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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7 月 5 日
晚，沈阳市总工
会联合沈阳市
文化旅游和广

播电视局推出的大型话剧
《激流勇进》在中国工业博
物馆铸造馆上演。这是一
部反映辽宁老工业基地振
兴的工业题材话剧,这是
一场别开生面的戏剧演
出。在工业博物馆中上
演如此氛围浓郁的沉浸式
话剧，为广大观众带来独
特的戏剧体验。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辉煌百
年·壮丽史诗”优秀舞台艺术作品
网络演播近日在文化和旅游部官
方网站播出。演播由国家艺术基
金管理中心主办、文化和旅游部信
息中心支持，全国有 24 部作品入
选，沈阳音乐学院大型民族歌剧

《星星之火》入选。
据该剧艺术总监、出品人、剧中

男主人公老李头扮演者、沈阳音乐学
院原院长刘辉介绍：“《星星之火》的
入选是沈阳音乐学院、《星星之火》全
体剧组工作人员的荣誉。我作为一
名老党员，能够参与这部作品的策
划、出品、演出，感到骄傲和自豪。”

《星星之火》讲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抗联战士不畏强暴，英勇抗击
日本侵略者的故事。《星星之火》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大型歌
剧，也是第一部以东北抗联以及抗
日战争为题材的大型歌剧，由我国
著名作曲家、东北鲁艺音乐部部长、
沈阳音乐学院首任院长李劫夫等作
曲，剧作家、东北鲁艺戏剧部实验剧
团团长、导演侣朋等编剧。该剧于
1950年在哈尔滨首演，剧中很多唱
段观众耳熟能详，特别是经典唱段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传唱至今。《星
星之火》自2015年复排以来，先后被
确定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国
家艺术基金滚动资助项目，并登陆
国家大剧院，2018年参加在北京举
行的全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

歌剧《星星之火》
入选优秀舞台艺术作品网络演播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沈阳故宫博物馆日前举办“让文
物 说 话 —— 沈 阳 故 宫 开 放 简 史
展”。展览分为“渡尽劫波”“艰辛
探索”“改革创新”“继往开来”四
部分，向观众讲述沈阳故宫博物
馆自成立以来向公众开放的发展
历程。

近年来，沈阳故宫博物馆迎来
新的历史机遇。2019年，沈阳故宫

太庙修缮完毕并对外开放，标志着
沈阳故宫实现了 100%全面开放。
未来，沈阳故宫博物馆的开放范围
将扩大到汗王宫遗址、东北电信管
理处旧址、满铁奉天公所旧址、同泽
俱乐部旧址，陆续建成沈阳故宫汗
王宫遗址博物馆、家具陈设博物馆、
清代宫廷艺术馆、沈阳故宫近现代
艺术馆，展示沈阳故宫深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

沈阳故宫开放简史展启幕

前不久，又一次来到位于建平
县的马鞍桥山考古遗址现场蹲点采
访。相较于第一次来到考古现场的
满眼新鲜，这一次，我将观察维度从
采访中抽离出来，注意到了一个不
是考古的“考古问题”，那就是对于
考古这个学科，公众与考古工作者
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视角，尤其是公
众对专业考古工作是存有一定认知
偏差的。

公众对考古最粗浅的认识就是
“挖墓”或者“挖宝”。这是让考古工
作者感到十分无奈的地方。其实，若
粗略划分，考古大体分为主动考古、
非主动考古两大类。在每年批准的考
古项目中，前者的比例较小，占到更大
比例的是后者，即非主动考古这部分。

在非主动考古里，包括抢救性
考古发掘、保护性考古发掘等几种
情况。比如，绝大部分古墓都是在
被窃贼盗挖后，考古工作者才介入
并对墓中文物进行清理的，这就属
于抢救性考古发掘。

公众对考古就是“挖宝”的这个
说法也与实际存在偏差。仅以我所
蹲点采访的马鞍桥山为例，虽然考
古现场发掘出土了几处距今 5000
多年的红山先民居住址，也就是所
谓的房屋，以及一些破损的陶器，但
实际上，深埋地下、没有出土的更
多。就这个项目来说，考古目的并
不是探尽和挖尽地下所有“宝贝”，
而是为了找寻尘封在岁月长河中的
历史印记。等到考古工作全部结束
后，如果现场不建遗址公园，那么这
些曾被发掘的土地将要回填，这里
又会生长绿油油的庄稼。

不仅如此，对出土文物的价值
判断，公众与考古工作者也有不
一样的标准。公众更多是从“值
不值钱”，也就是经济价值这个角度

来评价出土文物，但实际上，在专业
人员的判断中，文物并没有经济价
值一说，他们从历史、艺术与科学这
三大层面来综合判断一件文物是否
珍贵。

我跟随考古工作者在做田野调
查的时候，捡到了一块可能是几千
年前的人类头盖骨碎片，对于这块
普通人觉得十分晦气的骨头，考古
人却视若珍宝，欣喜若狂。在他们
眼中，这块头盖骨就是“宝贝”，因为
它可能揭开隐藏在这片大地之下的
岁月秘密。

公众经常误会的，还有镜头和画
面里那些考古现场的工作人员。大
家认为这些人都是专业考古队员，实
际并非如此。一支考古队中，除了专
业人员外，还有一些辅助人员，他们
大多来自考古现场附近的村庄，就是
普普通通的农民。他们在专业人员
的指挥下，进行简单的发掘工作。

仍以马鞍桥山为例。考古现场，
那些头戴围巾的人员是附近的村民，
他们用简单工具一层层刮平土层，并
将可能混杂在土层里的红山先民用过
的陶器碎片遴选出来。等到他们刮平
土层后，专业考古人员再根据土层颜
色、质地等，判断这片土地在几千年前
是否有先民活动遗迹，并着力还原几
千年前的生活场景。应该说，这些人
提供了考古的基础性工作。

作为一门严肃学科，考古工作
既有严肃性又有其科学性，但之前
的很长一段时间，这门小众学科因
为距离公众较远，被蒙上了神秘的
面纱。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公众
开始对考古产生兴趣。在这种情况
下，是“关起门”来考古，还是在不影
响安全的情况下，“敞开大门”考古，
我想这应该是考古人在专业研究之
外，应该思量的另一个问题。

两个视角下的考古
朱忠鹤

大幕拉开，屏幕上出现金黄色的
沙漠，鲜红的党旗，雕像群挺立在党
旗下，渐渐地，屏幕上推出两个大字

《镌·刻》……
7 月 5 日，原创民族音乐剧《镌·

刻》在盛京大剧院首演。《镌·刻》以描
述沈阳抗击疫情为切入点，用鲜活的
事件、平凡的人物表现共产党人的担
当，诠释了什么是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精彩演出深受专家观众好评。

《镌·刻》描写了盛京大学美术
学院雕塑系学生，通过毕业作品庆
祝建党百年的故事。该剧由沈阳大
学评剧艺术研究中心主任、评剧表
演艺术家冯玉萍担任剧本策划和导
演，沈阳市作家协会主席李轻松担
任编剧。

这部作品没有局限于疫情本身，
而是通过几个画面，用三个动情点
串联起党员干部在重大事件中的担

当。第一个动情点是美术学院党委
副书记张文涛与爱人韩梅话别的场
景。作为该校医院呼吸科的主任，韩
梅要连夜驰援武汉。两人的话别充
满革命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奉献精
神。第二个动情点是韩梅与老父亲
诀别的画面。第三个动情点是小米

的故事。新生开学第一天，大家兴高
采烈地坐在餐厅等着开饭，以为学校
肯定会给他们准备好吃的，没想到最
后盛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一碗碗小米
粥。这时，学生巴特尔的妈妈格日
勒讲起了小米背后的爱心故事……

据了解，剧组从 5 月 23 日建组，

直至首演，一直在紧张而有序地排
练。演职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沈阳大
学学生，都是非专业演员，没有表演
功底，更没登过大舞台。但这些都挡
不住他们与主创人员对这部剧的热
爱。学生白天上课，利用课余时间排
练，所有专业老师便跟随学生们的时
间调整作息，每天排练至深夜。没有
专业的排练场就用大教室，没有演出
经验就一遍遍练习。在冯玉萍眼里，
这些学生特别认真可爱。看着学生
们一遍遍在舞台上排练，每天汗透衣
衫，却无一人退缩，没有一声抱怨，她
的眼睛几度湿润……

通过排演这部剧，激起了青年学
子强烈的爱党、爱国之情，他们不仅
要将党和人民在灾害和困难面前众
志成城、齐心协力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的精神唱出来，还要将崇高的信仰深
深地镌刻心中。

原创音乐剧《镌·刻》在沈首演

三个动情点串联起党员的担当
本报记者 杨 竞

沉浸式舞台艺术作品在中国工业博物馆上演

话剧《激流勇进》弘扬工匠精神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文并摄

话剧《激流勇进》改编自作家商国
华创作的报告文学《锻造中国芯》。该
剧演出单位为沈阳话剧团、沈阳市工
人文工团，编剧为商国华，导演为黑晓欧。

《激流勇进》通过话剧艺术手法，
展现了沈阳国企——沈阳鼓风机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不畏艰辛，攻坚克难，面
对世界性的技术难题，冲破国外的技
术壁垒，自主研发制造出十万空分压
缩机，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
这项技术的国家，实现了把煤变成油
的创举。该剧充分反映了中国工人的
自信、勇气与毅力，旨在大力弘扬劳模
精神、工匠精神。

据商国华介绍，将报告文学转化
为剧本，他前前后后修改了 33 次。
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沈阳是一座
工业城市，是劳模、工匠辈出的城市，
是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城市。我的文
学创作一直关注沈阳工业发展，关注
老工业基地振兴，希望将文学与戏剧
结合起来，让更多人了解沈阳工业发
展的成果。”

将报告文学转化为大型话剧

近年来兴起的沉浸式戏剧是对舞
台艺术的一种延伸，通过充分利用原
有古镇、旧厂房等建筑空间，将戏剧演
出置于其中，营造身临其境的艺术氛
围。以往沉浸式话剧大多是小剧场话
剧，工业题材大型话剧采用沉浸式戏
剧演出形式在国内并不多见。

7 月 5 日晚，记者与现场 400 多
名观众一同观看了演出，这些观众
有沈阳铁西区的工人，有大学生，也
有新闻工作者、戏剧爱好者。大家

比较一致的感受是这部话剧太独特
了，观众被沉浸式话剧深深吸引，进
而发出由衷的赞叹。在大型铸造车
间、在纵横交错的管道钢架之间、在
布满沧桑的大型机械设备之间，一
部工业题材话剧生动上演。观众置
身其中，与其融为一体，成为话剧艺
术空间的一部分。观众李先生告诉
记者，这次看话剧的感觉很奇妙，希
望以后还有机会欣赏这样生动感人
的话剧表演，而且是在如此独特的

工业博物馆空间里。
黑晓欧表示，他在二度创作过程

中，努力将剧中的报告文学因素戏剧
化，在不影响主题的前提下，放大舞台
艺术的戏剧性，增强话剧的感染力。
由于这次话剧演出的场地比较特别，
场景空间大，所以要充分发挥灯光舞
美的作用，用写意与写实的舞台手段
完成戏剧内容。同时，用《咱们工人
有力量》《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助
力人物塑造以及烘托戏剧氛围。

工业题材话剧采用沉浸式戏剧演出形式

整场演出在《咱们工人有力量》
铿锵有力、激荡心弦的歌声中结束。
每一名观众的心情都是十分激动的，
他们没有立刻离开演出现场，而是
久久伫立，回味演出中每一幕感人
的情节。

沈阳鼓风机集团研发十万空
分压缩机的总设计师汪创华看了
话剧《激流勇进》之后激动地说：

“这部话剧本身就很精彩，在中国
工业博物馆里演出很 有 氛 围 ，太
震撼了！《激流勇进》的故事与工
业博物馆的环境很契合，仿佛剧
中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这部话
剧真实地表现了企业员工的情怀，
弘扬了工匠精神，非常感人。演员
的表演也不错，专业术语不容易转
化为台词进行表达，演员表演讨论

工业技术的情节真的很难，基本都
入戏了。”

《激流勇进》是在东北老工业基
地振兴过程中，真实再现国有工业
企业员工不畏艰难、激流勇进的精
神。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故事情节
引起观众热烈反响。

据了解，《激流勇进》将在中国
工业博物馆连演9场。

弘扬工匠精神引起观众共鸣

话剧《激流勇进》剧照。

音乐剧《镌·刻》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