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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11月21日，省文
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
化服务中心）辽宁文学
院主办的辽宁文学会客

厅揭牌仪式暨“辽宁文学院文学活
动月”活动在沈阳开启。

本次文学活动月包含“新锐
的力量：青年作家评论家对话
会”“辽宁高校文学联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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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场文学交流、对话、研讨、
培训活动。活动中，文学名家与
文学爱好者交流文学创作与阅
读经验。

省音乐家协会“公益音乐微课系
列讲座”于今年6月启动，至今已推出
26 期。这些讲座深受广大音乐爱好
者喜爱，反响热烈。据统计，平均每
期课程网上点击量约2000人次，受众
5万余人。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省
音协精心策划推出了“公益音乐微课
系列讲座”活动。省音协工作人员贾
卫群告诉记者，“公益音乐微课系列
讲座”既是为满足人们精神文化生活
的需求，又是搭建学术探究与交流平
台，充分发挥音乐“以文化人、以艺养
心”的作用。

“公益音乐微课系列讲座”内容
丰富，涵盖音乐理论、声乐、古筝、小
提琴、单簧管、钢琴等，主讲人有专业
院团与音乐学院的一线专家教授、有

市地音乐带头人、有留学海外的青年
学者及在新文艺群体中的音乐人
才。每次讲座，省音协从选题、文字、
授课、录制、视频剪辑等环节都要严
格审核，反复校对，力求做到精益求
精。可以说，微课虽短，却凝结了主
讲人辛勤的汗水与付出，以及对待艺
术的敬畏。严谨的学术作风也为广
大音乐工作者确立了很好的导向，营
造了良好的音乐环境。

“云”传播让“公益音乐微课系列
讲座”形式灵活、主题突出，传播迅
速、参与面广，不失为网络时代普及
音乐知识的一条有效途径。公益讲
座是一种充分利用网络优势，助力音
乐人才快速成长，是更好地发挥音乐
的艺术与社会双重价值属性的最佳
模式。

第 26 期公益讲座主讲人是大连
艺术学院声乐教师朱贺，课程内容是

《意大利语的咬字技巧》。朱贺是旅
意男高音、国家大剧院签约歌剧演
员 、意 大 利 奥 西 蒙 歌 剧 院 签 约 演
员。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并结合
自己的演出经验，讲解了复杂的意
大利语咬字技巧。朱贺的课程得到
了广大高雅艺术爱好者的认可。一
名观众说：“讲座内容特别好，邀请
的都是音乐大家，通过这样的微课
程，我们这些普通人也能与音乐大
家面对面，聆听他们的讲课。”沈阳
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教授、上海戏
剧学院在读博士白宁是首期公益讲
座的主讲人，她的主要研究方向为
中国古代唱论、戏曲声腔演唱审美、
民族声乐演唱。白宁说：“这个微课

讲座搭建了一个面向公众的平台，
让我们可以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演
出经验与大众分享，拉近了彼此的
距离，让我们可以为高雅艺术的普
及作出自己的贡献。”

很多参加授课的艺术家表示，音
乐微课展示了辽宁音乐人蓬勃向上、
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让大家拓展了
知识面、提升了专业能力，也激发了
大家热爱艺术、热爱音乐、严谨治学、
精益求精的热情。许多听过讲座的
音乐人表示，一堂小小的微课，解决
了自己多年来在技术上的困惑，讲
座中很多点睛之笔，对自己专业能
力的提高帮助很大。拓宽了视野，看
到了差距，增强了学习的自觉性。

按计划，“公益音乐微课系列讲
座”将推出100期。

26期公益音乐微课系列讲座受众5万余人

“云”传播让高雅艺术走近大众
本报记者 赵乃林

夏天时，我随省文史馆赴辽西
调研长城遗址原貌时，听当地的文
化工作者说，一些老百姓缺少长城
知识，就是走到长城根下，也不知道
这是长城。之所以不知道脚下的长
城就是长城，是因为脑子中对长城
有一个固化的模样，以为崇山峻岭
之上蜿蜒起伏的长城才是真长城。
这是长城符号化的一种结果。长城
从修筑到停止，上下两千年，纵横几
万里，模样相当丰富。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知道中
国长城的整体情况，比如长城的总
长度，在全国北方的分布；比如依托
长城而生活的人，他们当时的状态
如何。辽宁历来是陆海边境交汇的
防御要地，遗存的长城有燕、秦、汉、
辽、明五个时代，分布在全省 13 个
市50个县区内，全长1295公里。调
研中，我站在广宁古城残墙的边上
向城北远眺，当年在那条起伏的山
脊上，长城蜿蜒，与天相接；山下顺
着山势关堡密布，拱卫着广宁城。
想象向右向左延伸，右有牛庄卫，直
至虎山长城；左有宁远卫，直至九门
口长城。想象中，沿着长城防线，堡
城、所城、卫城构成防御体系，缜密而
壮观。我想，辽宁人应该有这种长城
的整体概念，这有利于我们对长城的
认知，更能唤起我们对长城的感情。

对长城客观认知内容，除了长
城的本来面貌，还包括长城的建置
和沿革。我们应该了解长城从春秋
战国起，每个朝代是如何修建，每个
朝代修建的长城在修建背景、建筑
体制、军事功能等方面有何特点。
长城的本来面貌和长城的建置沿
革，这两个方面，是我们认知长城的
根本和基础。长城的本来面貌，能
让我们从空间分布上了解长城；长
城的建置和沿革，能让我们从时间
留存上了解长城。

对长城的客观认知，还包括一

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长城的隐喻
史。我们一说到“长城”，第一反应
是其象征语义，形象是北京八达岭
长城，随之而浮现脑海中的“民族精
神”的隐喻，所以，长城有“真实的长
城”和“观念的长城”之分。“观念的
长城”的形成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就
是长城的隐喻史。

在“观念的长城”中，长城具有
双面语义。最初的隐喻并不都是正
面的，比如我们熟悉的孟姜女的故
事。到了上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
者发动侵华战争，面对民族生死存
亡，长城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其
符号价值陡然提升，长城是国民意
志的图腾，是民族尊严的标志。在
今天，符号化的长城，其神圣性不可
置疑，不容玷污。对长城的隐喻史
缺乏了解，就无法全面认知长城。

长城的真实和长城的隐喻相互
消长，在隐喻力量的作用下，我们往
往重隐喻而轻事实。我们不能只见

“观念的长城”而忽略“真实的长
城”，只见形而上的隐喻意义而忽略
形而下的真实本相。重象征而轻本
相的结果，是长城客观知识在我们
认知长城中的明显缺席。缺少对长
城的客观认知，要影响我们对长城
感情的培育。

客观认知在长城文化建设中的
另一个意义，是改变长城认知的碎
片化倾向。如果对长城没有客观认
知，我们来到一处长城遗址面前时，
就会把它看作一个旅游景点，一处
古迹，无法由这一点打开眼界和思
路，进入历史的整体景观之中。长
城遗存中的一段断墙，一座烽火台，
一个关堡，都不是孤立的，是整体中
的一部分，它的背后是一幅宏大的
军事防御蓝图，是一段金戈铁马的
恢宏历史。横贯我国北方高山大漠
之上蜿蜒起伏的长城，首先是什么，
然后才是象征着什么。

对长城客观认知的价值
洪兆惠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沈
阳交响乐团 2021（第七届）音乐季曲
目安排已确定，按计划安排11场音乐
会，邀请国内外16位艺术家加盟，其
中指挥家8人，演奏家8人。作为沈阳
籍艺术家系列音乐会，本届音乐季特
别邀请了3位沈阳籍艺术家加盟。

据介绍，11场音乐会分别为“盛
京之春”暨 2021 音乐季开季音乐会、

“沈水之夜”交响音乐会、“致敬古典”
交响音乐会、“光辉岁月”（纪念建党
100 周年）交响音乐会、“盛京之夏”

交响音乐会、“情系浑河岸”交响音乐
会、莫扎特作品专场音乐会、“英雄生
涯”交响音乐会、“金秋十月”交响音
乐会、“历史的天空”交响音乐会（中
国“四大名著”作品专场）、柴可夫斯
基作品专场音乐会暨音乐季闭幕音
乐会。音乐季演出在沈阳盛京大剧
院音乐厅举办。2021年乐团除音乐
季以外，还将安排多场不同风格的
音乐会，同时，沈阳交响乐团继续实
行开放式排练，约180场排练欢迎市
民及音乐爱好者现场观摩。

沈阳交响乐团
第七届音乐季演出11场

青铜礼器和兵器，屋檐下的瓦
当纹饰，古人的文房用具……这些平
时只能在课本上用文字描绘的文物，
现在实实在在地摆在学生们眼前——

“文·物——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展”正
在省博物馆举办。此展旨在使青少年
获得传统文化的滋养与熏陶，坚定青
少年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文·物——中华传统文化教育
展”主题与以往不同，在展品的选择上
不局限于某一年代、某一品类的文物，
注重“展教合一”，将古典文学中的诗
词、成语与古代文物结合起来作为展
览主线，描绘古代生活图景。展览以
省博物馆馆藏文物为主，选取鼎、罍、
爵、戈、砖瓦、砚、洗、炉、灯等各类文物
108件，包括青铜器、陶瓷器、金银器、
象牙器、丝织品等，结合诗文等让观众
尤其是青少年能够欣赏到文物之美、
文学之美和文化之美。

据省博物馆公共服务部副主任
张莹介绍，展览分为“庙堂知重器”和

“檐下看寻常”两个单元。每个单元
下设五个紧扣单元主题的小单元，每
个单元称为一课，用一句七言古诗来

点出的主题文物，整个展览都是从文
物与诗词、成语等之间的关联为切
入点，通过文物介绍、文物与文字的
联系及器物的功能、用途或与现代
生活的联系等几个层面进行说明解
读，描绘出古人的生活画卷，体现家

国情怀。
记者在省博物馆采访时，北京师范

大学沈阳附属学校的师生正在观展，他
们是结合课本内容参观展览的。一名
学生说：“通过参观展览我们更好地理
解和掌握教材中的知识点，参加拓印、

‘我是泥瓦匠’、生僻字读音大比拼等体
验活动，丰富课程的互动性和趣味性，
获得传统文化的滋养与熏陶。”

省博物馆致力于打造馆校合作
的优质平台，为进一步健全馆校合作
的长效机制，提升中小学生利用博物
馆学习的效果，结合“文·物——中华传
统文化教育展”策划了一系列馆校
合作教育项目。比如，近日，省博物馆
将《鼎鼎有名的炊具》教育课程带进沈
阳市岐山一校乐真校区等。结合“文·
物——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展”中展出
的文物，了解青铜器的铸造技术、造型、
装饰艺术、铭文，理解青铜器在中国传
统礼制中的地位与象征意义。在手
工体验环节，利用手工材料包制作
青铜器艺术作品，在培养学生的审
美能力及动手能力的同时，使青少年
能更好地了解文物和历史，感触到青
铜器当年的温度。

展览受到师生好评。他们认为展
览的知识点多，趣味性强，将传统文化
和历史文物以课本的形式展示出来让
人眼前一亮，且通俗易懂，内容还能与
学校教科书串联起来，很接地气。

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展开展

文物与诗词结合展中华文化之美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辽宁文学会客厅将与多家文
化机构强强联合，力图在辽宁文
学人才培养、文学推广、专业共
建、产教融合、公益服务、东北振
兴等方面继续发挥作用，致力打
造“关外第一文学沙龙”和沈阳市
著名文化地标。

辽宁文学会客厅还将定期举
办文学讲座以及新书分享会和文
学发布会，邀请国内外著名作家
和学者为辽宁文学界、文化界传
经送宝，同时利用传统媒体、新媒
体的跨界融合，将辽宁文学的优
秀成果推广转化。辽宁文学会
客厅将本着开放共享、创新发展
理念，依托辽宁文学院的资源平
台，培养文学人才，推广文学作
品，提供文化公益服务。

本次辽宁文学会客厅揭牌以
及文学活动月系列活动的成功举
办，是辽宁文学树立崭新形象的一
次重要契机。

辽宁文学会客厅
定期举办文学
讲座与新书分享会

辽宁文学会客厅暨文学活动月开启

为辽宁文学创新发展搭建交流平台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新锐的力量：青年作家评论家对
话会”由《当代作家评论》杂志邀请了多
位当下中国文坛颇为活跃的青年作家、
文学评论家参会，其中包括鲁迅文学奖
获得者。徐则臣、李浩、弋舟、哲贵、孟
小书、曾剑、万胜、安勇、刘大先、李振等
参加了对话会。参会者围绕新经验与
文学叙事的模式新变、自媒体时代文学
与阅读的意义、个人化写作与文学的社
会共识性表达、文学出版行业的新趋向

等主题各抒己见，展开热烈的讨论，并
与在场的业余作者、在校大学生、文学
爱好者进行了真诚互动，既有对当下文
学创作与批评的理论探讨，又有创作实
践经验的沟通交流。

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得
者徐则臣参加对话会时表示：“我们
尽可能在结构上做出更多探索，以区
别于过去的作家，区别于同时代其他
的作家。作家要创作反映现实的文学

作品，必须调整我们的文学观念、表达
方式。我们也会创造一些新的表达方
式来适应新的变化。”青年评论家李振
认为，就文学创作而言，面对新经验，
就是老老实实地去写作，文学作品的
优劣与新旧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作家
李浩称赞辽宁有一些很优秀的作家，
也有一批历史悠久的优秀文学期刊，期
待有更多机会能够与辽宁的作家与读者
进行交流。

多位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参与文学活动月

11月21日，辽宁高校文学联盟在沈
成立，并首次举办论坛。“辽宁高校文学
联盟论坛”以《鸭绿江》杂志为平台，会聚
了东北大学、辽宁大学、沈阳师范大学、
渤海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大连大学、大
连民族大学、大连艺术学院等省内多所
知名高校的文科负责人和文化机构负责
人。周景雷、胡胜、韩群等高校代表就新
媒体时代如何突破传统思维、创新高校
文学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建立“辽宁高校

文学联盟”构想及具体的实施机制等问
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交流。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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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省内外评论家就媒介变革与文艺观
念、文艺基本理论的发展问题，辽宁文
艺评论与创作，辽宁文艺评论人才队伍
建设等问题进行讨论，总结梳理了辽宁
地域各艺术门类的发展脉络，进行个案
的解读与分析，对主旋律艺术创作进行

了经验总结与发展趋势的展望。本次
论坛为我省的文艺研究学者、文艺创作
者、文艺评论家提供了一次宝贵的学
习、交流机会，强化了对我省文艺发展
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

辽宁文学会客厅是在省文化演艺
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支持下，
由辽宁文学院建立的一个作家、文学评
论家与读者交流互动的窗口，是提升公
共文化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

辽宁高校文学联盟首开论坛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11
月21日、22日，武汉人民艺术剧院话
剧《逆行》在国家大剧院上演。《逆行》
是第一部进京汇报演出的抗疫题材
大型舞台艺术作品。多位辽宁剧评
人应邀观看赏析了话剧《逆行》。他
们认为，《逆行》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
义题材话剧作品，该剧选取了典型事
件与典型人物，不仅反映了武汉人民
英勇抗击疫情的整体精神风貌，而且
还细致深入地刻画了主人公的精神
世界，做到了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
传。我省与湖北省将继续开展文化

交流活动。
该剧由剧作家赵瑞泰担任编剧，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著名导演王
晓鹰任总导演。以武汉医院呼吸内
科主任刘宇先身患绝症仍坚守岗位
抢救生命的“逆行”为主线，全景式展
现了武汉人民在抗疫中的巨大付出，
歌颂了战“疫”英雄的无畏与大爱。
11月22日，话剧《逆行》座谈会在京
举行，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话剧
协会、武汉市委宣传部、武汉市文化
和旅游局共同主办，来自多个省市的
戏剧评论家参加了座谈会。

辽宁剧评人
应邀赏析话剧《逆行》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1月
22日，鼎泰乐和艺术团与沈阳大学评
剧艺术研究中心、冯玉萍艺术工作室
等推出戏曲、曲艺文化展演活动。

此次演出特邀评剧艺术研究中
心副教授、国家一级演员齐丽君演
出《花为媒》《花木兰》等片段，观众
喝彩声不断。

齐丽君是评剧花派再传弟子，

师承评剧表演艺术家中国剧协副主
席、三度梅花奖获得者冯玉萍。齐
丽君嗓音洪亮、甜润，功底实，扮相
俊美。她在 20 余年的舞台艺术实
践中在继承花派艺术基础上逐步形
成了自己的演唱风格。齐丽君汲取
各流派艺术精华，不但演唱花派艺
术，还学习新派、白派、筱派，不断丰
富自己，传承评剧艺术。

戏曲曲艺展演在沈举行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由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网信办主办
的 2020 年度“网聚职工正能量 争
做中国好网民”为主题的“时代新
声”正能量诵读作品征集活动评选
结果正式揭晓。由省文化演艺集
团（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选送的情
景诗朗诵《沁园春·雪》，获评情景诵
读类优秀作品。

该活动从 5 月启动以来，全国
广大职工积极创作诵读作品，传播
时代新声，组委会共收到全国30个

省（区、市）职工报送的以“新思想诵
读”“抗疫阻击战”“发展总体战”“一
线心声”“经典传诵”为主题的诵读
作品 1606 件。经初评、复评，最终
评出情景诵读类优秀作品30个、直
播诵读类优秀作品30个、最佳原创
作品 10 个、最佳人气作品 10 个。
其中，由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
文化服务中心）选送，由辽宁人民
艺术剧院录制的情景诗朗诵《沁园
春·雪》，获评“时代新声”情景诵读
类优秀作品。

诗朗诵《沁园春·雪》
获评“时代新声”优秀作品

李浩徐则臣 刘大先

学生们参加“我是泥瓦匠”体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