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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在刚刚公布的辽宁省第十一届艺术节群众文化活动展演获奖名单上，朝阳市选送的
10支队伍参加了5个展演项目的角逐，均获奖项。其中，荣获一等奖3个、二等奖3个、
三等奖4个，获奖总数在全省排名第一。这只是辽宁省群众文化活动的一个缩影。在本
届艺术节群众文化活动展演中，全省共有100多个节目，近1700人参加了现场展演，惠

及广大群众。展演的作品均为近年来我省群众文化创作的优秀成果，呈现了辽宁人民昂扬向上的
精神风貌。

日前，鞍山举办“这一年我们一
起走过”电视晚会，慰问奋战在一线
的职工。整场演出着力聚焦疫情防
控、复工复产、脱贫攻坚等社会热点，
用文艺的力量致敬劳动者。

“这一年我们一起走过”电视晚
会由鞍山市委宣传部、鞍山市总工
会、鞍山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主
办，鞍山市新闻媒体中心、鞍山市演
艺集团、鞍山市艺术剧院等承办，在
鞍山电视台综合新闻频道首播。晚
会的开场舞蹈《红红火火》，烘托起吉
祥与喜庆的气氛，预示新的一年百姓
的日子红红火火。情景剧《妈妈我想
你了》采用内心独白的方式，表现小
女孩夜晚在家思念奋战在抗疫一线
的妈妈，感情纯真、动人，反衬出抗疫
一线的医护人员舍小家为大家的奉
献精神。说唱表演《春风沐钢城》以
鞍山推动复工复产的“春风行动”六
大工程为切入点，表现各行各业为复
工复产作出的努力。男声独唱《钢城

夜色》和歌舞表演《鞍山印象》展现鞍
山文化、旅游、体育、健康四项产业融
合发展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晚会节目内容不但都与鞍山有
关，而且有的就取材于百姓身边的
事。情景剧《咱老百姓》以鞍山 8890
民生服务平台真实事例改编，讲述
几个居民拨打热线说出自己的诉

求，没想到迅速得到答复与解决，充
分表现 8890 民生服务平台解决问
题高效、快捷，增强了百姓获得感与
幸福感。

鞍山市演艺集团党总支副书记
李明辉告诉记者，他们编排这些节
目，就是要用文艺的力量展示过去一
年全市各项工作取得的突出成果，凝

聚人心，聚合力量，坚定信念，共克时
艰，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全面开启
2021年新的征程。

“温暖人心！看了这场晚会就知
道鞍山是一座多么有活力、多么有爱
的城市。”鞍钢职工周海涛对晚会赞
不绝口。他的母亲车大娘说，晚会
节目中有很多场景让她想起自己刚
来鞍山生活的岁月，“我来鞍山50多
年，见证了鞍山的飞速发展，我家门口
原来有一片烂泥塘，现在已变成风景
地，就像舞台上呈现的一个个美轮美
奂的景致，真让人感觉到鞍山越来越
好了。”

观看精彩的电视晚会，回味着
“这一年我们一起走过”的晚会名
字，环卫工人刘奇峰落泪了。“由于
工作原因，我有 3 年没回老家过年
了，看了这台晚会，心里暖暖的。这
座城市需要我，我会在这里用劳动
的双手让大家的城市更美丽。”刘奇
峰感慨道。

鞍山举办“这一年我们一起走过”电视晚会

演职工爱看的节目 讲百姓身边的故事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省
音乐家协会公益音乐微课系列讲
座第 30 期开讲，沈阳音乐学院附
中键盘学科教师刘明名线上讲授

“中国作品在钢琴演奏中的民族化
特征 ”。

为搭建学术交流平台，营造良
好的音乐环境，普及音乐知识，弘扬
优秀音乐文化，充分发挥“以文化
人，以艺养心”的作用，省音协利用
网络平台，会聚音乐家会员，推出公
益音乐微课系列讲座活动。讲座内
容是音乐家多年的研究成果与表演
经验的总结，这些音乐领域的公益

微课，一方面体现出我省音乐学术
研究的现状，给音乐家提供交流、学
习、借鉴的平台；另一方面也为大众
普及音乐知识，为市民了解音乐文
化提供了便利。刘明名系沈阳音乐
学院附中键盘学科教师，她 5 岁开
始学琴，从教近 20 年，曾多次在沈
阳、上海、广州等地举办个人独奏及
重奏音乐会，并多次受邀担任专业
比赛评委。2019 年荣获意大利国
际音乐比赛钢琴特别奖。工作期间
发表多篇专业学术论文，多次参与
校内外演出实践活动、举办学术讲
座等。

省音协举办
公益音乐微课系列讲座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今年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百年
间，在辽宁留存了大量党史档案文
献资料。这些档案资料能够展现中
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
伟大成就，可以生动讲述党史、新中
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由此，省档案馆面向社会开展

“建党100周年”党史档案资料征集
活动。

此次征集的内容，包括中国共
产党成立以来在辽宁地区形成和留
存的与党史相关的档案文献资料，
含重要党史人物、党的重要活动、重
要事件形成的各种载体、各种类型
的党史资料。比如，党史人物留存
的书信、日记、回忆录、照片、音视
频、印章、奖状、奖章、证书、立功证
明以及使用过的物品等；反映重大
党史活动的报纸、杂志、画报等；重

大活动、重大决策、重要事件的当事
人、见证人、知情人或其亲属、子女、
工作人员提供的口述资料、回忆文
章、采访记录等。

档案资料所有权人自愿将党史
档案资料无偿捐献给省档案馆的，
省档案馆为捐赠者颁发收藏证书并
给予奖励。捐赠者对其捐赠的档案
资料享有优先利用权。资料所有权
人暂无捐赠意愿但想交付档案机构
代为保存的，省档案馆无偿代为保
管，双方签订代管协议。对特别珍
贵且收藏者欲自己保存的，原件可
借由省档案馆进行复制，复制完成
后归还原件并颁发荣誉证书。凡属
于征集范围内的党史档案资料，其
真实性需经专家鉴定后再确定是否
征集进馆。征集的党史档案资料均
归国家所有，永久保存。征集时间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省档案馆征集
“建党100周年”党史档案资料

辽宁省第十一届艺术节广场舞
展演在丹东市举行，来自全省的 26
支队伍、千余名舞蹈演员参加演出，
展示了我省群众文化的风貌。丹东
市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深入挖掘地区
文化内涵，现场通过 24块宣传展板，
将丹东的人文历史、非遗古迹等向观
众进行“图说”。

沈阳市工人文工团演出的《草原
之恋》、大连市旅顺口区得胜街道光
辉社区艺术团演出的《花鼓敲出幸福
梦》、抚顺市地秧歌民间艺术团演出的

《笊篱姑姑》、丹东市群星舞蹈团《朋友
请到丹东来》、朝阳市马赛舞蹈队演出
的《走在山水间》均获一等奖。

辽宁省第十一届艺术节舞蹈展
演在大连市举行。来自全省 13个地

市的 24 支舞蹈队伍的 380 余名演员
参加了现场展演。大连市沙河口区
文化馆花鼓舞蹈队演出的《花鼓舞出
幸福梦》、大连市朝鲜族文化艺术馆
演出的《迎》、本溪市群众艺术馆演出
的《等你回来》等获一等奖。这些舞
蹈既有反映抗击疫情题材、传递向上
向善正能量的作品，又有反映脱贫攻
坚成果、讴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就
的作品，富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艺术
感染力，受到现场专家评委和观众的
一致好评。

辽宁省第十一届艺术节曲艺展
演在营口举行。全省 12个地市选送
的 18 个节目轮番登台，沈阳市沈河
区文化旅游体育事业发展中心文化
馆演出的快板《喜游辽宁 14 城》、锦

州市群众艺术馆演出的相声《祝你成
功》、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演出的
相声《我是书法家》等获一等奖，还有
朝阳市群众艺术馆创演的快板《祖孙
三代话辽宁》等，这些曲艺作品呈现
了辽宁人民的精神风貌，让观众尽享
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群众文化是以人民群众活动为
主体，以满足自身精神生活需求为目
的，以文化娱乐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社
会文化现象。辽宁省第十一届艺术
节群众文化活动系列展演只是辽宁
群众文化的一个缩影，仅以朝阳为
例，在朝阳市有 70 多个农民自办春
晚，朝阳县北四家子乡唐杖子村的李
春军连续举办农民春节晚会 25 年，
先后荣获全国“群文之星”等荣誉。

呈现了辽宁人民的精神风貌

日前，《咬文嚼字》杂志正式对
外公布了评选出来的“2020 年十大
流行语”。这10个在2020年——这
个极不平凡的年份里萦绕在公众耳
畔与笔端的流行语分别是：“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逆行者”“飒”“后浪”

“神兽”“直播带货”“双循环”“打工
人”“内卷”和“凡尔赛文学”。

作为《咬文嚼字》杂志的品牌活
动，“年度流行语”评选一年一次，已
经进行了十几年。因为流行语存在
着群体属性，在海量词汇条目里打
捞出最能代表一个年度的流行语殊
为不易，正因如此，《咬文嚼字》采取
了社会学与语言学双重价值标准来
衡量，确保评选出来的年度十大流
行语既能反映时代特征，又能引导
语文生活。

纵观 2020年度十大流行语，即
能窥见主办方的良苦用心。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深刻影响着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来势汹
汹的疫情，全国上下全力以赴，勠力
同心，在此背景下，“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逆行者”这两个与此相关、具
有强烈年份与时代特征的词句，真
正体现出了社会学和语言学的双重
价值意义，占据了当年“十大流行
语”1/5的份额。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的全息载
体，不仅是沟通与交流的工具，而
且更能彰显时代风貌、窥视社会脉
动。就“十大流行语”而言，我们不
能仅仅停留在“流行”这个层面，而
是要掀开字面意思，深入下去，仔
细探究与每一个流行语相关的社
会生态和它所折射出来的文化变

迁。每一个词都会是绝佳的社会
与文化话题。

以“凡尔赛文学”为例，这个源
自网络的流行语甫一露面，即引得
多方引用。有人总结，“凡尔赛文
学”是“说最低调的话，炫最高调的
耀”。这个说法既对仗又精准。的
确，那种隐藏在漫不经心与明贬暗
褒中的自我优越，通过平淡和浅白
的文字陈述出来，形成了一种“似无
还有”的高人一等。

虽冠以“文学”字眼，但实际上，
“凡尔赛文学”反映的更是一种基于
互联网语境下的人际生态。这种生
态伴随着“数字一代”在互联网上驰
骋，折射出了这些人乐于分享、想要
展示，但又有所遮掩的心理与状
态。如果能就此展开社会学分析与
调查，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题目。
当然，一些戏谑者借用“凡尔赛文
学”反其道而行之，进行反讽处理，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其实不只是“凡尔赛文学”，包
括“神兽”“内卷”等在内的流行语，
都可以掀开字面含义探寻出每个词
汇背后的文化意义。当流行语两两
组合，比如将“神兽”与“内卷”组合
在一起，两个单独的词汇又迸发出
了新的内涵，还可以解读出不一样
的话题。

总之，《咬文嚼字》的十大流行
语看似简单，实则意味悠远。它们
在记录倏然而逝的一年的同时，也
在用流行语的方式梳理并归纳着这
一年值得探讨的话题。当我们看完
了热闹，无人时静思，思忖这十大流
行语背后的意义，也不错。

年度流行语
折射着文化变迁
朱忠鹤

五大门类、100多个节目、近1700人参加现场展演

群众文化展演让百姓享用文化盛宴
本报记者 杨 竞

辽宁省第十一届艺术节群众文
化活动展演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
和旅游厅共同主办，以“艺术的盛
会、人民的节日”为宗旨，在沈阳、大
连、丹东、营口、朝阳等地举办了系
列展演活动，其中包括群众音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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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等5个门类。根据各地区特点和
群众文艺专长，进行交流演出，充分
发挥全省群众文化活动引领和示范
作用。比如在朝阳举办的辽宁省第
十一届艺术节戏剧（小戏、小品）展
演上，既有地方特色浓郁的小辽剧，
又有群众喜闻乐见的小品，还有京
剧、评剧，汇聚了近年来全省群众文
化艺术创作的优秀成果。透过一个
个节目，不仅可以欣赏到艺术之美，
更可以触摸到时代的脉搏。像获一
等奖的瓦房店市岗店海庭戏剧文化
大院演出的小辽剧《抓鸡》、黑山县
文化馆演出的拉场戏《扶贫风波》、
朝阳市龙城区文旅广电局演出的小
评戏《钱大发入党》等，都真实讲述
了百姓的幸福生活，记录了时代的
发展变化。

辽宁省第十一届艺术节群众音
乐（声乐、器乐）展演在沈阳盛京大
剧院上演。辽宁省文化馆（辽宁省
青年宫）的一曲《摇篮随想》拉开了
展演的序幕。展演汇聚了全省 14
个市和省文化馆的 20 个原创音乐
作品，这些作品有讴歌抗疫精神的
作品，有歌唱祖国美、家乡美的作
品，还有反映辽宁脱贫攻坚、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喜人成绩的作品，主题
鲜明，形式多样。如辽宁省文化馆

（辽宁省青年宫）展演的《情真情重》
和《摇篮随想》均获一等奖。朝阳市
群众艺术馆的获奖作品——原创器
乐作品《花鸟源头，文明曙光》在朝
阳市群众艺术馆馆长吴玉萍的精心
策划下，把一个传统的器乐节目赋
予了新的创作理念，用古筝为主旋
律 与 舞 蹈 相 融 合 ，展 现“ 三 燕 古
都”——朝阳1700多年的深厚历史
文化底蕴。

展现了百姓的
幸福生活

舞蹈《爱在方舱》演出现场。

“这一年我们一起走过”晚会现场。

2021迎新春·文艺汇

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 7天居家隔离观察 + 7天社区健康监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