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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11月14日，辽宁芭蕾舞团原创舞剧《花木兰》在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的蔲丹
剧院上演，这是时隔五年，辽宁芭蕾舞团再次赴毛里求斯演出。与上次演出“中
外芭蕾精品晚会”不同的是，这次辽芭带去了表现中国故事的大型原创舞剧《花
木兰》，毛里求斯观众得以欣赏不同风格的中国舞剧。由于口碑好，演出质量高，

辽芭的此次演出备受好评。《花木兰》将在路易港连演四场，预售票达九成。11月21日至
23日，辽芭将赴法属留尼汪演出。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11
月 15 日，“第四届世界华侨华人摄
影展”辽宁巡展活动在辽宁美术馆
开展，此项活动由中国侨联主办，辽
宁省侨联、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
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承办。

本次摄影展共收到来自 30 余
个国家和地区 2100 多名作者的 2.3

万余幅（组）作品。此次展出的是其
中的 257 幅（组）优秀作品，展现新
中国 70 年光辉历程和新时代中国
崭新风貌，反映广大归侨侨眷和海
外侨胞为建设新中国作出的贡献，
展示海内外华侨华人摄影家、摄影
爱好者及书画艺术家的创作成果。

展览至11月19日结束。

第四届
世界华侨华人摄影展开展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1 月
12日、13日，辽宁歌舞团（辽宁民族乐
团）创排的大型舞蹈诗《月颂》在国家
话剧院演出。该剧以中国月文化为
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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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展开一幅画面唯美、情感浓郁、
意境深远的画卷，让观众在民族歌舞
的韵味中，体味浓郁的家国情怀，赢
得北京观众阵阵喝彩。

此次演出是《月颂》入围“北京市
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优秀展演剧目”、
参加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活动。进京演出
前，《月颂》已在沈阳演出多场，是继

《珍珠湖》《白鹿额娘》《梅兰芳》之后，
辽宁歌舞团创排的又一部值得关注
的作品。

《月颂》分为6个篇章，分别是《天
涯共此时》《山水月光中》《月上柳梢
头》《冷月照征人》《月是故乡明》《千
里共婵娟》。每一个篇章均以古典诗
词开宗明义、抒发情感、阐释月文化

的主题。辽宁歌舞团副团长吕萌说，
《月颂》融合舞蹈、杂技、民族器乐等
多种艺术形式，旨在多角度呈现中国
传统月文化，让观众在欣赏舞蹈时感
受中国人最真挚、朴素的家国情怀。

舞台上，演员们对中国月文化所
蕴含的画、境、情、意、韵、美进行全新
诠释。在流光溢彩的舞台上，舞者翩
翩如燕，舞台设计如梦如幻，呈现出
一台震撼人心的视觉盛宴。

记者了解到，主创团队为《月颂》
赋予了很强的观赏性。其中，中国青
年舞蹈家、杨丽萍现代舞团原团长和
尚倾力加盟。作为沈阳人，他曾以独
舞《新生》获得第九届全国“桃李杯”
舞蹈比赛古典舞 A 级青年组（男子）
金奖，并先后与杨丽萍、叶锦添、田沁
鑫、何训田等艺术家共同创作及主演
了舞剧《十面埋伏》《孔雀之冬》《平潭
映象》《春之祭》。此外，《破晓》《梅兰
芳》等舞剧的主演、青年舞蹈家王进
以及获得荷花杯表演铜奖的国家一
级演员杨珂、国家一级演员李博等数
十名在国内各项舞蹈大赛中获奖的
青年舞蹈家参加演出。

这场演出得到观众好评。一名台
湾观众说，第一次感受到大陆同胞对
月有这么美好的诠释，其中《冷月照征
人》的章节让她哭了。一名北京观众
说：“上一次看了辽宁歌舞团演出的

《梅兰芳》，感觉很精彩；这次又看《月
颂》，这部剧真不错，那种唯美的意境
让我对月文化有了深刻的了解。我还
要带家人和朋友一起再看一场。”

辽宁歌舞团大型舞蹈诗获成功

《月颂》在国家话剧院上演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目
前，沈阳别处美术馆正在举办“眼·
界”张磊艺术展。

此次展览共展出鲁迅美术学院
青年艺术家张磊创作的 30 多件作
品，涵盖纸本水彩绘画、影像艺术、
行为艺术、装置艺术以及艺术创作
手稿，引起业内外观众关注。

张磊是一位集艺术家、策展
人、教师、艺术经纪人等多重身份
于一体的创作者，颇具艺术探索

精神。她生活、工作在沈阳和澳
门，她的作品从纸本绘画到行为
影像，再到装置雕塑，不断尝试新
的艺术领域。

张磊表示：“我的创作主题一直
是围绕‘眼睛’展开。在我的作品
中，眼睛的视角是变换的，从主观的
观看变成客观的观看，从而拓展了
看的范围。希望此次展览能带给每
位观展者对艺术、艺术家、艺术空间
的新认知。”

“眼·界”艺术展在沈举行

舞剧《花木兰》非洲巡演结束
后，辽宁芭蕾舞团还将赴俄罗斯演
出。据曲滋娇介绍，应俄罗斯马林
斯基剧院的邀请，2020 年 1 月，辽
宁芭蕾舞团将携《花木兰》以及世
界交响芭蕾的经典作品《斯巴达克》
赴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演出。

舞剧《斯巴达克》是国际芭蕾艺
术巨匠格里戈罗维奇的交响芭蕾里
程碑式作品，是 20 世纪新古典主义
芭蕾的不朽杰作。2013 年，辽宁芭

蕾舞团与格里戈罗维奇创作团队联
合制作了这部舞剧，舞美布景和演
出服装均在俄罗斯加工制作，是中
俄两国艺术家共同打造的“原汁原
味”的经典之作。此次在马林斯基
剧院的演出，辽芭将会邀请马林斯
基剧院的交响乐团现场伴奏，必将
使演出更加精彩。

曲滋娇告诉记者：“讲好中国故
事，当好文化使者，做好文化交流，
用芭蕾之美，展现新时代中国芭蕾

的风采，这是辽宁芭蕾舞团世界巡
演的理念。辽芭始终坚持原创中国
题材芭蕾舞剧、邀请国外著名编导
排演世界经典芭蕾舞剧两条腿走
路，坚持将中西方经典艺术融会贯
通。”

据了解，辽芭另一部新作品已经
开始创作，这就是新古典主义风格芭
蕾舞剧《巴黎圣母院》，将于明年在沈
阳首演，之后，该剧将与《花木兰》一起
继续展开亚洲、欧洲巡演。

将与俄罗斯知名团队合演《斯巴达克》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辽
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将于 11 月
29 日、30 日举办“歌颂祖国传承文
脉”田连元评鼓书专场展演。

此次展演，田连元将携多名弟
子同台献艺，来自北京、天津的著名
曲艺表演艺术家也将倾情加盟，以
评书、大鼓书为主要艺术形式，宣传
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辽宁曲艺事业
发展取得的突出成就和辽宁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
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出
身曲艺世家，1959年末进入本溪市曲
艺团，1966年3月在辽宁人民广播电
台录制了他的第一部长书《欧阳海之
歌》。1982年，评书《杨家将》在电台广
播，荣获辽宁省人民政府优秀文艺创
作奖。2019年10月30日，田连元获
评“70年70人·杰出演播艺术家”。

田连元评鼓书专场将在沈展演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目
前，“金玉满堂——沈阳故宫的奢华
典藏”正在沈阳故宫展出。

本次展览将沈阳故宫馆藏金光
熠熠的文物与清宫珍藏的玉器、珐
琅器、漆器等文物相结合，融汇金玉
满堂、富贵吉祥、平安如意的美好寓
意。展览分“金雕玉琢”“富丽陈设”

“锦衣美器”“寓意吉祥”四个单元，
分别从雕刻工艺、装饰陈设、生活实
用性和吉祥寓意上对金玉之器进行
诠释。

参展的文物中，有清代宫廷礼
器中最珍贵和最耀眼的御前陈设物

“八卦象足金提炉”。据专家介绍，
金提炉不轻易出现，一旦在皇家宫
殿、庙坛或园苑等处陈设，就代表着
皇帝驾临；有光绪皇帝生前书房御
用之印的“御笔之宝”，在颐和园“宜
芸门”门牌、“仁寿殿”殿牌上还可看
到朱文“光绪御笔之宝”印章；有以
中国传统文化中福寿吉庆为主题的
纹样，表现吉庆有余美好寓意的“清
白玉雕蝠磬双鱼璧挂”；有以多组玉
兰、牡丹花展现多姿多彩满园春色，
寓意玉堂富贵的《清缂丝玉堂富贵

图》。而说到镇展之宝，还数雍正皇
帝的御笔行书“平安如意”轴。雍正
皇帝从小受到汉文化教育，其书法
追随其父康熙，又取法赵孟頫和董
其昌，以行书、草书为最佳，字如其
人，流畅和美之余气势宏伟，彰显一
代铁腕帝王的强权气概。雍正皇帝
的书法作品传世较少，这件“平安如
意”更是帝王书法中寓意最为吉祥
的作品。

沈阳故宫博物馆馆长李声能表
示，作为“金玉满堂文化季”的重量
级展览，除了让观众在展厅内感受
金玉满堂、富贵吉祥的喜庆氛围外，
沈阳故宫以雍正皇帝的御笔行书

“平安如意”轴为原型，复制“平安如
意”四个金色大字供大家抚摸、“沾
沾福气”，还在展厅外设置“平安如
意”打卡处供大家拍照留念，同时将
推出“平安如意”系列文创产品，让
前来游玩的观众把“平安如意”带回
家。希望通过这次展览，通过这些
珍贵的“金玉”之器带给大家幸福、
安康。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到 2020
年3月31日。

沈阳故宫奢华典藏展开幕辽宁芭蕾舞团再次走进非洲

《花木兰》四场演出售票达九成
本报记者 王臻青

辽宁芭蕾舞团此次演出是落实
2019 年度文化和旅游部与我省对口
合作计划，推动辽宁与毛里求斯、法属
留尼汪的文化和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
作。演出前，辽芭舞蹈家李伟在毛里
求斯开展了为期六周的中国民族舞蹈
和芭蕾形体的教学培训工作。

据辽宁芭蕾舞团团长曲滋娇介
绍，《花木兰》是中国题材的芭蕾舞剧
首次在毛里求斯上演，该剧的前期宣
传在当地引起热议，4 场演出售票达
九成。演出结束后，辽宁芭蕾舞团演
职人员还将赴毛里求斯海外中国文化
中心以及毛里求斯文化机构进行文化
艺术交流。

演出开始前，蔲丹剧院大厅宣传
板前，有许多当地观众驻足观看，他们
对这部中国舞剧充满了期待。记者了解
到，芭蕾舞剧《花木兰》是中国经典文学
形象与西方经典艺术形式的有机结合。

舞剧以《木兰诗》为蓝本，以花木
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在战场上建立
功勋为主线，着重演绎花木兰替父从
军的心路历程与家国情怀。该剧以芭
蕾为主体，并适当融入中国古典舞、民
族民间舞元素，极富感染力。芭蕾舞
剧《花木兰》由王勇、陈惠芬担任编剧、
导演，由刘彤担任作曲，张继文担任舞
美设计，宋立担任服装设计，俄罗斯著
名灯光设计师谢尔盖·马狄诺夫担任
灯光设计，辽芭青年演员联袂演出。

72 名演职人员以饱满的热情完
成了 11 月 14 日的演出任务。演出结
束后，当地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很多
观众热情地与演员合影留念，还有观
众表示，想再看一场。

主演于川雅对当地观众的热情非
常感慨，她说：“毛里求斯观众的热情
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希望有机会再来
这里演出。”据她介绍，在两个小时的
时间里，演员需要不断完成年龄转换
与性格转化，不仅考验演员的芭蕾技
巧，更考验演员的表演功底。

毛里求斯演出4场
售票率非常高

舞剧《花木兰》剧照。 李明明 摄

《月颂》剧照。 燕 双 摄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1
月17日，在辽宁省图书馆第一报告
厅，阅读推广人张洪涛将用专业视
角解读京剧乐队基本常识。

届时，省图移动图书馆将对活
动进行现场直播。沈阳师范大学戏
剧艺术学院2018级京剧表演专业学
生将表演经典剧目，张洪涛对剧中
的人物进行解读。主要有，李烨在

《红线》中饰演的红线女，王麒兴在
《罗成叫关》中饰演的罗成，洪雅雯在
《杨门女将-巡营》里饰演的佘太君，
魏禹彤在《泗州城》中饰演的水母。

张洪涛是沈阳师范大学戏剧艺
术学院教师、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
戏曲学硕士研究生，从事戏曲表演
与理论专业教学研究多年，多次赴
国外参加文化交流访问。

省图请专家解读
京剧乐队常识及经典剧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