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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2020年“中国新
四大男高音”辽宁省
“声之韵”新年音乐会
日前在盛京大剧院举

行，观众反响热烈。这是新年前
后在沈阳上演的十余场新年音
乐会中的一场。丰富多彩的新
年音乐会，反映出不断丰富的节
日文化产品和服务，给观众带来
了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弘扬了
主流价值观，奏响了万众一心，
为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而
努力奋斗的豪情壮志。

2020 年，在粉红色的最新网络
流行词中开启——“爱你爱你”。很
喜欢这个表达，因为祝福中有个

“你”。
最近两年，有一个词一直在被

讨论，就是“信息孤岛”，它源于分众
化和定向分发的传播体系所带来的
信息封闭，越是信息海量，越让人有
孤独之感。而 2020 的“爱你爱你”
里，却有了另外一种姿态，一种心中
有你、携手前行的姿态。

每到年底就会回顾检阅自己年
初时的心愿清单，如很多人一样，我
的 2019 年计划的完成度不过十之
二三，但有一个有趣的发现,那些没
有完成的，都是只跟自己较劲无关
宏旨的，比如减肥、少吃垃圾食品、
学外语，弄着弄着就没了劲头。而
那些接近完成的以及在清单之外所
做、同时带来更多惊喜的事，比如对
某一段历史、某些经典著作的阅读，
对新中国70年文学史、艺术史的了
解，往往是被他人“逼”出来的。我
不觉得这是自律不够或者随波逐
流，而是因为只有做了这些事，才会
让我找到自己在当下的位置，无论
是跟随时代的脚步还是安妥自己的
心灵。

于是，2020 年的新年计划里，
我放弃了那些“小确幸”计划，既然
身处大时代，所谓“小小的确定的幸
福”，要在那些与时代、与他人紧密
相连的事情里寻找。

展望2020年，有很多大事即将
发生。我最关注的至少有这样几
件：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一年；是中国
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是奥运之
年。每一年大事里，都将展开一篇

无比恢宏的大文章。无论你自觉还
是不自觉，每一件大事里都一定有
你有我，既与我们有关，又必须由我
们共同来书写。于是，一起前行就
变得无比重要、更加重要。

巧得很，在罗振宇的跨年演讲中，
也用了一个与“我们”相近的词——

“我辈”。他说：“我辈”这两个字里，写
着对世界的主场感和建设性。无论
哪个时代，我辈都是最令人神往的
那群人。这两个字里面有一种骄傲
的认同感。往时光纵深里一看，好
像是历代先贤，把什么东西交到了
我们这辈人手上。

“我辈”比之“我们”，更有历史
感。由此想到，2020年还是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
年，是北京故宫建成 600 周年。与
历史的连接中，同样会感觉“我”没
有那么重要，而“我们”很重要。已
经卸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单霁翔屡
次在演讲中谈到这些年致力于故宫
的修缮与保护，是为了“把壮美的紫
禁城交给下一个600年”，这就是我
辈的历史感。引用那句著名的诗：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
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
连接成整片的陆地。”看时代如此，
看历史更加如此。

对于我辈应该怎么做事，罗振
宇说，“不是置身事外，指点江山。
而是躬身入局，把自己放进去，把自
己变成解决问题的关键变量。”我倒
没他那么自信，是否能成为解决问
题的关键变量，还要看每个人的能
力和基础大小，但躬身入局的姿态
一定是对的，“独行易，众行远”，只
有在那个我们共同的远方，才会实
现我们共同的心愿清单。

“爱你爱你”的2020
一起向前的姿态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在
2020 年春节到来之际，1 月 9 日，辽
宁省图书馆将举办“岁吉年祥——
中国传统剪纸文化展”，以展示春节
喜庆吉祥的氛围和美好祝福。

本展览分为鼠迎春光、福瑞非
遗、祯祥民俗、美好传说四个单元，
展现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精美剪纸作
品。通过动物生肖、喜庆汉字、吉祥

图案和民俗活动等春节主题作品，
让观众直观、生动地感受中国年俗
文化的独特审美，寄托着人们对未
来的美好向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
价值。本次展出的春节主题作品并
不拘泥于传统节庆剪纸的红色，而
是运用了丰富的色彩，旨在展现春
节的多彩意蕴，并努力弘扬春节与
剪纸优秀传统文化。

辽图举办中国传统剪纸文化展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庚
子迎春作品展”正在沈阳市图书馆
开展。在庚子年来临之际，书画家
们用笔墨描绘辽沈美丽山水、故土
乡情，为百姓提供美的享受。

此次展出的近百幅书画作品
是辽沈地区著名书画家的新作。
这些书画作品有写意传神的人物画，
有张扬肆意的行草，有笔墨写万壑的
山水画，有细腻精到的工笔花鸟

画。这些作品用传统的中国书画艺
术形式讲中国故事、讲辽沈故事，抒
发了广大书画作者热爱伟大新时
代、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情怀。展览
还精选了以迎春、寓意祥和为内容的
书画作品，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年俗文
化传统，尽显吉祥和谐之美。此展
由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沈阳
市文化演艺中心）主办，沈阳市图书
馆承办。展期至1月8日结束。

“庚子迎春作品展”在沈图开展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一
部 系 统 讲 述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在 沈
阳革命奋斗历程的作品《不忘初
心——回望沈阳的红色原点》由沈
阳出版社出版。

这部向迎接建党 100 周年献
礼的主题出版物共分五章，从五
四 运 动 之 后 马 克 思 主 义 在 沈 阳
的传播写起，以纪实的方式讲述
沈 阳 的 革 命 前 辈 坚 定 共 产 主 义
信仰、舍生忘死带领沈阳人民进
行斗争的事迹。该书主题鲜明、
人物纪实翔实，使读者在知史爱

党 、知 史 爱 国 的 教 育 中 ，更 真 切
地体会到共产党人的榜样力量，
进 而 更 加 增 强 建 设 家 乡 的 决 心
和信心。

本书作者钱樾雷自 1989 年起
长期从事沈阳地方党史的研究工
作，曾参与《沈阳党史》《印记——
沈阳革命遗址故事》等大量关于沈
阳地区党史类图书的编撰工作。
作者将多年来散见于各种学术资
料中关于党的历史故事进行汇总、
筛选，以自己的语言讲述当年共产
党人的沈阳革命历史。

《回望沈阳的红色原点》出版

唐代是楷书的天下，楷书大家林
立。这次“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中，
唐代名家的楷书佳拓本占的比重不
少。唐代名家楷书虽各有其特点，
但真正能代表大唐气象的唯颜真卿
莫属。严羽《沧浪诗话》称赞盛唐
诗歌：“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
颜体楷书，雍容大度，结字宽博，堂
堂正正，凛然不可犯。“又见大唐”书
画文物展中共有两件颜真卿楷书：

《大唐中兴颂》和《东方朔画赞》。《大
唐中兴颂》书于大历六年（771 年）六
月，是颜真卿书法成熟时期的作品，
为摩崖石刻。该石刻为元结撰文、颜
真卿书。该文略述平定“安史之乱”
的经过，以及平叛后对大唐中兴的欢
欣鼓舞。该文义正词严、风格高古。
从书法上说，点画圆劲、结体朴茂、气
势恢宏，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感召
力。杨守敬《学书迩言》说：“《大唐中
兴颂》雄伟奇特，自足笼罩一代。”此
刻石足以彰显大唐气象。

颜真卿的楷书堂堂正正，亦如其
人，忠义贯日月，凛然不可犯。书品
即人品在颜真卿身上得到了统一。

唐代的草书也成就非凡，但草书
的巅峰应该是张旭和怀素。“又见大
唐”书画文物展中，有张旭的《古诗四
帖》、怀素的《论书帖卷》。在各种书
体中，草书是抒情性最强的书体，张
旭的《古诗四帖》为稀世珍宝，在“又
见大唐”书画文物展中最为耀眼。《古
诗四帖》书写的内容为庾信和谢灵运
的诗。《古诗四帖》是古代书法狂草的
代表作。整幅作品恣肆奔放、豪迈不

羁，充满了浪漫主义精神。从细处
看，字字相连、线条刚健、气息流贯、
神完气足。有激情、有理想、有豪迈，
正与大唐气象合拍。唐文宗将张旭
的草书、李白的诗和裴旻的舞剑诏称

“三绝”。
怀素与张旭齐名，这次展出的是

他的小草《论书帖》，但怀素对后世影
响大的却是极其夸张、大小参差的大
草，如《自叙帖》就以其夸张奔放的浪
漫主义书风为世人所称道。

张旭和怀素的狂草以其饱满的
精神、热情奔放的气势而垂范后世。

“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中有唐
人行书，但最吸引人的是《兰亭序》和

《万岁通天帖》。这两件作品传世都
与唐代的帝王有关。唐太宗赚到《兰
亭》后，让朝廷上善书的大臣临摹，并
分赐给近臣。唐太宗称王羲之书法

“尽善尽美”，确立了王羲之书圣的地
位，完成了以王羲之为楷模的唐代书
法范式。

《万岁通天帖》为唐摹本，由王导
第十一代孙王方庆于武则天万岁通
天二年（697年）献上。武则天让名家
双钩摹写，原件奉还，使王氏一族书
法更广为人知。武则天本身就是书
法名家，收集“二王”法书不遗余力。
她的《升仙太子碑》，朱关田先生认为
该碑“已萌盛唐气象”。

王羲之及王氏一族书法能够影
响后世并成为书坛主流，与唐代帝王
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唐代书法
鼎盛，是与学“二王”分不开的。

唐朝是开放的国度，与许多国

家 来 往 。“ 又 见 大 唐 ”书 画 文 物 展
序中的相关碑拓片，其意义不在书
法怎么好，而在于其文献、文物价
值，以实物证明了唐代大度和包容
的胸襟。

书法中的大唐气象足以让当下
中国书坛反思：增强文化自信的今
天，如何继承传统？如何彰显我们的
时代精神？我们应该向唐人学习什
么？唐代书家文化水平都很高，他们
都是士大夫，都是文人。古代书家都
文墨相兼，大多数人都书写自己的作
品，故而有浓浓的书卷气。而当下书
家是文墨相离。当下书家必须多读
书，缩短与古人的距离，才能接续文
脉。唐人取仕标准是“身、言、书、
判”，“书”讲“楷法遒美”。唐代楷书
家都学“二王”，笔法遒劲，有力度。
行草也都效法古贤。今人虽学古却
不到位，主要是跟风，追时尚。

中国书法源远流长，唐代是一座
高峰。“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在省博
物馆展出，是辽宁的荣幸！辽宁书法
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代有《好大王
碑》《元景造像记》，有韩择木、王庭
筠、耶律楚材、铁保等。现当代有沈
延毅、霍安荣等。尤其是沈延毅，以
魏体行书饮誉书坛，成为一座丰碑。
这些都是我们的财富，增强我们的文
化自信。我们既立足于本土，又从

“又见大唐”中汲取有益的东西，同时
找出不足，取长补短，辽宁书法的明
天一定会更好。

（作者为沈阳师范大学书法教育
研究所所长）

感受书法中的大唐气象
杨宝林

本报讯 记者高爽报道 2019
年 12 月 30 日，中宣部组织实施的
2019 年“优秀青少年读物出版工
程”入选作品揭晓，大连出版社出版
的儿童文学作品《奇迹之夏》上榜。

“优秀青少年读物出版工程”旨
在繁荣青少年读物创作生产，满足
青少年阅读需要，充分发挥优秀作
品的引领示范作用，通过加大对原
创新作和有潜力中青年作家的扶持
力度，推动多出精品、多出人才，为
广大青少年提供更加丰富、更有营
养的精神食粮。

本次入选的30种图书为近两年
出版的青少年读物原创作品，其中
人文社科类青少年读物11种、儿童
文学作品 19 种，均为思想性、艺术
性、可读性较好的作品，体现了当前
我国青少年读物出版的较高水准。

《奇迹之夏》是大连出版社签约

作家、中国作协会员、少儿科幻文学
代表作家马传思的代表作品，获得
大连出版社“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
文学最高等级奖“钻石鲸作品”，入
选中国出版协会“2018年度中国30
本好书”、国家新闻出版署向全国青
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

大连出版社致力于打造“中国
原创幻想儿童文学产业链领导者品
牌”，策划发起的“大白鲸”优秀作品
征集活动，以“保卫想象力”为主旨，
面向全球，专门奖励原创幻想儿童
文学和图画书创作，已成功举办六
届，被评论界誉为“吹响了幻想儿童
文学新军的集结号”。第七届“大白
鲸”优秀作品征集活动由大连出版
社、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市分行联合
主办，已于2019年7月启动，征稿日
期截至2020年7月20日。

《奇迹之夏》入选
“优秀青少年读物出版工程”

唐代在中国
历史上虽然享国
不足300年，但
却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朝代。它同
汉代一样，因其
强盛而成为中国
的代称。如迄今
海外华人居住的

地方仍称为唐人街。唐朝政治稳
定，经济、军事、外交、交通乃至文学
艺术都达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
盛。迄今仍对中国和世界的一些
地区有着深刻的影响。生活在唐
朝的人也很自信，他们每每自称
“大唐”。李阳冰《上李大夫论古篆
书》云：“愿刻石作篆，备云《六经》，
立于明堂，为不刊之典，号曰‘大唐
石经’。”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元结
的《大唐中兴颂》，都显示出一种强
烈的自信。唐代的人物、文化等都
有一种格局，能够展现一种独特的
姿态和韵致，表现出一种精神，呈
现出一种气象，这就是大唐气象。
这种气象在诗歌中的表现是雄壮、
浑厚、飘逸和高亢。在书法上则是
颜真卿的雄壮、柳公权的风骨、颠
张醉素的浪漫。在辽宁省博物馆
举行的“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是
原汁原味的艺术盛宴，让观者切身
感受了珍品中的大唐气象。

进行时

曲目丰富形式多样，观众表示

新年音乐会带给我们文化获得感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十余场音乐会，在曲目的选择上
新颖、独特、别具匠心，既保留了西方
经典交响乐作品，又选择了具有时代
精神与浓郁民族风格的优秀中国音乐
作品。2020 年“中国新四大男高音”
辽宁省“声之韵”新年音乐会上，韩蓬
献上慷慨激昂的《精忠报国》、薛皓垠咏
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王传越演
绎深情的《怀念战友》，石倚洁充满柔情
和爱恋的《乡音乡情》，这些熟悉的旋
律让现场观众产生了强烈共鸣。

在2020沈阳音乐学院新年音乐会
上，《小河淌水》《对花》《我的深情为你
守候》《跟你走》《我的大东北》等中国音
乐作品，表达了对祖国的赞美与热爱，
展现了热情淳朴的华夏民族风情。

在 2020 沈阳新年音乐会上，“我
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男中音歌唱家孙砾以其醇厚的音色、
精湛的技艺博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在央视春晚领唱《英雄赞歌》的青年女
高音歌唱家王芳这次将《英雄赞歌》带
到家乡沈阳的舞台上……

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
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共
同主办的2020辽宁省新年音乐会则以
交响诗《我的祖国》拉开音乐会序幕。歌
剧《江姐》选段《红梅赞》重温了无惧风
雪、傲然绽放的红梅品格；红色经典乐曲
联奏《我们曾经唱过》汇聚了新中国成立
70年来许多难忘的旋律；京剧选段《蝶
恋》呈现了国粹的魅力；还有《我们走在
大路上》《新时代之歌》，这些难忘的旋律
唱出了不忘初心跟党走，奋进新时代，奋
斗新征程的坚定决心和气魄。

汇聚难忘的旋律

2020年“中国新四大男高音”辽
宁省“声之韵”新年音乐会是在激昂的
交响乐《走进新时代》的序曲中拉开帷
幕的。《走进新时代》由晓君和著名作
曲家邓建明专门为辽宁省“声之韵”
新年音乐会创作的交响序曲，展现
了中华儿女热爱伟大祖国、讴歌伟大
时代、奉献伟大事业的精神风貌。

交响乐《守望》是根据辽宁广播
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创作
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好大一棵樟子
松》原创音乐改编的一首交响序
曲。《好大一棵樟子松》是根据已故
阜新市彰武县阿尔乡镇北甸子村
党支部书记、德耀中华——第五届
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董福财先进事

迹创作的。该剧获得中宣部第十四
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观众在乐声中聆听了董福财带领北
甸子村民栽树治沙、修路致富的故
事。 交响序曲《盛京新时代》也是一
首原创交响曲，由沈阳交响乐团演
奏，其优美的旋律博得观众经久不
息的掌声。

原创作品比往年多

台上，演员倾情演出；台下，观
众沉浸其中，跟着音乐的旋律有节
奏地晃动身体，不时用手机记录一
个个精彩、扣人心弦的瞬间。

观众王立表示，忙碌一天，走进
音乐会现场顿觉轻松愉悦，能在家
门口听到如此高端的音乐会，幸福
感满满。观众李放表示，她的思绪
随着音乐飘飞，飘到祖国各地，感受
祖国的美好。

观众刘世泓说：“用音乐勾勒
出了祖国、家乡的壮美画卷与人
文情怀，让我们非常感动，尤其是
听完《我的大东北》后，感觉浑身
充满了力量，自豪感和幸福感油
然而生。”

值得一提的是，维也纳皇室管
弦乐团今年也来到沈阳，演出新年
音乐会。维也纳皇室管弦乐团成
立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由欧洲知
名指挥家、作曲家扬·佩兰特教授
创办，是一支具有辉煌历史的乐
团。1 月 3 日，维也纳皇室管弦乐
团亮相第二十届中国北方新年音
乐会。

新年音乐会
深受百姓喜爱

新年戏曲晚会同样深受百姓欢
迎和喜爱。2019 年 12 月 27 日，由辽
宁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
务中心）主办，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
院（文化资源建设服务中心）承办的

“戏韵芳华”2020 年迎新年戏曲晚会
暨 2019年戏曲进乡村汇报演出在文
馨苑小剧场精彩上演。本次参加晚
会演出的演员群星荟萃，有常东、肖
迪、周丹、刘宁、陈阳、李丹等我省著

名戏曲演员，还有来自大连京剧院、
朝阳县艺术推广中心、盖州市辽剧
团等院团的戏曲名角以及辽宁歌舞
团 、沈 阳 京 剧 院 的 舞 蹈 和 戏 曲 演
员。他们演唱了京剧、评剧、辽剧等
经典唱段，涉及传统戏、新编戏、现
代戏等多种题材。名家荟萃、生旦
净丑、流派纷呈。

本场戏曲晚会以传统的戏曲艺
术，高水准的戏曲节目，扎实开展

文化惠民，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文
化自信，更加有效地促进传统戏曲
的保护、传承和创新。据介绍，本
次 活 动 首 次 通 过“ 辽 宁 公 共 文 化
云”预约平台进行网上免费订票，
观众通过网络预约门票后，扫码入
场。同时，本次演出还同步在“国
家 公 共 文 化 云 ”上 进 行 了 网 络 直
播，有 26 万观众观看了这场精彩的
演出。

唱响迎新年戏曲晚会

高校举办新年音乐会也是今年
新年音乐会的一大特点。广大师生以
交响音乐的形式，用动人的旋律和美
妙的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

2019 年 12 月 27 日，2020 沈阳
音乐学院新年音乐会在盛京大剧院
举行。音乐会在交响乐《蝙蝠序曲》
热烈欢快的音乐中拉开帷幕，经典
中 国 音 乐 作 品 更 是 深 受 观 众 喜
爱。辽宁大学举办了“爱我辽大”
辽宁大学新年音乐会，这是辽宁大
学天地交响乐团成立后的第一个
新年音乐会，给现场观众带来了艺

术的享受。沈阳师范大学音乐学
院排演的“颂祖国、迎小康 ”沈阳
师范大学 2020 新年音乐会暨国家
艺术基金项目大提琴独奏曲、歌曲

《鸿雁》《源》巡演在盛京大剧院举
行。整场演出地域特色突出、融思
想教育于演奏和演唱中，令观众赞
叹不已。此外，沈阳师范大学戏剧
艺术学院举办了“瑰宝我传承”沈
阳师范大学 2020 新年京剧晚会，
这是一台具有京剧气韵和艺术气
派的国粹盛宴，赢得了全场观众阵
阵喝彩和掌声。

多所高校举办新年音乐会

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