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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2020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年，又是故宫博物院成立95周年。经过几百年的辗转沉浮，这座两朝皇宫
成了最具历史底蕴的文化“网红”。8月30日，作家、纪录片导演祝勇带着他的新作《故宫六百年》来到沈阳
歌德书店，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方图书城联合举办的新书沈阳首发式，与现场读者一起探讨故宫的魅
力。首发式后，这位沈阳走出的故宫文化研究者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8月 29日晚，辽宁歌舞团歌唱家
李东海 2019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舞台
艺术表演资助项目“情深似海——唱
给祖国母亲的歌”个人演唱会在本溪
市人民文化宫举行。

演唱会由“乡音”“情愫”“沃土”
“思源”和“颂歌”五个篇章组成，围绕
“家国情怀”展开，既表现了“小家”的
温馨之情，又抒发了对“大家”（国家）
的爱与奉献之情。演唱会选取的歌
曲包括传唱度较高的经典歌曲和
经典民歌，以及近期原创歌曲。

演唱会以东北民歌《摇篮曲》开场，
在轻柔舒缓的旋律中，表达出母亲对孩
子的爱与寄望。李东海表示，他离开
家乡本溪 20 年了，但对亲人、对恩
师、对家乡的挂念时刻萦绕心头。为
了回报家乡的父老乡亲多年的支持

和帮助，李东海带着自己首场个人演
唱会，也是他歌唱事业的成绩单——
2019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舞台艺术表
演资助项目“情深似海——唱给祖国
母亲的歌”个人演唱会回到了家乡。

据介绍，该项目是在国家艺术基
金包括民族、美声、流行三种唱法在

内的全国众多申报者中严格选拔
后，评选出的 6名声乐演唱者扶持项
目之一。李东海的演唱具有高亢嘹
亮、气韵悠长、俏皮活泼的声音特
点，演唱东北民歌有着得天独厚的
音色优势。

演 唱 会中，他演唱的东北民歌
《正对花》正是出自于沈阳的民间小
调。他除了演唱东北民歌外，还演唱
了富有时代感、在全国广为传唱的歌
曲，如《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他演
唱的《拉住妈妈的手》饱含深情地讲述
了父母的养育之情，现场众多观众被
感动，不禁泪下，掌声久久不息。

李东海在本溪溪湖区柳塘煤矿
棚户区长大，他的父母下岗后，仍然
坚持要培养他学习声乐，哪怕去卖杂
货，哪怕每次去老师家要换乘三条线

路的公交车，他们都没有退缩。
在第四篇章“思源”中，李东海通

过演唱曾经参演的舞台剧《思源》中
的主题曲《思源》及插曲《师生情》，来
表达对老师的感恩之情。李东海特
意为引领他走上音乐道路的启蒙老
师李庆芝献花，与此同时，李东海在
音乐会现场感谢著名歌唱家阎维文
多年来对他的传道授业，才有了今
天在歌唱事业上的成长。近年来，
李东海还参演了由阎维文作为艺术
总监的歌舞剧《思源》和舞台剧《小村
大梦》。

整场演唱会在两首联唱歌曲《祖
国在我心中》《我和我的祖国》中结
束。观众共同打着节拍，高唱着《我
和我的祖国》，回味着整场演唱会的
温情与温度。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李东海把深情的歌唱给祖国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盖
州皮影戏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林
敏，日前做客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举办的非遗大讲堂，给观众线
上讲述盖州皮影戏的艺术特点。

盖州皮影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也称“辽南皮
影”。长久以来，盖州皮影戏凭借

“借灯影以观像，赖人口以传声”的
表演形式和独特的造型制作工艺，
形成了浓郁的辽南地方特色。其影
人造型长约六七寸，即所谓“中影”，

盖州影人装饰性较强，造型上有一
定的变化和发展，线条复杂，纹饰多
变，注重通透效果，刀花斑斓，色彩
鲜艳。

林敏从 18 岁开始学习盖州皮
影戏表演以及皮影雕刻技艺，逐渐
形成了细腻柔韧、娇美委婉的表演
风格，所制作的影人借鉴戏曲的装
饰风格，逼真传神。此次林敏在“辽
宁文化遗产”微博、快手直播间向大
家传授皮影的雕刻方法，讲述影人
的整体制作流程。

盖州皮影戏传承人
做客非遗直播间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辽
宁教育出版社日前出版《德辅典藏》
一书，该书介绍了位于朝阳市的民
间博物馆——德辅博物馆珍藏的新
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的一批文
物藏品，对揭开辽西地区的远古之
谜，认识辽西地区古代文明具有重
要价值。

德辅博物馆是辽宁省文化厅批
准创办的民间博物馆，于 2009 年 9
月 1 日开馆，馆藏文物集中展示了
前后 4000 多年民间泛红山文化遗
存，其中 977 件馆藏文物被定级为
国家级文物。本书内容丰富翔实，
图文并茂，收录了若干迄今所见的
孤品。

《德辅典藏》出版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沈
阳交响乐团“一带经典”交响音乐会
日前亮相盛京大剧院，这是沈阳交
响 乐 团 2020 音 乐 季 的 第 四 场 演
出。音乐会特邀广州交响乐团常任
指挥景焕执棒，青年钢琴家元杰担
任钢琴伴奏，现场演出了肖斯塔科
维奇《节日序曲》、柴可夫斯基《第一
钢琴协奏曲》、里姆斯基·柯萨科夫

《舍赫拉查德》。
景焕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指挥

系，2009年以优异成绩取得美国辛
辛那提大学音乐学院指挥硕士学
位，并获得全额奖学金攻读该校博
士学位；曾任美国辛辛那提交响乐
团和五月音乐节乐团指挥助理，同
时兼任辛辛那提青年管弦乐团助理
指挥以及阿塔利亚室内乐团首席客
座指挥；曾与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
响乐团、杭州爱乐乐团等合作，广受
赞誉。此次，她与沈阳交响乐团的
合作也受到观众赞许。

沈交奏响
“一带经典”交响音乐会

8 月 31 日，记者从辽宁人民艺术
剧院了解到，该剧院创作的话剧《祖传
秘方》已启动全国巡演。8月18日、19
日，该剧在合肥瑶海大剧院已连演两
场。8月22日、23日，该剧在舟山普陀
大剧院演出两场。据了解，话剧《祖传
秘方》下一站将赴武汉演出。

《祖传秘方》舟山站的演出，不但
获得了当地观众的好评，还得到了专
业人士的肯定。来自一家大型演出
公司华北区、华东区的两位负责人观
剧后给予高度评价，他们称赞话剧

《祖传秘方》剧情精彩、演员演技精
湛，并对《祖传秘方》剧组发出了演出
邀请。合肥观众刘女士表示，她首次
观看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感觉
非常精美，剧情扣人心弦，舞台古香
古色，演员们的表演太棒了。希望以
后还有机会看到辽艺的演出。

《祖传秘方》自 2014 年创排以来
屡获嘉奖，巡演足迹遍布北京、上海、
天津、沈阳、石家庄、苏州、延安以及
马来西亚等地。该剧主创班底均为
辽宁本土文艺家，编剧为孙浩、黄伟
英，宋国锋担任导演，姚居德等辽宁
人民艺术剧院中青年演员联袂演
出。该剧以“九一八”事变后沈阳北

市场人民群众以及义勇军战士的抗
日斗争为背景，讲述满族名医卜振堂
等爱国志士传承保护祖传秘方的故
事。故事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沈阳
北市场有一家“老”字号诊所“正德
堂”，其主人为满族名医卜振堂。他
继承了祖传十余代的治疗红伤的秘方
以及正骨绝技。其治疗手法独特而有

奇效，因之妙绝关东，市井传之为奇。
日本关东军为得到卜氏祖传秘方，施
展种种手段，卜振堂不为所动，不惜牺
牲生命保护祖传秘方。话剧《祖传秘
方》是兼具艺术性与思想性的作品，恢
宏大气、情感浓烈、震撼人心，具有鲜明
的地域特色与丰富的文化底蕴。该剧
于2014年在沈阳首演，备受赞誉，曾获

得省第九届艺术节剧目金奖、中国戏
剧节参演剧目奖、中央戏剧学院学院
奖、第26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优秀
剧目奖。

《祖传秘方》曾先后获得第四届
中国话剧表演“学院奖”优秀剧目奖，
主演姚居德获“学院奖最佳主角奖”，
张玉春获“学院奖最佳配角奖”；第二
十六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
集体奖，姚居德获主角奖；第五届全
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剧目金奖”“最
佳编剧奖”；第十四届中国戏剧节入
选剧目；入选第十五届中国艺术节

“文华大奖”；辽宁省第三届文化艺术
政府奖文华奖优秀剧目奖；辽宁省第
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传播交流
推广资助项目等奖项。

据了解，在《祖传秘方》全国巡演的
同时，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还在沈阳演出
儿童剧《大栓的小尾巴》、话剧《工匠世
家》。据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佟春光
介绍，该剧院一方面组织演出，另一方
面在抓紧改编排练经典作品及新作
品。8月31日，话剧《梨树花开》（《干字
碑》）改编工作启动，这部话剧将参加
明年举办的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

全国巡演受欢迎，观众表示——

话剧《祖传秘方》剧情扣人心弦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文并摄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8
月30日，“传统戏曲进乡村，传承经
典惠民生”活动在沈阳市沈北新区
大辛二村举行，沈阳市皇姑区文化
馆组织的文艺小分队为村民们演出
传统京剧，这也是他们参加此项活
动进行的第三场演出。

为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促进文艺在农村地区的普及与发
展，经过精心的筹备和排练，皇姑
区文化馆组织的文艺小分队积极

参加下乡演出活动，为村民们送上
《汉津口》《坐宫》《武家坡》《汾河
湾》《大登殿》等“定制版”的京剧
选 段 ，并 与 村 里“ 结 对 子 ，种 文
化”，不仅丰富了农村的业余文化
生活，而且有效地保护和传承了中
国戏曲艺术。演员演得用心，百姓
看得开心，“演出特别精彩，而且
送到了家门口，希望以后多多举
办这样的活动。”大辛二村的村民
们这样说。

文艺小分队
为村民演出传统京剧

近年来，祝勇持续书写着故宫
的典故与传奇，或借物咏怀，或凭卷
追思，用笔下的故宫展示了一个丰
富深邃的古典中国。《故宫六百年》
有系统有条理地讲述了故宫的方方
面面，充满了一个文人与学人对于
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祝勇眼中的故宫是什么？“我想
说，它是一座凝聚了中华文明之美
的城池。千千万万的劳动者成就了
它的美。它不是帝王的私产，更不
是什么‘逆产’，而是体现了整个中

华民族的文明成果。”祝勇说。
在祝勇看来，故宫的美，来自时

间的孕育，来自万物的和谐，来自真
与善的赐予。“我们说历史是一面镜
子，其实，故宫也是一面镜子，它照
见了我们的美与善，也照见了我们
的丑与恶。卑鄙的人从中看见了卑
鄙，他们永远对官场技能、后宫争斗
情有独钟；而高尚的人则从中找到
了高尚，这高尚滋养了我们的过去，
同样也将滋养我们的未来。”这是
祝勇《故宫六百年》的结束语。

故宫也是一面镜子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为传
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8 月
26日，沈阳市大东区书法家协会成
立暨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沈阳召开。

大会审议通过了《大东区书法
家协会筹备工作情况报告》《大东
区书法家协会章程》和《大东区书
法家协会理事选举办法》。选举产
生了第一届理事会和主席团，李琪

当选为主席，聘请甘海民、赵立新为
名誉主席。

参加成立大会的专家认为，沈
阳市大东区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
源，抗战文化和工业文化等在辽宁
省乃至全国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
地位。沈阳市大东区书法家协会的
成立，必将推动大东区书法艺术事
业的发展与繁荣。

沈阳市大东区书法家协会成立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由
辽宁省博物馆、扬州博物馆、广州
艺术博物院联合策划的“领异标
新——清代扬州画派精品展”日
前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开幕。

此次展览汇集了三馆所藏扬
州画派书画精品 126 件/组（230 单
件），分为“扬州八怪”“扬州画派
其他画家”“岭南回响”三个单元，
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清代扬州地区
独特的经济、人文环境所孕育出
的地区画派的艺术特点，以及岭
南美术与扬州画派的关系。

辽宁省博物馆为本次展览特
别精选的郑燮《幽兰图轴》、金农

《花卉册》、黄慎《柳塘双鹭图轴》、
李方膺《竹石图轴》、汪士慎《墨梅

图轴》等 22 件/组（69 单件）馆藏
书画，也成为了本次展览的一大
亮点。

18 世纪，扬州出现了一股艺
术革新的潮流，其代表人物有金
农、郑燮、黄慎、汪士慎、李方膺、
高翔等，他们不受正统派主流画
风的束缚，各自创格，因他们的行
为和艺术皆与时俗不同，故有“扬
州八怪”之称。到了现代，学家逐
渐 以“ 扬 州 画 派 ”命 名 这 一 画 家
群。扬州画派画家以“领异标新”
为意趣，作品多是诗、书、画相结
合，构成一个综合的艺术整体，将
文 人 艺 术 的 特 点 发 挥 得 淋 漓 尽
致，对近现代写意画的发展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辽博馆藏书画精品
助力清代扬州画派精品展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日
前，由曲艺名家郝赫作词，弦师黄
建立、黄建平伴奏，沈阳曲艺团青
年演员张娃佳演唱的东北大鼓《老
市长的第一课》创作录制完成。这
首鼓曲以小见大，通过讲述一个简
短的故事，让“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的社会风尚深入人心。

《老市长的第一课》讲述的是
一位退休回乡的老市长，在村委会
主任安排的欢迎宴会上，为村民讲

了第一课——“浪费要不得”。
谈到《老市长的第一课》的创

作历程，郝赫介绍，他用通俗的语
言 阐 释 主 题 。 创 作 这 首 短 小 精
悍 、通 俗 易 懂 的 东 北 大 鼓 作 品 ，
既发挥了曲艺作为“文艺界轻骑
兵”的作用，又可以展示沈阳的传
统文化，让观众在琅琅上口的 旋
律和贴近生活的唱词中，感受粮
食的 来 之 不 易 ，倡 导 节 约 、反 对
浪费。

东北大鼓出新作
《老市长的第一课》

祝勇携新作《故宫六百年》回家乡

以文学的方式书写故宫
本报记者 赵乃林

作为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
研究所所长，祝勇从馆藏文物、建筑
遗迹和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梳理和
探寻故宫的前世今生，这就是《故宫
六百年》。该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的“祝勇故宫系列”第10部专著。

“面对紫禁城，我总会涌起一
种言说的冲动。”这是祝勇《故宫六
百年》的开场白。祝勇告诉记者，紫
禁城的宏大，不仅使营造变得不可
思议，而且连表达都是困难的。“这
让我的心底生起来的那股言说冲
动，它的故事，一千零一夜也讲不
完……”祝勇说。

那么，怎样去言说，祝勇有自己
的视角。他采用以空间带时间的写
作手法，以大气磅礴的构思和轻盈
灵动的文字，建构了一座王朝政治
意义上的紫禁城，也展示了一座集
园林、字画、藏书和工艺品之精华于
一体的文化意义上的紫禁城。从午门
到神武门，推开沉重的宫门，跨过朝代
的门槛，跟随他的文字，读者仿佛走过
了6个世纪，甚至更为久远的岁月。

祝勇写这部书前后用了将近 5
年，但集中写作的时间用了 3 年
多。他惊奇地发现，这个时间几乎
与当年集中建造紫禁城的时间一
致。这让他对这座城的建造，有了
一种更深切的体验。他还发现，写
紫禁城与建紫禁城在有些地方极为
相似，他需要耐心，需要经验，更需
要时间。

面对紫禁城
会涌起言说的冲动

首发式上，祝勇甫一亮相，读者
席上霎时掌声响起，祝勇在礼貌地
致谢时说道：“回家的感觉真好！”

采访祝勇，记者感到他对故宫、
对历史文化有着深刻的认同与深厚的
情感。作为沈阳人，家乡又给他留下
了怎样的念想？祝勇说，他祖籍山东，
在沈阳出生长大，对沈阳有着很深的
感情，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家乡
更是有了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他是
1986年从沈阳二中毕业后到北京读
书的，之后一直在北京工作，这些年他
每一次回沈阳都感到变化很大，尤其
是近二三十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
巨变的同时，很多老建筑、老街巷都保
留着。他就自豪地讲，沈阳的南站、北
站两个老火车站都留着呢。

“《故宫六百年》最想讲、最想揭
示的内涵是什么？”记者问。祝勇

说：“我们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正能
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您认为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应
该如何传承？”记者问。祝勇说：“对
中国传统历史文化首先要整理、了
解，在这个基础上分析、判断，然后
取其精华传承、发展。现在，网上关
于故宫的信息很多不靠谱，如果对
此没有基本的了解就去传播，那就
是戏说。所以，要加强对历史文化
的科学解读，正确引导大众视听，我
的《故宫六百年》
也是在做这样的
工作。”

《故宫六百
年》是祝勇讲好
故宫故事、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的
又一次努力。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祖传秘方》剧照。

演唱会现场。

祝勇在新作首发式上。

《故宫六百年》书封。
更多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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