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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连日来，一首歌唱红山文化的艺术歌曲《女
神》在网络上广为传唱，引发人们对歌唱家乡歌
曲的关注。

近年来，我省词曲作者立足本土，深入生活，
先后创作了《我的东北我的家》《辽河颂》《我的工人村》《大
工匠》《浑河之歌》等传播本土文化的歌曲。家乡就是一首
动听的歌，值得我们永远歌唱。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6月
30日，记者从锦州市文化演艺集团（锦
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了解到，为丰
富百姓文化生活，该集团旗下的锦州
京剧团举全团之力，耗时半年，精心排
演了经典传统剧目《白蛇传》。据了
解，京剧《白蛇传》已基本排练完成，目
前正处于精细排练阶段。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白蛇传》
剧组在落实防疫措施的前提下，复
排了这部传统大戏。据悉，锦州京
剧团已有多年未排演《白蛇传》全剧，
此次锦州京剧团在疫情防控期间克

服了许多困难。天气炎热，演员们戴
着口罩刻苦练功，常常汗流浃背，汗
水浸湿练功服。演员们从不喊累，齐
心协力再创舞台艺术精品。越是经
典剧，排演难度越大，观众的期望值
也越高。

京剧《白蛇传》讲述了白素贞、小
青与许仙之间的传奇故事。作为民
间传说，《白蛇传》的故事经久不衰，
已有多个剧种将其搬上舞台，京剧

《白蛇传》更是各大京剧院团的保留
剧目，该剧唱腔唱词、身段表演、舞美
设计优美动人、端庄典雅。京剧《白

蛇传》塑造了温柔痴情的白素贞、懦
弱善良的许仙、疾恶如仇的小青等具
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深受观
众喜爱。

据了解，锦州京剧团此次排演的
《白蛇传》由李玉棠、黄幼鹏、邹明远
担任复排导演，优秀演员杜程程、吴
鹏、田素君联袂主演。《白蛇传》是文
武并重的大戏，武戏需要演员有非常
好的先天条件以及扎实的基本功才
能胜任，文戏表演细腻传神，需要演
员唱念做舞俱佳。该剧的武戏部分
呈现了白娘子的抗争，文戏部分则层

次丰富地诠释了白娘子情感的各个
层面。演员们通过文武兼备的精彩
表演，希望能让观众欣赏到国粹京剧
的精髓，领略主人公之间浪漫动人的
爱情故事。京剧《白蛇传》主创人员
本着精益求精的原则，精雕细刻这部
经典大戏。

由于受到疫情影响，该剧上演时
间待定。虽然演出暂时无法进行，但
锦州文艺院团的创作排练工作一直
持续进行。接下来，锦州市文化演艺
集团（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还
将排演“大国工匠”题材京剧《匠心》。

锦州京剧团复排传统戏《白蛇传》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由沈
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主办，
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沈阳市
文化演艺中心）、沈阳市图书馆、沈
阳科学宫承办的以“阅读沈阳，书香
盛京”“人民幸福城，我的沈阳美”为
主题的文化“三下乡”活动日前走进
辽中区养士堡镇养前村，“沈阳市图
书馆养前村图书分馆”挂牌仪式在
此举行。

辽中区养士堡镇养前村曾先后
获得“全国文明村镇”“辽宁省文明
家园示范村”等荣誉称号。沈阳市图
书馆不断扩大服务半径，精心打造全
市范围内阅读网络，为城乡精神文明
的构建不懈努力与拼搏。此次沈阳

市图书馆为分馆建设提供了科技种
植、电商营销、文学小说、人文历史图
书3000余册，助力推动乡村文化建
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沈阳科学宫为本次文化下乡精
心准备了特色 4D 流动科普影院。
4D流动科普影院是利用车载集装
箱结构，集成了立体 3D 投影设备、
高保真立体声音频控制系统、电动
多角度运动的特效座椅并配以喷
水、喷气、雪花等特效功能于一体，
整体实现 4D 影院效果。此次携特
色影院进乡村，旨在让村民足不出
村即可观赏高品质视频，达到科普
教育目的，进一步提高公 众 科 学
素质。

沈阳文化“三下乡”活动走进辽中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6
月30日，“永恒的旗帜”辽宁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曲艺专场展演
在沈阳举办。此次展演由省文化演
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
办，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主办
方组织我省非遗传承人，排演了一
台荟萃 9 个传统戏剧、曲艺精品节
目的专场晚会。

为配合疫情防控的有关要求，
该展演采取在线直播形式，展演全
程在快手、微博、腾讯三大平台播
出。观众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在线欣赏京剧、评剧、二人转、
评书、相声、东北大鼓、快板书等极

具 辽 宁 地 域 文 化 特 色 的 非 遗 项
目。这场展演邀请了国家一级演
员、梅花奖获得者、沈阳京剧院武
生老生常东，国家一级演员、梅花
奖获得者、评剧（韩派）国家级代表
性传承人周丹，国家一级演员、京
剧名家梅葆玖弟子、梅派京剧艺术
传人肖迪同台献艺。他们表演的
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评剧《江
姐》选段、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
使观众再一次感受革命先烈的忠
诚与勇敢。东北大鼓《壮士踏征
程》再现了共产党员不惧艰险、抗击
疫情的事迹。东北大鼓《永恒的旗
帜》歌颂了共产党员焦裕禄的感人
事迹。

“永恒的旗帜”非遗专场展演
“云端”播出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沈
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在刚刚过
去的端午节期间，通过忆屈原、品历
史、包粽子、学英雄等系列活动，让
孩子们了解历史，品味传统节日的
深刻内涵。

此次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
馆推出的主题活动，旨在通过真实

的历史人物和抗战故事，将爱国主
义精神深植每个人心中。讲解员
还为小朋友们介绍了抗战英雄和抗
疫英雄，通过互动体验剧身临其境
地感悟历史以及穿上防护服体验
抗疫英雄们的艰辛。孩子们还和
讲解员一起用彩泥包粽子，了解我
们的传统节日。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推出主题活动

由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沈
阳市文化演艺中心）创排的大型音舞
诗画《沈阳印记》日前在盛京大剧院
上演。

《沈阳印记》多角度、多层次地讲
述了沈阳历史，通过歌、舞、诗、剧、画
等形式挖掘沈阳的地域文化。

挖掘地域文化

《沈阳印记》由“新乐畅想”“盛京
盛世”“奉天往事”“沈阳曙光”“魅力
沈阳”等篇章组成，用艺术的方式打
开沈阳历史长卷。

大幕拉开，观众随即走进7200年
前的新乐原始部落，看到祖先刀耕火
种，繁衍生息……编导通过多媒体形
式营造出原始部落的神秘感。在表
现形式上，运用舞蹈语言，以写意的
方式再现了祖先生活场景。

新乐遗址是我国北方新石器时
代的文化遗址，它与黄河流域的仰
韶文化、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时
间大致相同，证明我国古代文化起
源是多元的。新乐人一直被奉为沈
阳最早的居民，新乐文化也是沈阳
的文化源头。演出第一章“新乐畅
想”讲述新乐人如何进入母系氏族
公社，创造灿烂的文化……

第三章“奉天往事”讲述了中国
共产党带领民众抗日的故事；第四章

“沈阳曙光”讲述了抗战胜利后，沈阳
这座千年古城迎来了新中国成立的
曙光；第五章“魅力沈阳”讲述了沈阳
发展的魅力所在。

“奉天往事”以舞台剧形式呈现，
由真实事件串起。舞台上，还讲述
了黄显声将军打响抗日第一枪的故
事，传递沈阳人民奋勇抗争的勇气
和精神。

编导均出自沈阳本地

在艺术表现上，《沈阳印记》具有
独特的呈现方式、灵活的表现手法和
层次分明的表演空间。在音乐的选
择和多媒体运用上独具匠心。此
外，在舞台特效方面，《沈阳印记》可
谓为观众呈现了一台视觉盛宴，无
论是“新乐畅想”篇章展现的世外桃
源，还是“沈阳曙光”篇章呈现的火热

工业时代，不断变幻的场景令观众
沉浸其中，仿佛回到曾经的那段岁
月。冷暖色彩交错的舞台灯光使得
人物与场景水乳交融、如梦如幻，整
个舞台呈现更具立体美、形式美和
层次美。

值得一提的是，《沈阳印记》出自
沈阳本土编导之手。记者在演出现场
了解到，此次参演的演员主要来自沈
阳歌舞团、沈阳曲艺团、沈阳评剧院、
沈阳话剧团、沈阳京剧院 5家专业院
团，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
窦强介绍，此次演出不只有歌舞，还有
舞台表演。他们的加盟，让演出的品
质和观赏性都得到保障。

开启常态化演出

窦强告诉记者，《沈阳印记》从 2
月开始构思创作，“我们查阅了很多
资料，在几个篇章的设计上，力求还
原历史。在疫情期间，演员无法集中
排练，只能在家中练习舞蹈动作、熟
悉台词和表演，时刻保持演出状态，
直到恢复排练。”

《沈阳印记》在盛京大剧院进行3
场演出后，从6月25日起，原“盛京红
磨坊”正式更名为“沈阳印记”，并继
续开展常态化演出。

话剧戏曲曲艺歌舞演员联袂演出音舞诗画——

《沈阳印记》多角度呈现地域文化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记
者从抚顺市第十三届全民读书节活
动组委会办公室获悉，经过两个月
的层层推荐、认真筛选，“寻找、走
近、聆听读书（藏书）达人”活动圆满
结束。康耀文等 10 人获得该市第
二届“读书达人”称号、肖景权等10
人获得市第二届“藏书达人”称号。

本次评选活动旨在营造“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社会氛

围。活动共分为寻找、走近、聆听三
个阶段，抚顺市全民读书节组委会
成员单位负责分别组织推荐，其中
每个成员单位推荐 2 名“读书达
人”、2名“藏书达人”。当选的20名
达人来自全市各行各业，当中既有
教书育人的优秀教师、退休后仍发
挥余热的文博工作者，也有身残志
坚的优秀典型、德“医”双馨的医务
工作者。

抚顺评出“读书达人”“藏书达人”

词作家胡宏伟记得，他第一首有
影响的作品《辽河从我家门前流》就
是赞美家乡的歌曲，这首歌的创作是
与省音协结缘的结果。1980年，他随
省音协到旅顺深入生活，创作了歌词

《辽河从我家门前流》，并由作曲家龚
光荣谱曲，由年轻歌手马太萱在“沈
阳音乐周”上唱响。不久在“全国青

年喜爱的歌”评选中获奖。
从那时至今，胡宏伟创作的很多

歌词都与家乡关联，这些歌都得益于
省音协组织的深入生活活动。2007
年到彰武养鹅基地，他写下《塞上明
珠》等 7首歌词；2008年到金州农村，
他写下《樱桃熟了》等两首歌词；2010
年到清原林场，他写下《绿色辽宁》等

5 首歌词；2011 年到鞍钢，他写下《鞍
钢有个郭叔叔》等 5 首歌词；2014 年
到瓦房店等地农村，他写下《山乡里
来了皮影戏》等两首歌词；2016 年到
阜新、营口等地，他写下《我们的大东
北》等十多首新歌词。从朝气蓬勃的
青年作者到今天步入花甲之年，家乡
一直是胡宏伟心中永远的歌。

81 岁的词作家吴善翎从小在上
海长大，却写出了东北民歌味道的歌
词《我爱家乡山和水》，这得益于此前
他在丹东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吴善
翎说，他是省音协的第一批会员，已
记不清多少次参加省音协组织的深
入生活和创作笔会，他说每一首歌能
够唱响，都离不开创作的生活底蕴。

创作前提是深入生活

我省词曲作者立足本土进行创作

家乡就是一首动听的歌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歌曲《女神》中唱道：“一个古老
的梦沉睡了多少年，一段尘封的往事
讲述着怎样的昨天，谁也未曾听说，
谁也不曾看见，那一层层斑驳的泥土
终于抖落出你的容颜……”词作者贾
铮系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常务理事、省
音协音乐文学学会会长。他告诉记
者，《女神》歌词写于去年 10 月省音
协组织词曲作者去朝阳深入生活期
间。触景生情，灵感奔涌而来。他写
完歌词，同行的作曲家、沈阳音乐学
院教授刘聪谱曲并试唱，后由男中音
歌唱家霍勇演唱。

贾铮又给记者讲了一件事。有
一年，省音协组织词曲作者到清原满
族自治县浑河源头深入生活，他们惊
奇地发现，浑河的源头竟然是一孔小

小泉源中淌出的淙淙流水，水流成
溪，溪流成河，奔腾入海。联想到两
岸人民生生不息，历经磨难，奔向幸
福，贾铮道出大家的心声，写出歌词

《源》，由同行同感的作曲家李延忠谱
写成曲。这首由青年女高音歌唱家
胡珅演唱的情深意长、跌宕起伏的艺
术歌曲，受到业内人士好评。此后，
贾铮意犹未尽，又深入挖掘《源》的精
神内涵和艺术境界，创作出声乐套曲

《溪流归海》。这首为女中音而作的
声乐套曲由作曲家刘聪创作，四个乐
章通过表现溪流的清澈与坦荡、平稳
与起伏、恬静与豪放，寓意着人的高
尚品格和美好归宿。这首格调清新、
品位高雅的作品发表于国家级音乐
刊物《音乐创作》。

触景生情灵感奔涌而来

近年来，辽宁歌曲创作题材更
广泛、形式更多样，旋律在艺术处理
上更加注重细腻的情感表达。然而，
歌唱家乡一直是创作主题之一。比
如《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们的

大东北》等，传达出的情怀是同样坚
定——家乡始终是我们的根脉。

省音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汪敏认
为，艺术源于生活。音乐的特殊性和
多样性，决定了其触摸生活方式的多

样性。词曲作者只有深入生活，才能
寻找到与人民息息相关的创作题材，
创作出优秀的音乐作品。

十几年来，省音协陆续在金州、阜新、
本溪、铁岭等地建立起十多个音乐创作辅

导基地，建这些基地办三件事：一了解体
验当地生活，二进行音乐创作，三辅导
提高当地音乐工作水平。每年，省音
协都组织词曲作者深入生活搞创作 3
至5次，每次都有新作品产生。

家乡是创作者的根脉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作
家商国华的长篇报告文学《锻造“中
国芯”——沈阳鼓风机集团振兴发
展纪实》英文版日前由外文出版社
出版发行。

该书以纪实手法记录了沈阳鼓
风机集团追随共和国发展脚步的历
程，生动地呈现了沈鼓集团坚持研
发升级，自主研发制造了世界上顶
尖的百万吨乙烯压缩机、长输管线
压缩机和世界上少有的十万空分压
缩机，为祖国增光添彩的故事。

商国华从部队复员后，一直在
沈阳市铁西区工作，任沈阳市作家
协会副主席、铁西区文联主席。20
年来，他先后出版了工业题材诗歌、
报告文学、小说、剧本13部，其中有
12 部写铁西区。为写作报告文学

《锻造“中国芯”——沈阳鼓风机集
团振兴发展纪实》，他用4个月时间
先后采访了沈鼓集团员工 66 人。
外文出版社在推出该书的中文版
后，又推出英文版图书，现已向国外
发行。

《锻造“中国芯”》英文版出版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琴
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暨向最美“逆行者”致敬古琴
书法朗诵的公益文化展演活动，日
前在盛京大剧院太阳广场举办。
此活动由沐桐琴书馆与朴雅书院
共同主办，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
电视局为指导单位，并录制视频线
上播出。

演出节目有主持人、诗人李峻
岭的诗歌朗诵；青年歌唱家张婉书
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沈阳市全

民阅读协会朗读者朗诵了诗作《约
定》；在古琴合奏《流水》乐声中，朴
雅书院少年书法 16 人书写了最美

“逆行者”“我爱祖国”；古琴合奏
《只要平凡》献给为疫情防控作出
重大贡献的医务工作者；青年舞
蹈家张贤宁表演的舞蹈《我的祖
国》等。沐桐琴书馆负责人韩柏
系中国琴会会员，曾多次组织参
加古琴大型活动，作为此次活动的
总策划，他也现场演奏古琴献礼党
的生日。

“琴颂”展演献礼“七一”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由鞍
山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直属
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市直机关工委
组织部、市直机关青工委承办的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永远跟
党走”综合文艺晚会首场演出日前
在鞍山上演。

此次演出以市直机关党员干部
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节目为主，充
分体现“和谐、奋进、喜庆、热烈”总基

调，全方位地展现鞍山市机关党员
干部的精神风貌。晚会由开场舞蹈

《盛世欢歌》、歌曲《永远跟党走》、诗
朗诵《中国力量》、舞蹈《江山如画》、
舞蹈《大医精诚》及器乐联奏等节目
组成。节目丰富多彩，表演精湛，演
员们通过演出表达对党的生日最诚
挚的问候与祝福。鞍山市演艺集团
参与此次晚会策划、艺术指导、舞美
设计、舞台装置、演出等诸多工作，
演职员放弃休息时间排练、装台。

鞍山举办“永远跟党走”文艺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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