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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11月21日，由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举办的“辽宁鼓乐对棚展演赛”在沈阳举行。来自全省的13
支鼓乐队登台对棚竞技，演奏了《逐逐镲》《句句双》《小朝元》《得胜令》《花池》等鼓乐曲目，展示了辽宁鼓
乐保护与传承的优秀成果，让广大观众感受辽宁鼓乐的魅力，领略东北黑土地独特的地域文化。

一场别具特色的双钢琴专场音
乐会日前在沈阳盛京大剧院举办，这
是今年沈阳舞台首次亮相的双钢琴
公益音乐会。据了解，本场音乐会由
沈阳音乐学院主办，该学院两位青年
钢琴演奏家周韵、张一楠当晚演奏了
4部双钢琴名曲。

双钢琴演奏是一种独特的钢琴
艺术表演形式，由两名钢琴演奏者在
两架钢琴上共同演奏一部音乐作
品。在当天的音乐会现场，只见舞台
上两架卧式钢琴相对放置，两位演奏
者相对而坐，以娴熟的演奏技法，行
云流水般地演奏出一首首经典双钢
琴曲目。

记者采访了多位观众，不少观众
表示是第一次欣赏双钢琴音乐会。
当晚的观众有音乐爱好者，还有音乐
家、音乐教师等，他们坦言，希望通过
这场音乐会切磋交流。

当晚演奏的双钢琴曲目包括阿
连斯基的《圆舞曲》、圣·桑的《骷髅之
舞》、普朗克的《奏鸣曲》以及格里埃
尔的《序曲》《忧伤圆舞曲》《歌谣》《固

定低音》《芭蕾咏叹调》《玛祖卡》6 首
双钢琴音乐作品。观众刘女士接受
采访时称，格里埃尔的 6首双钢琴音
乐作品,每一首涵盖一种情绪，演奏
者在尊重原作品内涵的基础上二度
演绎，非常具有感染力。据了解，本
场音乐会演奏者周韵、张一楠任教于
沈阳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键盘器
乐教育系，周韵曾师从沈阳师范大学

副教授安晓阳、伊尔库茨克国立师范
大学思维特兰娜、沈阳音乐学院教授
蒋泓、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韦丹文等。
张一楠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师从吕
黎、王秋弘、范元绩等，曾多次举办独
奏音乐会。

记者看到，在节目单上印有双钢
琴演奏及双钢琴曲目的介绍。演奏
前，周韵、张一楠向观众介绍了双钢

琴音乐的历史与艺术特色。据她们
介绍，双钢琴演奏较之独奏更能充分
地发挥出乐器性能，使钢琴的艺术表
现力更丰富、更宽阔。从 18 世纪开
始，就有欧洲作曲家为双钢琴谱写专
门的作品。不过，由两人合作演奏一
部作品也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
题。由于钢琴独奏时，演奏者可以根
据自己对音乐的理解，乐曲中的气息
和起伏，以及自身的技巧来处理节
奏，而在双钢琴演奏中，双方的节奏
感觉不可能完全一致，很难达成默
契，容易导致节奏感觉上的差异。加
之双钢琴摆放的位置呈对置式，使演奏
者看不到彼此的手，不能根据手的弹
奏速度及其动作来协调彼此的气息和
节奏。所以这就需要反复练习磨合。
周韵、张一楠为此次音乐会练习了多日。

周韵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场音乐
会只是一个开始，今后还会与同行们
陆续举办不同规模的公益音乐会，让
更多观众有机会走进音乐厅欣赏双
钢琴音乐。同时，结合音乐会还将举
办公益讲座。

双钢琴公益音乐会首次亮相沈阳舞台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11
月 22 日，由鲁迅美术学院、省文化
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辽宁文学院《艺术广角》编辑部主
办，鲁迅美术学院“双一流”建设办
公室承办的“辽宁文艺评论人才高
研班暨时代与地域：辽宁文艺发展
高峰论坛”在沈阳举办。论坛旨在
梳理近年来辽宁文艺发展历程，积
极促进文艺评论与艺术创作实践相
结合，不断壮大辽宁文艺评论队伍，
推动辽宁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来自省内外多所高校、多家文化艺
术研究单位的学者、专家、创作者和
评论家参加会议。

论坛上，作家、省作家协会主
席滕贞甫，辽宁大学教授高楠，鲁
迅美术学院教授张伟，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杂志
副主编刘大先，鲁迅美术学院教
授、中英数字媒体艺术学院院长赵
婷先后作了主题报告，对我省的文
艺发展现状、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
的现状做了讲解和分析。与会者
就媒介变革与文艺观念、基本理论
的发展、辽宁文艺评论与创作的互
进、辽宁文艺评论人才队伍建设等
辽宁文艺发展的具体问题展开讨
论，进一步明确了下一步的创作和
研究方向。

辽宁文艺发展高峰论坛
在沈举办

“我家住在沈阳城，老话就叫盛
京……”这首由胡宏伟作词，马登第
作曲，白旭、王文浩改编，充满地域文
化特色的合唱歌曲，近日在沈阳唱
响。正在进行中的“人民幸福城 我的
沈阳美”第三届沈阳合唱节让歌声与
城市紧密相融，而快闪、线上直播、
青年占主导成了合唱节的新元素。

51支团队、3000人参演

近年来，沈阳举办了多个国际
级合唱节，凭借着深厚的合唱基础、
广泛的群众支持，以及运营各项合
唱比赛中展现出的专业水准和能
力，“北方合唱之都”城市品牌影响
力正在不断提升。在推进中国合唱
事业发展过程中，沈阳也已成为重
要支撑力量。本届合唱节由沈阳市
委宣传部、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
电视局主办，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沈阳市文化演艺中心）、沈阳
市群众艺术馆、沈阳市合唱协会承
办。42 支合唱团队走进盛京大剧院
展演，9 支学生合唱团队通过“云”

平 台 录 制 播 放 。 总 计 51 支 团 队 、
3000 人参演，展演节目已通过网络
平台播出。

合唱节主题曲目《话说老沈阳》
MV的拍摄首次将具有沈城特色的故
宫、北陵、东陵、张氏帅府、中街等地
标性建筑作为拍摄背景，场面气势磅
礴，生机盎然。从沈城1000多个合唱
团中选择皇姑区三台子第一小学梦
之晓合唱团、沈阳市第二十四中学合
唱团、沈阳市九歌青年合唱团、中国
医科大学大学生红医艺术团合唱团、
沈阳市自主择业军官合唱团等沈城
各行业具有代表性的合唱团，共同用
合唱为沈阳代言。

据沈阳市群众艺术馆馆长白旭
介绍，本次展演的各支合唱团队都
是通过全市选拔集结而来，参与面
广，年龄差异大，东北大学、中国医
科大学、沈阳大学等高校大学生合唱
团都参加进来，使这届合唱节青年人
占主导。

来自沈阳大学的学生董鸿帅表
示，在合唱团里，我们年轻人学会的
不仅仅是这些旋律，更多的是从歌词

中感受当年的故事，从歌词中汲取动
力，直面现实生活中的困难，不忘来
路，勇敢前行。

“云”上展演，专家授课

合唱节上，来自全国的 20 余支
优秀合唱团队会聚“云”上，携手奉
献一场精彩纷呈的专场音乐会，并
进行网络直播。演出在沈阳市 10
支优秀合唱团联袂演唱的《话说老
沈阳》歌声中启幕，来自上海、深圳、
武汉、哈尔滨、长春等地的优秀合唱团
接连登场，带来了《怒吼吧黄河》《阿细
跳月》《苍天般的阿拉善》《闪耀》等新
老作品，一首首震撼心灵的歌曲，传承
经典，颂扬时代，歌唱生活，赞美家乡，
传递着正能量。

合 唱 节 展 演 曲 目 充 满 了 浓 浓
的沈阳味道、家乡风情，合唱演员
们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展演中去，
把一首首精彩的合唱作品完美呈
现，并通过网络平台奉献给全国观
众。充分展现了沈阳合唱人的精
神风貌，表达了沈阳市民对合唱艺

术的无限热爱。本次展演特别邀
请了中国合唱协会副理事长、广东
合唱协会会长陈光辉，词作家胡宏
伟，辽宁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秘
书长汪敏，作曲家、沈阳音乐学院
教授范哲明，国家一级演员、辽宁
歌剧院副院长殷之声担任评委，为
合唱节倾情助力。

作为本届合唱节的重点活动之
一，沈阳市群众艺术馆还特别邀请陈
光辉在盛京大剧院多功能厅举办“当
今合唱的发展动态及合唱艺术的标
准”专题讲座，为合唱艺术工作者和
广大合唱爱好者上了一堂精彩的音
乐课。讲座中，陈光辉围绕当今合唱
的发展动态及合唱艺术的标准进行
了全方位的讲解，并对现场观众提出
的问题逐一解答，现场气氛十分热
烈。陈光辉系国家一级指挥，身兼世
界合唱理事会理事、中国合唱协会副
理事长等职。

现在，各类合唱活动正在全市广
泛开展，其精彩内容也陆续在“云”上
展播。历时两个月，合唱节将于12月
23日结束。

第三届沈阳合唱节融入新元素

20余支国内优秀合唱团“云”上会聚
本报记者 赵乃林

辽宁鼓乐曲目丰富、结构严谨、
形式多样、技法独特、手法多变，具
有礼仪性、习俗性、娱乐性、竞赛性
等特征。辽宁鼓乐分为唢呐乐和笙
管乐。根据风格特点、演奏曲目等
划分为辽南、辽西、辽东、沈阳、辽
北、朝阳六个地方流派。各流派特
点不同。比如，辽阳鼓乐兴盛于明
末清初，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到
鼎盛，距今已有 300 多年历史。鼓
乐曲大致分为汉曲、大牌子曲、小牌
子曲、锣板曲、笙管曲。在演奏技法
上，艺人可根据个人技巧水平，巧妙
地运用加花、填字、减字、换字、借字
等变奏手法，使曲调更加生动感
人。2006年，辽阳鼓乐入选第一批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此
次，辽阳鼓乐班演奏的《火石调》《玉

芙蓉》都体现了辽阳鼓乐的特点。
丹东鼓乐分为唢呐乐和笙管乐

两类，其中以唢呐模仿吹奏的“咔戏”
为主要演奏特色，技艺较高的艺人能
以一支唢呐逼真地模拟吹奏各种鸟
鸣、戏曲唱腔及不同人物的腔调，
声情并茂，惟妙惟肖。丹东鼓乐唐
家班演奏的《中朝令》让观众感受
到丹东鼓乐的魅力。

建平十王会是由喀喇沁亲王府
传承下来的一种音乐形式，主要曲目
有6个套曲。建平十王会是一种笙管
乐，现仅存于建平三家乡和与赤峰相
邻的个别乡镇。此次建平十王会李家
班演奏了《四柱》和《送京娘》。

建平十王会与丹东鼓乐一起于
2008 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演奏地域特色鲜明

登台对棚竞技 演奏特色鲜明

13支鼓乐队展示非遗薪火相传
本报记者 杨 竞

凌源榆州鼓乐班演奏的《逐
逐镲》拉开对棚展演赛的序幕，接
着建平十王会李家班、庄河王家
鼓乐班、复州鼓乐班、白清寨传统
唢呐李家班、建昌县四合鼓乐艺
术 团 等 先 后 登 台 演 奏 了《四 柱》

《小朝元》《玉娥郎》《大火石调》
《满堂红》等鼓乐曲目。或深沉凄
婉，或欢快灵动的鼓乐博得观众
热烈的掌声。

“对棚”是一种在东北民间广为
流行的鼓乐竞赛形式，指两个或多
个鼓乐班同台竞技，比拼高下。此
次活动采取对棚赛的传统竞技形

式，由各支鼓乐队伍依次表演最拿
手的传统曲目。传承人在舞台上展
示，赛出真实水平和风采。

在演出现场，辽宁省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主任宋晓冬向记者介绍，
辽宁鼓乐是广泛流传于辽宁城乡的
一种民俗音乐，是鼓吹乐的一种。
从目前已发现的道光、咸丰、光绪和
大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手抄鼓乐
工尺谱推测，辽宁鼓乐最晚在清代
中叶已经成熟，并形成了独具地方
特色的演奏形式、吹奏技法和音乐
体系，广泛分布于辽宁境内，至今已
有300多年历史。

辽宁鼓乐有300多年历史

此次不仅举办了对棚展演赛，辽
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还举办了鼓乐
专场展演、鼓乐研讨会和培训等活
动。在辽宁鼓乐专家研讨会上，中国
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研
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央文史研究
馆馆员，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会长，国
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田
青，沈阳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教授杨
久盛，国家一级演奏员、辽宁省民族管
弦乐学会会长孙靖平等相关专家、学
者出席并发言，启发思考，凝聚共识，
推动辽宁鼓乐的保护传承与发展。田
青认为，本次 13 支鼓乐队伍的展演，
集中体现了辽宁鼓乐的整体水平和良
好风貌，他们的表演不仅完整、熟练，

而且干净、纯粹，能够坚守传统的表演
方式，充分展示了多年来非遗保护与
薪火相传的优秀成果。杨久盛说，这
些鼓乐队伍可以说是各有特色，一些
队伍演奏水平比较高，互相配合的功
夫也很好，表演都比较完整；有的队伍
能够将传统的曲子完整保存下来演奏
至今，非常不易，特别是一些班子演奏
的谱子非常具有史料价值，在今天来
看可以说是“活化石”。

宋晓冬说，此次举办辽宁鼓乐系
列活动，旨在通过传统的对棚竞技和
名师培训，为传承人搭建切磋、交流和
学习的平台，提升辽宁鼓乐的整体技
艺水平和表演能力，让传统的鼓乐能
够更好地融入当代，回归生活。

演奏曲谱具有史料价值

近日，电视剧《雷霆战将》因“雷
人”而被热议，之后停播。剧中，八
路军团部设在豪华别墅，八路军战
士用发胶、发蜡，八路军女护士妆容
精致……脸谱化的设计、浮夸的表
演、离奇的情节设定等，被观众称之
为“用偶像剧的套路去拍抗战剧”，不
尊重历史，远离了真实的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艺创作都
是一定历史语境之下的行为，“历
史”之于创作者如影随形、无处不
在。就此而言，树立正确历史观不
仅是历史题材创作者必修课，而且
是每一名文艺创作者都要面对的重
要课题。如何做到这一点，首先就
要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尊重
历史、学习历史知识进而了解历
史，深入生活，这样才能再现历史、
表达现实。省第十一届艺术节期
间，有关戏剧评论家和剧目的创演
者谈及作品创作、特别是精彩之处
说 得 最 多 的 字 眼 就 是“ 真 情 实
感”。话剧《孟泰》编剧孙浩走进鞍
钢访谈几十人，几度请孟泰后人追
忆往事，十易其稿，努力用现实主
义手法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活
在当下的孟泰。话剧《忠魂当歌》
剧中主人公孙铭武的扮演者马晓
宁，多次到故事发生地清原满族自
治县了解历史，与孙铭武的后人座
谈，到孙氏三兄弟的墓地凭吊，为
演好角色体验生活、收集素材，努
力走进抗日英雄孙铭武的世界。纸

上得来终觉浅，真实的内心体会和
感悟永远来自生活。

历史题材文艺作品不是理论教
科书，而是要通过丰富生动的语言
形式、内容与情节结构来表达主
题。但文艺创作，特别是涉及历史
事件的文艺创作，不能仅凭个人臆
想，更不能为了单纯的经济回报或
取悦观众而歪曲事实、颠覆历史。
因为观众更愿意通过真实的艺术创
作看到真实历史的再现。影视创作
可以合理想象，但没了边际，与真实
历史不符，甚至歪曲史实胡编乱造，
势必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

历史是鉴往知来的教科书。抗
战影视剧原本是讲述抗战历史、弘
扬抗战精神的载体，却因为无底线
的低俗、娱乐，让历史蒙羞，它消费
的不仅是人们心中的历史真相，还
有人们心中的民族情感。有关调查
显示，历史题材文艺作品是很多观
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获取历史知识
的一条重要渠道，如果这些作品不
能遵循历史规律，不能传播正确的
历史知识，就会模糊人们对历史的
认知，更是对浴血抗战先烈的不敬，
进而影响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
所以，讲好故事，先要敬畏历史、忠
于历史。

说到底，文艺创作在面对历
史时，创作者必须遵循历史法度
的规约，做到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
的统一。

尊重历史才能讲好故事
赵乃林

音乐会现场。 杨梦蕊 摄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沈
阳交响乐团将于12月5日在沈阳盛
京大剧院音乐厅举办“室内乐专场
音乐会”。

室内乐即由几件或十几件乐器
以重奏的形式演出，原指西方宫廷
或者家庭中演奏的音乐。室内乐可
作为交响乐的基础，欣赏室内乐也

可以理解成将交响乐队按不同的声
部分开，以一个声部中的几件乐器
来演奏音乐，比如弦乐四重奏、铜管
五重奏等。

本场音乐会演出的曲目有铜
管十重奏《铜管交响曲》、木管五重
奏《瑶族舞曲》、弦乐四重奏《第一
号弦乐四重奏》等。

沈阳交响乐团
举办室内乐专场音乐会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1
月 18 日，“鲁迅美术学院离退休教
职工美术作品展”在鲁美举行。此
展览旨在传承鲁艺精神，让更多人
了解鲁美名家和名作，助力鲁美师
生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此展展出作品 180 余幅（件），

包括油画、雕塑、国画、水彩、书法作
品等。参展作品主题鲜明、题材广
泛、笔触生动，充分表达了老艺术家
的爱国之情和对鲁艺精神的传承。
宋惠民的《苹果树下》、祝福新的

《秋》、陈桂芝的《花卉》、王义胜的
《春夏秋冬》等参展。

鲁美推出老艺术家美术作品展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由
故宫学院（沈阳）主办，沈阳故宫博
物院、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辽
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承办的公益讲
座《故宫博物院里的文物医院》日前
在沈阳举办。主讲为故宫博物院原
副院长宋纪蓉。

故宫博物院不仅收藏186万件
文物，而且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文物

修复技艺。2016 年故宫文物医院
建成后，“古艺”和“今术”的结合，也
就是传统的文物修复技艺和现代科
学技术相结合，使故宫博物院收藏
的文物延年益寿。宋纪蓉，2006年
到故宫博物院工作，主要从事文物
保护和修复研究工作。2010年6月
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故宫文物医
院成立后，她兼任院长。

听宋纪蓉讲述故宫文物医院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由
辽宁省图书馆（辽宁省古籍保护中
心）、辽宁省博物馆、辽宁芭蕾舞团、
辽宁歌剧院组成的文化下乡小分队
日前来到丹东凤城市东汤镇，开展
送文化下乡活动。

本次活动由辽宁省文化演艺集
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
办，集团所属四家单位承办，凤城
市东汤镇党委、政府协办。活动以

“歌唱祖国”专场文艺演出为主题，
同时开展流动图书馆、流动博物馆

服务，将高水平的文艺作品和文献
资源送到当地群众家门口，丰富人
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讲述脱贫致富
故事，坚定文化自信。同时，活动
现场图书馆送信息、送资源不停
歇。省图书馆流动车为现场群众
推介惠农材料，包括农业专题小册
子、热门期刊近 3000 份，省图书馆
和省博物馆工作人员现场指导读
者数字图书馆的使用方式，介绍关
于博物馆主题书籍扫码阅读的方
法等。

文化下乡小分队
开展送文化系列活动

榆州鼓乐表演《逐逐镲》。 彭梨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