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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5月22日，
记者前往辽宁芭
蕾舞团采访，该
团正在录制舞蹈

节目，准备参加辽宁省文化
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主办的线上“六一”儿童
节晚会。当天录制的节目包
括双人舞《堂吉诃德》片段、群
舞《雷蒙达》片段、《天鹅湖》片
段。连日来，辽宁芭蕾舞团在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
抓紧进行日常芭蕾训练以及
线上“六一”儿童节晚会节目
排练。复工以来，辽宁芭蕾
舞团一方面组织演员坚持
日常排练，一方面积极探
索创新芭蕾艺术推广“云
模式”，将推介原创经典舞
剧以及推广辽宁芭蕾艺术的
工作挪到线上进行，以多种
形式立体化推介辽宁芭蕾。

沈阳1905文化创意园“十分钟线
上艺术节·盛京”近来引起广大观众的
关注，由于疫情防控期间暂停大中型
文艺活动，由沈阳十分钟文化艺术空
间主办的艺术节被搬到线上举行。该
艺术节以挖掘呈现推广本土文化艺术
为主要内容，在线上推出“文艺访谈
录”“公益艺术课程”“有画说”“素颜盛
京”等栏目，通过今日头条以及“十分
钟文化艺术空间”公众号、“十分钟艺
术院线”小程序等新媒体平台，搭建起
文艺工作者与大众的交流平台。

5月 20日，该线上艺术节摄制团

队前往沈阳故宫博物院拍摄古建筑，
拍摄制作本届线上艺术节的“素颜盛
京”栏目。据了解，当日摄制团队是
根据沈阳文化创意人王小利绘制的
沈阳文化地图中的文化遗址进行拍
摄的，截至目前已拍摄了20处沈阳地
标与文化遗址，计划共拍摄推介 50
处。

据了解，王小利历时半年对沈
阳文化地标进行描绘制图，并将文
化地标介绍文字附于地图的另一
面。拍摄结束后，艺术节工作人员
根据地图中文化地标的相关介绍以

及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关于沈阳故
宫的历史文化阐释进行后期剪辑制
作，以视频结合旁白与字幕的方式，
推介沈阳文化地标。接下来，在“文
艺访谈录”栏目中，主办方将邀请专
家佟悦介绍沈阳故宫的历史以及盛
京文化发展脉络。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线上艺术
节中的“公益艺术课程”颇受欢迎，公
益艺术课程涉及音乐、美术、戏剧、刺
绣等艺术门类。主办方已录制了6门
艺术课程，预计更新60节课程。记者
也在线体验了一堂公益艺术课，听满

族音乐研究者刘达讲授满族乐器口
弦知识。口弦又称口簧，他首先对这
一乐器的形制特点、演奏方式以及相
关曲目进行了讲解。之后，他进行了
演奏并讲解口弦的基本演奏技巧。
以讲解结合演奏的方式，他将多年来
对于本土音乐研究的成果推介给大
家。他复原制作的满族乐器已被省
博物馆收藏。

有网友留言：“通过线上艺术节
公益艺术课，我第一次了解满族乐
器，长知识了。希望能够了解更多地
域文化的内容。”

沈阳线上艺术节挖掘本土文化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辽
西绳结技艺传承人姚庆芳日前做客

“辽宁文化遗产”直播间，线上传授
绳结技艺。端午节即将到来，姚庆
芳教大家如何制作花鼓结，装点节
日生活。

姚庆芳首先介绍了绳结技艺的
基础知识与相关技法，之后开始手
工制作花鼓结。绳结是原始社会时
期，人类在从事渔猎、采集等生产生
活中发明创造的一项古老的技艺，

至今仍在辽西地区传承。辽西绳结
主要分为生产实用性结绳、生活使
用结绳、装饰观赏结绳三大类，包括
平结、马三花、马四花、同心结、断绳
插接、环状绳插接、双联结、纽扣结、
圈圈结、盘长结、吉祥结、蝴蝶结等
35种基础结体。辽西绳结技艺保留
着传统的工艺流程，主要包括选料、
浸泡、搓绳、编绳、组合成套等步
骤。让人在一经一纬、一盘一扣之
间体味传统审美。

辽西绳结技艺传承人在线传艺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由
沈阳词作家杨国兴作词、沈阳音乐
学院青年教师刘小令作曲的原创歌
曲《把你扶起》，是一首以传播文明
之风、弘扬良好社会风气为主题的
声乐作品。这首新歌一经问世，即
为听众所喜爱，连日来不仅唱红网
络，也在沈阳的一些公共文化场所
唱响。

歌曲《把你扶起》抓住了共享单
车如何使用和管理这一现实生活问
题，倡导爱护公物、方便他人的社会
文明之风。

该歌在曲式上采用了 ABA 结
构，衬唱托出主唱，节奏明快，富有动
感，表现了热情、积极的精神风貌，给
人以激励和启迪，感召人们做一个
文明的出行人。

歌曲《把你扶起》唱响文明之风
邀请知名艺术家倾情朗读

艺术 家 从 省 第 九 届 全 民 读 书
节主题书《发现辽宁之美》《感受辽
宁之好》《我在辽宁等你》中，选择
精彩内容进行诵读并录制成视频，
在网络上进行展示。

其中，有省文联副主席黄晓娟
朗诵的《永恒的微笑——给沈阳市
一位志愿者》、省舞协主席吕萌朗诵
的《致沈阳》、省剧协副主席齐昕欣
朗诵的《相约：香达花》、省音协副
主席张岩生朗诵的《光芒——写给
郭明义》、省书协理事张振忠朗诵
的《沈阳 ，一 城 豪 气》和 书 法 家 朱
利朗诵的《庄河看海》等，都让百姓
体会到辽宁的秀美山川、风物人情、
豪迈气魄及感受新时代辽宁精神。

黄晓娟说，她之所以选择朗诵
《永恒的微笑——给沈阳市一位志愿
者》这首诗歌，是因为这首诗歌打动
了她，诗中没有华丽的辞藻，有的是
对志愿者最朴素的敬意，这也是她对
志愿者要表达的心声。志愿者不图
名不图利，只图默默奉献，这种不计
报酬、不求名利、高尚的奉献精神值

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举办书画摄影作品公益展

沈阳市文联“文艺进万家 健康
你我他——到人民中去”·2020 文艺

志愿服务主题活动暨“践行雷锋精
神、同创文明城市、共建幸福家庭”书
法名家作品线上展示活动于 5 月 22
日拉开“云”上帷幕。

沈阳市书法家协会邀请卢林、甘
海民、朱利、陈洪普、赵友章等17名书

法家，以雷锋格言为内容，积极参与
艺术创作，并将创作的优秀文艺作品
通过线上展示方式呈现在广大群众
面前。

在战“疫”英雄美术肖像展上，沈
阳市美术家协会与有关单位共同组
织沈阳广大美术工作者为沈阳籍参
加战“疫”斗争的“最美逆行者”描绘
画像，沈阳市美协会员和美术爱好
者共创作了 300 余幅水彩、素描等肖
像作品，充分表达了文艺工作者对
战“疫”英雄的崇高敬意。目前，这些
作品正在沈阳广电传媒文化博物馆
展出。

与此同时，举办战“疫”作品公
益展。沈阳市文联组织全市书画
家、摄影家及爱好者积极参与，用艺
术作品描绘战“疫”感人事迹，讴歌

“最美逆行者”，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鼓劲。目前，线上作品征集、展示
已经结束，从“沈阳文艺”刊载过的作
品中遴选出近百幅优秀作品，于近日
举办线下公益书画摄影作品展览。

他 们 还 将 会 同 主 办 单 位 在 展
览结束后将优秀作品捐赠给奋战
在战“疫”一线的驻沈阳各级医院
及相关单位。

名家朗诵 公益展览

辽宁文艺志愿者开展系列主题活动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辽
宁省图书馆日前入选中国图书馆学
会 2019 年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阅
读推广星级单位名单。

2019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向全
国各级各类图书馆发出倡议，共同
开展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省图
书馆积极参与中国图书馆学会组
织开展的行业倡议活动、“同城共
知”4·23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万
卷共知”竞答活动等。同时，省图书

馆精心策划了“辽图任意读 新书
带回家”等特色活动；“童声颂美德、
童心筑辽宁”“辽宁省第三届少儿
故事大赛活动”等特色展览；数字
多媒体阅读、传统文化阅读、少儿
阅读等体验活动。省图书馆以线
下场馆为阵地、线上平台为载体，
开 展 了 丰 富 多 彩 的 阅 读 推 广 活
动。因活动形式多样，活动内容新
颖，省图书馆入选 2019 年阅读推
广星级单位名单。

省图书馆入选阅读推广星级单位

据了解，辽芭精心挑选出3个舞
蹈节目，准备参加辽宁省文化演艺
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办的
线上“六一”儿童节晚会。连日来，
辽芭青年演员紧锣密鼓地排练这 3
个节目，并以高水准的表演完成录

制工作。
辽芭演员表演的双人舞《堂吉

诃德》片段、群舞《雷蒙达》片段、《天
鹅湖》片段将与我省其他艺术院团
表演的节目整合成一台“六一”儿
童节晚会在线上播出。《天鹅湖》

《雷蒙达》《堂吉诃德》是观众比较
熟悉的舞剧，辽芭从中选出深受观
众喜爱的舞段加以编排。其中包括
灵动活泼的“四小天鹅”舞段、《堂吉
诃德》优美的双人舞、《雷蒙达》壮观
的群舞。

录制舞蹈节目线上播出

多种形式立体化推介

辽芭“云端”展示辽宁芭蕾风采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5 月
27 日，省文联、省文艺理论家协会
主办的“辽宁文艺名家大讲堂”在线
上举行。主讲人是鲁迅美术学院副
教授马新宇，讲座的题目是《书之前
后莫非书——关于书法的想象与表
达》。

马新宇，吉林大学书法研究方
向历史学博士。中国文艺评论家协

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辽
宁省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马新
宇长期致力于书法研究、创作及
专业教学工作。学术论文发表于

《文艺研究》《中国书法》等国家权
威、核心期刊，书法作品被外交部
和多家学术艺术机构收藏，著有

《图说中国书法》《清代碑学研究
与批评》等。

“辽宁文艺名家大讲堂”在线举行

辽芭一是通过网络媒体传播辽
芭原创抗击疫情主题舞蹈作品；二
是参加中舞联盟主办的直播活动，
介绍辽芭在人才培养、艺术创作等
方面的经验，从而宣传辽宁芭蕾；三
是 通 过 抖 音 推 介 辽 芭 原 创 经 典 剧
目；四是在辽芭微信公众号开办芭
蕾公益课堂。

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
化服务中心）副主任、辽宁芭蕾舞团团
长曲滋娇认为，虽然暂时不能演出，
但日常芭蕾训练、舞剧排练不能停，
这对演员来说是历练的机会、积淀的
过程。刻苦训练，认真排舞剧，以待
日后更好地与观众在剧场重逢。演
员们佩戴口罩进行芭蕾训练的艰辛
是观众难以想象的，却没有一位演员
因此喊苦喊累，大家克服了许多困难
坚持每天训练。

刻苦训练
以待日后与观众重逢

辽宁芭蕾舞团艺术培训中心推
出的线上芭蕾公益课堂受到网友的
欢迎。辽芭优秀演员、青年教师线
上教学、线上指导，以相对简单易学
的芭蕾基础课程，带领大家走进芭
蕾世界，以全新形式开展非常时期
的高雅艺术传播和推广活动，兼具
趣味性与互动性。目前已有越来越
多的网友坚持上辽芭网课。

曲滋娇日前应邀参加中舞联盟
主办的名家讲坛直播活动，受到全
国舞蹈业内人士以及舞蹈爱好者的
关注，上万名网友在线观看直播，他
们的热情深深地打动了曲滋娇。她
介绍了辽芭的成功经验，生动讲述艺
术创作台前幕后的故事，并且阐释了
辽芭始终以芭蕾为载体挖掘本土文
化传递中国精神的艺术创作理念，这

次直播赢得广大网友的喝彩。辽芭
参加全国直播活动不仅让辽宁芭蕾
舞团吸引了更多粉丝，而且对宣传辽
宁芭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眼下，辽芭正在考虑将建团 40
周年团庆活动置于线上举行，将新
剧目创作研讨通过网络与外国艺术
家连线交流。无论线上线下，辽芭
对于艺术质量一如既往精益求精。

讲座直播结合公益课程

目前，辽芭已在抖音号上推介
了两部原创芭蕾舞剧，分别是《八女
投江》与《花木兰》。经过精心剪辑、
精良制作而成的芭蕾舞剧演出视频
非常精彩。《八女投江》以芭蕾演绎

抗联女战士的英雄事迹，《花木兰》
则是根据中国古典文学《木兰诗》改
编的中国题材芭蕾舞剧。辽芭这两
部原创舞剧曾多次获得国家级奖
项，并在国内外多个城市巡演，颇受

好评。通过抖音平台的推介，已有
更多观众能够欣赏并了解这两部辽
芭代表作。

据了解，辽芭还将继续通过抖
音平台推介原创剧目。

原创舞剧通过抖音推介

5月23日，是第七个中
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全国
文艺工作者纷纷参加“文艺
进万家健康你我他——到人
民中去”文艺志愿服务主题
活动，我省文艺工作者也纷
纷参与其中，省文联邀请知
名艺术家倾情朗读，热情讴
歌辽宁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取
得的重要成果，让人民群众
发现辽宁之美，感受辽宁之
好。沈阳市文联组织广大文
艺工作者依托“云”平台和实
体展，以丰富多彩的主题系
列活动，将文艺成果送“到人
民中去”，展现文艺的力量。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5
月 25 日，鞍山市艺术学校实训基
地在鞍山市文化艺术大厦落成，至
此，鞍山市艺术学校实训基地正式
落户鞍山市演艺集团，开启了校企
联合的新篇章。

此次鞍山市艺术学校与鞍山市
演艺集团校企联合旨在资源互补，

推进产教融合，深化校企合作，以进
一步推进全市的文化事业发展，不
断为鞍山演艺人才储备注入新鲜血
液。此举是推进学校办学模式和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增强服务地方经
济建设能力的有效途径，标志着校
企双方在落实“校企合作、产教融
合”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鞍山市艺术学校实训基地落成

舞剧《花木兰》剧照 辽宁芭蕾舞团供图

小说读久了，便有了自己的好
恶标准，喜欢那些有余味的小说。
小津安二郎说：人生和电影都是以
余味定输赢的。这句话很有名，广
为流传。他说的是人生和电影，或
者主要说的是电影，其实小说也是
这样。我坚信，一部能让人品出绵
长味道的小说才是好小说，而那些
一览无余的小说，不管它怎么深刻，
怎么有透彻感，它也缺少小说应有
的品质，算不得上品。

小说余味的产生因素很复杂，
有文本方面的因素，也有接受过程
中读者方面的因素，而就文本而言，
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味道产生因
素也不一样。这里我只说短篇小
说，只说关于短篇小说的阅读。我
发现，短篇小说的味道更多来源于
读者对作者省略内容的发现。发现
是品味的过程，品味不是开始于那
些看得见的，而是开始于那些看不
见的，是看不见的东西激发了读者
的品味兴趣。

那些有余味的短篇小说，往往
“能见度很低”。“能见度很低”是卡
佛对自己小说的评价，卡佛恰是我
最喜欢的短篇小说家。还有塞林
格，他说小说的空白处才是小说的
门道所在。他的《九故事》让我感受
到阅读的幸福。还有克莱尔·吉根，
她深得卡佛等短篇小说大师作品的
神韵，把小说写得“完美无瑕”，她的
短篇小说集《走在蓝色的田野上》成
了我的手边书。我只以莫拉维亚的

《逃脱》为例，它被译成汉语只有四
五千字。小说叙述女人和丈夫开着
摩托艇到一个岛上去，岛上有一座
监狱。夫妻俩一上船就闹别扭，话
不投机。摩托艇在岛边熄火，丈夫
修船时，女人发现一个逃犯跑向海
滩，见到他们又躲进岩洞。她没有
和丈夫说，从那刻起，她成为那年轻

逃犯的同谋。丈夫登岛求救离开，
她看着逃犯修好摩托艇，驾着它逃
向大海深处，她有种快感。小说写
女人近逃犯而远丈夫的荒谬状态，
她的过往生活和此时的内心撕扯，
都没有写，都隐藏在荒谬状态之下，
而这些恰是她荒谬状态的根基。读
过小说后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她
是一个厌倦生活，渴求刺激和释放
的女人，由这个感觉去想象她的生
活和内心，她在我的想象中变得复
杂而厚实。

我清楚，既然喜欢这样的小说，
就要承担一个责任，那就是要回应
作者的暗示，走进小说的阴影，看清
小说省略的内容。作为读者，我们
担起了这个职责，才不把这些好小
说“读瞎了”，才能使这些好小说在
阅读中最终完成。

担责的阅读，实质上是智性阅
读。它要求读者要和作者在一个
层面上，设身处地进入人物的内在
世界，贴着生命，与生命共振，读者
才能像作者一样，清楚小说中省略
了什么。对于智性阅读，最怕的是
作者写得太满太完整，我非常认同
在“豆瓣读书”上看到的一句短评：
对于短篇小说，故事太完整是一种
灾难。

作家在写作时省略、暗示、隐
藏，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操作，更重
要的是他们清楚，生命的不确定
性。好小说中的省略、暗示、隐藏
都有指向，指向的基本都是人物的内
心拉锯。人在特定情境中的纠结挣
扎，谁都能感受得到，但谁也说不清
楚。小说把人心的模糊和混沌留给
读者，让读者自己去触摸，触摸到什
么就是什么，小说的开放性和无限性
由此生成。

偶尔有亲友让我推荐小说，以上
所说，是我推荐小说篇目时想到的。

小说读者的责任
洪兆惠

李琦彬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