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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沈阳历史的源
头——新乐遗址”常设
展览、“盛世典藏——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国

宝展”“九·一八历史陈列展”
等，百姓可以居家“云”游沈阳各
大博物馆、纪念馆，了解沈阳地
域文化。

受疫情影响，沈阳故宫、张氏
帅府等一些以室内展厅为主的博
物馆相继闭馆。为了丰富市民的
文化生活，沈阳博物院下属各博物
馆、纪念馆纷纷推出线上展览。

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化
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了解
到，2021 年我省迎春节文艺演出从 1
月 13 日起将陆续开展。辽宁人民艺
术剧院（辽宁儿童艺术剧院）最新创作
的话剧《北上》、辽宁歌舞团（辽宁民族
乐团）排演的迎新春民族音乐会“国韵
芳华”将在辽宁大剧院上演，广大文艺
工作者将以文艺演出的形式为观众带
来美好的节日祝福。

记者从辽宁大剧院、沈阳盛京大
剧院了解到，为了满足观众的节日文
化需求，确保观众的身体健康，这些
剧院继续执行严格的防疫措施，继续
执行演出场所观众人数不得超过座
位数 50%的相关防疫要求，经过测量
体温、查验核酸检测报告、查验健康
码、核对身份证与购票信息等环节

后，观众方可进入剧场。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

术剧院）最新创作的话剧《北上》将于
1月13日、14日与观众见面，目前，该
剧美工已将舞台背景在辽宁大剧院
搭建完成。该剧由陈薪伊担任总导
演，张连波、李景阳、孙浩担任编剧，
王纪厚担任舞美设计，吴俊羲担任服
装设计，贾毅宁、齐昕欣、杨威然、徐
英志、李旗山等辽艺优秀演员联袂主
演。话剧《北上》讲述的是新中国成
立前夕，中共中央邀请并护送香港民
主人士北上东北解放区展开“民主建
政、协商建国”的历程。该剧以香港、
海上、沈阳为故事发生的三个主要场
景，以敌我双方“护送”与“反护送”的
斗争为主线展开故事。这部备受期
待的辽宁年度大戏经过近期紧张的

排练之后亮相，还将根据演出后专家
及观众的反馈意见进行修改提高。

《北上》戏剧风格恢宏大气、庄重凝
练，充分体现出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话
剧作品独具魅力的艺术风格。

辽宁歌舞团（辽宁民 族 乐 团）
排 演 的 迎 新 春 民 族 音 乐会“国韵
芳华”将于 1 月 27 日、28日在辽宁大
剧院上演。“国韵芳华”——辽宁民族
乐团建团 20 周年民族音乐会分上、
中、下三个篇章：幸福赞歌、乐动时
代、春满辽河。辽宁民族乐团 40 多
位演奏员将为观众演奏十余首各
具风格的民族音乐作品，其中包括
多首具有北方地 域 特 色 的民族管
弦乐作品。曲目包括《欢庆胜利》

《扬 鞭 催 马 运 粮 忙》《快 乐 的 邮递
员》《边塞行》《冰山雪莲》《白鹿额

娘组曲》等。
记 者 从 沈 阳 盛 京 大 剧 院 了 解

到，中央芭蕾舞团将在该剧院演出
的原创芭蕾舞剧《沂蒙》即将售票。
40 多年前，中央芭蕾舞团老一辈艺
术家编创的芭蕾舞剧《沂蒙颂》家喻
户晓，沂蒙红嫂乳汁救伤员的故事
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中央芭蕾舞
团自 2017 年多次组织创作团队分批
前往沂蒙山区，挖掘沂蒙人民的感
人事迹。中芭新一代艺术家在原

《沂蒙颂》基础上，构思创作出《沂蒙
情》《沂蒙三章》。此次推出的舞剧

《沂蒙》以《沂蒙颂》的舞剧基础为蓝
本，吸纳《沂蒙三章》故事章节，特邀
词作家王晓岭任编剧，重新结构故
事，演绎“乳汁救伤员”“永远的新
娘”“火线桥”的故事。

迎春节我省原创话剧民族音乐会好戏连台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纯净的童声合唱、诉说着对家的
情感，男声的加入、让情感逐渐
升温，终成一曲唱给家乡、唱给
金普新区的深情告白……在大
连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一首名
为《古城月更明》的原创公益歌
曲，最近在大连人的微信朋友圈
流传开来，用音乐传递着温暖和
坚定的力量。

《古城月更明》词作者孙胜
慧曾是《半岛晨报》优秀的驻地记
者，在金普新区工作十余年，他用
脚步丈量过金普新区的每一个街
道、乡镇、社区和村落，采写出上
千篇新闻报道。对他来说，这里
就像第二故乡，他深爱着这里的
风土人情和人文历史，也见证着

这块土地的发展，因此心中难以
割舍对金普新区的感情。

近段时间，孙胜慧时刻关
注着金普新区的疫情。当他看
到各行各业的人们为抗击疫情
所做的种种努力，看到医护人
员、志愿者义无反顾地驰援，他
萌生了一个想法，想为这座古城
做点什么，表达牵挂与加油鼓
劲之意。

孙胜慧与大连市歌舞团创作
人杨兴发取得联系，两个人用一
个下午的时间商讨合作事项。此
后，仅用了两天就把歌词打磨好
了，音乐也出了小样。原本需要
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创作出
来的作品，硬是在一周之内呈现
给听众。

大连媒体人
创作歌曲《古城月更明》助力抗疫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深入挖掘红色传统文化中的
廉政思想，加强党员干部党风廉
政教育，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营造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省作
协计划组织省内作家、文学爱好
者创作一批反映建党100年以来
共产党人清廉故事的作品，编辑
出版《百年百例——中国共产党
人的清廉故事》（暂定名）一书，就
此面向社会征文。

征文要求，作品须选取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年来涌现出的革
命先烈、英雄模范和先进典型等
优秀共产党员的真实故事进行
创作。征文要以历史事实为依
据，对人物和事迹要有适当介
绍，相关阐述要做到观点正确，
事实准确，符合主旋律、充满正
能量，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富有代表性、思想性、故事
性 、可 读 性 ，具 有 廉 政 教 育 意
义。可采用散文、随笔等形式呈
现，字数在1500字左右。征文至
3月底结束。

省作协征集庆祝建党百年
中国共产党人清廉故事作品

近日，我省词作家杨国兴和军旅
作曲家刘丹联袂创作完成歌曲《我是
妈妈》，这首歌曲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抗
击疫情故事。

1月 6日晚，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
栏目报道了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外科
护士刘沫涵在为居民作核酸检测时，
恰巧遇到自己的女儿来到她的台前作
核酸检测。由于刘沫涵面戴口罩，身
穿防护服，女儿没能认出她。当检测
结束时，小姑娘起身向刘沫涵敬个礼，
说：“阿姨，谢谢，您辛苦了！”。听到女
儿暖心的问候，刘沫涵眼含热泪，因工
作需要，她只能望着女儿远去……

看到这则报道，杨国兴深深地为

刘沫涵的忘我精神所感动，连夜创作
出歌词《我是妈妈》：一个年轻的女护
士/口罩掩盖了面颊/防护服遮住了身
躯/正忙着核酸检查/一个可爱的小姑
娘/来到了阿姨的台下/作完了检查敬
个礼/阿姨，您辛苦了/阿姨两眼含着
泪花/看着多日不见的娃娃/好想和女
儿说一声/宝贝，我是妈妈。

“歌曲作为表达情感的艺术作品，
就是要以情感人，以情树人。在当前
严重的疫情面前，我们的医护工作者
舍小家，为大家，不顾个人安危，奋战
在抗击疫情第一线，他们的行动让人
感动，他们的精神让人动容。”杨国兴
深情地对记者说。刘丹拿到歌词后，

彻夜难眠，立即投入创作，歌词中表达
的情怀让他感动。一张张草稿，一次
次修改，两天时间完成了曲谱创作。

“歌曲是文字语言和音乐语言的有机
结合，如何用音乐语言表现主题，对于
这样一首带有叙事性的作品，有血有
肉有温度。虽然歌词简单短小，但反
映的是一个家国情怀大主题，因此要
用真情写真情。”刘丹说。

谈及《我是妈妈》的歌词创作特
点，杨国兴说，这首歌的歌词以“我是
妈妈”的视角切入，用第一人称表现主
题，运用朴实的语言讲述发生在一对
母女之间爱的故事，给人以真实、亲
切、崇敬之感。对于谱曲，刘丹说，乐

曲采用叙事手法，以民通的歌唱形式，
深情、亲切地赞美了医护工作者的大
爱之情。

歌曲《我是妈妈》，是抗疫以来杨
国 兴 和 刘 丹 联 手 创 作 的 第 四 首 战

“疫”主题歌曲。他们先后创作了歌
曲《情暖人间》《把你守护》《挥手告
别》等，其中《情暖人间》为多家媒体
发表、播放，在群众中广为传唱。杨
国兴为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辽宁
音乐文学学会副会长、辽宁省音乐家
协会理事。刘丹为中国音乐家协会
会员、原沈阳军区司令部军旅作曲
家，多年来，两人联手创作了多部颇
具影响力的音乐作品。

一则新闻报道感动词曲作者

歌曲《我是妈妈》讲述抗击疫情故事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推出常设
展览“沈阳历史的源头——新乐遗
址”“新乐遗址出土偏堡子文化和新
乐上层文化文物展”，还将推出“重
温红色经典，感悟爱国情怀——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电影海
报专题展览”线上展览。

据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介
绍，新乐遗址发现于 1973 年，因其最
初发现的地点在新乐电工厂宿舍而
得名。经过 6次大型考古发掘，发现
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址50座，出土各
类遗物 3000 多件，经鉴定，遗址距今

已有 7000 多年，被命名为“新乐文
化”。它是迄今为止沈阳地区发现最
早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填补了辽
河下游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空白，为
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起源
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证明了我
国远古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

新乐遗址博物馆基本陈列开放
于2014年，展览分为“地球家园”“农
耕与采集”“捕鱼与狩猎”“衣着与服
饰”“煤精与石墨”等9个单元，通过出
土文物向观众展示史前人类的生产、
生活以及精神世界，进一步了解新乐

文化内涵。
在“煤精与石墨”单元，展出的煤

精制品是新乐遗址出土的重要文
物。新乐遗址是目前所知唯一出土
了煤精的史前遗址。新乐遗址煤精
出土前，记载我国用煤的历史开始于
汉代，新乐遗址将人类使用煤的历史
推溯到了 7000 多年前。新乐人堪称
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煤制品的人。

在“衣着与服饰”单元中，展出的
骨器都是磨制而成的。其中，一个

“骨笄”是当时一种发髻的装饰品，由
动物骨头磨制而成，也就是用来盘头

发的簪子，遗址中出土了 17件，可见
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了对美的追求。
遗址中还出土了玉器，无论是玉刻刀
还是玉质串珠都非常珍贵，因为在
7000 年前有玉出现并不多见。玉珠
打磨光滑，中间有穿孔，两面对磨。
古人用细绳把它穿起挂在脖子上做
装饰品。由于当时没有金属制品，玉
珠的打磨和穿孔都费时费力，可见钻
孔技术在当时已经非常先进。据估
计，这串项链在当时只有首领才能
佩戴，可以说是7000多年前的一件奢
侈品。

通过文物展示新乐文化

沈城推出40余个线上展览

百姓“云端”可畅游各大博物馆
本报记者 杨 竞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沈阳故宫
博物院推出“镂月裁云——院藏清代
宫廷雕刻精品展”“盛世典藏——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国宝展”“曾在盛
京——沈阳故宫南迁文物特展”“清
前三京——兴京 东京 盛京展”“乾
隆在盛京文物特展”“清代宫廷钟表
展”以及原状陈列大政殿、崇政殿、清
宁宫、关雎宫等12个线上展。

张氏帅府推出“帅府 3D 展馆”
“帅府数字文物展”“帅府720度全景
展”“百年张学良陈列展览”“张作霖
与张氏家族展览”“程潜将军与新中

国”临时展、“永远的长安”陕西唐代
文物精华展等九大线上展览。其中

“百年张学良陈列展览”和“张作霖
与张氏家族展览”，全面展示了张氏
父子两代人不同的人生经历；张作
霖办公室、张学良办公室、东北政务
委员会、老虎厅、小青楼等一系列复
原陈列展览，记录了张氏父子鲜活的
生活片段和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

沈阳金融博物馆推出“金融720
度全景展厅”“金融馆 3D 展馆”“金
融馆基本陈列展览”“金融馆 4 项系
列临展”“金融馆‘纸醉金迷’巡回

展”等8个线上展览。沈阳金融博物
馆是在原张氏父子私家银行——边
业银行基础上建立的，其推出的这
些展览展现和诠释了金融历史的发
展足迹和金融文化的博大精深。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推
出“九·一八历史陈列展”“众志成城
共同抗疫——沈阳市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纪实展”“中国东北的韩人抗日斗
争展”“宝岛烽火展”等5个线上展览。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推出中共满
洲省委百位英雄人物线上专题及缅怀
英烈三分钟线上讲解活动。

展览内容丰富多彩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由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沈
阳市文化演艺中心)、沈阳评剧院
创排的现代评剧《过大年》，用戏
曲的形式讲述了辽北农村脱贫致
富的故事，该剧近日登上央视综
艺频道《中国文艺报道》栏目，再
度引发关注。

现代评剧《过大年》由黄伟英
编剧、杨晓彦执导、孙明月主演，
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主题，通
过艺术形式展现了辽北农村三
户人家过年期间的矛盾冲突和
脱贫攻坚过程中各方情感和责
任，展示对家乡和亲人深深的
爱。《过大年》塑造了新农村农民
田叶（孙明月饰）的形象，进城打
拼十年后，与丈夫回家过年，却发
现自己富了，亲情却变淡了。在

各种矛盾冲突中，田叶醒悟真正
的脱贫致富不仅是物质的极大满
足，还包括精神和情感的重建，于
是她决定回家乡投资，为家乡致
富贡献自己的力量。

目前，现代评剧《过大年》
已入选 2020 年全国舞台艺术重
点主题创作作品计划，在 2020
沈阳艺术节、辽宁省第十一届艺
术节上展演备受好评。

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副
主任、沈阳评剧院院长张巍说，1
月 7 日，省、市相关领导、专家及
主创团队召开座谈会，与会者对

《过大年》的编导、表演、舞美和
音乐给予充分肯定，同时还对
剧情细节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希望剧组精益求精，进一步打
磨作品。

沈阳评剧《过大年》亮相央视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记者日前从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了
解到，2020 年省政府惠民实事
工程——非遗进校园、进社区活
动圆满收官。

2020年，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积极探索、不断创新，克服疫情带
来的影响，在落实非遗进校园、进
社区活动过程中圆满完成任务并
收获广泛好评。一方面，省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将非遗公开课、传
统文化大讲堂、非遗展示展演等
特色活动纳入其中，进一步丰富
活动内容；另一方面，采取线上为
主、线下为辅的方式，有步骤、有

计划地推进活动开展。
2020 年，省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共完成非遗进校园、进社区活
动100场，超额完成任务。其中，
线下活动分别在沈阳、盘锦、阜
新、葫芦岛等12个市（县区）开展
41 场，惠及民众近 2 万人。“非遗
公开课”“传统文化大讲堂”等线上
非遗直播课共推出59期，线上非遗
专场展演举办11场，网络浏览量、
点击量累计242.7万人次。

通过创新形式、挖掘特色，非
遗进校园进社区的影响力和覆盖
面不断扩大，成为我省文化惠民
的优质品牌。

我省2020年非遗
进校园进社区活动圆满收官

非遗项目展演评剧《打金枝》剧照。

现代评剧《过大年》剧照。

“压印之字纹”深腹罐。

煤精制品。

“沈阳历史的源头——新乐遗址”常设展览制作陶器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