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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长歌慷慨，是灌顶醍醐；韶华易逝，唯戏不
落幕。让我的声音能走进灵魂，让我的故事能震
撼心灵，我是传颂者王余昌。”11月8日，在“南海
潮头又春风”——2019第二十届深圳读书月经

典诗文朗诵会上，伴随着这样的画外音，一身戎装的王余
昌走上舞台，慷慨激昂地朗诵起来……

王余昌，69岁，原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国家一级演
员。十几年来，他以革命英烈事迹为主线创作诗歌，到全
国各地朗诵表演，用声音塑造一个个可歌可泣的革命者形
象，尤以平凡而伟大的战士居多。他的诗朗诵，是传承红
色基因的一道风景线。

几天前，去盘锦大洼区荣兴街道
采访。这里以“稻作人家”为名的民
宿搞得不错，更让我产生兴趣的是，
街道办了一座“荣兴博物馆”，在介绍
荣兴历史文化的同时，力求成为全面
展示辽河口文化的重要窗口。小镇办

“大”博物馆，这是挺难得的一件事。
为啥想到办博物馆？街道党工

委书记高贺坤说，最初的想法是建一
座民俗展示馆，因为荣兴有大量的朝
鲜族居民，民族特色比较鲜明。设计
稿都已经完成了，可后来，地域文化
专家认为荣兴的历史与文化远远不
止是民俗文化这一项，而是包括了稻
作文化、农耕文化、民俗文化、河海文
化等在内的丰富内容，对地域历史文
化的梳理和打捞将是一件很有价值
的事，原有的规划就这样改变了。

听起来只是展示内容的改变，仔
细想来差别可就大了。全国各地的
旅游景区里都有民俗展示的项目，有
各种收费的展示活动，有特色商品的
出售，只要下力气宣传提高人气，未
来的经济效益还是不错的。但是改
变成公益性质的博物馆，展示一个相
对宏大，甚至还对参观者的历史文化
知识有一定“门槛”要求的辽河口文
化，短时间内别说效益，可能连效果
都无法预测。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
要抑制多大的追求GDP的冲动才能
下得了这样的决心呢？

可以说，街道建博物馆是一种远
见。因为今天的荣兴发展得不错，由
老民居改建成的民宿与博物馆相辅
相成，形成了集文化展示与生活体
验、旅游住宿餐饮于一体的“轻博物
馆”新业态，还吸引了不少外来投资
者，算是初步实现了文化对产业发展
的赋能。

但在我看来，这只是一种结果
论。短期内能够见效，离不开国家支
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大环境，离不开管
理者的精心谋划和有效工作，离不开
众多文化专家和商家的支持。但天
时、地利、人和并不总是常在，如果没
有这么顺利，如果年底的统计数字没
有那么好看，还该不该、能不能坚持
做下去？我们不是没有见过文化产
业发展中“跑偏”的例子，文旅商一体
化的项目，弄着弄着就变成了“商旅
文”，到最后甚至没有了“文”。所以，
在文化产业发展上，文化的自信和发
展的定力更为重要。

文化是需要“养”的。著名建筑
师崔恺讲过一个观点，在新农村建设
的过程中，在做建筑设计之前，应该
先做文化建设的工作，唤起当地群众
儿时的记忆，唤起他们对祖先传下来
的文化基因的自豪感，让他们了解自
己的文化。把这些文化特质和今天
的生活实际结合起来，建筑师的设计
才能既有特点，又让当地群众认可和
利用起来。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应该
是这样的思路，小镇建起的博物馆，
唤起了当地群众的文化自觉，也让外
来人认识到这里的文化价值，在此基
础上所进行的文化产业规划，才会是
有的放矢的和别具一格的。

读过一篇企业建设品牌的经验
文章，其中一段话说得特别好：“自身
有定力的品牌才可能拥有锁定客户
的力量。品牌不是一场场以胜利为
目的的战役，而是一种旷日持久的关
系。日复一日地按照原则行事，从来
不偏离自己的战略目标，要比一时的
哗众取宠更加有助于在客户心目中
留下清晰而稳定的形象。”文化品牌
的建设更是如此。

“养”大文化品牌需要定力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1
月5日，“走进清华——当代评剧名
家冯玉萍作品展映展演系列活动”
之“评剧的魅力——冯玉萍作品专
题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
仲呈祥、王文章、毛时安等评论家围
绕冯玉萍的艺术风格进行研讨。

与会专家认为，沈阳评剧值得
关注。冯玉萍不仅获得了中国评剧
首个梅花大奖，更以其对人物深度
的内心体验与激情饱满的演唱完美
融合，塑造了评剧舞台上令人难忘
的经典人物形象。近期，冯玉萍在
其导演的剧目中开拓求新，尝试跨
剧种实验，体现了评剧名家的责任
与担当。研讨会上，专家认为“冯派

艺术”有传承，有代表作品。《疙瘩
屯》《风流寡妇》《我那呼兰河》中的
三个女性形象奠定了冯玉萍鲜明的
表演风格。后期作品《孝庄长歌》和

《秋月》有更大的开拓突破，在历史
深度和精神高度上都有新的表现。

冯玉萍表示，一个艺术家，就是
要守正铸魂——守评剧艺术之正，
守花派艺术之正，以求达到更高的
精神高度，为观众奉献出最好的艺
术作品。

继大型原创历史评剧《孝庄长
歌》在清华大学演出后，冯玉萍收徒
仪式、原创评腔音乐剧《牵·纤手》和
评剧《秋月》也先后在清华大学拉开
帷幕。

冯玉萍作品专题学术研讨会
在京举办

11 月 12 日 11 时，在沈阳举办的
2020 年全国中老年电视春节联欢晚
会暨文艺百团大赛选拔赛赛场上，沈
阳凤霞艺术团的奶奶级演员们登上
舞台，演出芭蕾舞《我的祖国》。轻盈
踮起的脚尖、健康的背部线条、精致
绾起的发髻、优雅曼妙的舞蹈动作，
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作为中国首个老年芭蕾舞团，这
个“奶奶芭蕾团”创建至今已有 11
年了。据61岁的团长王凤霞介绍，她
从小在部队文工团长大，曾有短暂的
机会跳过舞蹈，但一直没有接受过系
统训练。2004年，她终于得以从工作
中抽出身来，因为一直怀有舞蹈梦，
就开始学习和进修芭蕾舞。2008年1
月，她成立了凤霞艺术团。起初，队
伍里只有12人，发展至今已有35人，
人员来自各行各业的退休人员。其
中，年龄最大的队员 69岁，年龄最小

的队员54岁，平均年龄60岁。
芭蕾舞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演

员表演时以脚尖点地，故又称脚尖
舞。虽然芭蕾优雅美丽，但其练习的
过程却是十分艰难的，没有几十年的
基本功练习，普通人很难完成。团里
的成员都是在退休之后开始练习，学
习芭蕾舞均为零基础。王凤霞说，芭
蕾舞的很多基本功都需要从小开始
练习。这些老年人受到骨骼和身体
状况等方面的影响，要比年轻人付出
更多的时间和汗水。王凤霞告诉记
者：“练芭蕾舞需要练习脚踝和膝盖，
这样才能穿上芭蕾舞鞋。我们有的
人腿不太好，有的人腰不太好，在训
练中水平不一，但是大家都在坚持，
一点点地去练习。有人在家里训练
时，将 50斤大米放在腿上压，要真正
把腿压开、压直。”

65岁的魏玉芝之前跳广场舞，学

跳芭蕾舞之初家里人都不赞成，每次
练完都浑身是汗、衣服湿透，为此她
有过犹豫。但练过一段时间后，邻里
们都称赞她的体态和举止有了变化，
这让她坚定了学习的信心。现在，她
感觉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状态都有了
很大的改善。她告诉记者：“生活上
特别充实，心情好了，身体也好了，觉
得退休之后的时间没有荒废。”谈到
跳芭蕾舞给自己带来的变化，63岁的
李宾伏说，没接触芭蕾舞之前，每年
换季的时候她基本都要在医院住一
个星期左右。跳芭蕾舞之后，体质明
显增强，很少因为换季再进医院。“芭
蕾舞还愉悦了我的心情，为老年生活
增加了新的元素。我以前不会做细
致的针线活，现在大家一起做舞蹈服
装，我也学会了做服装，让我显得更
年轻、气质越来越好。”

王凤霞介绍，多年来，艺术团保

持每周上 1 次课，排练 3 次的节奏。
每周五上午，艺术团都会到沈阳市群
众艺术馆上课，每周有 3次到和平区
文化馆、区社区学院训练。每年参加
各种社会公益演出七八十场。11 年
来，团队多次参加全国、省、市的比赛
和展演，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并多
次被央视及多家省级电视台邀请参
与节目录制，还参加了沈阳浑河之夏
文化艺术季等演出。

值得一提的是，2011 年，凤霞艺
术团带着芭蕾梦想走进了维也纳金
色大厅，参加第三届国际中老年艺术
节比赛，荣获牡丹金奖、最佳创作奖、
舞台风采奖三个奖项。

现在，王凤霞的生活轨迹就是
“练功—讲课—演出”，她自信地说：
“人生一定要有梦想，我和我的团队
就是不老的红舞鞋，我们会坚持芭蕾
的梦想，直到跳不动的那天。”

沈阳有个“奶奶芭蕾团”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当
抗日志士的“小渔船”无惧地撞向敌
人的“铁甲船”、当演员慷慨激昂地
朗诵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当象征
精神的火焰熊熊燃起，现场爆发出
热烈的掌声……两年来，大连话剧
团原创话剧《大码头》先后在辽宁、
吉林、山东等地巡演 40 余场。近
日，《大码头》再获殊荣，荣获第十五
届辽宁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优秀作品奖。

《大码头》是一部反映大连历史
文化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由著名
编剧黑纪文根据作家徐铎所著的同
名长篇小说改编而成，国家话剧院
著名导演王晓鹰担任总导演。

大连港是近代亚洲乃至世界著

名的港口，《大码头》描述了从日俄
战争时期到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
的几十年间，生活在大连港码头上
的孔家兄弟走向不同人生道路的故
事，反映了在殖民统治重压下，大连
人民奋起抵抗的历史。

《大码头》结合大连地域特色，
将小人物的命运与剧烈动荡的时代
大背景交融在一起。以小人物命运
的变化，反映时代的沧桑巨变。该
剧用写实手法展现生活环境，通过
描述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城市风貌、
人物性情、生活习俗以及吕剧、山东
快书等地方艺术形式的运用，增强
地域文化色彩，体现了具有中国特
色的审美趣味，使写实的抗战题材
话剧走向写意的诗化风格。

大连话剧团原创话剧《大码头》
巡演40余场

王余昌的家就在沈阳抗美援朝
烈士陵园附近，他每天都要到那儿走
一走、转一转。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
在那儿获得灵感构思出来的。

今年清明节前夕，王余昌在陵园
的烈士纪念馆看到一支锈迹斑驳的

“上海”牌金笔，笔帽套在笔杆上，14K
金的笔尖还透亮。他端详着这支笔，
泪水夺眶而出，这是哪位烈士留下的
遗物呢？他牺牲时正在写着什么？

那些天他就像丢了魂儿似的夜难成
寐、食不甘味了，每每想起这支钢笔，
就会陷入沉思……

恍惚之中，王余昌似乎看见那支
钢笔的主人迎面走来——战士是那
么的年轻，是个连20岁都不到的小伙
子，部队的战地记者。那名战士对他
讲：“战争真的很残酷，眨眼间就会阴
阳两隔，他说他想家、想娘、想吃家乡
的小鱼儿炖豆腐。他说他不怕死，就

怕被人忘记……”战士就像是当年他
邻居家的小哥哥，那么鲜活地和他唠
着嗑儿。

创作中，王余昌就是战士、战士
就是他……当写下这首诗的最后一
句“此生无悔入华夏，若有来世，我的
户口还落在咱们中国”的时候，他已
经泪流满面，失声痛哭……

王余昌的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员，
王余昌与兄弟姐妹9人也都是共产党

员，这是他今生感到最为荣耀的事。
“共产党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奉
献、意味着牺牲、意味着责任、意味着
为了人民的利益宁愿献出自己的一
切。”王余昌说。

王余昌所创作的都是歌颂革命
英烈的主旋律题材作品，他的朗诵总
是饱含深情，浸润着听众的心灵。他
告诉记者，他的余生会这样一如既往
地走下去。

家住烈士陵园旁，多半作品在这儿构思

十余年创作朗诵40多首革命题材诗歌

王余昌用声音塑造英烈形象
本报记者 赵乃林

《今夜星光灿烂》是王余昌创
作的第一首诗歌，也是参加演出朗
诵最多的节目，社会反响强烈，网
络视频点击量已逾几千万次。

记者了解到，这首诗创作的起
因是王余昌见到一位部队的老首
长，他患有阿尔茨海默病，问他家
在哪儿及家人的名字，他说不出，
但若问他早年参军时班长的名字、
在某次战役中哪位战友牺牲了，他
都记得清清楚楚，革命的印记已经
刻在了他的生命里。王余昌很感
动，他综合自己所了解的一些革命
史料，在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相结
合的原则下，创作了这首诗歌。

诗歌讲述了一个老兵晚年追
忆到，1949年 9月 30日晚，他在天
安门广场站岗值勤时幸运地见到
了毛主席，这使他想起此前解放天
津的时候，他们班开过一个会，大
家表示一定要发扬我军不怕牺牲
的战斗精神，并与战友们约定“打

这仗谁都不许死，等胜利了，咱们
好一块儿进北平见毛主席”，可这
仗打下来以后，全班就剩下他一个
人了……他深情地面向苍天对战
友们说，他是代表全班在天安门广
场站岗值勤，明天咱们全班一起迎
来新中国的第一个早晨。

王余昌的朗诵声情并茂，这情
既来自内心，也来自表演功底。生
活化的吐字、细腻的表演，使他的
节目成为朗诵界一绝。他站在舞
台上，仿佛就置身在那激情燃烧的
岁月，用浑厚的发音、有张力的表
演和富于感召力的传递，栩栩如生
地展现出战火中的青春。

王余昌没有当过兵，但英勇无
畏的战士形象却在他脑海里顶天立
地，更是一个积淀在心底取之不竭
的创作源泉。他说，多少战士为祖
国、为人民九泉含笑，今天祖国脚步
铿锵、人民生活幸福，但在我们的记
忆深处，永远是鲜红的颜色。

没当过兵，却是知名“老战士”

1968 年秋，16 岁的王余昌下乡到
新民，年底参加了县里举办的文艺会
演。他被县文工团相中，次年4月便被调
入县文工团。他以说快板书为主，还唱
歌、跳舞、吹笙，什么节目缺人，他随时替
补顶上。

不知不觉，9 年的光景过去了。
1977 年秋，王余昌考入辽宁人民艺术
剧院，成为一名专业的话剧演员。话剧
是一门综合性艺术，其主要叙述手段为
演员在台上无伴奏的对白或独白。这
个职业、这样的表演方式，日积月累、厚
积薄发，王余昌爱上了诗朗诵并一发而
不可收。

退休后，王余昌索性钻研诗歌的创
作和朗诵。截至目前已创作出《今夜星
光灿烂》《鲜花盛开的坟茔》《旗帜》《丰
碑颂》《一颗没有射出的子弹》《英雄本
色》《山谷的回声》《猪肉炖粉条儿》等
40 多首诗歌，共计 4 万多字。这些诗
歌，实践了小中见大、大中藏小的辩证
艺术思维。每年，他要奔赴全国各地演
出三四十场；每首诗歌，他都要全情投
入地朗诵五六分钟。

忘我的付出总会有甘甜的收获。
2015 年 11 月，王余昌荣获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第四届“夏青杯”朗诵大赛朗诵
成人组一等奖。

舞台上的“多面手”，独爱上诗朗诵

王余昌在舞台上朗诵。（王余昌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