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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家喻户晓的《我为祖国献石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奋发图强，这既是一首歌曲，又是
催人奋进的号角。

《我为祖国献石油》创作于1964年，由薛柱国作词，秦咏诚作曲，刘秉义演唱。这首歌唱石
油工人的歌曲，是词曲作者当年深入大庆油田体验生活创作出的经典作品，已成为中国石油大

学、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的校歌。记者日前电话采访了《我为祖国献石油》曲作者秦咏诚之子秦际凯、词作者
薛柱国之女薛蔚，他们回忆了父辈当年创作这首歌曲的往事。

《守护冬日的暖阳》《城市的基
石》《笑脸》《稻花》等 365 件版画作
品，画面生动、色彩强烈、极具视觉
冲击力。这是正在 M56 美术馆举
办的“2021 年东北青年版画艺术
展”上记者看到的，此展全方位展
示了近年来东北青年版画艺术的创
作成果。

本次展览由辽宁省美术家协
会版画艺术委员会、鲁迅美术学院
绘画艺术学院、沈阳大学美术学院
联合主办，M56美术馆承办。 此次
展览展出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
古等省区 100余位艺术家的 365 件
作 品 ，对 东 北 青 年 版画艺术现象
进行了全方位、系统的梳理，旨在
分享当下版画发展的成果，进一步
推广版画艺术，为东北青年版画艺术
发展助力。

此 次展览作品涵盖了丝网版
画、木板版画、铜板版画、石板版
画四大种类。作品从美学、创新
等多个维度展现艺术家对版画的
理解。

版画在当下已经不是一个画种
的概念。上世纪 30 年代，鲁迅倡导
的“新兴木刻运动”以木刻为载体，
利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时代精神，

木刻版画成为抗日救亡的战斗武
器。后来，版画一度陷入低迷状态，
直到近些年，艺术创作与艺术品市
场的蓬勃发展，才带动了版画艺术
的新发展。

谈到此次展览，M56 美术馆馆
长曲良臣说，此次展览呈现出一些
特点：一是作者多数是 90 后，且高
校学生居多；二是作品关注社会、
关注现实生活；三是表现风格丰富
多样。如周文硕的《收获·喜乐》系

列、李昕悦的《琼楼玉宇》系列、彭
希的《浮生物语》系列、《金色的记
忆》等都是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生
活的作品。作品风格有写实的、有
抽象的，如《2020·封海季》《抗疫
者》等。

曲良臣 是 学 版 画 专 业 的 ，在
国 外 留 学 多 年 ，他 说 ，中 国 版 画
与西方版画是共同生长的，在互
联网时代，共时、共享的特性可以
为版画带来发展的多样性、多样

态可能。
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很多作

者简历，他们是专业美术学院的在
读大学生。

曲良臣说，高等美术教育教
学 在 版 画 发 展 中 起 到 了 重 要 作
用。另外，版画工坊和工作室的快
速发展，对民间了解版画，是一个
重要的平台。而在互联网时代，版
画对数字技术的应用更是走在了
前列。

365件版画作品在沈展出

全方位展现东北版画创作现状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到来，
又一批各行各业先进集体和个人走
上领奖台。辽宁劳模辈出，劳模精
神在辽宁薪火相传，全省工人阶级
和广大劳动群众如何大力弘扬劳模
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坚决扛
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在文艺创
作中，又该如何诠释辽宁的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辽宁工人文
学形象是话剧《父亲》中的那位老父
亲：每年新工人入厂，他都要穿戴整
齐，把自己获得过的那些劳模奖章
挂在胸前，去给年轻人作报告……

《父亲》的创作背景是上世纪 90
年代末，正是辽宁国企最困难的时
期，然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
精神在辽宁的传承却并未断绝，也
正是凭借着这样的精神，让辽宁国
企 走 出 困 境 ，书 写 了 新 的 劳 模 故
事。这是一条从来没有断绝的精神
脉络，也是值得今天的文艺工作者
大书特书的重要题材。

工 业 题 材 始 终 是 辽 宁 文 艺 创
作的选择，上世纪 50 年代，草明的

《原动力》《火车头》《乘风破浪》首
开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先河，上世纪
60 年 代 ，李 云 德 的《沸 腾 的 群 山》
在全国产生影响，再到改革开放后
的话剧《父亲》《矸子山上的男人女
人》《工匠世家》，优秀的工业题材
作 品 一 直 不 断 。 去 年 我 省 作 家 刘
国强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雄
风北来》，讲述的是新时代一群在
工 业 企 业 奋 斗 的 劳 模 与 工 匠 的 故
事；今年正在创作的电影作品《钢
铁意志》，讲述的是抗战胜利后，中
国 共 产 党 带 领 工 人 阶 级 以 钢 铁 般
的意志冲破层层阻隔、克服艰难险

阻重建鞍钢的故事，也同样在延续
这条脉络。

在我采访过的劳模身上，也在
很多普通劳动者身上，我无数次看
到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并被深深感动，有很多难忘的细节：

有一位儿科医生，是典型的东
北汉子，高大阳刚，外表挺粗糙，但
他 的 手 非 常 柔 软 光 滑 。 他 总 是 随
身带着护手霜，一洗完手就拿出来
涂 抹 ，他 说 ：我 接触的是世界上最
柔软的皮肤，不能让它们受到一点
伤害。

有一位八级工匠，在一家机械
加工厂里是个宝，他对机械零件的
手 工 磨 削 比 机 床 还 要 精 准 。 退 休
后，他仍然技痒，有一年过年，他送
了我一个礼物，是他手工打造的不
锈钢鞋拔子，漂亮得堪称工艺品。

还有一位登上过人民大会堂领
奖台的 80 后“大国工匠”，他会为了
0.02 毫米也就是 1/3 头发丝细的误
差跟自己较劲，在美国人制造的数
控 机 床 上 与 美 国 技 工 比 拼 并 且 完
胜 。 训 起 他 那 些 有着大学本科甚
至研究生学历的徒弟毫不留情，他
说：当年他的师傅就是这么带徒弟
的……

在我的理解中，今天的辽宁劳
模，仍然传承着孟泰那一代辽宁工
人为国奉献、勇于担当、艰苦奋斗、
勤恳敬业的精神，同时又有了更高
的知识起点、更宽的眼界。他们正
是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最大
的底气、最宝贵的财富。

希望这些细节能够带给文艺创
作者一些灵感，希望辽宁的艺术作品
中出现更多可亲可敬的劳模形象，带
给我们更多的自信、鼓舞和力量。

塑造更多可亲可敬的劳模形象
高 爽

“遇稻咖啡馆”位于盘锦市大洼
区荣兴街道佟家村。与其他咖啡馆
不同，“遇稻”相邻一大片稻田，而且
一块门牌上标注着两个地址，“佟家
村圈里 46 号，这是咖啡馆的地址”，
店主张翼指着门牌上的另一段文字
说：“这里说的‘新富’，指的是荣兴
街道曾经的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在
合村并镇中消逝了，现在它又重新
出现了。”

将一些已经消逝的村屯名、河
流名等重新镌刻在门牌上，盘锦市
正在用一种新方式留住乡村记忆。

盘锦市辽河口文化研究会会长
杨洪琦参与了这项恢复“乡村记忆”
工程的全过程。他告诉记者，荣兴
街道前身是一个普通的农业小镇，
几年前，荣兴街道开始打造“荣兴稻
作人家民俗文化村”，在将民居改
建成民宿的过程中，如何延续消逝
的乡村记忆成为改造者一直在思考
的问题。

几经讨论，最终，民俗村里 50
多间改建完成的民宿成了承载乡村
记忆的载体。记者注意到，在每间
民宿的门牌上，50 多个消逝的村屯、
河流等又回来了——门牌上不仅镌
刻着它们的名字，而且还记载着各
自的历史沿革。比如，在“遇稻咖啡
馆”门牌有关“新富”的介绍是这样
写的，“新富”，隶属于新开村，1933
年 日 本 侵 华 期 间 划 域 编 号 为“ 四
号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改 称“ 四 屯 ”，
1980 年地名普查时更名为“新富”。

延续下来的乡村记忆不仅增加
了“荣兴稻作人家民俗文化村”的历
史厚重感，而且也成了创业者选择
这里的因素。“坪鑫阁”是村里一家
具有朝鲜族特色的餐馆，正是看中
了村里浓厚的文化氛围，几年前，高
红燕和金君臣这对 80 后小夫妻选择
了返乡创业，开了这家“坪鑫阁”餐
馆，生意一直红红火火。客人们也
对门牌上的旧地名感兴趣。

杨洪琦说，民俗文化村下一步
将 继 续 丰 富 门
牌信息，除了增
加门牌数量外，
还 计 划 将 那 些
消 逝 村 屯 的 人
口 数 、土 地 、民
族 等 更 为 详 细
的 内 容 填 写 进
门牌。

盘锦用新方式留住乡村记忆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由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组织创作
的话剧《无风地带》《把一切献给党》、
京剧《邓稼先》、音乐舞蹈情景诗《摇
篮》、杂技主题晚会《旗帜》五部主旋
律题材剧目将于 5 月 18 日在大连展
演。这些作品是大连四大专业文艺
院团深耕细作的文艺精品，以多种艺
术形式反映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光辉
历程。

连日来，记者走访大连话剧团、
大连歌舞团、大连杂技团、大连京剧
院，探访各院团新剧目的准备情况。
所到之处，主创人员的创作热情令人
感动。

在大连话剧团的排练厅里，演
员们正投入到新剧排练之中。他们
排演的话剧《把一切献给党》再现
英模人物吴运铎的人生经历，并将
与主人公有着紧密联系的 人 物 加
以 展 现 ，塑 造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群
像。为了克服排练时间紧、任务重
的困难，采取“两套班底”“同步推
进”模式，统筹做好文化和旅游部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 舞
台 艺 术 精品创作工程“百年百部”
创作计划重点扶持作品话剧《无风
地带》的修改提升以及进京演出工
作。话剧《无风地带》《把一切献给

党》均由于伟担任艺术总监，杨锦
峰编剧，王晓鹰担任总导演，邹一
正担任导演。《无风地带》情节跌宕
起伏，人物性格鲜明生动，将中国
共 产 党 领 导 人 民 英 勇 抗 战 的 故 事
讲述得荡气回肠。

京剧《邓稼先》是大连京剧院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而创
作的献礼剧目，该剧以中国科学院
院士、“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人生历
程为主线，讴歌了崇高的爱国主义
精神。

大连歌舞团创作的音乐舞蹈情景
诗《摇篮》采用乐章式结构，以“苦难岁
月”为序，“远航”做尾声，依次分为“奋
斗牺牲”“创业奉献”“光荣梦想”三个
乐章。《摇篮》通过宏大的史诗叙事方
式，演绎了百年梦想、艰苦创业、改革
创新和新时代美好愿景四个历史阶
段，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大连杂技团排演的杂技主题晚会
《旗帜》以独具魅力的杂技语言深情讲
述百年来那些感人的历史瞬间，杂技
晚会辅助以舞蹈、大型魔术等多种表
现形式，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与艺
术感染力。

大连排演五部主旋律题材剧目
本报记者 王臻青 王荣琦

李劫夫、王莘、秦咏诚在
1205 钻井队与石油工人一起
生活了 3 天。这 3 天，成为他
们一生都难以忘却的珍贵记
忆。秦际凯告诉记者，父亲秦
咏诚曾回忆，当时石油工人工
作生活的环境非常艰苦，钻井队
的设备简陋，当地的气候条件恶
劣，但艰苦的工作生活并没有磨
灭石油工人对祖国工业建设的
豪情壮志，他们有着冲天的干
劲，把一切不可能变成可能，为
新中国创造了一个个奇迹。

秦咏诚曾说，当时大庆党
委宣传部的同志拿来一摞歌
词，希望作曲家们能为写石油
工人的歌词谱曲。秦咏诚翻来

翻去，选中了薛柱国写的《我为
祖国献石油》。《我为祖国献石
油》正反映了石油工人从各自
家乡来到东北投身石油工业的
壮举。秦咏诚认为，这首歌曲
应该是列车奔驰一般勇往直前
的节奏，旋律应当反映石油工
人的豪迈之情。拿到这首歌词
的当天下午，秦咏诚在招待所
里，仅用了20分钟就为《我为祖
国献石油》谱曲完毕。秦咏诚创
作激情的涌动与创作灵感的迸
发受益于在大庆的学习与深入
生活的经历，深入石油工人的生
活，让他对石油工人拥有了深厚
的情感，《我为祖国献石油》曲子
才能一挥而就。

与“铁人”钻井队生活三天，
20分钟完成谱曲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歌声里的历程

深入体验生活体悟到工人们的豪情壮志

《我为祖国献石油》是催人奋进的号角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此后薛柱国与秦咏诚见了
面，词曲作者一见如故。薛柱国
的女儿薛蔚谈及此事仍心情激
动，她所敬仰的两位父辈此后多
次合作，成为挚友。在父亲薛柱
国去世后，定居在大庆的薛蔚一

如既往地经常打电话给秦咏诚，
问候远在沈阳的前辈。在采访过
程中，薛蔚通过微信给本报记者
传来了许多珍贵图片，其中包括
薛柱国与秦咏诚、刘秉义三人签
名的《我为祖国献石油》书封，以

及薛柱国与秦咏诚后来合作的多
首歌曲的歌谱，其中有《大庆精神
放光彩》《学大庆 赶大庆》。从中
可以感受到老一辈音乐人对祖国
深沉的热爱，以及音乐人之间深
厚的情谊。

薛柱国与秦咏诚此后多次合作创作歌曲

盘锦市辽河口文化研究会会长
杨洪琦介绍门牌上名字的由来。

秦咏诚（左二）在大庆油田体验生活。

秦咏诚在创作中。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

《我为祖国献石油》封面

1964 年 3 月中旬，时任沈阳音
乐学院院长的作曲家李劫夫接到中
国音乐家协会的通知，请他务必在
3 月 20 日到黑龙江省萨尔图报到。
李劫夫创作的歌曲《二小放牛郎》、
歌剧音乐《星星之火》《我们走在大
路上》影响深远。接到通知后，李劫
夫立刻做动身北上的准备。由于李劫
夫身患多种疾病，沈阳音乐学院决定
派出一位年轻的音乐人陪同他前往黑
龙江，这位年轻人正是秦咏诚。作曲
家秦咏诚于1952年考入东北鲁迅文
学艺术学院音乐系，历任沈阳音乐学
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

1964年3月19日晚，李劫夫与
秦咏诚一同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在
火车上，秦咏诚问：“萨尔图是什么地
方？”李劫夫说：“萨尔图是个大油田，
叫大庆油田。”抵达大庆的第二天，
李劫夫与秦咏诚就开始上专业课。
不过，这些专业课并不是他们所熟悉
的音乐专业课，而是学习石油工业知
识。从勘探、钻井到采油、炼油，一天一
个内容，整整10天，他们对石油工业算
是有了初步了解。10天后，他们开始下
基层体验生活。李劫夫、王莘和秦咏
诚被安排在1205钻井队。1205钻井
队是大庆油田的英雄钻井队，也就是

“铁人”王进喜担任队长的钻井队，这
个钻井队在开发大庆油田的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极其困难的
情况下，打出了大庆第一口井。

音乐家先上石油专
业课再去体验生活

《2020·封海季》 《听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