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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6月8日，记者走
进沈阳市公共文化服
务中心(沈阳市文化演
艺中心)旗下的沈阳话

剧团排练场，一部根据我省获得
第十五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奖小说改编的话剧
《战国红》正在进行集中排练。6
月29日、30日，该剧将在沈阳盛
京大剧院上演。

话剧《战国红》由著名编剧黑
纪文根据著名作家滕贞甫同名小
说改编，沈阳话剧团演出，黑晓欧
执导，赵晋男创作音乐，张红军、
陈晓东、崔晓倩、王凯联袂主演。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作
为 2020 年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系列文化活动之一，辽宁文化艺术研
究院（省文化资源建设中心）与“魅力
中国”新媒体平台共同打造的“魅力
辽宁”节目日前在线全球首播，该节
目让辽宁文化自己“说话”，让辽宁优
秀文化资源更好地走向世界，也让世
界更好地了解辽宁、了解中国。

一直以来，辽宁文化艺术研究院
（省文化资源建设中心）致力于依托
本院文化研究、艺术创作和地方民俗
特色等资源优势，结合文化创新发展
的新趋势、新动向，积极开展文化艺

术推广、交流活动。为建设文化信息
资源共享工程，建设辽宁文化品牌、
加快辽宁优秀文化资源“走出去”，辽
宁文化艺术研究院（省文化资源建设
中心）决定将辽宁优秀文化信息资源
进行数字化加工、整合，并以无偿的
方式向“魅力中国”新媒体平台提供，
实现公益惠民，实现文化、科技深度
融合，以实际行动助力建设全民、全
球共享中华优秀文化信息资源工程。

“魅力中国”是向全球播出的优
秀中文节目、传播中华文化的高品质
视播平台，可实现文化数字资源高效
率、大覆盖面的有效传播，平台服务

范围覆盖北美、东南亚、欧洲等地区的
众多海外华人聚集城市，具有很强的
国际影响力。今年 3月，辽宁文化艺
术研究院（省文化资源建设中心）与

“魅力中国”新媒体平台正式签署合作
协议，共同打造“魅力辽宁”这一独家
海外网络视播栏目，用以专门播放、展
示文化艺术研究院独有的自建自创
文化资源，内容以辽宁地域特色文化
为主，如《辽宁历史文化名城(镇)》《手
艺·辽宁》《辽砚》《辽宁锡伯族文化》

《辽宁满族文化》《辽宁契丹文化》《一
宫三陵》《古塔辽宁》《辽河文明》《辽宁
春节》《辽宁老字号》《辽宁长城》《清前

史文化》《传承》《辽西走廊》等。这些优
秀的文化资源，是辽宁文化艺术研究
院（省文化资源建设中心）经过多年
积累、沉淀而来，其中多数属于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深具辽宁地域特
色，满藏辽宁文化底蕴。

辽宁文化艺术研究院（省文化资
源建设中心）通过与“魅力中国”合作
搭建“魅力辽宁”这一视播窗口，将源源
不断地为海外观众输送优秀的文化资
源，以此促进辽宁与世界开展更广阔
的文化交流，拓展文化合作的方式、领
域，为探索和开发辽宁政治、经济多
元化发展提供更广阔的思路和空间。

打开展示地域优秀文化的世界之窗

“魅力辽宁”节目线上播放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6
月 9 日是第十三个国际档案日，沈
阳市档案馆（沈阳市文史研究馆）开
展向市民发放“小康记忆”宣传手册
等宣传绘本及档案宣传环保袋等宣
传活动，而该馆所编撰的文化典籍

《赞咏沈阳诗赋经典百篇》的正式出
版，更是为系列宣传活动增添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近年来，沈阳市档案馆启动和
打造了“印象沈阳”品牌、编辑出版
沈阳历史文化典籍丛书等文化工
程。《赞咏沈阳诗赋经典百篇》是沈
阳市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资金资助项

目，也是“印象沈阳”品牌工程的又
一项成果，同时，也是服务沈阳“文
商旅”融合发展、展示沈阳文脉和文
化底蕴的精品力作。该书从与沈阳
有关的海量古诗篇中精选了百篇赞
咏沈阳的佳作，充分展示沈阳“一宫
两陵”等旅游景观和物产的文化内
涵。随着该书的出版，赞咏沈阳诗
赋经典百篇朗诵平台正式上线，社
会公众可以通过手机扫描书中的二
维码，在线聆听诗赋朗诵。沈阳市
档案馆将以国际档案日为契机，进
一步发挥好讲好沈阳故事、传播沈
阳声音的职能。

沈阳举办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东
北金融博物馆诚邀观众参与“我
来当馆长”互动栏目，体验作为博
物馆“馆主”的乐趣，更好地了解
金融历史、金融力量等。本周“轮
值馆长”为沈阳市档案馆原馆长
荆绍福。

东北金融博物馆原名沈阳产
业金融博物馆，于2016年4月23日
正式开馆，馆内推出东北经济历史
沿革，现代东北金融与工业产业的

深度融合，详解产业互联网与区块
链、大数据、“云”计算等相关内
容。4 月 24 日，沈阳产业金融博物
馆正式更名为东北金融博物馆，面
向大众线上开放 6 个主题“云展
厅”，日前又推出“我来当馆长”互
动栏目。作为博物馆“轮值馆长”，
可以通过视频或文字，结合自身的
专业知识与独特视角，介绍东北金
融、历史、文化等相关内容，与观众
线上分享。

东北金融博物馆“轮值馆长”上线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日
前，抚顺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和宗教
事务局组织开展向全市 14 名援鄂
少数民族医务工作者及9家医院赠
送书画作品活动。

当 医 务 工 作 者 纷 纷 挺 身 在
前、抗击疫情之际，抚顺广大文艺
工作者也积极行动，创作了一大
批文艺作品，以艺术的形式助力
打 赢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 26 位 书
画艺术家的原创作品，凝聚着战

胜疫情的精神力量，饱含了对抚
顺援鄂白衣勇士的关爱 之 心 、崇
敬之情。

第四批援鄂医疗队副队长、
新宾 满 族 自 治 县 第 二 人 民 医 院
副 院 长 李德斌表示，治病救人是
医务工作者的天职，能在危难关头
出一份力，能够圆满完成援鄂抗疫
任务，感到非常自豪，更感谢社会
各界人士的关心和支持，他们将在
各自岗位上继续发光发亮。

抚顺向援鄂
少数民族医务人员赠送书画

谈搭档金炳昶、谈沈阳相声……
近日，相声表演艺术家杨振华在短视
频平台推出单口相声，已发布40余个
视频，系列短视频点击量累计超百
万。杨振华说，曲艺“线上见”不是疫
情下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发展趋势，

“云”上传播传统曲艺文化，前景可观。
在短视频中，点击量最高的是杨

振华回忆老搭档金炳昶的视频。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杨振华、金炳昶表
演的相声名段《假大空》《下棋》《如此
大款》《特殊生活》等家喻户晓。杨振
华说：“这一生中，他是我最知心的朋
友。现在回想起来，他的智慧、业务
水平都在我之上……现在，我只能说
些单口相声，因为再也找不到这么好
的搭档了。”

两人相声表演艺术最辉煌的时
期，也是沈阳和天津、北京相声“三足
鼎立”时期。杨振华分享道，相比京
味和津味，沈阳方言并不占优势，但
沈阳相声之所以脱颖而出，是因为内
容好，段子写得漂亮，因此立得住。

作为沈阳相声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杨振华一直致力于沈阳相
声的振兴，在这些短视频作品中，他
讲述了相声的起源和表演技巧等。

推陈出新，始终是杨振华相声艺
术的重要追求。虽然年逾八旬，但杨
振华的创作热情未减，基本上每天都
会写一个小段。时事、轶闻都会成为
他的创作素材。这些内容也都成了
他创作系列短视频的内容来源。 除
了内容创新，为了更好地传播相声，
杨振华也积极“拥抱”互联网。此前，
他在鼎泰茶社“空中茶馆”中和网友
进行实时互动，还参加了“嘻哈包袱
铺”高晓攀的直播连线，受到网友的
热烈欢迎。如今，他通过短视频平台
发布视频，吸引更多年轻观众了解、
爱上相声。“没人欣赏，我也上场；没
人鼓掌，我也分享；没人喝彩，我也激
荡；没人点赞，我也芬芳。”短视频《这
就是杨振华》中，杨振华表达了入驻
短视频平台后的感想。

杨振华虽以“没人欣赏”自嘲，但

网友却相当捧场。已发布的 40 余
个 表 演 相 声视频中 ，点 击 量 近 百
万。这些作品中，既有网言网语、时
代话题，又使用着传统的相声术语，
处处都是包袱。打开这些视频，仿佛
在欣赏杨振华的相声专场。网友纷纷
留言，有网友说：“看见这老头就想笑，太
幽默了，浑身上下都是相声，表演得很
棒……”有网友说：“杨振华创新能力
强，作品都是自己创作，跟别人的作品
不重复、不抄袭。”还有网友称赞：“说
得好，包袱妙。”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些短视
频均由鼎泰乐和艺术团团长史艳芳
协助拍摄并发布。史艳芳说，每段短
视频虽仅有一两分钟，但杨振华都精
心打磨，每次录制前，他都会精心整
理一番，有时白色衬衫配红色领带，
有时穿一身蓝色西装。无论是“云
端”演出，还是现场演出，他都很重
视，一定要以最佳状态出现。杨振华
说，既然说相声，就得让观众和网友
感觉受益，必须都是干货和正能量。

发布40余个视频点击量累计超百万

杨振华“云端”说单口相声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6 月
13 日 是 全 国“ 文 化 和 自 然 遗 产
日”。记者了解到，由辽宁省文化
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主办，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承办的 2020 年“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辽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展演活动，将于近期集中开展。

活 动 以“ 非 遗 传 承 ，健 康 生
活”为主题，重点围绕传统技艺、
美术、体育、医药和餐饮类非遗项
目，开展非遗传播传承活动，普及
非遗知识和健康生活理念，营造
全社会共同参与、关注和保护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据
悉，活动将持续至 6 月 30 日，采取

以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形式，在
沈阳故宫、文馨苑同步开展。其
中，“我在故宫看非遗”活动，以

“辽宁四宝”——岫岩玉雕、阜新
玛瑙雕、琥珀雕刻、本溪松花石砚
制作技艺为代表的 10 个非遗项目
的传承人，将走进沈阳故宫，展示
辽 宁 工 匠 风 采 ，讲 述 非 遗 故 事。
沈阳故宫也将介绍清代的岫玉、
玛瑙、核桃、松花石砚等馆藏雕刻
珍品，让古代匠人与当代传承人
进行一次隔空对话，展示文化的
传承与创新。在“我在‘云’上购
非 遗 ”活 动 中 ，医 巫 闾 山 满 族 剪
纸、辽西结绳等 30 多个非遗项目、
近千件非遗作品及产品齐聚直播
间，非遗传承人直播带货。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辽宁非遗展示展演活动线上进行

黑纪文告诉记者，《战国红》出
版之后，他在网上买了一本，一气
呵成读完全书。读罢不忍释卷，又
连续读了两遍。首先是这部小说
的风格吸引了他，作者以细腻生动
的文字将精准扶贫这样的宏大题
材娓娓道来，既唯美，又接地气。
黑纪文说：“《战国红》每个章节的
文字都非常美，文中深意力透纸
背。这种阅读体验很独特，所以我

很想把这部小说改编成话剧，让更
多人欣赏文学与戏剧的魅力。”

黑纪文坦言，这部文学性很强
的小说改编成话剧的难度很大。
小说写作是将生活进行提炼升华
之后的再创作，话剧则是把小说的
内容还原为生活，再运用艺术手法
将其转化为舞台艺术作品。黑纪
文称，将小说《战国红》改编为话剧

《战国红》，就一定要把小说中的事

件、人物还原到当下的生活中，将
其立体化、艺术化。在这个过程
中，无论是人物，还是事件，既有平
移，也有演绎。在细读原著小说的
基础上，黑纪文按照话剧的逻辑结
构构思创作，经过一个月的构思，
他才下笔创作《战国红》剧本。此
后七易其稿，精益求精，在保留原
著精髓的基础上将《战国红》转化
为戏剧文本。

七易其稿实现从文学到戏剧的转化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沈
阳美术馆以观众体验为中心的“云
空间”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日前正式
上线，近期该馆将在此推出“云优
展”系列线上展览。“云空间”致力于
打造一个便携、丰富的线上艺术展
示平台。

沈阳美术馆具有时尚现代的大
型展厅、良好的展出环境，近年来，
展览展示、艺术讲座、文化交流、书
画培训活动不断，已成为沈阳市的

重要文化展示载体，不仅开阔了市
民的艺术视野，丰富了市民的文化
生活，提升了市民的欣赏情趣和水
平，同时，该馆也成为书画家和书画
爱好者的“艺术之家”。疫情防控常
态化之后，该馆恢复对外开放，目前
正在展出“春映沈水 不负韶华”“沈
阳城市百象之‘小街小巷’第二季美
术作品展”，展出涵盖中国画、书法、
油画、水彩、丹培拉等艺术门类的作
品200余幅。

沈阳美术馆
“云空间”推出系列展览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6 月
9日，“夏香远溢——沈阳故宫藏书
画展”在沈阳故宫的师善斋、协中斋
开展。此次共展出 30 余幅馆藏夏
季题材的书法绘画作品。

本次展览中，有多幅荷花题材
作品，如清朱耷《设色荷鸟图轴》、清
高其佩《设色指画荷花图轴》、清马
逸《墨笔荷塘清趣图轴》。这些作品
或重彩或水墨，使用没骨等技法，形
神兼备。其中“八大山人”朱耷的

《设色荷鸟图轴》，荷茎修长，荷叶舒
展，荷花摇曳，水鸟栖鸣，构图简健，
用笔传神。图左上部自题“八大山
人写”，下钤“可得神仙”“八大山人”
白文印二方。图右下角钤“何園”方
印。另一幅邹一桂的《蒲塘幽境图
轴》，蒲草池塘，粉荷偃仰，风叶摇
摇，浮萍轻飘。全图以没骨法画出，
淡叶浓花，对比强烈。

除花鸟画外，展览的第二单元、
第三单元还展出了馆藏夏季题材的

山水画、人物画。与“八大山人”朱
耷同属“清初四僧”的石涛的作品

《长夏山居图轴》、海上画派代表画
家“四任”之一任薰的作品《设色消
暑图轴》均在本次展览中展出。书
法作品既有清代著名书法家陈邦彦
的行书七言联、晚清名家王闿运的
行书七言联，又有“民族英雄”林则
徐的行书道情屏。

据沈阳故宫博物馆馆长李声能
介绍，本次展览精选了沈阳故宫馆
藏明清及近现代夏季题材的山水、
花鸟、人物绘画和书法作品 30 余
幅，也是继“春色满园——沈阳故宫
藏清代书画展”后，沈阳故宫又一次
以体现季节之美的馆藏作品策划的
展览。未来，沈阳故宫还将举办主
题为秋季和冬季的馆藏书画展，形
成春、夏、秋、冬系列书画展，让观众
在领略沈阳故宫四季美景的同时，
欣赏到馆藏书画世界中“春夏秋冬”
四季的无穷魅力。

沈阳故宫展出
馆藏夏季题材书法绘画作品

文学携手戏剧聚焦扶贫工作

小说《战国红》搬上话剧舞台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文并摄

由辽宁作家书写辽宁故事，并且
在辽宁出版，这部烙印着鲜明“辽宁印
记”的《战国红》是我省第一部获得全
国“五个一工程”奖的长篇小说。作者
滕贞甫以扎实的基层工作生活体验，
以鲜活的文字以及对扶贫工作意义的
深刻认知，创作出长篇小说《战国红》，
呈现基层扶贫干部带领贫困地区人民
群众艰苦奋斗的感人故事，真实记录
了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振兴发展图景。
滕贞甫表示：“辽宁有 1.2万名驻村干
部深扎扶贫一线，我想以文学的形式，
向这些扶贫干部致敬。”

《战国红》讲述的故事发生在辽西
乡村，以陈放为代表的驻村扶贫干部
在治赌、修路、植树、引水以及发展经
济等一系列扶贫工作中化解重重矛
盾，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实现观念转
变、精神升华，并引领一批新时代农村
青年成长为乡村建设发展的主力。作
者采用比兴手法，以文化视角塑造新
时代农民形象，语言绵密优美，具有戏
剧张力。出版发行这部小说的春风文
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单英琪告诉记
者：“小说出版不到三个月，就加印了
两次，读者反响热烈。”著名编剧黑纪
文就是这样一位被小说《战国红》独特
魅力所吸引的读者。

小说独特魅力吸引
编剧改编为话剧

话剧《战国红》剧本完成后，由
于受疫情影响，剧组延期组建。4
月初，沈阳话剧团在落实防疫措施
的基础上，组织 40 余名演职员开
始排练该剧。历时两个多月，紧锣
密鼓地排练，目前，该剧即将进入
联排阶段。

6 月 8 日，沈阳话剧团青年导
演、话剧《战国红》导演黑晓欧在排
练场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黑晓
欧曾执导《国徽》等多部重大题材
话剧，在执导话剧《战国红》之前，
他认真阅读研究了原著小说及剧
本。他坦言，130 分钟的话剧难以
尽述原著的全部内容。全剧以四

幕多场话剧的艺术形式将小说
《战国红》的主题思想与核心故事
进行了演绎。《战国红》作为扶贫
题材小说，包蕴万千，主题交织着
副题，主调交错着复调。宏大叙
事，妙趣横生，字里行间洋溢着浓
郁的辽西风情。为了突出这部话
剧的地域文化特征，黑晓欧将辽
西独具特色的影调戏融入话剧之
中，用以辅助全剧起承转合以及
人物心理外化、渲染氛围。剧组
请来了凌源皮影戏老艺人徐子林
带领非遗传承人根据剧情发展，
为话剧《战国红》录制影调戏唱
段。据黑晓欧介绍，大幕拉开，震

撼人心的场面将展现在观众面
前：四胡铿锵，影调戏须生高唱：

“咱不唱，琼瑰的斑斓赤玉的美。
唱一回，玛瑙中的君子战国红。”
观众将即刻入戏，进入《战国红》
描述的辽西生活情境之中。黑晓
欧运用现实主义结合浪漫主义的
艺术手法，力求在艺术舞台上讲
好扶贫故事，生动反映辽西的风
土人情乃至辽宁地域文化，呈现
时代精神。

话剧《战国红》是文学以艺术
的形式参与并传播时代精神。《战
国红》，从文学到戏剧，回应时代关
切，传递精神火炬。

凌源影调戏增强话剧的辽西风情

杨振华在短视频平台推出单口相声。

排练现场小说《战国红》书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