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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在沈阳评剧院建院
60周年之际，10月22日
晚，大型原创评剧《奉天·
1932》在盛京大剧院首

演。这场演出无论是唱腔设计，还
是演员的表演，都令人耳目一新。
演出前盛京大剧院门前一票难求。
演出结束，观众好评如潮。

这使一个多月前进行的“菊苑流
芳——第五届辽吉黑蒙四省区地方
戏曲优秀剧目展演”活动继续升
温。连日来，记者在采访中深感，在
辽宁这方评剧兴盛之地，这个群众
基础最为广泛的剧种充满活力与魅
力。一场场评剧演出充满时代气
息，呈现的是这个传统剧种“穿新
衣，唱大戏”的视听盛宴。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著
名舞蹈理论家和评论家、中国舞蹈
家协会主席冯双白日前应邀到沈阳
音乐学院舞蹈学院举办《中国当代
舞蹈艺术的魅力及其变化》专题讲
座，他结合中国当代舞蹈艺术的范
例，将艰深的舞蹈理论讲述得深入
浅出。

冯双白通过对近期舞台上各
具特色的《悠然情韵》《老雁》《独
树》《哥哥》《永不消逝的电波》《朱

鹮》等一系列舞蹈的分析，从艺术
特性和审美价值方面讲解舞蹈界
正在发生的鲜明而深刻的变化。
冯双白认为，舞蹈是灵魂的艺术，
当诗歌唱诵都不能表达内心的时
候，舞蹈诉说、触碰的领域恰恰是人
类不可言说的部分。舞蹈工作者必
须从舞蹈艺术理论和舞蹈艺术实践
的深度结合上，坚持走具有中国特
色的舞蹈艺术道路，以精品力作回
馈人民，回馈时代。

冯双白到沈音舞蹈学院
讲当代舞蹈艺术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10
月27日，辽宁音乐文学学会第八次
会员代表大会暨杨国兴歌词作品研
讨会在沈阳召开，来自我省各市的
100多名音乐文学工作者欢聚一堂，
共商振兴我省音乐文学事业大计。

会上，回顾了辽宁音乐文学学会

走过的艰难而光荣的历程，特别对近
5年来歌词创作取得的丰硕成果作了
全面总结，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机
构，耿大权当选为名誉会长，贾铮当
选为新一届学会会长。会议结束后，
召开了词作家杨国兴的歌词作品研讨
会。

辽宁音乐文学学会
举行会员代表大会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由省
文联美术家协会创作基地主办 、嘉
丽 壁 纸·生 活 美 学 软 装 承 办 的

“2019金秋十月 让艺术走进你的生
活”沙龙活动在沈阳举行。

潘树声、高阳等画家参加活
动。艺术家在现场各抒己见，表达
对艺术的理解与期盼。潘树声是
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大
型国画作品《契丹和契丹文字》的作
者之一 ，他从中国画的哲学思想上
分析了中国画与西方油画的区别。
旅居新加坡的华裔画家陈奇是“双

栖绘画理论”创始人，从创建双栖绘
画色与光的新艺术概念谈起，他认
为，当今社会开放的文化视野促进
了传统绘画在当代发展和开拓的可
能性。军旅画家赵连志结合自己的
创作体会，谈了对国画作品章法与构
图和格调与感觉的理解。军旅画家高
阳是中国美术家协会辽宁创作中心办
公室主任、辽宁省美术家协会创作基
地主任，他分享了创作主题绘画的心
得体会，并表示深入生活是艺术家一
辈子要走的路，在今后的创作中要
扎根人民，让艺术走进百姓生活。

让艺术走进你的生活
沙龙活动举行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0
月28日，由鲁迅美术学院与沈阳广
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我的母亲和
我的家乡》新书发布会、艾敬雕塑作
品《艾的祈祷》落户沈阳莫子山雕塑
公园以及沈阳广电传媒文化博物馆

“艾敬空间”启动仪式同时举行。
去年10月27日，艾敬在家乡沈

阳的中国工业博物馆举办了个人艺
术展“我的母亲和我的家乡”，展出
作品有架上绘画、大型装置及雕
塑。一年后，艾敬携新书《我的母亲
和我的家乡》再次回到家乡，与此同
时，她捐献的雕塑作品《艾的祈祷》
落户莫子山雕塑公园。莫子山雕塑

公园以鲁迅美术学院院长李象群倡
导的“百年雕塑”为理念，汇聚了鲁
迅美术学院雕塑系师生优秀作品及
海内外知名艺术家作品，让富有生
命力的雕塑作品与城市共融。

此外，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广
电传媒文化博物馆特为艾敬建立

“艾敬空间”。小学时期的艾敬就参
加了沈阳广播合唱团。“艾敬空间”
展出艾敬音乐艺术生涯中的重要私
人物品。

活动当晚，鲁迅美术学院人文
学院研究生处为艾敬策划了新书分
享会，艾敬与鲁美师生分享了艺术
创作体会。

艾敬雕塑作品
落户沈阳莫子山雕塑公园

评剧是我国五大戏曲剧种之
一，曾经被誉为全国第二大戏曲剧
种，仅次于京剧。沈阳是评剧的大
本营之一，当年叫奉天落子，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非常辉煌。据介绍，梅
兰芳一班人来沈阳演出，得傍着评
剧，他们演前半场，后半场要评剧压
轴才行，否则拢不住观众。

新中国成立后，沈阳评剧院的
韩少云、花淑兰、筱俊亭在长期的艺
术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被称为韩、花、筱三大评剧流派，影
响很大。韩派评剧以朴实、细腻、优
美、大方的表演风格著称；花派评剧
承袭传统、博采众长，享有“铁嗓”美
称；筱派评剧以老旦戏见长，形成了
低回婉转、行腔俏丽、节奏灵活的艺
术风格。韩少云的《小女婿》、花淑
兰的《茶瓶记》、筱俊亭的《对花枪》
成为传世之作。韩、花、筱作为沈阳
评剧的整体品牌，在全国评剧六大
艺术流派中占有三个席位。

评剧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非常
火，居地方戏曲首位。发展至上世
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评剧进入
黄金时期。当年在沈阳的北市场
剧院里，只要有评剧演出就会场场
爆满。当时为求一票，竟有观众凌
晨就来排队。而韩少云、花淑兰、
筱俊亭、鑫艳玲这些沈阳评剧院的
当红名角，更是蜚声全国，她们让
沈阳评剧成为塞外评剧的代表，在
全国独树一帜。同时，评剧演出场
次也随之增加，沈阳评剧院在这一
时期每年演出 600 场，最多时一天
演三场。

“ 小河流水呀还是哗啦啦地
响……”沈阳大街小巷的老百姓都
会哼唱，同样，《凤还巢》《半把剪刀》

《小院风波》这些家喻户晓的名剧都
带有深深的时代感，戏迷爱听，因为
听出了亲近感。那时候，不仅华北、
东北评剧盛行，连新疆、广西、贵州、
四川都有评剧团。

韩、花、筱 辽宁评剧的巅峰

原创评剧《奉天·1932》在沈首演让评剧再成热点

新时代评剧穿新衣唱大戏
本报记者 赵乃林

《奉天·1932》由著名编剧黑纪
文担任编剧，评剧表演艺术家、沈阳
评剧院原院长徐培成，沈阳评剧院
资深导演田敬阳联袂执导，曾经为
评剧经典剧目《小女婿》《江姐》《红楼
梦》作曲的年过九旬的著名作曲家
王其珩作曲创腔。为了排好这台原
创剧目，沈阳评剧院动用了全院艺
术骨干，集韩、花、筱三大评剧流派
于一体，用丰富的唱腔，丰满的人
物，演绎了一台属于沈阳本土的评
剧艺术大戏 。

以沈阳“抗日九君子”为基本素
材创作的《奉天·1932》，以粉碎日本
关东军司令部一手策划的赴“新京”
长春参加伪满洲国“建国”庆典活动
为主要事件，塑造了女共产党员乔
雪梅的舞台形象。剧中乔雪梅的扮
演者为韩派传人、戏剧梅花奖获得
者周丹。为了塑造好乔雪梅这一艺
术形象，周丹努力揣摩人物的内心
世界，发挥韩派唱腔委婉细腻、动心
动情的特点，使自己在表演艺术上
又有新的突破。

一个时期以来，辽宁评剧长盛
不衰。前不久，四省区地方戏曲优
秀剧目展演，在10天时间里上演的
11 台地方戏曲剧目有 6 台为评剧，
这其中，辽宁院团演出了《梁山伯与
祝英台》《血胆玛瑙》《秦英征西》《中
秋泪》《双鱼坠》5 台原创评剧。沈
阳评剧院全新创作的古装评剧《梁
山伯与祝英台》主创人员颇有实力，
该剧交响乐的采用、唱腔设计向歌
曲化靠近、舞美程式的民族舞表现，
实现了评剧艺术形式的重大创新。
本溪歌舞剧院展演剧目现代评剧

《中秋泪》，创排于2016年8月，至今
已在全省各地巡演 70 余场，获省

“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并在第
十届中国评剧艺术节和第十届辽宁
省艺术节上赢得多项荣誉。阜新市
歌舞剧院展演的现代评剧《血胆玛
瑙》，在沈阳师范大学星河剧场连演
两晚，场场爆满。采访中，沈阳评剧
院副院长孙浩、本溪歌舞剧院副院
长赵鑫、阜新市歌舞剧院演员包剑
有个共识，一部好的评剧，无论在内
容上还是形式上，都要紧扣时代脉
搏，要在继承中有高水准创新，要反
复打磨，只有让自己出彩，才能赢得
观众的喝彩。

剧出彩观众才喝彩

到今年，评剧诞生110周年。高
寿评剧历经坎坷，曾几度辉煌。而
今，如何传承、保护和发展好评剧，是
近年来所有评剧人深深思索的重要
问题。

著名编剧陈国峰曾创作《孝庄长
歌》《烽火宁城》《宁城壮歌》《血胆玛
瑙》等评剧，今年参加了中国评剧节
和四省区地方戏曲优秀剧目展演活
动。他认为，辽宁评剧的传承发展要
从五个方面下功夫：首先，重视评剧
表演人才的培养，防范人才断档情况
的发生。其次，要特别重视评剧创作
人才的培养。第三，要有新思维、新
视角、新风格、新创造来主导评剧的
创作，要在深刻性、新颖性、时尚性、
艺术性、观赏性方面下大功夫。第
四，必须加大对评剧艺术的宣传推
广，加强对观众的培育和引导，彻底
改变陈旧的市场意识，要充分利用新
媒体做推广宣传，进行全方位、立体
化的市场营销。第五，评剧可以作为
辽宁地方戏曲的品牌和代表来打造
与推广，这方面有很多工作和空间可
以作文章。

评剧的传承发展离不开传承人

和传播者。传承，年轻演员要在舞台
上挑大梁；传播，年轻观众要在舞台
下看评剧。近年来，面向年轻群体，
沈阳评剧院倾力做好传承和传播工
作。为使韩、花、筱三大评剧流派后
继有人，剧院每年复排一两部非遗传
统剧目，每年举办4次非遗培训传承
活动，每年参加一两次“世界非物质
文化遗产日”等展演活动，起用年轻
演员演戏，指导年轻演员拍戏，引领
年轻演员参加展演磨炼。培养观众
在某种程度上比培养演员还重要。
坚持多年到沈阳市文化宫进行评剧
惠民演出，评剧进校园的次数更是逐
年增加。2016年，剧院认真制定了进
校园计划书，通过“经典剧目进校园”
和“学生戏迷来梨园”一进一来两种
形式，让大、中、小学生免费欣赏评剧
演出，使他们接受评剧、喜欢评剧、热
爱评剧。与此同时，剧院也在不断完
善评剧非遗系统的硬件设施建设。
2017年将几百部老式评剧录像带、磁
带、光盘等进行了数字化录入，2018
年建立了以评剧“韩、花、筱”为主体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馆，今年正在重
新建立新的现代化非遗资料室。

评剧舞台 需要更多的韩、花、筱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沈
阳市图书馆创建的立体阅读推广项
目“星期六剧场”在运行 7 年后，将
自 11 月起优化提升改版，以“普及
舞台艺术、传承民族文化”为重心，
使这项品牌活动成为传承传统文化
的舞台。

“星期六剧场”开办以来已演出
200 多场次，受众读者达 6 万余人。
此次改版后，将改变过去单一的演
出模式，活动中将插入培训环节，以

艺术鉴赏为主导实现普及传播，每
个艺术形式的展示都将有专业教师
对剧目、作品内容以及表现手段进
行一一讲解，帮助读者实现对作品
的准确把握，辅导他们对现场表演
的艺术形式有更深入的了解，实现
图书馆的教育、传播功能。此外，还
将提升活动层次，丰富活动内容，增
加活动数量，改变服务运行模式，采
用专业团队和社会文化志愿者相结
合的模式进行舞台艺术呈现。

沈图“星期六剧场”11月起改版

韩少云

花淑兰

筱俊亭

评剧《奉天·1932》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