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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发布
“2020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
目录”，我省有17家出版社的优秀图
书入选。

记者了解到，作为农民的“精神粮仓”之
一，农家书屋已在我省各地农村普及，推荐书
目就是要让入“仓”的精神食粮“对胃口”，得到
农民的认同和欢迎。

7 月 12 日晚，由沈阳市公共文
化 服 务 中 心 ( 沈 阳 市 文 化 演 艺 中
心)、沈阳京剧院复排的大型新编现
代京剧《关东女》在盛京大剧院参加
文化和旅游部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
术展演。演出现场，很多观众表示，
剧中雄浑的东北气概、扣人心弦的
传奇故事、浓郁的民俗风情，让人印
象深刻。

现代京剧《关东女》以生长在关
东大地、普通农家女娟妹为主线，演
绎了一个荡气回肠的抗战英雄传
奇。全剧凸显了黑土地上的人们顽
强不屈、百折不挠的精神，体现了关
东女子柔情中又不失刚强的性格。
他们可歌可泣、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
充分体现了关东沃土上的人性之美，
更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宁死不屈精
神的真实写照。

现代京剧《关东女》是继《将军
道》《苏秦》《青天道》《战沈州》后，沈

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沈阳市文化
演艺中心）、沈阳京剧院创排的又一
部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重点剧目。

《关东女》去年演出后，剧组根据专家
的修改意见进行了复排，此次演出是
修改后第一次与观众见面。复排后

的《关东女》，唱腔与台词均有不同程
度的再加工，增强了剧作脉络的合理
性，更加注重人物心理细致入微的刻
画。舞台布景、灯光等均进行了修
改，增强了剧作的再生张力。剧中人
物形象个性鲜活，更加突出了东北地

域文化特点。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关东

女》特邀业内一流主创团队协同打
造，由一级编剧王宏执笔，由屡获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和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
奖”、曾指导沈阳演艺集团京剧《将
军道》的著名导演杨小青执导。

排练过程中，年逾七旬的杨小青
为演员耐心讲戏，甚至不顾腿伤进行
示范，演员们无不为这种敬业精神所
感动。剧中娟妹的扮演者刘宁每天
第一个到达排练场，排练结束后还要
加练。

刘宁表示，塑造这样的人物形象
对她来说是一次很大的挑战，压力与
动力并行，“通过演这部大戏，我也努
力跳出程式行当的窠臼，积极地寻找
一种属于‘娟妹’这一人物形象的表
演模式。这对我今后的艺术之路是
一次难得的学习和提升的机会。”

现代京剧复排后在沈首演

《关东女》演绎黑土地上的传奇
本报记者 杨 竞

今年是汪曾祺百年诞辰，从 3
月开始，出版界、读书界出现汪曾
祺热，《汪曾祺别集》出版，《汪曾祺
全集》加印，编过汪曾祺《后十年
集》的梁由之还编了《百年曾祺：
1920-2020》。此外，一些关于汪曾
祺的图书将陆续上市。特别是网
络，搞起“百年汪老”网红推文评
选，看看“汪迷”“汪粉”谁最铁、谁
最火。活动热闹时，应该冷静地问
一下：为何纪念汪曾祺？

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
爱汪曾祺。他是好作家，他的小说
和散文深受我们喜爱，他的百年诞
辰理应纪念。我问“为何纪念汪曾
祺”是在提醒自己，在汪曾祺热中
要把握他的精髓。他的精髓，不只
是他对生活如何热爱，他的小说、
散文如何好，而更重要的，是他的
文学经历所包含的价值。

在小说中，汪曾祺对笔下的人
物怀着温情和敬畏，由此，评论者
用“人道主义”“浪漫主义”来概括
他，而他自己说，他是一个中国式
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进一步
解释：“我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
论 色 彩 ，很 朴 素 ，就 是 对 人 的 关
心，对人的尊重和欣赏。”他关心
的人，是小人物，是给主角“挎刀”
的演员，进城谋生的保姆，看守大
秋作物的护秋人，等等，七十二行
无所不有。用评论家郜元宝的话
说，在他的小说中“看不到居高临
下的启蒙者的面命耳提或施舍怜
悯，也看不到逆子谪臣的忧天将压
与顾影自怜，只看到无数小人物和
汪曾祺一起呼吸，一起说话，一起
或悲或喜”。

他是写短篇小说的高手。短
篇小说天生和小人物结缘，奥康纳
说：“短篇小说讲的是小人物。”特

雷弗也说：“英雄人物着实不属于
短篇小说。”我想，汪曾祺如果写长
篇小说，他仍然不会写风口浪尖上
的风云人物，这是他的文学经历决
定的。

在纪念汪曾祺的日子里，我重
温他的文学经历，体会到他为什么
会如此执着地关注小人物。他曾经
在拔高、提纯的写作中挣扎过，这种
痛苦的文学经历使他对拔高、提纯
的写作方式刻骨反感，拒绝的态度
毫不含糊。他是经过炼狱的写作
者，他比别人更明白，小说的力量就
在微小生命的表达中。小说和现实
一样，活的生命才是生命，而活的生
命是自然的，由不得人为地拔高和
提纯。在小说中，在一切叙事作品
中，人物一旦经过拔高和提纯，他
就不是活的生命，尽管他完美纯
正，但那只是概念层面的完美纯正，
缺少生命的质感和活气。

读汪曾祺后期的作品，特别是
上世纪 90 年代的作品，我的突出
感受是亲切。亲切感来源于作品
人物自然朴实的状态。作者贴着
人物写，读者贴着人物读，人物平
淡地活着，结局或喜或悲，或圆或
缺，自然天成，文学的力量就在这
自然天成中。汪曾祺之所以能把
人物的自然状态写出来，取决于他
对生命的态度。他敬畏生命的自
然状态。他是一个平淡的老人，入
他眼的大多是平常人。他尊重、善
待他们，他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
梦想，那就是和谐。他在书写他们
时，“把人性改成和谐”。汪曾祺对
生命的温情和敬畏，就在这一“改”
中体现出来。

辨识汪曾祺在写作中拒绝什
么、坚持什么，是今天纪念他百年
诞辰时最需要做的事情。

为何纪念汪曾祺
洪兆惠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2020
年沈阳艺术惠民“双百万”工程创
新展示形式，拓展传播渠道，采取
线上艺术培训和线上艺术共享形
式，借助网络平台推进艺术惠民
活动的有效开展。日前，该工程
今年推出的首批培训课程和艺术
精品已经完成拍摄、制作、上传工
作，市民登录线上平台即可学习
和欣赏。

这项艺术惠民工程，包括“百
万市民艺术培训”和“百万市民艺

术共享”两大工程。该工程对于深
入挖掘沈阳特有的精神文化内涵，
弘扬优秀艺术文化，丰富社会文化
生活，促进人文沈阳建设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被市民们称为引领城市
文化的先导工程、服务基层群众的示
范工程、建设文化强市的品牌工程。
该工程实施10年来，通过艺术培训
和艺术共享活动的深入开展，使沈城
百姓的文化素养和艺术鉴赏力得到
了明显提升，沈阳的城市文化内涵
进一步丰富。

沈阳艺术惠民“双百万”工程上线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由
铁岭市委统战部主办，各县（市）
区委统战部承办的铁岭少数民族
民俗文化艺术推广展演活动将于
7 月 24 日在铁岭莲花湖湿地公园
开幕。本次活动按区域划分为民
族展区、文化展区和美食展位三
大板块。

据介绍，本次活动以铁岭非遗
项目为主线，通过静态和动态相结
合的展现形式，将全市各族人民团
结融合、生活幸福美满的和谐画面
贯穿整个活动现场。第一板块为

少数民族特色食品和民族服饰展
区。第二板块为少数民族文化及
传统文化展区，展示具有民族特
色的手工艺品及铁岭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手指画，篆刻家、书画家
进行现场创作。第三板块为少数
民族舞蹈和民俗活动展演，其中
朝鲜族农乐舞等非遗项目的演出
生动欢快，最具亮点。为了增加
三个板块的互动，还安排民族展
区的文艺节目和文化展区的书画
创作同时进行以及用载歌载舞与
挥毫创作交相呼应的展现形式。

铁岭将举办
少数民族民俗文艺展演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首
场慰问辽宁援鄂医务工作者的公益
演出日前在沈阳盛京大剧院举行。

据了解，共有三场专场公益演
出陆续举行，即沈阳市公共文化服
务中心（沈阳市文化演艺中心）精
心排演的儿童剧《小飞侠》《绿野仙
踪》和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创作的杂
技剧《熊猫·寻梦之旅》。盛京大剧
院的运营方沈阳保利大剧院管理有
限公司曾在 5 个月前表示，待剧场
重新开放时将为辽宁援鄂医务工
作者举办专场公益演出。如今剧
院重启，精选了三部舞台剧，邀请
援鄂医务工作者及其子女一同观
看，文艺工作者以这种方式向医护
人员致敬。

首场演出的剧目是儿童剧《小
飞侠》，辽宁援鄂医务工作者带着孩
子来到剧院欣赏这部经典儿童剧。

儿童剧《小飞侠》导演黑晓欧表
示：“选择这样一部以勇气与爱心为
主题的儿童剧，请援鄂医务工作者
与他们的孩子一起走进剧场欣赏别

有深意。这些医务工作者是我们学
习的榜样，能够参与公益演出，我们
感到很荣幸。”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
暖了四季……送给你小心心，送你
花一朵。”当《听我说谢谢你》动人的
旋律响起，伴随着温馨的手语舞表
演，剧院工作人员把一朵朵玫瑰花
送给观众席上的医务工作者。与以
往任何一场演出的开场都不同，慰
问辽宁援鄂医务工作者的专场演
出，在现场小观众与家人的温暖拥
抱中拉开帷幕。

据了解，观看三场演出的援鄂医
务工作者代表分别来自中国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
盛京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
院、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辽宁
省人民医院、辽宁省肿瘤医院、辽宁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沈阳市第一人
民医院、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辽宁
电力中心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
儿呼吸内科主治医师陈丽在观看演

出之后表示：“这场演出让我们感到
很温暖，我和同事们深受感动。援鄂
期间，大后方的家乡人民给了我们
很多关心和鼓励，家乡人民对我们
的牵挂和支持是我们援助湖北源源
不断的动力。”

记者从盛京大剧院了解到，将
于 7 月 18 日上演的专场慰问演出是
沈阳杂技演艺集团的原创杂技剧

《熊 猫·寻 梦 之 旅》。 该剧集杂技
“新、奇、险、美”之大成，剧情生动，充
满趣味性。舞美场景虚实结合，写意
结合写实，美轮美奂。该剧用杂技语
言讲述童话故事，将“手技——小飞
机”“跑酷——钻圈”“流动蹬鼓”“抖
空竹”“晃板”“绳技”“软钢丝”“绸吊”
等 20多个优秀杂技节目融入故事情
节之中，并融入舞蹈、武术、歌唱、魔
术等多种艺术元素，以情景剧的形式
演绎熊猫兄弟追寻梦想的故事。剧
中技艺精湛的飞行术、柔术、中国功
夫等中华传统技艺，在舞台上交相
辉映。该剧已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舞
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

致敬援鄂医务工作者

三场公益演出在盛京大剧院上演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沈
阳市于洪区非遗传统项目广陵派
古琴技艺日前在清昭陵进行公益
展演。

古琴一直被作为高雅音乐的代
表，也是古代文人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艺术享受，代表着传统的人文精
神。其中，广陵派古琴以其独特风
格历来为琴家所重视。在于洪区，
有一群热爱广陵派古琴的居民，他
们中男女老少都有。区文化馆经常
组织广陵派古琴技艺交流展演活
动，他们聚集一堂，论琴、教琴、学
琴，有力地推动了古琴文化的普及

与发展，也展示着非遗传统项目的
文化魅力。区文化馆馆长陈维彪
说：“古琴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
产，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
涵。广陵派古琴技艺作为我区的非
遗传统项目，传承中国古琴文化是
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据介绍，于
洪区还将通过不断举办古琴技艺公
益展演活动来扩大受众范围，进一
步唤起市民热爱古琴、传承古琴文
化的热情。同时，还要加强对古琴
曲、古琴文献的收集整理，并加强对
现代古琴曲的开发研究，保住古琴
的“血脉”。

古琴技艺在清昭陵展演

在沈阳出版社入选的图书中，有
山东作家刘学刚所写的《草木记》《中
国时间：二十四节气》《食客辞典》三
本书，前两部入选时间是2018年，后
一部于今年入选。他认为，书出版
后，好比嫩芽初萌，需要成长，这离不
开读者的滋养。谈及入选理由，刘学
刚说，这些书适合农民尤其是青年农
民阅读。《草木记》写的是植物，成人
阅读从记住草木名字开始，不忘乡
愁；孩子阅读从身边的草木出发，认
识世界。《中国时间：二十四节气》写
的是节气对于农耕的意义，和农事紧

密相连。《食客辞典》写的是特色美食，
都是大地上的“物产”，铺陈农耕文明
的华美盛宴。

51岁的刘学刚出生在鲁中平原
一个叫东朱耿的村庄，童年、少年时期
都在那里度过，后来读了师范学校，现
在在城里从教。来自乡村生活的感受
和来自父母血脉中的禀赋，都“活”在
了他的文字里。这些年，他的写作大
多在植物和节气这两个领域。刘学刚
说，他的书从辽宁出发，进入农家书
屋，抵达广大农民的眼睛和心灵，他倍
感幸福。

入选图书贴近农民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7
月14日，由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
办的线上传统文化大讲堂再次开
课。国家级非遗项目核雕（大连核
雕）代表性传承人韩志耀做客传统
文化大讲堂。韩志耀潜心研究核雕
技艺数十年，创作出核雕作品《核舟
记》，并凭借此作品获得中国民间文
艺“山花奖”。

家传的手艺，数十年的磨砺，韩
志耀的核雕技法炉火纯青。核雕虽

小，却能容大千世界于方寸之间。
在传统文化大讲堂中，观众在线参
观了韩志耀的核雕工作室，听他讲
述大连核雕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共
同欣赏十分珍贵的核雕经典作品。
韩志耀为观众现场讲解如何选取材
料以及如何立意构思、精雕细琢，最
终创作出造型生动、寓意深刻的核
雕作品。在本次大讲堂中展示的韩
志耀核雕作品有《花舫》《罗汉》《人
生几何（核）》等。

核雕传承人
做客传统文化大讲堂

我省多部优秀图书入选2020年农家书屋推荐目录

让精神食粮对农民“胃口”
本报记者 赵乃林

农家书屋是国家五大文化惠
民工程之一。我省农家书屋工程
于 2007 年启动，2010 年全部竣
工，共建成农家书屋11762个，成
为全国率先实现“农家书屋村村
有”的省份之一。

记者了解到，农家书屋是为
满足农民文化需求，建在行政村
且具有一定数量的图书、报刊、电
子音像制品和相应阅读、播放条
件，由农民自主管理、自我服务的
公益性文化场所。每个农家书屋
配备图书不少于1500册，品种不
少于 1200 种，报刊不少于 20 种，
电 子 音 像 制 品 不 少 于 100 种

（张）。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
工作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具体组织

实施。
今年，全国共有 1781种优秀

图书入选。我省辽宁大学出版社
的《怎样处理农村土地纠纷》、沈
阳出版社的《法律维权一本通：农
民工维权问答及案例分析》等图
书入选政经类推荐书目，辽宁人
民出版社的《榜样：周恩来的故
事》、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战国红》
等图书入选文化类推荐书目，辽
宁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食品安全
与健康饮食》、沈阳出版社的《设
施蔬菜生产技术问答》等图书入
选科技类推荐书目，辽宁少儿出
版社的《中华传统节日故事》、辽
宁美术出版社的《纸窑》等图书入
选少儿类推荐书目。

村村都有农家书屋

沈阳出版社主任徐少彤告诉记
者，该社最早入选的图书是《辽宁农
民致富宝典》。这本书以技术致富
为重点，按照农业生产的各门类
比重划分条目编写；在篇幅的选
择和版式的设置上，尊重农民读
者的阅读习惯，每篇文章千八百
字，读起来也不会觉得累；而且在
有限的篇幅内尽可能多地给农民

提供各种与之相关的信息，可以说
是指导农民科学致富、健康生活的
必 备 宝 典 。 近 3 年 来 ，该 社 共 有

《新农村幼儿园区域活动实用手
册》《百姓房产维权问答》《观鸟笔
记》《小铭说国学 50 讲》等 12 种图
书入选。

徐少彤说，新时代，图书出版
工作无论从平台建设升级、服务升

级还是到优化内容供给，其根本都
是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了解读者
需求，定位给农民看的书，前提是
要知道农民想看什么，想怎么看，之
后再提供相应的服务。

据了解，入选图 书 都呈现如下
特点，诸如思想性强，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和中华传统美德，倡导
文明生活新风，倡导优良家风、乡

贤文化等，提高农民素质；突出卫生
保健、应急自救、权益保障等实用
性，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少儿类
优秀原创图书入选比重大，特别侧
重于青少年增长知识、健康成长的
图书。

农家书屋成为农民的“精神粮
仓”，农民从这里眺望社会，也从这
里获得力量创造美好生活。

给农民看的书要知道农民想看什么

儿童剧《小飞侠》剧照。

现代京剧《关东女》。 李 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