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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5月14日，记者
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
解到，鞍山市艺术剧
院话剧《燃烧的钢

铁》、沈阳评剧院评剧《过大年》
入选2020年全国舞台艺术重
点主题创作作品。记者从鞍山
市艺术剧院了解到，目前该剧院
正准备排练原创话剧《燃烧的钢
铁》。该剧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
第一批全国劳动模范孟泰的先
进事迹，重现他在鞍钢工作期间
的感人故事。据了解，鞍山市艺
术剧院正一边筹排话剧《燃烧的
钢铁》，一边组织创作录制抗击
疫情主题文艺作品。目前，该院
已创作录制了22个抗击疫情主
题配乐诗朗诵、广播剧等。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在
辽宁省第九届全民读书节进行之际，
沈阳出版社出版两部抗日历史主题
图书《黑土地上的红色记忆——东北
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亲历者口述档
案汇编》和《沈阳北大营》。

《黑土地上的红色记忆——东北
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亲历者口述档
案汇编》主要选自沈阳市档案馆馆藏
档案，共计 122 件、537 页，均为首次
公布，入选档案资料主要为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形成的采访实录。全书分
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篇和东北抗联篇
两部分内容，每部分按记录时间排
序。书中通过汇集沈阳市档案馆馆

藏的东北抗日联军活动期间亲历者
的回忆口述材料，再现了东北抗日联
军活动细节及他们可歌可泣、英勇无
畏的牺牲精神。

据了解，抗战期间，东北抗战形
势十分复杂、自然条件恶劣，留存下
来的有关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活
动的历史材料很少。为了铭记东北
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浴血抗战的光
荣历史，弘扬抗联精神，沈阳市档案
馆从馆藏档案中选取了参加抗日义
勇军、抗日联军的亲历者或知情人的
回忆材料，这些回忆材料主要是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沈阳市地方党史编写
小组形成。上世纪80年代，沈阳市委

党史研究室也进行了一次有关调查
并形成了档案资料。在选用这部分
档案时，该书编者充分考虑到档案的
形成时间及其历史价值，更多地选取
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档案，因
为当时距离抗战结束时间相对较近，
许多当事人都健在，回忆的准确性较
高。在广泛收集的基础上，又对档案
破损情况进行鉴别，剔除了部分字迹
模糊、破损严重的档案，并按照国家
关于档案开放的规定，对所选取的档
案内容进行了审读，该书对所采用的
档案全部以影印件的形式公布，力求
真实反映档案历史原貌。

《沈阳北大营》是关于北大营历

史的研究专著。书中从北大营的由
来、建立到清末新军和奉军、东北军
的驻扎开始讲起，重点介绍了北大营
的发展历史，特别是在北大营发生的
重大历史事件，详细记述了“九一八”
事变，并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北大营
发展变化特别是日本将其建成军国
主义教育基地的历史事实进行了介
绍。该书作为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
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有较高的思想意
义和学术价值。该书作者荆绍福系
沈阳市文保协会常务理事，曾主编

《沈阳影像（1884—1939）》《盛京古城
影像》《满铁奉天附属地影像》《日俄
战争奉天大会战影像》等图书。

抗战主题图书公布百余件档案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国

家一级文物——清方士庶墨笔《江
山佳胜图》正在沈阳故宫“馆藏珍宝
展”展出，这是沈阳故宫室内展厅恢
复开放后推出的首个展览。

方士庶是江苏扬州人，能诗善
画，书法严密端秀，绘画笔墨洁灵。

《江山佳胜图》纸本设色，高 25.3 厘
米、宽 264.5 厘米。画中春山云树、
松寺平桥、林壑幽深、云峦无限。卷
心前骑缝钤有“偶然拾得”小方墨
印，还钤有“乾隆御览之宝”“宣统御
览之宝”等玺。

据介绍，方士庶原是经营盐业

的商人。其生父为诸生方职，伯父
为陕西布政使方觐。作为次子，他
出生后不足满月，就过继给其伯
父。方士庶自幼聪慧，却在乡试中
屡试不中。后来家道中落，生父、长
兄相继过世，他不得不放弃科举，背
井离乡，以盐为业。方士庶在诗、
书、文等方面修养深厚，使得他的画
作“气韵秀逸，若有书卷溢于褚墨
间”，被称为王原祁后山水第一，可
与“扬州八怪”之首金农齐名。方士
庶好游历名山大川，作品有气势与
新意。其《江山佳胜图》等被清宫廷
收藏并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

沈阳故宫展出
一级文物《江山佳胜图》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省图
书馆近日推出线上电影读书讲座活
动，邀请沈阳城市建设学院传播学
系教师常啸作为阅读推广人。在省
图书馆移动图书馆直播间，常啸为
读者解读电影、推介相关书籍，受到
读者和网友的好评。

“长见识了，老师的切入点独
特。”这是一名读者在观看常啸解读
电影直播时的感慨。此外，常啸还
推荐相关主题的好书供读者延展阅

读。目前，线上电影读书讲座已经
完成两场。据介绍，省图书馆还将
遴选更多优质电影，并“嫁接”历史、
文化知识，寓教于乐。

与此同时，省图书馆“我爱我的
祖国”电影图书馆线上观影分享阅
读活动也同步展开，将持续至5月23
日。省图书馆电影图书馆数据库推
出《建国大业》等18部电影。读者可
在线观赏，还可进入电影读书群参
加互动讨论，分享上传观影感悟。

省图书馆推出线上电影读书讲座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沈
阳大学文法学院教授赵旭所著专著

《中国古代小说史述》日前由清华大
学出版社出版，并被纳入“高校转型
发展系列教材”。

该书评价小说的标准注重文
学、文化和哲学三个层面。关注小

说文本、理论和传播媒介三要素互
相推动发展的特点。

作为“高校转型发展系列教材”，
作者力图在书中贯彻一种理念，即通
过中国小说史教学，引导人们了解认
识小说，结合相关文化背景去鉴赏、评
价中国古代小说，进而去创作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史述》出版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我
省非遗传承人初春枝日前以满族
民间说部为题材创作了《乌布西
奔妈妈》说部剪纸。

满族民间说部是一种长篇散文
体叙事文学，由满族民间艺人创作
并传讲。因其体式与汉族的说书相
接近，所以称为“说部”。《乌布西奔

妈妈》记述了满族先世东海女真部
落大萨满乌布西奔的传奇一生。初
春枝创作的说部剪纸《乌布西奔妈
妈》以巧妙的构思、突出的形象和夸
张的物象，展现了说部中的传说故
事和英雄，折射出满族先民的生产、
生活、征战等情景，体现出满族民间
的审美情趣。

非遗传承人创作说部剪纸

音乐无国界。近日，辽宁歌剧院（辽
宁交响乐团）艺术家与意大利、埃及艺术
家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共同演绎《真爱乐
章》《凯旋进行曲》，用歌曲和交响乐曲激
励人们面对困境，为战“疫”助力。

共同演绎歌曲《真爱乐章》

在抗击疫情的时刻，中意两国艺术
家携手“声”援，以“云演唱”方式，联袂演
唱歌曲《真爱乐章》，用音乐作品表达共
战疫情的心声，奏响希望，传递祝福。

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是有
着60年历史的艺术院团，意大利是歌
剧的故乡。此次两地艺术家“云合唱”
由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辽宁歌剧院策划。据辽宁歌剧
院院长田剑峰介绍，意大利疫情暴发
伊始，辽宁歌剧院就有了这个跨国合
作的想法。“辽宁的歌唱家和意大利的
艺术家共同用音乐方式唱响希望、传递
祝福的想法是完全可行的。”于是，通过
与意大利歌唱家沟通，双方都愿意用这
种方式合作。随后的半个月时间，双方
选定合作歌曲《真爱乐章》。这首歌是
意大利那波利民歌。歌词大意是：因为
恋人的离世而苦痛忧伤，我在心中轻轻
地吟唱，这是爱的颂歌，我为你歌唱，歌
唱一曲甜美的真爱乐章。

选定合作歌曲后，进行翻译、修

改、调整、音乐衔接。随着意大利疫情
蔓延，双方通过网络完成音乐合作也
增加了难度。田剑峰说，对方将演唱
音视频传来后，辽宁歌剧院进行最后
的合成，共同演绎了《真爱乐章》。

“云合奏”播出后受好评

作为两个重要的文明古国，中国和
埃及都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
虽然远隔重洋，但中埃友谊就像长江和
尼罗河水一样，奔涌向前，源远流长。

辽宁歌剧院副院长朱新宇说，去
年辽宁交响乐团应邀赴埃及演出，与
开罗歌剧院的同行结下了友谊。疫

情发生后，他们了解到两所歌剧院的
音乐家都在家中工作，于是萌发了隔
空合奏一部作品的想法。

《凯旋进行曲》选自意大利著名作曲
家威尔第脍炙人口的歌剧《阿依达》。这
部歌剧讲述了古埃及法老时期的故事。
乐曲旋律高亢激昂，表现了凯旋的士兵
英武洒脱的雄姿，契合人们渴望战胜疫
情的心声。拍摄计划确定后，开罗歌剧
院的5名音乐家迅速在各自家中录制了
演奏片段，及时传给开罗中国文化中心。

朱新宇说，这段时长仅1分34秒的
“云合奏”视频，经过了近半个月的沟
通、选谱、录制、剪辑，“我们反复录制，
最后才把完整的作品呈现给大家。”

辽宁交响乐团首席李秋来说：“这
样没有指挥的演出还是头一回。独自
在家录制曲子，想要分毫不差地踩在一
个节奏上是很难完成的，团里很多人都
要录上七八遍。”这次跨国“云合奏”的
创意者、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小
号首席袁野说：“我在家里的琴房演奏，
埃及的小号手在他的家中演奏，虽然时
间不同、地点不同，但是我们却能以音
乐为载体，分享共同演奏的欣慰。”

前不久，合奏视频在开罗歌剧院
和开罗中国文化中心官网播出，受到
埃及观众好评。他们表示，通过线
上演奏的方式，不仅传递了信心和力
量，也丰富了居家期间的文化生活。

据话剧《燃烧的钢铁》编剧孙浩
介绍，该剧以孟泰女儿孟庆珍应邀参
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阅兵
式开篇，全剧以孟庆珍为线索人物，
她深情回忆父亲在鞍山钢铁工业战
线艰苦奋斗的一生。全剧以倒叙结
合插叙的方式，呈现孟泰的先进事
迹，选取“建孟泰仓库”“保卫高炉”

“爱厂为家”几个典型事迹，艺术地再

现鞍山钢铁工业发展的峥嵘岁月，体
现鞍山工人的忠诚、骨气、志气。

孟泰为鞍钢奉献了青春与热情，
他克服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孟泰曾跑遍厂区，动员本组十几个同
事，战冰雪，斗严寒，收集废旧材料和零
备件，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搜集了千余
种材料，上万种零备件，堆满了车间，这就
是后来享誉全国的“孟泰仓库”。孟泰爱

厂如家，艰苦创业，在恢复和发展鞍钢
生产的过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大型原创话剧《燃烧的钢铁》首次
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全国劳动模范
孟泰的先进事迹搬上话剧舞台，孟泰
见证了鞍山钢铁工业的发展历程。因
此，这部话剧既是一部英模题材舞台
艺术作品，也是一部以话剧呈现的鞍
山钢铁工业发展史诗。

重现鞍山钢铁工业发展历程

“云合奏”“云演唱”

中外艺术家用音乐传递祝福
本报记者 杨 竞

来自省第九届全民读书节的报道

兴趣使然，笔者每到一座城市，
喜欢逛一逛当地的历史博物馆。最
近几年，随着国家对文化设施投资力
度的不断加大，各级各类博物馆建设
标准和展陈水平逐年提高，参观人数
也在不断增加。此事令人欣喜。然
而，笔者在参观过程中经常会听到身
边或观众之间，或观众向博物馆讲解
员打探的声音，“这件文物是不是很
值钱？”“这件文物能值多少钱？”

无独有偶。笔者日前在与一位
资深考古学者聊天时，他也表示一
些人知道了他的职业身份后，在问
到博物馆里陈列的某件文物时，也
常常会开门见山地提出“文物值多
少钱”之类的问题，这让他不知如何
作答，“因为很多文物——无价”。

虽然很多文物无价，但它却有
价值。一般来说，文物的价值包括
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学术价值、社
会价值等。观众经常问起的“这件
文物值多少钱”，即“文物价格”这类
问题，只是文物价值中的一小部分。

既然文物价格囊括在价值之
中，那么，诸多观众为何只问价格、
少问价值呢？

不得不承认，这与一些人的市场
经济思维定式有一定关系。在这部分
人的意识里，可能用金钱衡量一切来
得更便捷，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文物。
不仅如此，拍卖行对文物拍卖常常爆
出天价，这样的新闻闪亮眼前，也对

“金钱可标价一切文物”的认识起到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为原因之一。

相较于实用器物，文物的特殊性
决定了其价值判定的复杂性与专业

性。对普通大众而言，文物的历史、
文化等价值远非在博物馆参观的几
个小时内就能学会弄懂，故而，面对
正在参观的一件文物，他们无法在短
时间内自行判断到底应该走马观花，
还是下马看花。价格则可让众人一目
了然。按照常人理解，价高者，珍贵；
价低者，普通。有了“价格”这个参考
标尺后，自己的参观时间会得到合理
调配，这也是观众热衷问价的原因。

再一个原因是，有的博物馆展
陈方式和展示说明过于专业化，这
也迫使有些观众不得不“知难而
退”，回到问价的路子上来。博物馆
展陈工作专业性很强，因涉及文物
及其背后的文化历史阐释，必然要
求严谨、规范。但在坚持这一原则
的同时，怎样兼顾普通受众的知识
水平与理解能力，让展览方式更生
动、展板文字更浅白、展示效果更吸
引人，既考验着博物馆的功力，也考
验着博物馆的服务意识。

当然，破解“观众追问‘文物多
少钱’”这类问题，决不能仅靠包括
博物馆在内的文博系统这一支力
量。就观众而言，观展时少一些功
利心与得失心，多一些“陌上花开缓
缓归”的平和心，日常多做人文知识
积累，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只
问价格、不问价值的尴尬。

对社会各界而言，多机构联合，
多渠道推进，多方面引导，增加公众
历史文化知识普及力度，提升公众
艺术鉴赏水平和公众历史文化素
养，则可有助于减少观众把博物馆
单单视为“藏钱馆”之见。

观展时多些
“陌上花开缓缓归”的平和心

朱忠鹤

《燃烧的钢铁》入选2020年全国舞台艺术重点主题创作作品

孟泰事迹首次搬上话剧舞台
本报记者 王臻青

话剧《燃烧的钢铁》由孙浩担任
编剧，宋国锋担任导演，王纪厚担任
舞美设计，关中魁担任灯光设计，呼
格吉夫·哈布尔作曲。鞍山市艺术剧
院 40余名演员参加演出。鞍钢是新
中国成立后最早恢复和建立起来的
大型钢铁企业，被誉为“中国钢铁工业
的摇篮”“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长子”，为国
家经济建设和钢铁事业发展作出了巨

大贡献。鞍山市艺术剧院为弘扬鞍山
英模文化、钢铁文化，筹备排演了这部
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全国劳动模范
孟泰为原型的话剧。新中国成立以
来，鞍山涌现出一大批英雄人物以及
全国劳模、先进生产者、“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孟泰是其中一位具有代表
性的英模人物。

话剧《燃烧的钢铁》于2019年年

底完成剧目的立项工作，随后鞍山市
艺术剧院组织剧作家深入生活，前往
鞍钢等地采访并收集素材，完成剧本
创作、剧本论证等工作。1月在鞍山举
办话剧《燃烧的钢铁》研讨会，主创人
员听取戏剧评论家对剧本提出的修改
意见后加以完善。据了解，《燃烧的钢
铁》剧本八易其稿，成功入选2020年全
国舞台艺术重点主题创作作品。

剧本八易其稿

疫情发生以来，鞍山市艺术剧
院一直关注着全省乃至全国各战线
抗击疫情的感人事迹，先后创作出
22个抗击疫情主题作品，其中包括
配乐诗朗诵、小品、广播剧。

复工复产后，鞍山市艺术剧
院继续创作抗击疫情主题作品，
并进入排练场排练专场晚会《风
雨同舟 2020》，以备疫情结束后下
基层时演出。这台节目中，就包括
诗朗诵《致敬白衣天使》《中国力
量》、男声独唱《同月同天》、小品

《前线日记》。
鞍山市艺术剧院将继续发挥艺

术创作与艺术人才优势，挖掘各战
线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涌现出的感人
事迹，进行艺术创作。同时，鞍山市
艺术剧院将拓展艺术表现形式，作
品创作完成后，将陆续在多个新媒
体平台推出，助力抗击疫情。

抗疫主题作品
创作仍在继续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记
者日前从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中 心）了 解 到 ，今 年
围 绕 决 战 决 胜 脱 贫 攻 坚 等 多 个
重 大 主 题 ，省 文 化 演 艺 集 团（省
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实施艺术精
品创作计划。

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

务中心）将组织创排话剧《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交响音乐会《幸福之
路》《最可爱的人》、芭蕾舞剧《巴黎
圣母院》《铁人》、舞蹈专场《舞与伦
比》等。组织开展“中华家园”“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等美术创作工
程，启动红色革命历史专题片《旗
帜》《鲁艺在辽宁》拍摄计划。

省文化演艺集团
实施艺术精品创作计划

鞍山市艺术剧院抗疫主题诗朗诵录制现场。 田 琴 摄

中埃艺术家“云合奏”《凯旋进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