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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在沈阳音乐学院音
乐厅欣赏《南泥湾》《兄
妹开荒》《我们走在大路
上》等经典音乐作品，在

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观看《八女投
江》《报春花》《父亲》等经典美术作
品和剧照，观众仿佛回到延安，走
进炮火纷飞的抗战前线，亲历东北
鲁艺的发展历程……

4月9日，中国延安鲁艺校友
会2021年工作年会暨沈阳办事处
成立大会在沈阳音乐学院召开。中
国延安鲁艺校友会是延安鲁艺的校
友为继承校风校训、传承鲁艺传统，
于1987年创立的。马可之女马海
莹、吕骥之女吕英亮、安波之子刘嘉
绥等校友会成员及鲁迅美术学院、
沈阳音乐学院、辽宁人民艺术剧院
等鲁艺传承单位代表60余人参会，
新时代鲁艺交流会、新时代鲁艺联
谊晚会也于当日举行。

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
日，辽宁政协文史馆举办“萃升书
院讲堂名家系列讲座”之五，著名作
家王充闾与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向峰
做客讲堂，对话唐诗，共谈杜甫的诗
情与诗艺。对话中，两位学者引经
据典，妙语迭出，引发全场阵阵热
烈掌声。

唐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唐诗中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独立
自主的奋斗精神、自由开放的精神、
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开拓创新的精
神，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产生深远的

影响。杜甫是唐代著名现实主义诗
人。说起杜甫，人们自然会想到他
的诗，想到他忧国忧民的情怀。杜
甫一生坎坷，却以自己的行为完成
了从平民到“诗圣”的跨越。这也
是后人除诗歌之外，极力推崇杜甫
的原因之一，更是杜甫的文化意义
所在。

对话中，王向峰从杜甫诗歌的人
民性为切入点，以著名的《赠卫八处
士》《石壕吏》为例，为听众深入讲解
了杜甫诗中的人民性内容，指出杜甫
的经历、家庭变故和个人前途与国家

命运的紧密相关，他经历了平常人在
同时代所经历的贫穷困苦，成为时代
的回声。在生活中，杜甫找到了诗的
土壤、诗的语言，成了人民情绪与愿
望的表达者，在历史潮流的冲击中，
他的诗表达了人民的感应。王向峰
说，《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是杜
甫抒情诗里作为连接性的诗章，写出
了家国情怀。

而王充闾则从诗歌艺术的角度
着重讲述了杜甫在诗格律中的精深
造诣，分析了杜甫的律诗所体现的
格律、对仗、虚实艺术。王充闾高度

赞扬了杜甫律诗首联、尾联的对仗，
绝句的对仗，通过“两个黄鹂鸣翠
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
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迟日江山
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
睡鸳鸯。”等耳熟能详的诗歌，为听
众展示出杜甫诗的精工凝练，直至
回归自然，挖掘出杜甫诗在遣词造
句中体现出律诗独有的格式美、对
称美、韵律美和艺术美。

王充闾说，杜甫之所以被称作
“诗圣”，是因为其品德、诗艺以及流
传后世的深远影响。

萃升书院讲堂名家系列讲座开讲

一次关于杜甫诗情与诗艺的对话
本报记者 杨 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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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艺术作为省级非遗项目，成
为首个被纳入我省系列公益教育计
划的项目。

古琴艺术公开课计划用 4 课
时，向广大古琴爱好者普及琴学、
研习琴谱、赏析琴曲、品味琴韵。
古琴艺术传承人、沈阳音乐学院古
琴专业教授朱默涵日前以“两凤同
翔 习琴五要”为主题，主讲了首场
古琴艺术非遗公开课。该活动通
过线上同步直播、线下互动教学相
结合的授课方式开展，吸引线上关
注 31161 人次，线下十余名古琴爱
好者参与。

据了解，第二讲公开课以“丝
桐轻拨 古谱漫谈”为主题，为古琴
爱好者进一步讲述古琴谱发展史，
介绍古琴流派，演奏赏析《醉渔唱
晚》等代表琴曲。

古琴艺术是继昆曲之后被列
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的第
二个中国文化门类。琴棋书画曾
是中国古代文人引以为傲的四项
技能，也是四种艺术。其中，琴乐
是中国历史上渊源最为久远而又
持续不断的一种器乐形式，其可
考证的历史有 3000 年之久。“高山
流水”“焚琴煮鹤”“对牛弹琴”等
妇孺皆知的成语都出自和琴有关
的典故。

非遗项目古琴艺术
纳入公益教育计划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日
前，本溪市委宣传部、市文化旅游和广
播电视局邀请有关专家在辽宁大剧院
召开了大型话剧《西征》剧本研讨会。

该剧是本溪市为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组织创作的，讲
述了抗联将领杨靖宇率领抗联战
士突破重围，两度西征寻找党中央
的故事，艺术再现了东北抗联寻找

组织、抗击日寇、英勇不屈的家国
情怀和抗联精神。

与会者对《西征》给予充分肯
定，认为该剧题材好、有地域特色
又赋予了时代特征，同时也提出
了修改意见和建议。创作团队表
示，将对剧本进行精心打磨，力争
塑造出鲜活的抗联人物形象，增加
艺术表现力。

话剧《西征》剧本研讨会在沈举行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4
月11日，记者从省文化艺术研究院
了解到，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自 4月起,辽宁文化共享
频道每周六、周日“经典影院”栏目
推出“红色电影之旅”活动。“红色电
影之旅”展播活动旨在以红色经典

电影为载体，使观众通过电影了解
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据了解，此次展播的影片包括
《上甘岭》《英雄儿女》《闪闪的红星》
《红色娘子军》等，由艺术家精彩演
绎，每一部影片都感人至深。这些
红色经典影片感染着一代又一代
人，具有永恒的魅力。

辽宁文化共享频道
推出“红色电影之旅”

在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展厅
以及沈阳音乐学院音乐厅的舞台上，
均有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艺术家的身
影。在新时代鲁艺联谊晚会中，辽宁
人民艺术剧院青年演员表演了话剧

《草原丰碑》《热土》片段，赢得热烈喝
彩。展览中，大屏幕播放辽艺排演的
话剧《报春花》《高山下的花环》《父
亲》《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祖传秘
方》等蜚声全国的剧目。辽宁人民艺
术剧院院长佟春光接受采访时表
示，多年来，辽艺取得的艺术成果主
要得益于坚持传承延安鲁艺精神。

“鲁艺在东北”精品文献展在鲁
迅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此展以历
史文献展形式，通过数百件（组）展
品与场景复原相结合的方式，全方
位展示了鲁艺在东北的发展历程。
在鲁美展厅、沈音展厅、辽艺展厅展
出历史文献126件、手稿34件、实物
展品 158 件、老照片 567 幅，并采用
投影、LED屏幕等声光交互媒介，播
放鲁艺历史上的经典美术作品、剧
目和曲目等，带给观众沉浸式、体验
式、交互式的观展体验。

在展厅大屏幕上，观众看到鲁

美创作、陈列在锦州辽沈战役纪念
馆的《攻克锦州》画面，这是中国第
一幅全景画。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如
今，以鲁迅美术学院为代表的中国
全景画创作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
旺盛期。现今100米以上规模的全
景画世界仅有20余幅，大部分是历
史遗留下来的作品，新作很少。中
国却在 20 余年的时间里完成 10 幅
之多，这些全景画基本上由鲁迅美
术学院创作完成，这在世界美术史
上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现象——“鲁
美现象”。

传承鲁艺传统 弘扬鲁艺精神

上周，参加了省内评论界的一次
论坛。论坛的主题是如何提升主旋
律作品的魅力值，主要针对的是舞
台和影视作品，提到了很多具体作
品作为例证，谈到最多的除了最近
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还有两部舞
台剧——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话
剧《柳青》。特别是《柳青》，成为从不
同角度研究主旋律作品创作的范例。

早就听说《柳青》是上一届中国
艺术节文华大奖的获奖剧目，一直没
机会看到。听大家众口一词地夸
赞，实在是等不及进剧场，只好在网
上找视频。150分钟的话剧，虽然隔
着电脑屏幕，还是把我实实在在地震
撼到了。

1952年，作家柳青放弃大城市的
优渥生活，辞去长安县委副书记的职
务，举家搬迁到长安县皇甫村，一住
就是14年，最终完成了记录我国农业
社会主义改造进程和农民精神风貌
的伟大著作——《创业史》。话剧反
映的就是柳青这段生活内容。

话剧《柳青》中有很多令我印象
深刻的段落，比如柳青形象上的变
化。刚到皇甫村的时候，他戴着眼镜，
穿着背带裤，完全是知识分子的样
子。他找了几个老农民来聊天，请大
家坐，大伙儿说，“我们习惯趷蹴着（陕
西话蹲着的意思）”，柳青说，“那我也
趷蹴着”，结果没过一会儿就站不起来
了。聊天的过程并不顺利，他和大伙
儿说不到一起去，临走的时候，一个老
农民看着他穿的背带裤说：“你家要是
没有裤腰带，我给你弄一条。”第二幕，
柳青换上了当地农民的衣服，已经完
全是当地老汉的形象，在人堆里几乎
认不出他来。再到全剧结尾，经历了
多年的风霜之后，柳青重回皇甫村，仍
是一身土布衣，却让人觉得这个老汉
的心里装着全中国的农民。

再就是柳青对一个党员和作家
责任的理解。为了把合作社的牲畜
饲养好，柳青和合作社的负责人王家
斌（《创业史》中梁生宝原型）许多天
住在牲口棚里。一位领导邀请他写
一篇应景的文章，他说没时间。领导
很不高兴地说：“你没时间写文章，却
有时间写《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
柳青说，写《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
那是他多年的生活积累，也是他作为
一个党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看完这部剧，我才真正明白了为
什么柳青要用十多年的时间去深入
生活。仅仅是为了学习群众的语言，
熟悉乡村生活，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
而言，只要有一段时间的观察就可
以。与群众交朋友，付出真心就够
了。但要真正了解农村、农民，特别
是了解一个进行时的农村，却是需要
长时间的观察与思考。正如评论家
洪兆惠所说，柳青一生都在思考中国
的农民问题，思考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问题。柳青在皇甫村的这14年，正是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农村发生历史
性变革的关键时期，他不仅是皇甫村
巨变的观察者、记录者，更是直接的
参与者甚至重要的推动者。

剧中，王家斌问柳青：“你是写书
的，白天总跟我们在一起，咋没见你
写呢？”柳青说：“我习惯晚上写，这就
好比开汽车，白天在你们这加满油，
到了晚上我就开着它跑。”

还想再跟大家分享话剧《柳青》
中的几段台词：

“我们手上的笔，要像一根扁担，
一头挑的是技巧，一头挑的是生活；
对生活的熟悉程度，要像井一样深。”

“你知道啥是幸福吗？幸福就是
一辈子能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把灵
魂安放在最适合的位置。皇甫村的
这片土地，就是我的位置。”

《柳青》的魅力
高 爽

沈音鲁美辽艺在鲁艺交流座谈会上表示

自觉践行鲁艺精神创作更多文艺精品
本报记者 杨 竞 王臻青

83 年前，在延安，延安鲁迅艺术学
院成立。当时，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文
艺界进步人士和青年在此会聚，他们在
鲁艺创作了《黄河大合唱》《白毛女》《兄
妹开荒》《王贵与李香香》等经典文艺作
品。这些热血青年怀揣着救亡图存的信
念，推动着延安文艺运动的发展。

作为延安鲁艺传承单位之一，沈阳
音乐学院始终秉承优良革命传统，弘扬
延安鲁艺精神，传承革命红色基因，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培养了一大
批家喻户晓的艺术人才，创作出《我们走
在大路上》《我和我的祖国》《红星照我去
战斗》《今天是你的生日》等脍炙人口的
经典音乐作品，为党的教育事业和文艺
事业作出了贡献。

当晚，新时代鲁艺联谊晚会在沈阳音
乐学院音乐厅举行。本场晚会是由沈阳
音乐学院、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延安鲁艺
校友会及相关传承单位联袂奉献的一场
荟萃声乐、话剧、舞蹈、诗歌朗诵等形式的
艺术盛宴，包括童声合唱《我们是共产主
义接班人》、合唱《北风吹》《团结就是力量》

《我们走在大路上》、二重唱《兄妹开荒》、重
唱《红星照我去战斗》等节目，表达了鲁艺
人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

沈阳音乐学院副院长吴厚兴说，沈阳
音乐学院从去年11月开始策划此次活动，
历时5个多月。中国延安鲁艺校友会沈阳
办事处的成立，将进一步整合鲁艺在东北
的力量，深入挖掘延安鲁艺在东北的红色
资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探讨、传承
与实践鲁艺精神的模式路径，同时，也将进
一步促进辽宁文艺交流、创作与发展。

深入挖掘鲁艺
在东北的红色资源

鲁艺的历史是中共党史的重要
组成部分。鲁迅美术学院院长李
象群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作为鲁艺主要传承
单位的鲁迅美术学院、沈阳音乐学
院、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联合举办此
次展览，旨在传承鲁艺传统，弘扬
鲁艺精神，回顾与展示鲁艺及鲁艺
传人为东北地区解放事业以及文
艺教育事业、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
卓越贡献，并以此为勉励，不辜负时
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创作出更
好更多的文艺精品，为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新时代鲁艺交流会、鲁艺音乐文
化学科建设与发展交流座谈会于 4
月9日在沈阳音乐学院举行，延安鲁
艺校友会、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

学院、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及鲁艺传
承单位的代表等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结合党史学习，研讨
全面发挥各鲁艺传承单位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积极交流相关工作经验和
体会。沈音、鲁美、辽艺在交流座谈
会上表示，自觉践行鲁艺精神，创作
更多文艺精品。

创作更多精品力作

沈音民族声乐系女声小合唱《北风吹》，沈音民族室内乐团伴奏。韩 鹏 摄

“鲁艺在东北”精品文献展在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