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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6月4日，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术剧
院）创作的儿童剧《大栓的小尾巴》剧组进入排练合
成阶段。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我省的文艺院团已
经全面进入复工复产后的备演阶段，文化艺术培训

机构仍以线上培训为主，在落实防疫措施的基础上，有序进行
线下一对一错时教学。

舞蹈《鱼儿》、打击乐《青春仗
义》、戏曲《满园春色》等节目，纷纷在

“精彩童年·拥抱世界”——庆祝“六
一”国际儿童节主题网络展演活动中
上演 ，来自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
100余名小朋友，通过网络演出节目，
表达心声。

此次网络展演活动由辽宁省文
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主办，辽宁省文化馆（辽宁省青年宫）
承办，辽宁省文化产业协会、舞蹈中
国艺术团协办。

本次网络展演活动采用人、偶结
合的主持形式，融入情趣语言与情景
表演，轻松活泼。节目形式多样，如
俄罗斯小朋友表演了舞蹈《鲜艳的花
纹》、韩国小朋友表演了打击乐《青春
仗义》、我国小朋友表演了戏曲《满园
春色》等舞蹈、歌曲、优秀传统文化、
民族器乐表演等节目。演出展现了
各国小朋友“拥抱世界、面向未来”的
精神风貌，尤其是诗朗诵《小口罩的
倾诉》更是表达了小朋友们希望疫情
早日结束，走出家门一同玩耍，尽情

拥抱蓝天的美好愿望。
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来自英国

的 5 岁小女孩 Daisy 用稚嫩的声音通
过网络向大家问好，很感人。

这次展演活动定位在“世界”这
两个字上，是一个国际性的活动，这
就增加了难度。

此次展演活动的总导演高媛说，
在征集节目时，得到了各方大力支持，

尤其是舞蹈中国艺术团以及魅力校园
的大力支持。她说，国外的小朋友和
中国的小朋友有时差，为了在一个共
同的时间段录制视频，有的时候甚至
熬到凌晨三四点。让人感动的是，有
一个澳大利亚的小朋友才两岁多，在
录制过程中，需要妈妈教一句说一句，
最后呈现的时候还没有用上，但孩子
的家人没有一句怨言，因为能为网络

展演活动做点事，他们感到高兴。还
有一个小朋友，从小生长在日本，妈妈、
爸爸都是大连人，因为姥姥、姥爷都在
国内，对家乡有一份牵挂，所以问妈妈：

“如果上了节目，姥姥、姥爷是不是能看
见我啊？”

高媛告诉记者，参与活动的小朋
友的父亲或者母亲是中国人，因而在
录祝福语时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一
是表达同住地球村，心连心、手牵手的
祝福，二是表达对家乡那份思念之情。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节目在舞
蹈中国网（官方微博）、舞蹈艺术教育
平台等播出后，很多小朋友的家长纷
纷打来电话，表示希望以后多举办这
样的活动，这次网络展演节目形式多
样，每个环节都吸引人，尤其是身在国
内的老人看见远在国外的孙辈，更是
热泪盈眶。

省文化馆馆长王吉祥说，举办这
次活动收获很多，孩子们感受到亲
情、温暖和友情。我们则感受到孩子
们积极向上、充满梦想的童年。这是
我们举办此次活动收获的最大快乐。

百余名国内外小朋友网络展演表心声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从6
月开始，省图书馆推出4期“百画诗
园 欢乐诵”少儿古诗词立体鉴赏活
动，全方位、立体化地深入研读古诗
词，让孩子们拥有别样的学习体验。

据介绍，本次活动面向 4 岁以
上小读者及其家庭，将阅读与学校
教育紧密结合，融合多感官、兼容多
载体进行阅读。“百画诗园 欢乐诵”
每期活动选取一首经典古诗词，通
过领读赏析、聆听配乐朗诵，晓诗

意、悟诗境，晕染孩子的文化底色；
配以著名翻译家——许渊冲的古诗
词英文翻译，领略中华诗词的跨文
化魅力，培育孩子的国际化交流能
力；欣赏国画家仇立权创作的诗词
画卷，加深语言与绘画之间的互动，
增强孩子们的想象力。诵读，再附
以影音阅读动画，能加深诗词在孩
子们脑海中的印象，挖掘孩子们发
现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首先推出的是孟郊的《游子吟》。

省图书馆举办
少儿古诗词立体鉴赏活动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省
音协启动线上“音乐公益讲座”，
沈阳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教授白
宁日前在线上为省音乐家协会会
员上了“音乐微课系列公益讲座”
第一课。

为搭建学术探究与交流平台，
树立严谨的学术作风，普及音乐知
识，弘扬优秀音乐文化，充分发挥

“以文化人，以艺养心”的作用，省
音乐家协会利用网络平台，会聚音

协会员，推出“音乐微课系列公益
讲座”活动。讲座内容均来源于音
乐家多年的研究成果与表演经验
的总结。

首期主讲人白宁系沈阳音乐
学院民族声乐系教授、硕士研究生
导师、上海戏剧学院在读博士，出
版《元明唱论研究》《燕南芝庵<唱
论>研究》学术专著两部，主要研
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唱论、戏曲声
腔演唱审美、民族声乐演唱。

省音协推出
线上“音乐公益讲座”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由
作家刘国强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

《雄风北来》日前由春风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19 年 7 月，在省委宣传部、
省委统战部及省国资委的大力支
持下，省作协选取 6 家不同性质、
不同行业和规模的企业，邀请著名
报告文学作家刘国强深入企业采
访，以文学的形式全面反映辽宁老
工业基地振兴发展的伟大实践。
为了获得翔实的信息资料，刘国强
冒着酷暑，走企业、进工厂，历时近
10个月，几易其稿，报告文学《雄风

北来》终于完成出版。这部作品以
“平角”的姿态，以“我”的介入，写
了一群在工业企业奋斗的有着英
雄气概的普通人。

作家文笔恢宏大气，生活真实
和文学真实水乳交融，方位明确的
心理导向、思想导向和文化导向水
乳交融，干大事的英武气派与细致
入微的矛盾心理水乳交融，将新时
期的平凡英雄写得栩栩如生，真实
感人，充分展现了人与人、人与自
然、人与机器、人与科技之间在宏
伟而震撼的历史变革和更新交替
中平凡而生动的多彩情景。

长篇报告文学《雄风北来》出版

疫情暴发后，沈阳援鄂医护人员
奔赴战“疫”一线。而今，他们成了沈
阳大学美术学院师生的绘画主题。

此前，沈阳市文联发出为驰援湖
北的沈阳医护人员作画的号召，沈阳
大学美术学院院长解勇立即组织师
生参加，用半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由
21 名教师、109 名学生创作的 175 幅
作品。与以往的肖像创作不同，这次
是医护人员提供照片，师生们根据照
片进行创作。照片上的面庞也非同
一般，口罩压出的伤痕、疲惫的双眼、
脸上粘着厚厚的不规则胶布……看
到这些“素材”，师生们无不落泪，整
个创造过程，一直被一种巨大的精神
所涤荡。

由于疫情原因，学生们在家创
作，老师们则戴着口罩，早出晚归于
学校和家庭之间。他们每天揣摩、绘
制、修改、润色，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
想着如何真实而又艺术地呈现英雄

们的面貌与内心。
教师刘海洋是本次活动第一幅

画作的创作者，他的作品也是沈阳大
学师生此次创作的样画。他用两周时
间画了两幅肖像画，还指导14名学生
进行创作。让他感触最深的是学生们
高涨的创作热情。“学生们把绘画过程
的照片传到微信群里热烈讨论。这对
于学生来说，不仅是难得的学习过程，
更是一次精神洗礼。”基础部主任陈宝
赓用“心情激荡”来形容自己的感受。

“我在揣摩素材时，力求表达准确，把
医护人员果敢与可爱的一面展现出
来，完成了 7幅作品。在画室度过了
一个个难忘的夜晚，就想把‘最美逆行
者’展现在世人面前，让人们记住他
们。”教师万弘巍负责医生杜伟等四人
的肖像绘制，在创作过程中，他饱含真
诚与敬意。“以杜伟医生为例，他面容
平和、放松，所提供的照片并非工作时
的状态。于是，我在绘制其肖像的过

程中加入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既要在
其神态中传达一种英雄的果敢与坚
定，同时又有平常人的亲和与忧虑，力
求形似而传神，真实而不做作。”

油画系主任杨光带领学生参与
这次创作并感触颇深。“学院参加这
次画像活动非常有意义，对学生们来
讲，是一次很好的专业与品德素养的
体验，对我个人来讲，我敬佩医护人员
的抗疫事迹，我愿意为英雄画像。”教
师李康负责创作的是第四批驰援襄阳
的沈阳二四二医院的医生陈列，为呈
现更佳的视觉效果，他以圆形金笺卡
纸为版面材料，采用类似于工笔的方
法，以铅笔线描的形式进行表现，耗时
两天完成。教师杨晓霞此次完成两幅
医护人员肖像的创作任务。因为是为

“最美逆行者”创作肖像，为了突出美
丽，舍弃了因长期戴口罩而留下的勒
痕，描绘医护人员最美的瞬间。版画
系主任刘永夫说：“向英雄致敬，这就

是我创作的出发点。”
参与创作的学生也同样有着深

深的感悟。2017 级版画专业的韩尚
哲和第二油画工作室的崔语桐、王榆
迦说，那些照片，让他们看见了温暖、
善良和爱，感恩与敬佩是此刻最真实
的心声。在这些学生中，有一个身份
有些特殊，她就是2018级雕塑系的吕
云菲。她的母亲李晓瑛就是驰援湖
北的医护人员，吕云菲拿出妈妈抗击
疫情期间工作的照片，同时写了一篇
满怀深情的短文给妈妈。根据这些
素材，在刘永夫的指导下，18 级版画
研究生李婧和周思奇为吕云菲的母
亲画了一张背影。那个背影让吕云
菲更加读懂了妈妈转身的一刹那，心
里装着的不只是自己的孩子，还有更
多个有孩子的家庭。

在日前举办的沈阳医务工作者
抗击疫情专题画展上，展出了师生们
创作的这些画像。

沈大师生创作175幅作品——

拿起画笔，为战“疫”英雄画像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飞
阁流丹——世界最美图书馆图片
展”日前在沈阳市图书馆展出。展
览集中展出具有代表性的 13 个国
家的图书馆建筑与美学艺术。

世界上具有卓越地位的图书馆
收藏着人类文明史上具有极高价值
的书籍，是人类智慧的储藏室，而设
计师的精心雕琢，使图书馆成为集
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于一体的
艺术圣殿。中国国家图书馆、徐家
汇藏书楼、奥地利国家图书馆、阿

德蒙特本笃修道院图书馆、德国维
布林根修道院图书馆、意大利里卡
迪图书馆、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爱
尔兰三一学院博物馆等在展览中
生动展现。

这些世界上最美的图书馆，
有的古老恢宏，有的时尚前卫，无
一不是城市的灵魂，它们反映了
当地人对文化的重视程度。

若想了解一个国家、一个城
市的发展情况，去图书馆看看也
许就能得到答案。

沈图展出世界最美图书馆图片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
术剧院）正计划于8月赴河北、山东、
安徽、福建 4 个省巡演原创话剧《祖
传秘方》。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沈阳市文化演艺中心）组织创排的
话剧《战国红》、京剧《关东女》、评剧

《过大年》按照文化和旅游部对于演
出行业复工的相关规定，将于近期在
沈阳演出。这些剧目均为沈阳话剧
团、沈阳京剧团、沈阳评剧团近期创
作排练完成的新剧目。其中，话剧

《战国红》是根据我省著名作家滕贞
甫创作的小说《战国红》改编而成

的。京剧《关东女》、评剧《过大年》则
是反映本土文化的舞台艺术作品。

目前，按照文化和旅游部的相关
规定，沈阳已有部分演出场所在严格
落实防疫措施的前提下，有序对外开
放。沈阳1905文化创意园十分钟文
化艺术空间日前举办了一场小型音乐
会，演出实行预约制，入场观众不超过
15名，上座率控制在30%以内。这场
演出名为“觅知音——音乐沙龙”，古
典吉他演奏者刘智博、琵琶演奏者徐
贺、笛箫尺八演奏者赵振宇联袂为观
众演奏了《十面埋伏》等9首曲目。

《战国红》《关东女》《过大年》将在沈演出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沈阳
市少年儿童图书馆6月1日至15日
在“云”上举办“我爱我家”儿童节亲
子涂创绘画比赛。这是沈阳市少年
儿童图书馆在沈阳读书季活动中推
出的“云上”书香助推未成年人阅读
活动之一。

小读者可以将自己创作的电
子绘画、纸质彩笔绘画拍照或扫
描后上传至网络。沈阳市少年儿
童图书馆在安全有序做好借阅服
务工作的同时，以线上活动为主

体，联合数据资源与社会公众力
量，将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有效
融合，紧紧围绕“弘扬传统文化、
经典绘本荐读、儿童影视赏荐、阅
读名著答题有礼、线上猜谜、爱家
乡故事诵读、‘云’看展、文明创
城”等主题开展“云端”活动，吸引
众多小读者参与到阅读体验活动
中来。

线上展览、讲座、互动、诵读、视
听等“云”阅读方式，丰富了小读者
的文化生活。

沈阳市少儿图书馆
“云端”推动全民阅读

进入备演阶段

省内文艺院团积极排练新剧目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据了解，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
共文化服务中心）旗下的辽宁人民艺
术剧院（辽宁儿童艺术剧院）、辽宁歌
剧院、辽宁芭蕾舞团、辽宁歌舞团都
在进行新剧目、新作品的排练以及各
项备演准备工作，其中包括芭蕾舞
剧、民族舞蹈作品、音乐作品、杂技作
品。同时，辽宁芭蕾舞团芭蕾舞剧

《巴基塔》片段、大连话剧团创作的
《一个好人》《爱在路上》等小品、鞍山
市艺术剧院原创话剧《燃烧的钢铁》、
凌源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组织
排演的影调戏《香槐岭的笑声》连日
来陆续进入排练阶段。这些作品主
题鲜明，题材多样，风格各异。我省
多家艺术院团积极排练新剧目，只待

疫情结束，将优质的文艺作品奉献给
久违的广大观众。

据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
艺术剧院）院长佟春光介绍，本应在
剧场进行的剧目合成，在疫情防控时
期改为在排练场合成。尽管地点有
变更，但儿童剧合成仍然一丝不苟，
舞台布景、灯光、音乐、服装、化妆、道
具一样都不少。参加演出《大栓的小
尾巴》的演员在导演许曼地的指导
下，认真地进行排练，与舞台调度密切
配合，逐步完成了剧目合成工作。接下
来的几天里，该剧组各相关部门将根据
导演等主创人员的建议，进行精致化修
改调整。待疫情结束后，儿童剧《大栓
的小尾巴》将在沈阳等市演出。

话剧舞剧戏曲新作正在排练中

沈阳盛京大剧院日前举办了剧
院重启活动，联合沈阳蓝天救援队对
盛京大剧院内部设施展开全方位、全
覆盖、无死角的专业消毒作业，为重
启剧院做好安全防疫准备。据了解，
盛京大剧院将于近期恢复演出，恢复
演出后将举行沈阳原创剧目展演、
儿童剧展演及惠民文艺演出。邀请
赴湖北执行医疗援助任务的白衣天
使，以及在沈阳各大医院发热门诊、
急诊一线工作的医务工作者，为抗击
疫情奋战在一线的民警、社区工作
者、志愿者和他们的家人一起走进剧

院欣赏文艺演出。
据了解，我省艺术培训机构也在

落实防疫措施的前提下逐步复工，采取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尤其是舞蹈类
培训，包括中国古典舞、印度古典舞、芭
蕾舞等舞种的培训工作正有序开展。

尽管受疫情影响，各文艺院团的
创排演出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文艺工
作者丝毫未放松对文艺作品质量的
严格要求。我省文艺机构在切实落
实防疫措施的前提下，齐心协力，克
服困难，正在努力恢复艺术生产，为
疫情结束后的各项演出做精心准备。

盛京大剧院进行消毒作业即将重启演出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国
家一级演员、中国东方乐团团长、辽
宁籍著名古筝演奏家姜淼再次应央
视音乐频道邀请录制了多首古筝新
筝曲目，近日在央视名牌节目《风华
国乐》中播出。

《风华国乐》节目一直致力于推
广中华优秀民族音乐，很多优秀民
族音乐工作者通过登上《风华国乐》
节目展露超凡才艺，弘扬民族文

化。姜淼此前已多次受邀参与录
制，这次又录制了古筝名曲《赶集路
上》和新筝名曲《回山村》。在姜淼
成长的道路上，《赶集路上》《回山
村》这两首名曲一路相伴。据姜淼
介绍，以前演奏这两首名曲都是古
筝新筝独奏曲，这次录制重新进行
了编曲配器，在音乐效果上有一些
新的变化，名曲新弹，她努力给观众
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青年古筝演奏家央视名曲新弹

儿童剧《大栓的小尾巴》排练现场。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6
月 4 日，通背拳代表性传承人关铁
云应邀担任辽宁“非遗线上公开课”
主讲人，他多年来一直工作在武术
教学第一线，坚持传承传统武术，致
力于通背拳的传承与发展。当日，
关铁云做客“辽宁文化遗产”快手、
微博直播间，讲述通背拳的历史和
特色，教授大家通背拳的练习要点，
以及在生活中如何运用通背拳达到
强健体魄的效果。

通背拳亦称“通备拳”，也称“通
臂拳”，强调以猿背或猿臂取势，是中
国北方拳术之一。通背拳历史悠久，
后由通背拳的第四代传人修剑痴传
入辽宁并发扬光大。通背拳的动作
结构严密，布局合理，动作流畅。

辽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线上
“非遗公开课”备受好评。每周二、
周四下午 3 时，“辽宁文化遗产”快
手、微博直播间均有非遗传承人讲
授非遗技艺。

通背拳传承人
线上“非遗公开课”传授武术

诗朗诵《小口罩的倾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