起，以一位老者的情景讲述作为主线，贯穿
整台晚会，形成了完美的融合。序幕《红旗
颂》、第一篇章《多情的土地》、第二篇章《灿
烂的生活》、第三篇章《美丽的憧憬》以及尾
声《新的天地》五个篇章，引领观众深情回
顾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光辉历程……

辽宁歌舞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延安鲁
艺时期，其前身为成立于 1951 年的东北人
民艺术剧院音舞团，1956 年成立辽宁歌
舞团。建团以来，先后有 30 多部 作 品 、
20 多 位 艺 术 家 获 得 国 内 外 各 种 奖 项 。
主要剧（节）目有大型民族舞剧《王贵与
李香香》、大型满族神话舞剧《珍珠湖》

和《白鹿额娘》，器乐曲《扬鞭催马运粮
忙》等。

晚会上，辽宁歌舞团自建团以来有着
卓越成就的老艺术家、从歌舞团走出去的
歌手以及奋斗在一线的青年文艺工作者纷
纷登台亮相，特邀91岁高龄的老团长王卓、
歌唱家陈莹、曾静，小提琴演奏家陈曦，知名
歌手组合玖月奇迹和陆立平、史玉学等，以及

著名表演艺术家张明亮参加演出。晚会上，
曾静、陈莹、史玉学分别演唱了《辽河情》

《在希望的田野上》《致祖国》，玖月奇迹表
演了“双排键+歌曲串烧”，著名小提琴演奏
家陈曦演奏了《我爱你，中国》，他们深情的
演唱和演奏，博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曾静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998年，她从
辽宁歌舞团调入中国煤矿文工团工作，至

今离开家乡 21年，但她最享受的称呼还是
“沈阳女儿”，最希望的还是多回“娘家”演
出。前一段时间，她生了一场重病，但辽宁
歌舞团邀请她回沈阳演出时，她毫不犹豫
地答应了。

陈曦、玖月奇迹也是怀着这样的感恩
之心回到家乡的，他们纷纷表示，沈阳是他
们梦开始的地方，能回家乡为父老乡亲演
出，感到无比激动。

整台晚会以一位老者的情景讲述作为
主线，这位老者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张明
亮。他用饱含深情的声音，讲述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的光辉历程和成就。

晚会上，除了从辽宁歌舞团走出去的艺
术家外，参加演出的大部分是辽宁歌舞团的
年轻演员。晚会导演、辽宁歌舞团副团长马
玉丽说，人才是艺术院团的宝贵财富，辽宁
歌舞团希望通过这次演出给年轻人提供更
多的机会，通过好作品培养出更多的优秀演
员，为人民奉献更多的文艺精品。

辽宁歌舞团副团长吕萌说，一路从延安
走来的辽宁歌舞团，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我们用对艺术的执着追求献礼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这台晚会力求用艺
术手段充分展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光
辉历程，从而激发人们爱党、爱国的巨大热
情，凝聚起奋进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磅礴伟力。

多种艺术形式有机结合

辽歌唱响“献给母亲的歌”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鲁迅美术学院日
前举办艺术家首批推介座谈会。座谈会以“继承鲁
艺传统，传承艺术精神”为主题，就如何继承和发扬
鲁艺传统、传承和弘扬鲁艺精神展开讨论。首批推
介的五位艺术家中的宋惠民、许勇、孙世昌、赵大
鹏、鲁迅美术学院负责人、省美术家协会负责人等
参加座谈会。

省美协主席王易霓说，鲁迅美术学院在辽宁
美术界有着特殊的地位，培育出一大批在全国乃
至世界有影响的画家，而这些都离不开首批推介
的宋惠民、许勇、杨美应、孙世昌、赵大鹏这些老教
授的辛勤培育。

座谈会上，老教授们纷纷表示，鲁美人始终秉
承着鲁艺的传统，这是我们的精神财富，在教学中
尤其是全景画的创作中，体现了鲁美的集体精
神。他们还以亲身经历讲述了几代鲁美人走过的
光辉历程，强调了艺术人才培养的方向，不仅要注
重艺术技巧，更应文史哲相结合，扩展艺术思维，
加强文化培养；要深入生活、激发灵感，与人民同
呼吸共命运，这是一种历史担当，也是鲁美人的初
心和使命。

鲁美举办
艺术家首批推介座谈会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特别报道

《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
轻》《我和我的祖国》《在那桃花盛开的地
方》，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在盛京大剧院唱
响。9月 24日，辽宁省音乐家协会、沈阳音
乐学院联合举办的“我和我的祖国”经典歌
曲音乐会在这里举行。这场音乐会演出的经
典歌曲全部是由辽宁的词曲作家们创作的，
以此表达辽宁音乐界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
祝福。

音乐会在《祖国颂》中拉开序幕，接下来，
歌唱家演唱了《共产党好共产党亲》《我为祖国
献石油》等歌曲。无论是刘辉、车英和赵德
山演唱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王志昕演唱的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还是张静和史玉学演
唱的《十五的月亮》、王文武和贾坤演唱的《长
江之歌》，都引起观众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音乐会集中展示了 70 年来，辽宁歌曲

创作发扬延安精神、秉承鲁艺传统、贴近时
代、反映生活、催人奋进的鲜明特色。这些
歌曲在感国运变化、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
声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彰显了信仰之美、
崇高之美，弘扬了中国精神、凝聚了中国力
量，成为70年来广为传唱的经典作品。70年
来，辽宁的歌曲创作伴随新中国的发展，打造
了一批批优秀的歌曲作品，取得了辉煌的成
就。比如《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哈瓦那的
孩子》《我为祖国献石油》《红星照我去战
斗》等，这些作品贴近时代，题材广泛，体裁
多样，格调积极向上，旋律清新优美，既具有
鲜明的时代、民族和地方特色，又有较高的
思想品格和艺术价值。

著名歌唱家刘辉说，作为歌者，用歌声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感到无上荣光。特
别是，辽宁的歌唱家演唱我们辽宁艺术家创
作的歌曲，心情格外激动，也格外自豪。

沈阳音乐学院青年歌唱家王志昕说，作为
鲁艺传人，我们有责任将辽宁的作品唱响。得
知参加这次音乐会要演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
方》，王志昕很忐忑，因为蒋大为演唱的这首
歌曲已经深入人心。为了演唱好，王志昕拜
访了词作家邬大为，了解他当年创作这首歌
的心情，争取用自己的理解把这首歌唱好。

在演出现场，看到观众对这场音乐会
的热烈反响，这场音乐会策划者、总导演、省
音协秘书长汪敏高兴。她说，这场音乐会从
去年就开始策划，力求精益求精。70年来，
辽宁词曲作家创作的经典作品影响了一代
又一代人，一首首优美的歌曲像插上了翅
膀，飞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对新中国各个历
史时期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和
作用。重温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就是要不
忘使命，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
民、讴歌英雄的精品。

“我和我的祖国”经典歌曲音乐会举行

辽宁歌唱家演绎辽宁词曲家作品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9月 24 日，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
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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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
阳师范大学星河剧场成功首演。这是
继大型原创清唱剧《雷锋》和《梨树花
开》之后，沈阳师范大学奉献的又一部
力作。

《辽宁英模颂》生动形象地再现了雷
锋、毛丰美、郭明义、罗阳、丁慧等英雄楷模
的成长历程和光辉业绩，以人们对英雄人
物的怀念和颂扬为主线，弘扬共产党员的
无私奉献精神和新时代辽宁精神。

交响组歌分为五部分，分别歌颂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的共产主义
战士雷锋、新时期的“雷锋传人”郭明
义、用生命诠释国防科技工作者报国情
怀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罗阳、全国劳动

模范毛丰美、见义勇为的“最美女大学
生”丁慧等新时代辽宁英雄楷模的先进
事迹和高尚品质，展现了辽宁人民忠诚
于党、忠诚于祖国的坚定信仰和担当奉
献的家国情怀。

据沈阳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程岩
介绍，本次演出筹备历时 8 个月，沈阳师
范大学充分整合了校内外优质资源，共
有60余名教授、350名青年教师和学生参
与创作和舞台排演。其中，参演的沈阳
师范大学“青年交响乐团”和“雷锋合唱
团”在原创清唱剧《雷锋》和《梨树花开》
中均有出色表现。

与以往不同的是，《辽宁英模颂》融
入了多种音乐风格，使音乐更具民族性
和时代性。

在艺术呈现上，采用大合唱、小合唱、
独唱、重唱、表演唱，突破传统交响合唱表
演形式，丰富了表达方式；音、诗、画相
结合的舞台呈现加之用多媒体技术手段
营造的多样的舞台艺术效果，增强了大
型交响组歌《新时代的精神脊梁——辽宁
英模颂》的艺术感染力，极大地丰富了视
听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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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师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作品，全面展示了沈阳师范大学的教
学改革实践成果。

首演结束后，参加演出的大学生们
纷纷表示，参加首演和此前的每一次
排演都是对心灵的净化，对于他们这一
代年轻人，《辽宁英模颂》就是一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

沈师创作大型交响组歌

《辽宁英模颂》成功首演

本报讯 记者凌鹤报道 “丝路遗风”黄
土陶瓷印刻作品展 9 月 22 日在沈阳宣和艺术
馆开展。

作品展是渤海大学获得的国家艺术基金
2017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内容包括27
位当代著名篆刻家创作的陶瓷印原创作品、陶
瓷印视觉效果卷轴印屏、西部主题原始文化符
号提存图版卷轴。“丝路遗风”黄土陶瓷印刻作
品展先后在兰州、西宁、银川、乌海、太原、西
安、乌鲁木齐等7个城市展出，目前正在沈阳展
出，为了解丝路文化的历史背景与当代建设发
展提供了艺术范例。

展览主题鲜明。篆刻家从祖国的四面八
方会聚而来，以丝绸之路沿线的我国西部地区
为创作主题，刊刻内容都是西部语词，在既有
的个人篆刻风格基础上，分别以不同的灵感和
技巧融入西部元素艺术符号，创作出了带有强
烈西部色彩的陶瓷印刻作品，在印学史上镌
刻了浓重的一笔，为“一带一路”沿线艺术研
究提供了范例。

展览风格独特。从西部原始岩画和古
陶纹饰中提取凝练了大量的西部元素主题
符号，通过“印化”直接用于篆刻创作，形成
了风格独特的印风体系，推进了“印外求印”
的理论建构。在创作材质上进行突破，以研
发的黄土陶泥为主，表达西部黄土味道，对
未来的黄土资源产业及衍生品开发具有重要
意义。

“丝路遗风”展在沈开展

演出现场

音乐会上，歌唱家演唱的每一首歌都
具有广泛影响。

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杨 竞 摄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9 月 23 日下
午，沈阳故宫博物馆、沈阳市和平一校长白岛一
分校共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艺汇演，在故宫
大政殿广场前举行。

汇演在诗朗诵《祖国，我亲爱的祖国》中拉
开帷幕，沈阳故宫博物馆的 40 余名职工，以及
和平一校长白岛一分校的140名学生精心编排
的节目随后依次亮相。博物馆讲解员身着全新
工装和学生们共同演唱歌曲《我和我的祖国》，
引发众多游人齐声合唱。歌声中，百名学生完
成了近百米的少儿绘画作品，画卷绘制了天安
门、新时代我国各领域发展的象征性标志，以及
祖国各地的名胜古迹。

文艺汇演
在沈阳故宫举行

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