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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8月 15日晚，经典戏曲唱段在沈
阳市浑河岸边的沈水湾公园云飏阁
唱响，精彩的表演赢得了现场观众的
阵阵掌声——“戏苑新荷——2020辽
宁戏曲小梅花荟萃”展演在这里上
演。此次展演由省戏剧家协会和沈
阳市戏剧家协会联合主办，由沈阳市
和平区文化体育旅游事业发展中心
和沈阳市和平区文联共同承办。

伴随着铿锵、欢快的音乐，孩子们
盛装登场，来自辽沈地区的50余名少
年儿童演出了昆曲、京剧、评剧、越剧、
黄梅戏等11个节目，节目中既有传统
戏，也有现代戏；既有经典唱段，也有
原创新编。其中，16名孩子曾在中国
剧协举办的“中国戏曲小梅花荟萃”活

动中取得个人或集体荣誉。他们中年
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仅4岁。

当晚上演的节目有昆曲《扈家庄》
《牡丹亭》、京剧《金玉奴》《报灯名》《贵妃
醉酒》、评剧《花木兰》《战疫情》、越剧《十
八里相送》等。小演员基本功扎实，唱
念做打俱佳，文戏武戏精彩不断，乐队
演奏张弛有度，演出赢得满堂彩。孩子

们的精彩表演让观众看到了戏曲传承
的希望和未来。在演出现场，有专家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此次展演弘扬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了辽沈少儿对传
统戏曲文化的浓厚兴趣。

近年来，我省青少年戏曲传习蓬
勃发展，享誉全国。这些戏曲幼苗在
参加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中国少
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中摘金夺
银，屡获全国十佳“小梅花”称号。谈
到这一现象，省戏剧家协会秘书长韩
宁说，每年省剧协及各市剧协配合中
国剧协积极开展少儿戏曲人才培养
工作，通过“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
萃”这一平台，大力推动我省少儿戏
曲人才的梯队培养；全省各市剧协长

期开展戏曲进校园及戏曲培训活动，
不断扩大传统戏曲文化在青少年中
的影响力 ；我省专业戏曲艺术基础
雄厚，大批优秀的戏曲工作者致力于
青少年戏曲人才培养工作，自觉传承
戏曲艺术。

在演出结束时，沈阳市戏剧家协
会秘书长陈磊向记者介绍了辽沈地
区青少年传承情况，他说，一是安排
省市戏剧家协会戏曲表演艺术家走
进校园，向在校学生推广和普及优秀
的传统戏曲常识和表演技巧；二是建
立各级少儿戏曲培训基地和实践基
地，为少年儿童提供学习和演出的平
台；三是着力推广优秀的少年儿童参
与国家级的少儿戏曲活动。

辽宁戏曲小梅花荟萃展演在沈举行

掌声为孩子们响起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省
作家协会日前召开第十二届签约作
家座谈会，会议采取现场座谈和视
频会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签约作家制度实施23年来，经
过不断完善，已成为培养文学辽军、
打造文学精品的一项有效的机制。
参加座谈的签约作家对签约以来的
创作情况进行了总结，交流了创作
经验和近期创作规划。他们表示，
积极投身于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以
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写作，写出具有
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是作家的创作
责任和使命。部分签约作家通过视

频方式交流了自己的创作感受。省
作协有关领导盘点了第十二届签约
作家取得的成绩、创作风格和特点，
一是一批作品在全国重要文学期
刊、选刊发表和转载；二是有的签约
作家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引发
国内外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和评论；
三是签约作家形成了独立的创作风
格，其现实主义精神和对人性的探
索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高度，成为
引人关注的辽宁新文学现象。省作
协倡导，签约作家要守正创新，大胆
突破，努力创作出经得住时间检验
的优秀作品。

省作协举办签约作家创作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由沈
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沈阳审
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延安
革命纪念馆及《人民的胜利》编委
会联合举办的《人民的胜利》图片
展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
陈列馆展出。

此次展览用近300张鲜为人知

的老照片，完整系统地展示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中国革命伟大
胜利，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
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新纪元的
光辉历程，使观展者铭记革命胜利
的来之不易，学习和继承革命精神，
不忘初心，走好新长征路。

此展览2020年10月1日结束。

《人民的胜利》主题展览在沈开展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中
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辽宁古生
物博物馆等共同推出的“走进中国
恐龙的新家”活动，日前在辽宁古生
物博物馆举办“辽宁双龙会”主题讲
座，主讲人为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
学院教授胡东宇。

辽宁古生物博物馆由辽宁省自

然资源厅和沈阳师范大学共建，是
我国迄今规模最大的古生物博物
馆，珍藏着迄今为止世界最早的带
羽毛恐龙——赫氏近鸟龙、迄今世
界最早的花——辽宁古果和中华古
果、迄今世界最早的具不对称飞羽恐
龙——巨嵴彩虹龙、迄今最早的具喙
原始鸟类——孔子鸟等。胡东宇的讲
座就是介绍这个“世界级的化石宝库”。

辽宁古生物博物馆
推出“辽宁双龙会”讲座

8月 22日，《共产党宣言》中文全
译本出版 100 周年纪念邮票将在上
海、义乌两地首发。该邮票的设计者
是鲁迅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
会连环画艺术委员会主任李晨。在
赶赴外埠参加首发式前，李晨接受了
本报记者专访。

时间重回百年

这枚邮票设计背景源自 100 年
前。陈望道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
先驱者之一。1920年 3月，陈望道携
带《共产党宣言》英译本和日译本秘
密回到家乡义乌分水塘村，仔细研究
翻译《共产党宣言》。他将家里大门西
侧僻静的柴房作为工作室，字斟句酌
地翻译每一句话。在极其艰苦的条件
下，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终于在当年4
月下旬完成了翻译工作。同年8月，经
多方努力，《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
版。这是国内第一个公开正式出版的

《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真实再现历史

“为了让画面更为生动鲜活，我
设计了陈望道一手执笔工作，一手拿

着粽子的情景。他微低着头，表情严肃
地专注于译稿，吃粽子成为下意识动
作。这个场景让人感到是真理感动和
鼓舞着他。柴屋破败，山区早春的寒风
肆意蹿进屋来，他浑然不觉。”李晨说。

李晨此前设计的《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
周年》纪念邮票在第36届全国最佳邮
票评选中获最佳邮票奖。今年 5月，
他受邀设计这枚邮票后，认真研读了

《共产党宣言》和有关陈望道的史料，
由此初步确立了设计方案，设计的重
点是通过描绘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
言》的工作场景，在方寸间再现《共产
党宣言》中文全译本诞生的历程。他告
诉记者，多年前他去过陈望道的故乡，
在那里拍过很多照片留作创作素材，熟
悉了那里的风土人情、民居结构、房间
设施的摆放，他这次创作是在此基础上
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布设，两易其稿，

第三稿定稿。

传承红色经典

经过两个多月的
精心设计，邮票定稿呈
现的画面是：红印和蓝
印马克思半身肖像的

《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早期版本书影，
透射着这本“小册子”穿越百年的真理光
芒；用铅笔绘制的陈望道还是未及“三十
而已”的年轻模样，一手奋笔疾书，一手拿
着沾了墨汁的粽子，“柴屋勤译”的场景被
高度还原，并有“义乌分水塘”的字样；右
上角，位于复旦大学的《共产党宣言》展
示馆（陈望道旧居）与整体画面所再现的
位于义乌的陈望道故居遥相呼应。“延
展陈望道先生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也是
我们向他致敬的最好方式。”李晨说。

这套邮票是李晨设计的第 11 套
邮票。对于其设计方式，李晨说是采
用插图和连环画的创作手法，潜回历
史现场搜寻并整理历史碎片，细致梳
理环环相扣的历史脉络，在历史场域
中重构并再现《共产党宣言》在中国散
发出的巨大力量。他说：“我愿以画笔
表达敬仰，描绘他的风采，让人们在一
个世纪后的今天，铭记先辈功绩。”

我省画家设计《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100周年纪念邮票

方寸间展现信仰的力量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文并摄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雷
锋文化陈列馆日前举办“永恒的精
神”动态展示活动，激励人们将“唱
雷锋，学雷锋，做雷锋”融入日常学
习和生活中。该活动由沈阳军区
善后办与沈阳市委主办，和平区委
承办。

演出队伍中有部队官兵、教职
员工、和平区雷锋志愿者和南京一
校长白岛一分校的学生们。表演

者通过合唱、歌舞等形式，展现“雷
锋精神”和“中国梦”的时代主旋
律，表达他们的灵动才华，歌唱他
们追逐中国梦的使命，表达他们
永远跟党走的坚定决心。他们表
示，雷锋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
的青少年成长，促进了社会文明
的进步。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雷
锋精神永远引领人们乐于奉献、
帮助他人。

雷锋文化陈列馆举办
“永恒的精神”动态展示活动

话剧《北上》展现了发生在东北
大地的历史故事。这部作品将以史
诗风格呈现，目前《北上》处于剧本
创作阶段。

话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
一部跨国合作的巨制。这是辽宁

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术剧
院）首次与多个国家的艺术家合作
创排话剧。

虽然受疫情影响，该剧未能
按原定计划创作排练，但该剧的
创 作 并 未 停 止 ，通 过 网 络 ，辽 宁

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术剧
院）的 艺 术 家 与 俄 罗 斯 、白 俄 罗
斯、德国、瑞 士 等 国 家 的 艺 术 家
组成的创作团队进行线上研讨，
共 同 推 进 这 部 大 型 剧 目 的 创 作
工作。

《北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进行前期创作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日
前，笔者在当地专家的带领下，踏访
了省内部分抗联遗址。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抗
日武装，东北抗日联军坚持抗战14年，
在日伪残酷的统治和特殊的自然环境
下，反抗侵略斗争开始最早、时间最长、
环境最艰苦。笔者在本溪桓仁满族自
治县一带走访时发现，东北抗联的根
据地、密营、战斗遗址等，几乎都在大
山密林深处。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
也受到当时条件限制，将士们的密营
不能建正式房屋，多是就地取材，建
筑极为简陋，常常是石头、树枝、泥土
搭建，外面盖上茅草，有的借用天然
岩石、山洞，有的借助地势往下挖成
半地穴式，烟道横向延伸较长，便于
隐蔽。

不久前，中宣部、国家文物局等
四部门公布了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
利用片区分县名单，启动了革命文物
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工程，革命旧址维
修保护行动和馆藏革命文物保护修
复计划也正在推进。辽宁有9个县
区，已经入选东北抗日联军片区名
单。这一举措令人振奋，打消了有关
专家对遗址遗迹不尽快修缮将慢慢
消失的担忧。

这些遍布于林海雪原中的抗联
遗址，是东北抗联14年艰苦抗战的
鲜活印记，是一本“活”的历史教科
书和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以
赵尚志、杨靖宇、赵一曼等为代表的
抗联将士，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践
行了艰苦奋战、不畏牺牲、保家卫国
的东北抗联精神。今天，修缮保护
并合理利用这些抗联遗址遗迹，就
是对抗联精神的传承和延续。

近年来，我省加大了对抗联遗址
遗迹的保护力度，“重走抗联路”红
色旅游品牌已经初具规模。在此基
础上，应进一步抢救性保护散落在
各地的有价值的抗联遗址遗迹，还
应选聘旅游、文史、建筑、美术等行
业专家，整合各地抗联特色旅游资
源，开发浸入体验式、寓教于乐的红
色旅游项目。

比如，立足历史实际，打造抗联
主题公园、复建密营小屋，并融入参
与性。如复原抗联摩天岭大捷场
景；在冰雪游项目中加入抗联雪地
行军、雪爬犁代步、地下交通员送粮
等故事情节；在红色美食中，包装推
出抗联煎饼、黏米饭野菜汤、烤牛肉
串，朝鲜族辣白菜、冷面、打糕、大豆
饭等特色餐饮，让人们在品尝之余，
怀想当年抗联战士为祖国抛头颅洒
热血的豪情，追忆当地百姓与抗联
队伍的鱼水深情。

此外，还要发展具有纪念意义、
美观实用及地方特色的红色旅游纪念
品，如抗联服装、抗联水壶、抗联枫叶
明信片等，让内涵丰富的抗联文化，带
动辽宁红色抗联旅游繁荣发展。

浸入式感受抗联文化
商 越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8
月17日，记者从沈阳盛京大剧院了
解到，“北方神韵”优秀剧目展演将
在沈举行。沈阳评剧院创作表演的
评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及来自山
东的音乐剧《礼门义路》、民族歌剧

《江姐》、五音戏《珊瑚》将陆续在盛
京大剧院上演。此次展演在剧目选
择上以经典作品为主，注重弘扬传
统文化。

其中，五音戏《珊瑚》根据《聊斋
志异》中同名故事改编，由蒲松龄
故里淄博市五音戏艺术传承保护
中心创作演出，是一部极具特点的
地方戏。《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
国经典民间传说之一,不同剧种多
有呈现。《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评
剧版为沈阳评剧院全新创作，新作
无论是唱腔设计还是演员表演，均
更加唯美。

“北方神韵”
优秀剧目展演在沈举行

新剧与经典兼有

辽宁人艺七剧目正创排巡演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朱忠鹤

核心
提示

8月17日，记者来
到辽宁人民艺术剧院
（辽宁儿童艺术剧院）采
访，该剧院复排的经典

儿童剧《大栓的小尾巴》主演们正
在排练场紧张地进行排练，8月
底，该剧将在沈阳盛京大剧院连演
两场。辽艺《祖传秘方》剧组于8
月 17日抵达合肥，将巡演两场。
此后将在多个省市巡演。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话剧
《工匠世家》也在复排，备战即将举
行的第十一届辽宁省艺术节。《梨
树花开》（《干字碑》）正在创作修改
中。辽宁人民艺术剧院今年还将
排三部新剧，包括话剧《北上》《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儿童剧《听说过
没见过》。

目前该剧院正在筹备和巡演
的剧目共有7部。

话剧《梨树花开》（《干字碑》）主创日
前赴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体验生活，并
与柳永民等满族民俗专家一同研讨如何
在这部话剧中体现辽宁满族文化。该剧
主人公的原型毛丰美是时代楷模。《干字
碑》曾多次进京演出，获得多项大奖，备受
好评。该剧已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
作扶持工程重点扶持剧目，此次辽艺在

《干字碑》原有基础上修改创作为《梨树
花开》。据了解，创排初期，全体剧组成员
曾多次深入毛丰美的家乡进行采风。通
过此次满乡调研，主创人员就如何在原有
基础上强化民族特色的主题，与民俗专
家进行了深入交流。

主创人员认为，民俗文化与艺术加工
的融合运用，以及其在舞台上的有机呈现，
将是话剧《梨树花开》剧组目前探讨研究的
方向。

《梨树花开》备战
少数民族文艺会演

第十一届辽宁省艺术节将于 9
月举办，艺术节将荟萃近年来我省
创作的舞台艺术佳作。辽艺计划参
演剧目为话剧《工匠世家》、儿童剧

《大栓的小尾巴》。根据东北民间传
说创作的儿童剧《大栓的小尾巴》目
前已完成复排，连日来进行精细排
练。该剧将在参演省艺术节之前在
盛京大剧院演出。《工匠世家》是一
部具有辽艺风格的工业题材大戏。

该剧师徒情与工匠心并重，通过三
代工匠的经历，大力弘扬工匠精神
与劳模精神，既具有历史意义，又具
有现实意义。《工匠世家》的整体艺
术风格厚重大气，人物鲜活，故事深
沉有力量。《工匠世家》是辽艺在辽
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
化服务中心）指导下完成创作的。

《工匠世家》已入选由文化和旅游部
主办的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

作品展演剧目。此次经过复排后，
该剧将亮相省艺术节舞台。

辽宁人艺院长佟春光表示：“多
年来，辽艺坚持现实主义题材创作方
向，排演了十余部工业题材作品。虽
然实现自我突破很难，但我们全体演
职人员尽了最大努力排演《工匠世
家》，在秉承辽艺话剧传统的基础上，
力求呈现出新风貌，讴歌时代精神，
这是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话剧《工匠世家》《大栓的小尾巴》迎接省艺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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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现场。（沈阳市戏剧家协会供图）

《大栓的小尾巴》剧照。（辽宁人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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