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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跳动的音符、激昂的旋律，奏响英雄的颂
歌……

23日晚，由辽宁省委宣传部主办，辽宁
省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承办，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演出的“纪念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型交响合唱音
乐会——《为了和平》”在辽宁大剧院激情上演。

秋天的鸭绿江畔，风景怡人。
江两岸，宁静祥和。秋水长天，沙
鸥翔集。身处和平年代，回望曾经
硝烟弥漫、壮怀激烈的历史，是怎样
一种心情与感受？丹东原创音乐剧

《最可爱的人》正在以舞台艺术的方
式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期间的感人故事，传递人们对
先烈的怀念之情，谱写千古传颂的英
雄赞歌。由丹东市民族歌舞剧院创
排的音乐剧《最可爱的人》日前在丹
东市文化宫连续上演。在剧中，长津
湖战役首次以音乐剧的艺术形式展
现在观众面前。

位于朝鲜北部的长津湖地形狭
长，宛如地球的“一滴泪水”。1950
年冬，-40℃的低温，几乎将这里变
成了生命的绝境。抗美援朝战争第
二次战役打响之时，逃到此地的美
军发现已陷入了天罗地网，埋伏在
冰雪之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突然现
身。志愿军部队紧紧扼守美军窜逃
的“咽喉”，誓死不退。志愿军战士
们以惊人的毅力卧雪3天3夜，等候
敌人进入伏击圈。在这场震惊世界
军事史的血战中，志愿军展现了钢
铁般的意志，创造了抗美援朝战争
中，全歼美军一个整团的纪录。迫
使美军“王牌部队”经历了有史以来

“路程最长的退却”。
卧雪埋伏的战士们被冻成一

尊尊“冰雕”，却仍然保持着战斗的
姿态。冰雕连的英雄事迹传颂至
今，音乐剧《最可爱的人》在《冰雕》

一幕中，展现了这段历史。舞台
上，写实的舞美设计逼真地呈现出
长津湖战役的场景，演员以清亮且
具有穿透力的嗓音高歌《冰雕英
魂》：“你说不出一句话，留下了一
片心。冰雪冻僵了你的筋骨，冰雕
筑起了你的英魂。天地无言也作
证，你是最可爱的人！”

音乐剧《最可爱的人》通过一
位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
战士的诉说，回忆烽火硝烟的战争
年代，展现了家国情、战友情、军民
情，歌颂中国人民志愿军赤胆忠心
的爱国主义精神、舍生忘死的革命
英雄主义精神。

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再现英雄
城市的风采，丹东市委宣传部、丹
东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以抗美援朝
为历史背景，组织市民族歌舞剧院
创 作 了 原 创 音 乐 剧《最 可 爱 的
人》。此剧获得辽宁省第五届文化
艺术政府奖文华奖。

音乐剧《最可爱的人》全部主
创人员和演职人员均来自丹东。记
者采访了编剧张永华，他说，为创作
这部剧，他采访了健在的中国人民
志愿军丹东籍战士，查阅了大量相
关历史资料，作为丹东戏剧工作者，
他有责任将如此可歌可泣的历史搬
上舞台，让今天的人们去了解、去讴
歌英雄人物和英雄精神。据了解，
音乐剧《最可爱的人》今后将作为保
留剧目，在丹东进行常态化演出。

音乐剧《最可爱的人》
展现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感人故事

本报记者 王臻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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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在排练现场，记者采访了辽宁
歌剧院副院长殷之声。他说，辽宁
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非常重视
这台音乐会，去年就开始策划，在
选择节目上，请省内专家开了 5 次
研讨会，反复论证，最后确定了 9首
合唱、4 首诗朗诵、2 首交响乐这样

一个结构，这些作品都是反映抗美
援朝战争题材的，也都是大家耳熟
能详的作品。

殷之声说，丹东是中国人民志
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起点，沈
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里长眠着杨根
思、黄继光、邱少云、杨连弟等百余

位英雄，2014年，辽宁歌剧院圆满完
成了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回国迎接仪式的装台和音响任务。
70 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给我们留
下了太多的记忆。

记者了解到，10月 23日演出结
束后，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

的艺术家 们 将 于 10 月 26 日 走 进
丹 东 这座英雄的城市，参加省委
宣传部和丹东市委主办的纪念活
动 ，并 与 丹 东 文 艺工作者联合演
出。用激荡人心的视听盛宴铭记历
史，向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
愿军致敬！

用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纪念70年前正义的胜利

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为了和平》今晚在辽宁大剧院上演

用激荡人心的乐章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辽宁日报《北国》新闻客户端 2.0
版全新上线以来，活动不断、精彩不
断。本周，网友们可以在客户端观看
一系列优秀微电影和微视频作品。

今年 7月以来，“微影暖意·北国
故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微电影

（微视频）开始征集。截至目前，辽宁
日报《北国》新闻客户端共收到400余
件参赛作品。这项由省委宣传部、省
委网信办主办，辽宁日报社承办的活
动，从 10 月 21 日起进入网上展示初
评阶段，欢迎广大网友为喜欢的作品
点赞助力。

百花齐放 作品正能量满满

本次活动开展以来，来自全省各
市的短视频、微电影爱好者踊跃投
稿，活动通过网络报名、邮寄等方式

进行征集，打破行业与地域的界限，
为业余团队和专业人员提供了同等
的参赛机会。

本次参赛作品制作形式多样、
视角新颖，不乏高水平作品。其中，
微电影《一个驻村书记的日记》是由
曾获第二届全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微电影大赛一等奖的青年导演
梁强拍摄，制作水平很高。此外，
也有由多人联合拍摄而成的微视频
参赛。

题材上，反映抗击疫情过程中感
人事迹的作品占较大比例，拍摄者用
艺术致敬“最美逆行者”，不少抗疫作
品中的视频内容是亲历者在战“疫”
过程中记录的点点滴滴，他们奋力阻
击疫情的一幕幕感人场景让人心生
暖意。

还有以脱贫攻坚真人真事为原

型的作品，通过拍摄“第一书记”的日
常工作、驻村工作纪实、奔小康过程
中取得的喜人成果等内容，从坚持交
通先行、强化住房保障、壮大特色农
业、发展农村电商等方面生动展现了
各地落实精准扶贫的奋斗足迹。

在表现形式上，有传统的水彩动
画作品、青年学生的蒙太奇剪辑作
品，也有将镜头聚焦野生动物的纪实
作品等，种类丰富、百花齐放。

百舸争流 分享每一份感动

目前，辽宁日报《北国》新闻客户
端已将“微影暖意·北国故事”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微电影（微视频）参
赛作品全部在“微影”专区进行展
示，并根据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进行
了目录编排，网友们可以为优秀作

品点赞。
网友们还可以在“工匠篇”内观

看反映大国工匠、劳动楷模、技术创
新等内容的视频影片；在“行业篇”
里可看到各行各业一线人员在工作
中的点点滴滴；“文明篇”记录了在
奔小康过程中，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百姓身边事；“扶
贫篇”汇集了多名“第一书记”、驻村
干部的故事；“医护篇”记录了大量抗
疫 一 线“ 逆 行 天
使”的感人瞬间。

每个 IP 地址
每天可投票 3 次，
每次最多可同时
选择10件作品，点
赞数将在下一阶
段评选中作为重
要参考。

“北国故事”微电影征集初评展示启动
本报记者 康 欣

10 月 21 日，记者来到辽宁歌剧
院（辽宁交响乐团）排练大厅，看到
200 余位艺术家正在进行紧张的排
练。音乐会以“和平”为主题，由引子

“号角”、3个篇章“飘扬的战旗”“最可
爱的人”“永远的丰碑”和尾声“伟大的
时代”共同构成，融合了交响乐演奏、
声乐演唱、情景表演、诗朗诵、视频等
多种艺术形式，再现了中国人民铭记
于心的抗美援朝历史记忆，反映了抗
美援朝精神的丰富内涵，展现了中华
民族不畏强暴、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

“为什么我的眼里满含着泪水？
为什么我的思绪泛起了涟漪？是什
么让我挺起了不屈的脊梁，是什么压
弯了我沉重的回忆……我的祖国母
亲失去了十九万七千六百五十三位

英雄儿女！这惨烈的数字镌刻在共
和国的丰碑上，这血色的数字飞溅在
飘扬的五星红旗！”在排练现场，艺术
家王余昌满怀深情地朗诵着《不该忘
却的数字》，这首诗是王余昌创作的，
没有华丽的辞藻，有的是真诚的感情
和敬仰之心。多年来王余昌一直在创
作关于红色记忆的诗歌作品，如《特殊
的战斗》《一颗没有射出的子弹》《今夜
星光灿烂》等，其中歌颂伟大抗美援朝
精神的作品有《英雄归来》《不该忘却的
数字》《英雄本色》等。在此次音乐会第
三篇章“永远的丰碑”中，他还朗诵了

《英雄归来》。王余昌说，他很高兴参加
这次演出，每次排练都像站在真正的舞
台上演出一样，他的情感、他对英雄
的敬仰都会情不自禁地表达出来。

音乐会以“和平”为主题，融汇多种艺术形式再现中国
人民铭记于心的抗美援朝历史记忆

在合唱《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抗美援朝进行曲》时，乐队与合唱
团 200 余人带着对英雄的崇敬之情
演 唱 ，仿 佛 长 眠 的 烈 士 能 够 听
到……辽宁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演
奏家李秋说，《中国人民志愿军战
歌》原名为《打败美帝野心狼》，创作
于 1950 年，由时任志愿军炮兵 1 师
26 团 5 连指导员的麻扶摇作词，周
巍峙作曲。发表于 1950 年 11 月 30
日的《人民日报》。

此次音乐会由辽宁歌剧院、辽

宁交响乐团优秀演员和演奏员出
演。在第一篇章“飘扬的战旗”中，

《我的祖国》由韦铮领唱、《英雄赞
歌》由李婷领唱。韦铮说，小时候，看
电影《上甘岭》时就听过这首歌，歌唱
家郭兰英清脆的歌声一传来，就激起
所有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接受领
唱任务，既高兴又有些许担忧，主要
是担心自己能否完美地诠释这首深
入人心的歌。韦铮对记者说：“我会
用新民歌的方式去诠释这首歌，希望
能够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在第二篇章“最可爱的人”里，
有女声合唱《山河已无恙》、情景诗

《父亲的思念》、合唱《日月同光》、朗
诵《谁是最可爱的人》。

《谁是最可爱的人》由姚晓琦和付
鹏领诵，付鹏说，他从小就读过作家魏
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所著的报告文学
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作品入
选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几代中国
人。此次演出，为了更好地朗诵这篇
作品，他在家里反复阅读，反复练习，
一定要把这篇作品理解透彻。

在第三篇章“永远的丰碑”中，
有诗朗诵《英雄归来》、交响曲《人民
英雄纪念碑》、合唱《和平颂》。合唱

《和平颂》的歌词由编剧孙浩和作曲
家范哲明创作，范哲明谱曲。尾声

“伟大的时代”由《钢铁洪流进行曲》
《歌唱祖国》两个合唱组成。

70年，沧海桑田，战争的硝烟早
已散去，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场
保卫和平的正义之战，那些为祖国、
为人民而牺牲的英雄儿女将永载史
册，与日月同辉。

音乐会由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优秀演员和演奏员出演

10 月 22 日，纪念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辽
宁日报系列微纪录片《独家记忆》放
映交流会在丹东辽东学院举行，现
场通过视频放映和介绍交流的形
式，重温铁血荣光，铭记伟大胜利。
活动现场，抗美援朝纪念馆和辽东
学院的工作人员从《辽宁日报》主创
团队手中接过《东北日报》的珍贵资
料和《独家记忆》的影像资料，并表
示将永久收藏这些珍贵资料，也将
作为纪念馆展陈和学校主题活动的
一部分，展出并播放。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辽宁日报》活
用独家资源，特别制作了7集微纪录
片《独家记忆》。该系列片从10月15
日起，在辽宁日报《北国》新闻客户
端，辽宁日报官方微信、微博、抖音、
快手等平台同步播出，目前累计播放
量逾百万次，反响热烈。

本次放映交流会由辽宁日报社、

辽东学院和抗美援朝纪念馆联合主
办。辽宁日报《独家记忆》主创团队
与到场参会的高校师生进行了面对
面的交流。“制作团队活化利用《东北
日报》珍贵第一手资料，奔赴省内各
地遗址遗迹，查阅千余版面、近万张
照片，历时 100 天，将《东北日报》视
角下的独家记忆制作成微纪录片。”

《独家记忆》主创团队为在场师生介

绍了摄制历程。
参加放映交流会的学生深受伟大

抗美援朝精神的鼓舞：“在战火中，《东
北日报》记者们不怕牺牲、克服万难，
完成一篇篇报道。他们对党的忠诚、
对新闻事业的深爱和对祖国人民的深
情，同样也给予我们无限的力量。”

参会的辽东学院校友、丹东广播
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董放告诉记

者：“纪录片让我深受感动，同为新闻
工作者，《东北日报》走上前线的记者
们的敬业与无畏，让我更加坚定了职
业理想。《东北日报》在抗美援朝战争
期间，刊发了4000多篇相关报道，体
现了党报的责任与担当。”

在观看《独家记忆》纪录片后，参
会教师任延峰说：“纪录片采用一线
新闻视角、故事表达的方式，用 7 集
视频，全景呈现了《东北日报》记者
奔赴抗美援朝战争前线采访报道
的事迹；集中展示了中国人民志愿
军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以及东北
人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的家国情
怀。这是值得收
藏并反复观看的
纪录片。既有资
料价值，又有艺术
性 ，在 新 媒 体 时
代，这种表达方式
更容易让读者接
受，易于传播。”

特别放映会在辽东学院举办

抗美援朝纪念馆收藏《独家记忆》
本报记者 白 昊 文并摄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为了和平》”排练现场。

艺术家们正在紧张排练。

音乐剧《最可爱的人》剧照。 郭枫杨 摄

《辽宁日报》主创团队赠送独家珍贵资料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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