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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历史腹地感受
另一种生活方式

刘恩波

当旅游经济嵌入文化的品位
和情调，那么就是一种扩大再生
产，就是资源的鲜活配置、更新与
重构。游客进入景点，不仅是换一
种生活方式，而且也是寻找身心平
衡与舒展、释放与通达的门路。

对历史文化资源的重新定位、
激活与改造，已经成为时下旅游业
的重头戏。那些浸润、承接、融汇
了精神生命的遗址、故地和风物，
构成文化消费的热点，理应值得肯
定和进一步的研究解读。

中国人从来就有读书行路的
传统，将文化风景设定为人生的行
旅，标志为修身养性、愉悦灵魂的
目标，注定会拉动精神性旅游的全
方位攀升。

于是，老街老巷、名人故居和
公馆，乃至传统文化衍生出的各种
物事的改造及其开发，就是将游客
带入历史腹地，去感受和呼吸另一
种文化精魂的必要补充、必备修
为。

就以沈阳来说，我们脚下的
许多遗迹，经过规划，已经变成了
新的文化增长点，成为步履和内
心 为 之 神 往 和 伫 立 的 地 方 。 像
1905 文化创意园、铁锚 1956 文创
园、歌德书店等等，都是将废弃的
工厂、百货商店或者别的经营场
所，经过新的组合、新的创意、新
的规划，摇身一变而成为具有精
神感召力、文化消费力和生活共
享感的特殊空间。

不必讳言，文化是源头活水，
文明需要打开许多通道和天窗来
构建人们的精神乐园。旅游景点
只有不断激发历史的沧桑，激活
现代人渴望寻找生命之根的原发
性 冲 动 ，还 有 追 求 人 与 自 然 合
一 、与 历 史 相 濡 以 沫 的 价 值 认
同，那么它们才有可能为时代的
进 步 和 转 型 、艺 术 的 整 合 与 重
塑、精神的复兴和再造提供更多
便捷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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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沈阳作为历史
文化名城，城内的文物古迹
众多。目前，沈阳在抓好历
史文化资源保护的同时，进
行梳理归类，并围绕清文
化、抗战文化、工业文化等
历史文化资源脉络，规划精
品旅游路线。如何看待这一
现象，听听评论家们怎么
说。

辽宁戏剧需要更多青年的参
与，需要青年戏剧人用富有活力
的、富有冲击性的、富有启示的作
品给戏剧输入新鲜血液。

关注校园戏剧，应思考如
何把活跃在校园中的青年戏剧
人引向社会，为他们提供更大
的舞台。

大学生戏剧节的剧目，不
仅在校园上演，而且还走出校
门，如在 2019 沈阳艺术节“大学
生优秀剧目展演”中，有两部大
学生话剧亮相盛京大剧院，引
人注目，一部是辽宁大学艺术
学 院 创 排 的 话 剧《寻 找 艾 薇
儿》，一部是沈阳城市学院创排
的话剧《待月西厢》。

话剧《寻找艾薇儿》由李轻松
编剧，刘若云担任导演，是一部描
写在连环套骗局中，人在迷失与
坚守、欲望与良知之间不断博弈
并觉醒的荒诞喜剧。

话剧《待月西厢》由于洪艳编
剧，胡家鑫、于凯名、姜普担任
导演。以《西厢记》为基础衍生
出的戏剧作品在我国地方剧种
中常见，而以话剧形式呈现还
不多见。

专家认为，2019 沈阳艺术节
特设的“大学生优秀剧目展演”单
元，给舞台艺术带来新的视觉与
情感冲击，不仅有助于校园剧目
发展，也有助于为沈阳演出市场
培育更多的戏剧观众。

2017 年在辽宁省第六届大
学生戏剧节上，沈阳音乐学院
戏剧影视学院创排的话剧《三
见眉语》不仅在大学生戏剧节
上获得“最佳剧目奖”等多个奖
项，同时获批 2017 年度辽宁省
文艺精品创作生产专项资金扶
持项目。

2017 年 至 2018 年 ，该 剧 在
“高雅艺术进校园”和“艺术惠
民”两项活动中演出 23 场，8000
余名观众观看演出。

2018 年《三见眉语》经辽宁
省戏剧家协会推荐，作为辽宁省
唯一一部话剧作品入选，赴北京
参加第六届中国校园戏剧节，获
得“优秀展演剧目”称号，学生于
有 州 获 得“ 校 园 戏 剧 之 星 ”称
号。

《三见眉语》在 2019 年辽宁
省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
一工程”评选中，荣获“优秀作品
奖”。

本版照片由本报记者杨竞摄

关注校园戏
剧，应思考如何把
活跃在校园中的
青年戏剧人引向
社会，为他们提供
更大的舞台

辽宁校园戏剧完成人文素质教育的同时，呈现新趋势——

与时代对接探索更广阔的社会生活
姜 普 本报记者 杨 竞

辽宁省第七届大学生戏剧节于12月6日在沈阳音乐学院落幕。本届大学生戏剧节历时半年多，41所大学、92个剧目、2000余名师
生参演，有2万多名观众观看了演出，参演剧目涵盖了话剧、音乐剧、肢体剧、心理剧、戏曲等艺术种类。与往届相比，不仅参演院校最多、
原创剧目最多、剧目主创人员最多、受众人群最多，更体现了青年学子将目光从校园投注于社会，向着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发问、探索与认
知，呈现出校园戏剧与社会、与时代对接的特质。

专家认为，校园戏剧，已成为辽宁戏剧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辽宁省大学生戏剧节由辽宁省
文联、辽宁省教育厅、共青团辽宁省
委员会共同主办，两年一届，13 年间
举办了7届。从第一届只有11所高校
参与，到今年第七届有 41 所高校参
与；从最初只有20余台剧(节)目参演，
到如今有百余台剧(节)目参演；由开
始只有单一的话剧、小品节目，发展
到如今包含音乐剧、舞剧、肢体剧、默
剧等多种类剧目。专家认为，大学生
戏剧节不仅为大学生提供了集中展
示戏剧才艺的平台，促进了校园戏剧
发展，为我省的戏剧发展培养了后备
人才，更为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自
我完善提供了有效的方式。这也正
是大学生戏剧节一届比一届红火的
根本所在。

展演期间，大学生对戏剧的关注
和热爱令人难忘，年轻学子的精神成
长和戏剧才华令人瞩目。

本届大学生戏剧节于今年3月启
动，历时半年多的时间，来自沈阳、大
连、鞍山、抚顺、营口等城市的41所大
学的 154 个剧目申报参演，经专家遴
选92个剧目进入集中展演。

与往届相比，此届大戏节参演剧
目不仅关注校园，更关注社会。展演
的一些作品体现了当代大学生以更广
阔的视野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产生了
话剧《留恋留连》、音乐剧《鹤之缘》及
小品《爱上那座城》等关注社会的剧
目。比如沈阳音乐学院戏剧影视学院
排演的音乐剧《鹤之缘》，讲述的是一
个关于人类与动物之间情感的故事。

《鹤之缘》选取了不同视角，重在表达
人类与动物相生相息的关系。剧目融
入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理
念，受到了戏剧专家的肯定与好评。

谈起《鹤之缘》的创排初衷，该院
院长李淑华说，创排《鹤之缘》时，我们
是站在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环保
的角度，旨在强调动物是人类最好的
朋友，要培养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相惜
相爱的意识。注重引导人们树立正确
的保护绿水青山和生态资源意识，营
造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

大连交通大学创排的话剧《留恋留
连》上演时，受到高校学生观众的喜爱
和欢迎。话剧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创
业故事为主线，展现了大学毕业生在抉
择的矛盾中，克服困难，留在大连，开启
全新生活的励志故事，表达了高校学子
对辽宁深沉的爱，引导广大学子留在辽
宁这片沃土，助力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
兴、全方位振兴。同样的主题亦出现在
鞍山师范学院排演的小品《爱上那座
城》中。这些作品完全来自于在校大学
生的人生思考，当面临大学毕业择业
时，在人生重要的十字路口进行怎样的
抉择考验着每一个青年人。《爱上那座
城》的编剧王森说，戏剧教育不仅是便
捷的人文素质教育方式，还是社会历
史教育和道德情感教育。在校园戏剧
活动中，大学生们能够重新发现自己，
并且对人生进行重新思考。

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韩
宁是多届大学生戏剧节的具体组织
者，她对全省校园戏剧活动及青年戏
剧活动都有深入了解。她说，大戏节
让我们这些组织者感受到了莘莘学
子的青春与理想的审美选择，更是他
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文化传
达。在执着、纯粹、质朴间洋溢着青
春的快乐与生命的激情；在一次次舞
台 呈 现 中 传 递 着 人 生 的 洞 见 与 思
考。可以说，积极参与校园戏剧活动
的大学生成为辽宁戏剧文化发展的
新生力量。

辽宁戏剧需要更
多年轻人的参与，92
个剧目集中展演，其
内容不仅关注校园，
更关注社会

中国话剧发源于校园，在我国许
多重大历史进程中扮演了先锋的角
色，百余年后的今天，校园戏剧依然让
我们看到这种继承的思想光芒。

本届大戏节上，相当一部分专业
艺术院校的作品，从艺术表达到艺术
呈现，都非常有品质。辽宁师范大学
的李博是乌镇戏剧节青年竞演单元的
评委，他创作并导演的话剧《新生死
场》改编于萧红的作品，诠释了原著
中表现的北方人民的坚强，艺术形式
上，该剧用多面舞台环境的设计展示
了剧中人物的活动背景，观众如身临
其境，与剧中人物共同完成了一次生
命历程。

沈阳师范大学戏剧艺术学院的
《把梦留住》《格桑花开映日红》等4个
小品各具特色，题材关涉到都市生活、
大学生支教等内容，都来自青年教师
及学生的创作，作品表现出专业艺术
院校的专业水准。沈阳师范大学戏剧
艺术学院院长张威说，学校把大戏节
看作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平台，是学习

和练兵的好机会，让大学生们有更多
登上大舞台的机会。戏剧的发展需要
观众，如果戏剧能在校园里找到观众、
培养观众，这也是专业戏剧未来发展
赖以生存的一块土壤。

而本届大戏节上，非专业类大学
的作品也有很好的表现。如演绎经典
名著作品时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大连
外国语大学学生用英语演绎的经典剧
目《玻璃动物园》，融入了新理念、新思
考。东北大学学生话剧团将阿加莎的

《意外来客》搬上舞台，一群非职业戏
剧人完整演绎两小时的精彩悬疑剧，
没有一定的戏剧修养是难以达到的，
他们的精彩演绎博得了观众的欢呼。

大连市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张军
说，今年在大连赛区看了18台剧目，
既有原创剧目，也有经典再现，演出形
式各异，有话剧、音乐剧、小品，还有英
语短剧。从这些剧目里，我们看到了
大学生们对戏剧的热爱，看到了他们
的才情，看到了他们对时代、对社会、
对人生的理解。比如辽宁师范大学的

音乐剧《太急》聚焦当下中国教育普遍
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教育不能太急功
近利的主张。东北财经大学的话剧《韶
光》表现大学生到农村支教的故事。张
军说，这些原创剧目，为当代大学生发
声，为社会传递正能量。虽然舞台灯光
简陋、道具简单、编剧手法稚嫩，但剧目
中流露的饱满热情，体现出当代大学生
对生活的热爱，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蔡菊
辉说，中国戏剧（话剧）的发展与校园
戏剧是紧密相关、互相影响的。尤其
是学生们关注现实、关注社会问题，都
对戏剧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如沈阳航
空航天大学排演的小品《诚信在哪里》
等，依旧有着批判社会不良现象的意
识，这是值得肯定的。蔡菊辉说，本届
大戏节，许多学校的剧目较往届在物
力、精力上投入的都更多了。如音乐
剧《鹤之缘》、话剧《翔宇》、儿童音乐剧

《荒草镇的小狐狸》等剧目，导演有构
思，演员有表现力，舞台美术制作精
良，是可以面向社会演出的剧目。

虽然舞台上灯光简陋，道具简单，编剧手法稚嫩，但无不体现
出当代大学生对校园的热爱，对社会发展的责任与担当

关注校园戏剧，就是在关注青
春、关注戏剧的未来。

记者跟踪采访多届大戏节，对此
深有感触。多年来，辽宁的戏剧家们
以执着和坚韧坚守并立足于辽宁生
活，坚持着一条创造、发展、振兴之
路，推动着辽宁的戏剧艺术走向新的
辉煌。他们对辽宁校园戏剧文化的
关注与关怀体现在一次次积极参与
我省校园戏剧文化的建设上。特别
是我省大学生戏剧节活动开展以来，
戏剧家们以高昂的热情，积极投身其
中。比如 2019 年，从大戏节活动开
展初期的辅导到集中展演的演出现
场点评，从参与文本创作到剧本研讨
等，戏剧家们的高度关注成就了我省
大学生戏剧节走得更高更稳，扩大了
其在东北三省乃至全国的影响力。

本届大学生戏剧节有30余位戏
剧家投身其中，每场演出后的“专家点
评”环节及活动期间的校际交流演出，

受到参演学生的热烈欢迎。专家对作
品的诠释、对舞台呈现（包括表演）的
评价，既传达了戏剧的文化含义，又可
以让大学生们知晓舞台艺术如何表达
思想，学习到舞台实践的基本技能。

鞍山师范学院是一所没有戏剧专
业的普通高校，话剧《架起心灵的桥梁》
自2018年11月开始统筹策划，由省剧
协牵头，除了邀请知名剧作家李轻松
外，为了将这部话剧打造成文化精品，
还聘请了著名话剧导演翟贞华与谷阿
光担任总导演，组建主创团队，同时力
邀国家一级演员、“文华奖”获得者马
贵祥加盟艺术指导。30余名参演师
生在创排期间狠抓台词功底、苦练形
体，32名剧务同学在幕后默默付出。
经过50余个日日夜夜的辛勤付出，最
终赢得了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

大连交通大学作为一所非艺术
类专业院校，多年来在辽宁省大学
生戏剧节中坚持戏剧原创，克服了

诸多困难。师生们凭借着对戏剧的
热爱和执着追求，通过在舞台上的
不懈努力，得到戏剧专家的认可。

编剧谢海威和沈阳市艺术创作
研究所副所长郑永为，曾担任几届辽
宁省大学生戏剧节的评委，他们认为，
本届大戏节上呈现的一些剧目几乎达
到了专业院团的水平，比起往届有很
大提升。比如辽宁大学艺术学院的话
剧《寻找艾薇儿》，该剧以一只小狗的
视角巧妙串联起上世纪30年代沈阳
北市场的各色人等，深剖人性，呼唤美
善。东北大学学生话剧团的短剧《爱
梦之程》和辽宁大学艺术学院的小品

《心影》、沈阳建筑大学筱竹剧社的《梨
花依旧》等也表现出一定的新意。

本届大戏节的成功举办不仅缘
于活动组织者的艰辛努力，也因为
有像李淑华那样一丝不苟狠抓剧
目，有像东北大学学生话剧团纪鹏
那样痴迷、挚爱戏剧的人。

本届大学生戏剧节有30余位戏剧家投身其中，提升并带动
了校园戏剧的整体水平，推动了我省校园戏剧的发展

核心
提示

沈阳音乐学院戏剧影视学院排演的《鹤之缘》

鞍山师范学院创排的《青春不落幕》辽宁大学艺术学院创排的《寻找艾薇儿》

沈阳城市学院创排的《待月西厢》

沈阳师范大学创排的《荒草镇的小狐狸》

角落里的文化韵味
刘艳妮

在沈阳的西瓦窑一带，有一条
南北向的青石板路，树林茂密，环境
幽静，是我和同事午休散步的好去
处，那里还有一处古朴的民居，名曰

“古韵流芳”，是对该地区清代修建
皇陵烧窑而得名的追溯。这样的文
化角落，倘若不是生活、工作在这
里，是不会被轻易发现的。

传统博物馆、纪念馆等公共文
化场馆早已免费开放，一些专业博
物馆、特色展区也逐渐进入大众视
野。除了参观实体外，还有《国家宝
藏》《上新了·故宫》等综艺节目生动
演绎文博故事，历史文化资源与时
代的对话方式日趋多元，进一步拉
近了历史文化与大众的距离，满足
着大众的个性化文化需求。作为城
市的文化名片，知名文化资源的社
会关注度比较高，在保护与开发上
颇为系统，而角落里的文化却常常
被忽视。像“古韵流芳”这样不成规
模的“小文化”，对外影响力还不如

“西瓦窑市场”，少有人问津，但它贴
近当地的现实生活，是西瓦窑人的
乡愁记忆与身份认同，是这一地区
特色文化的浓缩，品味这种“不起
眼”的角落里的文化韵味也是观察
城市历史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视
角。因而，在用足、用活历史文化资
源时，既要做好对知名资源的保护、
开发与利用，也要关注角落里颇具
特色的文化底蕴的挖掘，因为它们
共同见证着城市的历史变迁。

遗憾的是，“古韵流芳”没有对
外开放，路人只能循着斑驳的围墙，
隔着栅栏眺望院子里的枯井、磨盘
与房舍，期待能走进院落切身感受
那段久远的历史，品味独特的地域
文化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