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1月1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杜 娟 视觉设计：黄丽娜 检校：高 峰 冰 晶文化新闻
WENHUAXINWEN

09

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10月31日午后，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
间会议室里，由辽宁省
作家协会主办的“金芦

苇”工程“铁西三剑客”研讨会会集
了北京、辽宁的多位专家学者。距
开会还有20分钟，两位年轻人风
尘仆仆地走进会议室。记者得知，
个子矮些、戴着眼镜、身着牛仔上
衣的叫班宇；身着白色T恤、黑休
闲裤，梳中分发型的叫郑执。他们
的言谈举止，呈现出的是纯朴、谦
和的本色，加上口音里的“沈阳
味”，很容易就能让人断定这是两
位东北后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铁西三剑客”中的双雪涛在国外
没能赶回来。

秋日的阳光倾泻在会议室里，
也许因兴奋，班宇、郑执的脸上都
泛出红晕。双雪涛、班宇、郑执都
是上世纪80年代生人，都是从沈
阳市铁西区走进文学天地的，都是
近10年频频发表作品并屡屡获奖
的。无论回望历史还是记录当下，
他们所讲述的故事总是浸润着铁
西工业文化……作为当下中国文
坛上一股蓬勃的新生力量，记者眼
中的“铁西三剑客”充满青春朝气，
充满对家乡的眷恋和热爱。

11月 12日，辽宁歌舞团（辽宁民
族乐团）大型舞蹈诗《月颂》入围“北
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优秀展演剧
目”，在国家话剧院演出。此次“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舞
台艺术作品展演”活动由北京市文化
和旅游局主办、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
公司承办。

《月颂》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爱月、
恋月的独特审美情致为背景，融合优
美的诗文、曼妙的舞蹈、精彩的杂技
表演，依托现代化的舞台技术，让观
众品味月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浓郁的
家国情怀。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辽宁
省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
务中心）统筹优势文化资源，组织创作
推出了丰富优质的文化产品，共举办
近30场舞台艺术演出，用文艺精品讴
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
丰富百姓精神文化生活。舞蹈诗《月
颂》就是其中的一部力作，自首演以
来，深受观众好评。

集中演出舞台艺术精品

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
共文化服务中心）努力实现艺术创作
演出精品化、批量化，按照精品生产
的要求，组织和调动文艺院团优质资
源，策划推出了话剧、音乐会、歌剧、芭
蕾舞剧、歌舞晚会等各种门类的剧
目、节目，惠及群众超过2万人。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电声乐
团精心创排的《追寻》影视金曲音乐
会9月27日、28日在中华剧场带来震
撼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雷动。
浪漫与激情共舞，一首首经典名曲让

观众在美妙的音乐中共同享受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的视听
盛宴。

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倾
力打造的大型声乐套曲《红军不怕远
征难——长征组歌》于9月29日晚在
辽宁大剧院唱响，千余名观众现场观
看。本场演出异常精彩，演员情绪饱
满，观众反响热烈，每一曲结束都报
以热烈的掌声。10 月 14 日、15 日辽
宁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八女投
江》在辽宁大剧院演出。该剧曾获第
十五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
华大奖、中宣部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
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辽宁
歌舞团（辽宁民族乐团）创作的大型
文艺晚会《献给母亲的歌》于 9 月 19
日、30 日在沈阳演出。晚会以“壮丽
70年、奋斗新时代”为创作主题，以新
时代人们对祖国的爱作为情感表达，
用艺术语言回顾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的辉煌历程，讴歌新中国日新月异的
发展与变化。

与此同时，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
院、辽宁歌舞团、《音乐生活》杂志承
办的“我和我的祖国”音乐会在文馨
苑小剧场上演。本次音乐会选择的
曲目都是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
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对演出进行了
同步直播。剧场之外，“十一”期间，
辽宁文化共享频道甄选影视精品节
目及优秀舞台艺术精品，推出了“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电
视节目展播活动，通过荧屏展示文
艺精品，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推出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

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
共文化服务中心）围绕“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主题，依托旗
下各公共文化服务场馆，策划开展了

特色展览 、专题讲座 、惠民演出、培
训体验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
活动100余场。

辽宁省图书馆推出“70 年 70 部
书”精品图书推荐活动，依托馆藏丰
富的文献资源，以“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周年”为主题，策划举办
馆藏红色文献特展、馆藏古籍文献展
等多项主题展览；“辽图讲坛”系列讲
座推出“述说文化70年”系列讲座；馆
内少儿天地推出少儿公益阅读活动、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连
环画展等多项特别活动。这些活动
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

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依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厚资源，融合时
代特色，举办了8场非遗进军营、进学
校、进社区等系列活动。9 月 30 日，

“歌颂祖国 传承文脉”——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非遗戏曲专
场展演在文馨苑小剧场举行，吸引了
众多观众到现场观看 。同时，本场
展演还首次尝试与腾讯网合作进行
网络同步直播，1 小时 20 分钟的演
出，在线观看人数达2.3万人。

辽宁省文化馆于10月18日至22
日在沈阳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辽宁省群众美术书
法优秀作品展”，10 月下旬组织辽宁
省群星奖精品节目巡演5场；“红色文
艺轻骑兵”文艺小分队在全省农村、
学校、社区、军营、敬老院等基层开展
综合文艺辅导、演出；省文化馆品牌
项目“周末百姓大舞台”连续 4 个周
末在省青年宫剧场举办演出活动。

集中推出高品质文艺演出和多
元文化活动，展示了辽宁文化底蕴，
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央视再一次贡献出了一档精彩
的电视节目《故事里的中国》。

之前关于这档节目的各种新闻
稿，立足点大多打在形式的创新上，

“1+N”多舞台空间、进行多线并行
的立体叙事、沉浸式的体验，这些听
起来新奇的词语，在当下综艺节目
比拼创新的大背景之下，反倒让我
产生了些许审美疲劳，没有了观看
的兴趣。

偶然间看到了一段短视频，第
一代白毛女的扮演者孟于在《故事
里的中国》的现场访谈。这位97岁
的老人太好看了，满头银发，白晳安
详的面孔，讲话声音柔和，条理清
晰。她怎么能这么好看啊！第一次
有了年轻人常说的被某个人“美哭
了”的感受。

话题扯远了。但也就是从孟于
开始，我把已经播出的几期节目全
部看了一遍，于是发现，与好看的孟
于一样，这档节目里的每一个被访
问者、每一段戏剧演出都很好看。

《故事里的中国》的官方介绍
是这样说的：通过“戏剧+影视+综
艺”的综合表达方式，演绎经典片
段，访谈主创人物，邀请故事的亲
历者和见证者登台讲述，深入挖掘
经典背后的真实过往，再现故事背
后的情感力量，以此串联新中国的

“影像艺术博物馆”。前五期节目
再现的经典分别是《永不消逝的电
波》《平凡的世界》《林海雪原》《白
毛女》《红岩》。

也许是巧合，这五期节目中讲
述的故事我都有过接触，我参观过

《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侠的原
型李白烈士的故居，在上海龙华烈
士陵园李白烈士墓前敬献了鲜花；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的墓安放在
延安大学校园里，我曾在他的墓前
坐了好久；《红岩》的故事更是我从
小的记忆，在重庆红岩纪念馆、渣滓

洞和白公馆旧址参观时，更是认
真地寻访过；《林海雪原》的故事
就发生在我的老家黑龙江，读当
地老人的回忆录时，看到了解放
战争时期，解放军在萝北县与国
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作战的大量
记载。至于《白毛女》，那更是印
象深刻了，去年采访作曲家李劫
夫的夫人张洛时，她回忆起了当
年在前线为战士们演出、扮演喜
儿的情景，89 岁的老人还记得喜
儿的每一个唱段。

说这些不是为了证明我有多大
的见识，想必很多人都有过差不多
的经历，所以更能够证明的，是这些
经典其实早就已经成为建构我们精
神世界的养分。在庸常的生活中，
我们不会时时想起它们，可这些记
忆一旦被某一个节目、某一段演出
唤醒，仍然会产生强大的能量。

在第二期节目中，饰演杨子荣
的演员李光洁谈到创作感受时说：

“作为一个演员，表演中最难的是
三件事，第一个是演真人真事，第
二个是有真人真事的经典名著，第
三个是有真人真事的经典名著被
多次翻拍过。”想必这“三难”对每
一位艺术创作者来说都是如此，而
从观众的角度来说，我们既乐于看
到经典的重现，又很怕在看到经典
重现的时候已经找不到当初的感
动了。于是，我们对那些经典作品
的翻拍就有着极大的苛求，无论是
符合原著还是颠覆式的改变都有可
能成为槽点。

但从《故事里的中国》的观看体
验中，我倒是有了另一种思考：文艺
作品永远只是触媒，它所能触发的
那些感动，一定在我们心中早已有
之。当我们渴望被新一代的杨子
荣、李侠、江姐们感动的时候，是否
更应该问一问自己：你心中是否曾
经或一直装着他们？

《故事里的中国》
唤醒心中经典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以
沈阳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张氏父子》

《祖坟》为蓝本的同名有声书日前在
喜马拉雅 APP 平台正式上线。上
线伊始，便广受听友欢迎。其中，

《张氏父子》有声书上线一周，便进
入平台畅销榜百强。

据介绍，之所以首先选择这两
本书做成有声书，看中的就是“张氏
父子”和“东北抗联”这两个亮点突

出、特色鲜明的地域符号。同时，以
数字化方式通过网络平台将本地优
秀作品进行传播，对于讲好辽宁故
事、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对青少年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的推动
作用。《张氏父子》深入浅出、全面客
观地还原真实历史。《祖坟》真实地
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农村
的普通百姓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的爱国故事。

《张氏父子》有声书上线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1月
11 日，“郭明义爱心团队——鲁美
陆国斌爱心分队”志愿者在行动，
他们通过绘制墙画，助力美丽乡村
建设。

“郭明义爱心团队——鲁美陆
国斌爱心分队”的成员大部分是鲁
迅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的师生。陆

国斌教授带领团队义务服务，把雷
锋精神传播到乡村。他们用艺术
服务乡村振兴，先后在沈阳市康
平县、朝阳市山羊镇、葫芦岛市缸
窑镇、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等
地义务绘制墙画 9600 平方米。天
变冷了，爱心团队依然在助力美丽
乡村建设的道路上前行。

鲁美师生绘制墙画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盛
京礼赞——诗书画原创作品大赏”
美术作品展正在沈阳市图书馆展厅
展出。

作为 2019 年沈阳艺术节的一
项重要活动，“盛京礼赞——诗书画
原创作品大赏”自9月 25日至 10月
20日面向社会征集作品以来，共收
到诗书画各类作品 960 余幅，参与
作者遍布辽宁、北京、海南、广东、
福建、河北、浙江、湖南、黑龙江、吉
林等十多个省市。众多作品中，既
有胡崇炜、许勇、李仲元、冯大中、

哲成、卢林、董文、陆允铭、王贺良
等辽沈著名书画家为本次活动创
作的作品，也有中国国画家协会、
辽宁省美术家协会、辽宁省书法家
协会、辽宁省作家协会、河北美术
学院、鲁迅美术学院、沈阳书画院
等各专业画院、美院作者的参赛作
品，以及广大诗书画业余爱好者的
作品。

本次活动为诗书画名家、职业
作者搭建了交流平台，更为广大诗
书画新人、新作提供了一次交流展
示的机会。展期截至本月20日。

“盛京礼赞”美展在沈图开展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第
三届辽宁高校校园好声音决赛日前
在大连艺术学院举行。

本次活动共有 45 所省内高校
代表队报名参赛，经过初赛，大连艺
术学院等8所代表队晋级决赛。决
赛当日，选手们用歌声诠释了艺术
的魅力，展现了大学生的青春风采，
现场气氛热烈。

经过激烈角逐，大连艺术学院、
中国医科大学代表队获得一等奖；
大连大学、辽宁师范大学代表队获
得二等奖；沈阳师范大学、沈阳科技
学院、沈阳建筑大学、渤海大学代表
队获得三等奖。同时，大赛还评出

了单项奖，中国医科大学《同窗的我
们》(任稀琳、樊霖洁)和大连艺术学
院《大国工匠》(郑永鑫)被评为最佳
原创作品，沈阳师范大学侯建森被
评为最佳男歌手，大连大学索佳琪
被评为最佳女歌手。

本届辽宁高校校园好声音由省
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委教育工
委、省教育厅共同主办，省高校网络
思想政治工作中心和大连艺术学院
承办，是第二届辽宁省大学生网络文
化节的重点活动之一。本届高校校园
好声音突出大学生原创歌曲创作，在
青春歌曲的创作和演唱中，广大青年
学生积极抒发爱国主义情怀。

辽宁高校校园好声音决赛
在连举行

1983年生于沈阳市铁西区的双雪
涛，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律系，现更多时
间生活在北京。从2016年出版《平原
上的摩西》《聋哑时代》，到2017年出版

《飞行家》，再到今年出版《翘鬼》，双雪
涛已成为80后作家的领军人物之一。
研讨会后，记者与他进行了电话沟通。

专家学者眼中的“铁西三剑客”是
什么样的？著名文学评论家阎晶明认
为，他们是辽宁文学界的希望，也是中

国文学界创作领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
支新生力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
辑应红看来，他们都在成长期，在接下
来的创作过程中会有更多精彩的表
现。《小说选刊》编辑部主任顾建平认
为，他们的成功首先是语言的成功，语
言和腔调恰到好处，低调、冷静、朴素，
即使第一人称叙事也没有强烈的情绪
表达，叙述语言贴近真实。沈阳师范大
学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贺绍俊以

班宇小说《于洪》为例分析，班宇写困顿
生活，但你读他的小说不会感到灰暗，
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班宇的内心是充
满阳光的，文学带给他内心的阳光，他
又用阳光照亮作品中的人物。在《当代
作家评论》编辑周荣看来，看他们的小
说就是看自己的生活，所以是全身心地
喜欢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出现恰逢其
时，也是被期待的写作。

辽宁省作家协会负责人表示，省

作协3年前开始推出“金芦苇”工程，主
要是扶持重要作家和重要长篇小说，对
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进行重点辅导。
据《小说选刊》主编徐坤透露，《小说选
刊》今年第12期将推出“铁西三剑客”
小集，选发双雪涛的《火星》、班宇的《于
洪》、郑执的《仙症》。与会的国家级文
学刊物负责人纷纷表示，要为他们的成
长提供更多的文学平台、评选体系和扶
持帮助。

内心深处洒满阳光

不管人在何处，铁西总在心里
——访“铁西三剑客”

本报记者 赵乃林

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推出30场演出

用文艺精品丰富百姓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1986 年生于沈阳市铁西区的
班宇，毕业于东北大学计算机系，
现为出版从业者，仍生活在铁西。
班宇从2005年开始写作，起初写乐
评，后来写书评，曾用笔名“坦克手
贝吉塔”。2016 年，班宇开始写小
说，发布在网络上。当时，他是豆
瓣阅读的作者，豆瓣阅读举办中
文大赛，他的参赛小说获奖，其中
一篇被《小说月报》转载。这让班
宇特别激动，觉得写音乐评论已
经满足不了自己内心的写作需求；
而小说就像一个可以变形、可以随
时拆解的容器，可以承载更丰富的

内涵，于是他开始投入小说创作。
至今，班宇创作了《逍遥游》等

20 多部短篇小说，还出版了小说
集。班宇告诉记者，写小说已经成
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很多读者
读班宇的小说，感到在语言上很少
欧化长句子以及翻译腔，而是一种
吸收了文言短句和东北方言的文
学化表达。对此，班宇表示，这不
是他刻意形成的一种叙事风格，在
他心里，有很多欧化的长句子，特
别长，缠绕回环，既时尚又流行，只
不过没写到纸上。他的语言风格，
应该说是多重奏。

班宇认为，小说应该是提出问
题的，有一些困惑可能需要作者和
读者共享。他在小说创作中有过
类似的尝试。但有一点很明确，那
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记忆并不
会因为时间的流转而逝去，我们所
有的经验，我们所有的童年、青少
年时期的事件和记忆一点点构成
了今天的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对这
些逝去的东西更加珍视，像自己的
珍宝一样，反复从心里掏出来审
视、观赏，这样我们才能知道自己
是怎么成为自己的，也才会由此判
断自己到底在何处。

记住自己的来处

生于1987年的郑执是“铁西三剑
客”中最年轻的一位。郑执告诉记
者，他出生、成长在沈阳市沈河区大
西菜行一带，念高一时，搬家到铁西
区。郑执高中时在东北育才学校文
科班学习，在老师和同学的眼里，他
不是死读书而是全面发展，获过省里
书法大奖，得过全省高中生英语才艺
大赛第一名，还是校园十大歌星之
一。郑执2006年参加高考，被香港浸

会大学社会科学院录取。
郑执对语文情有独钟，有很强的

沟通能力，他觉得自己的性格特点很
适合社会学专业，为此放弃了另一家
香港高校的全额奖学金，选择了费用
昂贵的浸会大学。念大一时，郑执写
出一部 20 万字的半自传体长篇小
说。念大二时，因父亲病故，他一度
休学回沈阳陪伴母亲，再度返回校园
时，他改学中文专业，并在大学期间

接续创作了《我只在乎你》等两部讲
述父母生活年代往事和父子关系的
长篇小说，他正是靠出版这三部长篇
小说的稿费念完大学。

郑执告诉记者，他离开沈阳念大
学至今已有13年，其中在香港学习工
作8年多，在北京已生活3年，现在的
职业是写小说和电影剧本。当初的
青春少年已经迈入而立之年，他的人
生经历和成长环境都有了很大变化，

但他说，自己心中的家乡情结不曾
变，也永远不会变。他给记者留手机
号时特别强调，这是在沈阳念高中时
的手机号，经过这些年、走过这些地
方，但一直用这个号码，因为这是魂
牵梦绕的家乡记忆。很多人知道郑
执，是从《仙症》获得匿名作家计划首
奖开始的。面对鲜花和掌声，郑执却
头脑清醒。他说喜欢严肃文学，并愿
意为此默默地付出。

家乡情结不曾改变

双雪涛 班宇 郑执

《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演出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