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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第十一届艺术节开幕10天来，台上台下，人们尽享艺术带来的欢乐、激励和感动。
从1989年开始举办，三年一届的省艺术节是我省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文化艺术盛会。本届艺术节上，共展演31台

舞台艺术作品，并新增非遗曲艺周展演活动。与以往不同，本届艺术节增加了美术、摄影、书法和篆刻作品展览活动；增加了
群众文化展演活动……精彩、惠民、节俭的办节原则，原创现实题材作品的纷纷涌现，守正创新的艺术表达，新兴媒体传播方

式的充分运用等将全面地展现我省各艺术门类百花齐放、繁荣发展的生动景象。

说实话，我是个不愿意“跟潮”的人，无
论是吃穿用行，还是读书观影，“首发”“首
映”这样的时髦一直离我很远。这次也一
样，虽然作为影院复工后最早上映的影片
之一，《八佰》很火，但于我而言，还是更愿
意观看那些早已经过时间淘洗、真正经典
的影片。何况，对于像“淞沪会战”这样异
常屈辱的“血泪史”，我有种本能的抗拒，似
乎一旦触碰就会像揭开陈年伤疤一样，重
又感到痛彻心扉。

但今天不一样，耳边响起的警报声再一
次提醒人们，今天是“九一八”，是国耻日。
重温历史，是为了不忘过去，昭示未来。

从影院中走出来的那一刻，炫目的阳
光让人感到有些恍惚。一寸山河一寸血，
一抔热土一抔魂。“这些孩子，个个都是爹
娘生的。”就像片中的戏班班主说的那样，
同样是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是他们的
义 无 反 顾 ，才 让 我 们 有 了 今 天 和 平 的 阳
光。

80 多年的历史不算久远，但并不是每
个人都能记得清楚。我为自己曾经的刻意
回避感到惭愧。因此，在这个特别的日子，
来到影城观看这样一部让人热血沸腾的战
争片，对于我来说，可谓正逢其时，也是一
次心灵的洗礼。

《八佰》的故事大家大多耳熟能详，以
前也曾有相关内容的影视片，关键是看编
创人员如何从今天的视角去呈现和表达这
个故事。讲故事是导演管虎的强项，特别
是通过一系列小人物去展现一个大的时代
背景，他的从容淡定、举重若轻在当代导演
中显得弥足珍贵，相信看过《上车走吧》《斗
牛》《老炮儿》等片子的人都能体会。从艺
术的角度来说，影片无论是摄影、情节、画
面还是音效都非常震撼，影片中小人物为
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献身精神令许多影
迷热泪盈眶。虽然个别情节与史实略有不
符、有些人物塑造稍显唐突，但按照历史剧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这也是
见仁见智的。公允地说，管虎这本构思了
10 年的剧本无可厚非，再一次证明了一位
出色的导演，首先应是一个具有较高文学
素养的人。

影片聚焦苏州河两岸，一边是英法租界
的灯红酒绿、歌舞升平，一派繁华的“夜上
海”景象。一边则是硝烟弥漫、枪炮声不
断、残垣断壁宛如地狱的鲜明对比。舞台
中央的四行仓库就像一面穿越时空的镜
子，映照出八百壮士的英勇不屈、上海市民
的同仇敌忾以及日本侵略者的冷血凶残、
国民党高层的软弱摇摆、英美列强的首鼠
两端。

战争片的主角应该是英雄，但世上没有
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管
虎没有低估观众的评判力，一如既往地抽
丝剥茧到社会最底层，把一个个活生生的
小人物放到时代的大舞台上考量，让观众
能够感同身受地跟着他们，有时惧怕、犹豫
甚至退缩，最后在受到鼓舞和激励后变得
勇敢、坚定和无畏。事实上，绝非所有的战
士一上来就如团长谢晋元一样是抱着必死
的决心保卫上海的，英勇善战的朱胜忠和
陈树生，倔强执着的羊拐，先怂后勇的端
午和老铁，精明畏缩的老算盘，狡黠怕死
的老葫芦，这些身世不同、性格迥异的小
人物才是当时军中的典型代表。而给我
留 下 最 深 刻 印 象 的 ，就 是 欧 豪 扮 演 的 端
午。“我在老家读过私塾，没去过县城，我
就想看一下上海长什么样子。”正值青春
期的端午也曾向往过河对面的灯红酒绿和
窈窕淑女，甚至不惜泅水过河当逃兵，但遭
遇日寇偷袭时还是果断地报警。从他听山
东兵说关二爷是兄弟情义，“赵子龙不一
样，他护着国呢”时的表情；从他在对岸民
众崇拜的眼神中读懂英雄的含义，自愿返
回四行仓库不再当逃兵时的坚定；从他被
子弹擦破脖子吓得大喊大叫的胆怯，到护
旗时义无反顾、不惧生死地向敌机射击的
英勇，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个孩子的成熟和
一个英雄的诞生，就像看见他身着白盔铠
甲骑着白马，像赵子龙一样在长坂坡冲向
敌阵一样……

“我们是湖北保安团的脸面……”据史
料记载，驻守四行仓库的 88 师 524 团 1 营的
士兵几经补充，最后的“八百壮士”中有将
近 80%是湖北籍的。因此，管虎将“长坂坡”
从古代的湖北，转换到了近代上海，是很有
现实意义和人文精神的。片中还有几个有
象征意义的桥段，比如，贯穿影片始终的

《挑滑车》《长坂坡》《定军山》等各地传统戏
剧，每个都有不一样的寓意。特别是在炮
火硝烟中奔跑着的那匹飘逸的白马，据说
是真马和道具马结合而成的“数字马”，那
分明是一种希望的寄托和精神的载体，也
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龙马精神的象征。

“东北沦陷了，华北沦陷了，但是现在，因为
有你们，上海还在。”面对特派员悲观、颓废的
诘问，谢晋元向“八百壮士”掷地有声地作出
了这样荡气回肠的回答，历史将永远铭记这
些铿锵有力的话语，“八百壮士”必将永远活
在人们心里。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一个时
代有一个时代的长征。面对中华民族伟
大 复 兴 征 途 上 的 艰 难 坎 坷 和 种 种 挑 战 ，
我们同样需要新时代的“八百壮士”，用
这 种 龙 马 精 神 去 唤 醒 身 后 的 亿 万 民 众 。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英雄不死，浩
气长存！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
评论家协会理事，葫芦岛市评论家协会副
主席）

英雄不死 浩气长存
——我看电影《八佰》

叶 星

艺术的盛会，也是人民的节日。扎根
人民、扎根生活的艺术节，也是以人民为创
作中心、以人民为服务对象的大众盛宴。
艺术节剧目展演以沈阳为主会场，全省各
市设分会场，各市都有剧目参演，突出公益
性、体现惠民原则、实行低票价的同时，还
在“辽宁文化云”平台为参与互动的观众赠
票，向医务工作者、环卫工人等群体赠票，
让剧目展演的触角向基层延伸、向普通百
姓延伸，抵达每一颗渴望艺术滋养的心灵。

本届艺术节，除了专业艺术院团的展
演，还有群众文化系列展演活动，包括音乐

（声乐、器乐）展演、舞蹈展演、广场舞展演、
曲艺展演和戏剧（小戏、小品）展演，有百余
个节目、近2000人参加，这些活动从内容到
形式都具有雅俗共赏的特色，在“辽宁文化
云”平台同步直播，以提高群众的关注度与
参与度。

本届艺术节首个群众文化展演活动是
在丹东举行的广场舞展演活动，汇聚了来
自全省 14 个地市的 26 支代表队、近 800 人
参加。参演人员均为普通群众。展演活动
为展示中老年人艺术风采和文化艺术交流
搭建了平台，把群众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
与性的文化活动向全省推广开来。此后，
在沈阳举办的全省音乐（声乐、器乐）展演，

在大连举办的全省舞蹈展演，在营口举办
的全省曲艺展演，在朝阳举办的全省戏剧

（小戏、小品）展演陆续进行，群众文化展演
活动在全省各地广泛举办，艺术养分也输
送到全省各地基层。

本届艺术节群众文化展演活动省市联
动，并安排全省优秀文艺作品、文艺队伍到
各地交流演出，发挥省级群众文化展演活
动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在省级群众文化展
演活动的带动下，全省将陆续开展各类群
众文化展演活动千余场，活动遍布城乡，满
足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艺术爱好群众
的多样化文化需求。大型展演与下基层巡
演相结合，每场展演后选出优秀作品进行
至少两场下基层巡演，丰富社区、乡村等基
层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一场场展演活动
为普通百姓提供了追寻艺术梦想、展现艺
术才能的舞台，也让更多的普通百姓各得
其乐、各取所需、各有所赏，从中增加获得
感、幸福感。

助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本届艺术节
部分群众文化展演活动在旅游景区举办，
青山绿水打开了展示艺术魅力的新空间。
本溪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在小市一庄
景区举办惠民文艺演出。“百姓联动大舞
台”是本溪市群众艺术馆坚持了近 20年的

一个金牌惠民文化项目，曾获“群星奖”金
奖。来自基层的群众演员用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表演，为景区注入了鲜活的文化
内涵。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景区暨“锦绣
辽宁，多彩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在鞍山千山
老院子景区举办，来自省内十余个城市 52
个极具代表性的非遗项目与观众见面。置
身如诗如画的景区，观众看秋景、赏演出、
观展览、尝美食，一起感受非遗的独特魅
力。锦州的非遗展演项目，既有辽西木偶
戏、医巫闾山满族剪纸，又有锦州小菜制作
技艺、沟帮子熏鸡制作技艺，让观众不仅可
以饱眼福，而且可以实实在在地饱口福，非
遗项目的优秀历史因子就这样创造性地融
入了当代生活，让人们感受到历史与现实、
艺术与生活的交融。

连日来，金秋的辽沈大地，各种群众文
化展演活动共同描绘着新时代辽宁欣欣向
荣的艺术画卷。这些群
众文化展演活动向基层
渗透，呈现出鲜明的区
域特色，内容、模式和承
办主体更加多样。群众
文化展演活动让人民共
享艺术成果，是艺术发
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直面现实，贴近生活，回归群众，艺术就富有旺盛的生命力

原创佳作涌现 群众广泛参与 新兴媒体助阵

艺术盛会续写辽宁艺术发展新篇章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届艺术节以催人泪下的话剧《孟泰》拉开
帷幕，干净利落地切入展演主题，引来一片好评。

鞍山市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孟泰》以
老英雄孟泰为创作原型，追忆孟泰和他的
工友们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编剧孙浩
说，一个人的价值，就在于他能够把自己全
部的生命奉献给国家和人民。孟泰“艰苦奋
斗、爱厂如家、为国分忧、无私奉献”的精神影
响了几代中国人，这种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孙浩用现实主义手法把一位载入史册的英模
还原为生活中的普通人，他十易其稿，塑造出
一个有血有肉的、活在当下的孟泰。整部剧
不论精神特质还是艺术质量都属上乘。而听
孙浩讲幕后创作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了创作
者学习英模精神、追求艺术精神的执着。

艺术作品是精神世界的花朵，只有立
足现实生活、为人民深情绽放，才能获得持
久的生命力，实现存在的价值。省文化和
旅游厅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本届艺术节展演
剧目秉承了辽宁舞台艺术传统，像话剧《孟
泰》一样，一大批立足现实的展演剧目成为
值得关注的亮点。如塑造英模形象的海城
喇叭戏《杜鹃花开》、评剧《寻找英雄》、音乐
剧《最可爱的人》；讲述抗战故事的京剧《关
东女》、话剧《忠魂当歌》《无风地带》《血祭龙
源》、评剧《信念》《太子河畔》；以革命史实为
题材的评剧《塔山英雄情》、音乐剧《最可爱
的人》；反映辽宁振兴发展、脱贫攻坚的话剧

《工匠世家》《大地米香》、评剧《过大年》《牵·
纤手》；抗击疫情题材的话剧《与你同在》；反
腐倡廉题材的京剧《公仪休》等，这些或关注
当下，或回顾历史的原创剧目在艺术节期间
陆续登台，倾情演绎辽宁故事、中国故事。

文艺作品反映时代风貌，透过一台台
演出，我们不仅可以欣赏精彩的舞台艺术，
更可以触摸到时代的脉搏。这些剧目呈现
了我省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伟大成就，反映
了人民群众的真实心声，展现了人民群众的
美好生活。

好戏还需磨砺出。艺术的发展与繁
荣，离不开有责任、有作为的艺术家的努力
和担当。艺术家只有潜心修为，专心创作，
拿出“十年磨一剑”的执着，才能以纯净、崇
高的艺术创作实现精神引领，让文艺作品
有感染力，彰显艺术的魅力。曾三度获得
中国戏剧“梅花奖”的辽宁省戏剧家协会
主席宋国锋是此次展演话剧《血祭龙源》的
导演。《血祭龙源》讲述了朝阳民众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本侵略者斗智斗勇、
不畏牺牲、誓死保卫中华民族文明遗址的
真实故事。对于这样一部悲壮的大调长
歌，宋国锋全身心投入，努力把这部戏做成

《凌河影人》的姊妹篇，以赤诚情怀，讲好保
护红山文化的动人故事，讴歌平民百姓“血
祭龙源”的不朽传奇。

我省文化底蕴丰厚，现实生活丰富多
彩，这些为文艺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养分。主题意蕴丰满，舞台呈现精
美，我省艺术家努力用每一部展演剧目提
升新时代辽宁舞台艺术的水准与高度，精
品良作是不变的追求。

艺术上追求精益求精，用精品
标记时代的艺术高度

不同的艺术形式有不一样的表现手
法，但只有守正创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才会有当代艺术繁花似锦的景象。

与前十届艺术节不同的是，本届艺术
节新增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活
动，包括评书、二人转、东北大鼓等 5 个专
场。此举以展示曲艺传承发展成果为出发
点，以创作体现时代精神、植根人民日常生
活、反映当代人民精神生活、满足人民群众
精神文化需求的现代曲艺作品为落脚点，
不断提高曲艺的传承发展能力，充分发挥
曲艺在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参演节目
不乏经典作品，还有很多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树立良好家风、歌颂家乡大好河山的新
作品，以及歌颂抗击疫情过程中涌现出来
的先进典型人物和事迹的抗疫主题作品
等。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其传承和发展既依赖
于对经典作品的传承，又需要在叙事方法、
情感表达和技术呈现等方面，对前人的文
化积淀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
契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新增这项展演
内容，表明我们正在这样做。

为推动我省美术、摄影、书法和篆刻艺
术的繁荣发展，充分展示近年来我省美
术、摄影、书法和篆刻创作的优秀成果，推
出更多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的艺术精
品，本届艺术节增加了全省优秀美术、摄

影、书法和篆刻作品展览活动，300 多件作
品亮相“美好辽宁 共享小康”主题展览。
此展重点展出以我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抗击疫情
等题材为主题的优秀作品。美术作品包
括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粉）画
等。书法和篆刻作品的内容也都是积极

向上的。摄影作品要求是在生产和生活
第一现场拍摄，真实性与艺术性相结合，
同时按照记录性作品的要求来创作。本
届艺术节增加这些艺术门类的展览，旨在
促进其进一步发展，并完整呈现我省艺术
发展的全貌。

在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本

届艺术节举办了全省精品旅游线路展示活
动，并组织辽宁省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馆
等我省文创产品开发试点单位展示文创产
品开发成果。同时，选定沈阳市为发展旅
游演艺产业打造的《沈阳印记》作为艺术节
展演作品，并举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景
区活动，目的是力求使艺术节体现文旅融
合特点，为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提供新引
擎、新动力。这些也为本届艺术节增添了
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的理念渗
透至本届艺术节的方方面面，艺术节的内
容设计越来越注重主题阐发，聚焦艺术的
外延和跨界。本届艺术节充分利用科技手
段，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极大提升和扩大
了艺术节的影响力和覆盖面，也使更多的
人民群众得以共享优秀艺术成果。网络直
播首次全流程介入艺术节，使优秀的文艺
作品高效传播，打破了地域、时空的局限。
特别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情况下，艺术
活动受到一定影响，观众线下的现场观演
和参与受到一定限制，采取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传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和
减少这方面的影响。

文化艺术的发展、群众艺术素养的提
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艺术节让我们感受
到人民群众对于高质量、高水平文化产品
的期盼和需求，未来任重而道远。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会有当代艺术的繁花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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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地区群众文化展演活动现场。 （本版图片由省文化和旅游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