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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7月19日晚，由沈阳音乐学院创排的大型情
境音乐舞蹈史诗《红韵颂》在辽宁大剧院激情上演。这是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
主办的“辽宁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之一。《红韵
颂》以音乐舞蹈史诗形式，突破传统演出模式，综合运用音乐、舞蹈、情境表演、戏剧演出等

艺术手段，用红色经典音乐讲述百年党史。整场演出震撼人心，是一堂生动的音乐党史课。

我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活动正在
沈阳、锦州两地持续进行。由大连歌
舞团创作的音乐舞蹈情景诗《摇篮》
日前在锦州大剧院上演。

《摇篮》通过史诗叙事方式，以歌
舞演绎故事。《摇篮》通过讲述大连城
市的发展巨变展现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摇
篮》采用乐章式结构，以《苦难岁月》
为序，《远航》为尾声，依次分为《奋斗
牺牲》《创业奉献》《光荣梦想》三个乐
章。运用诗、歌、舞等艺术表现方式，
采用现代声光电多媒体技术手段，以
及多时空交织的艺术手法，讲述大连
故事。

大连歌舞团从 2020年 10月开始
酝酿选题，确定了以音乐舞蹈情景诗
模式进行创作，随后开展了文学台本
撰写、节目选定、音乐创作、舞美设

计、道具设计、服装设计、视频设计等
一系列工作。大连歌舞团邀请了省内
外艺术家共同完成《摇篮》的艺术创
作。总导演耿军曾担任全景剧场秀

《家·源》执行导演，该剧的音乐总监、
音乐人郑冰曾任大连歌舞团团长。

《摇篮》将城市发展进程置于国
家发展建设的大背景之中，反映百姓
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家国情怀。

《摇篮》讲述的是历史，但作品采用的
呈现手法却充满现代意蕴，用时代之
音去诠释梦想之路，架起了历史与现

实沟通的桥梁。作品还运用了具有
本土文艺特征的花鼓舞，进行了符合
作品情境的编排。《摇篮》从文学台本
到舞台二度创作所产生的视听效果
具有震撼力，音舞编排和舞美创作，
营造出浓郁的情境感和氛围感。锦
州观众孙先生表示，我省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
展演精彩纷呈，他已经看了 3 场演
出。他认为音乐舞蹈情景诗《摇篮》
充满诗意，情感饱满，令人振奋。

大连歌舞团团长雷恒大表示：
“大连歌舞团的艺术创作始终紧扣
时代脉搏，努力挖掘本土题材进行
创作，反映地域文化，弘扬时代精
神。大连歌舞团的演职人员尽最大
努力创排《摇篮》，采用音乐舞蹈情
景诗这一具有艺术感染力的舞台艺
术形式进行创作，为时代抒怀。这部
作品在锦州上演之后，我们还将继续
演出。”

《摇篮》通过史诗叙事深情讲述大连故事
本报记者 王臻青 王荣琦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7
月20日，记者从沈阳1905文创园了
解到，皮亚佐拉探戈作品音乐会将
在此举行。

阿根廷作曲家皮亚佐拉一生创
作了 300 多首探戈音乐作品，他以
系统的古典音乐训练为基础，创
造性地融合传统古典音乐与爵士
乐的作曲风格，创立了“新探戈音

乐”乐派。在沈阳 1905 文创园工
业建筑风格的艺术空间里，青年
小提琴演奏家钱悦、青年大提琴
演奏家吕冰夏、青年钢琴演奏家
王诺钧将为沈阳观众演奏 15 首皮
亚佐拉创作的探戈音乐作品，包
括《遗忘》《回到南方》《爱的礼赞》

《华丽探戈》《一步之遥》《小星星》等
曲目。

青年演奏家举办探戈音乐会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弦
歌盛世 琴筝齐鸣”琴筝专场演出日
前在沈阳浑河岸边启幕，全国琴筝
爱好者欢聚沈水湾公园“云飏阁”，
奏响红色经典，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演出在218名演奏员表演的大
型古筝合奏《我和我的祖国》中拉
开序幕，悠扬的旋律、唯美的筝韵演
奏大气磅礴。演出由沈阳市和平区

文联主办，和平区琴筝学会、和平区
古琴艺术研究会承办。

演出紧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主题，通过民乐独奏、
重奏、合奏、琴歌等形式，讴歌党的
丰功伟绩，抒发对党的炽热情感，
坚定永远跟党走的理想信念。演
出精彩纷呈，现场掌声、喝彩声不
绝于耳。

琴筝齐鸣专场演出精彩纷呈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沈
阳市图书馆近期安排了丰富多彩的
公益讲座和培训，在炎炎盛夏为读
者送上一缕缕文化清风。

据介绍，公益讲座有“重读几位
辽宁小说家”“谁是生活的《主角》”

“沈阳‘九门八关’内外城”“《背影》
背后的真相”“经典阅读与欣赏”

“谈谈音乐—— 歌唱的魅力”等。

这些公益讲座是在双休日下午 1
时 30 分至 3 时 30 分在报告厅举
行。作家刁斗、沈阳市作家协会副
主席赵凯、辽河流域民俗文化研究
中心主任崔健等担当公益讲座的
主讲人。另外，还有“裸眼 4D 百科
全书”新形态阅读互动体验、发扬

“三牛”精神主题书画巡展、老年书
画培训等公益活动。

沈图近期公益讲座丰富多彩

让文艺点亮城市，用艺术丰富
文化生活。7 月 19 日，沈阳市皇姑
区中粮小镇的街心广场“变身”沉浸
式大舞台，区第三届市民文化节在
这里举行。整场演出没有主持人，
没有独立舞台，所有演出融入观众
中、融入城市场景中。演员站在观
众面前表演，连他们脸上的细微表
情都清晰可见。

演出在交响乐《红旗颂》中开
始，歌伴舞《南湖的船 党的摇篮》、
舞蹈《丰收歌》、男女声二重唱《以
人民的名义》点燃了现场气氛，很
多观众情不自禁跟着打起拍子。舞
蹈《灯火里的中国》《山丹丹开花红
艳艳》大气优美，观众纷纷拿起手
机、相机，将一个个精彩瞬间定格。
大合唱《走向复兴》《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气势磅礴，将演出推
向高潮。

创新，是这届市民文化艺术节
的最大亮点。艺术节创新理念，将
文艺演出、展览等融入文化场馆、
旅游景点、商业空间，增强市民的
获得感。

记者日前来到皇姑区文化艺术
中心，这里正在举办的“永远跟党
走”庆祝建党百年主题文化展览吸
引了众多的市民前来观展。在皇姑
区图书馆的拾光城市书房，“剪纸中
的民俗文化”讲座吸引了很多女性，
她们中有花甲老人，也有青年学生，
省非遗传承人初春枝一边讲，一边

用剪刀操作，讲堂上气氛活跃。区
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书
房年内将邀请省内文史专家、非遗
传承人、高校学者来此举办10期拾
光讲坛，他们还将发挥辖区内辽宁
大学“建筑可阅读”、九皋艺术馆“家
门口的好去处”、中粮小镇“非遗艺
术商圈”等项目的文化教育功能，将
城市的建筑、街区、公园变为市民可
读、可听、可看、可憩、可游的“客厅”
与“教室”。

记者从皇姑区文化旅游和广
播电视局了解到，从现在开始持续3
个月的市民文化艺术节将举办一系
列文旅活动。环崇山文旅大道的公
共文化空间聚集区上的辽宁省政协
文史馆、百鸟文化夜市，崇山城市书
房、作坐木工园等文化场所将给市
民的日常生活增添更多的文化乐
趣。夜间开放的知舍艺术空间、九
皋艺术馆、冯元平剪纸艺术馆等家
门口的“夜文化”，让白天上班没时
间看展览的市民多了一种文化生活
方式的选择。

据悉 ，随着罗阳纪念馆、尉凤
英事迹馆近期的正式开放，皇姑区
已有7个红色旅游点位入选沈阳红
色旅游线路。按计划，除当地市民
外，近期还有湖南、河南、陕西等地
慕名而来的700多名游客预约来此
参观。沈飞航空博览园入选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后免费开放，每个
周末接待1500名观众左右。

把文化艺术节
办到百姓家门口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由
抚顺市委、市政府主办的“我们永远
跟党走——抚顺市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主题文艺演出日前
在抚顺雷锋大剧院举办，来自全市
各条战线涌现的先进典型、工作在
脱贫攻坚和抗疫一线的干部职工代
表、社区群众代表和农村致富带头
人代表等观看演出。

演出分为“永远听党话 永远
跟党走”“开天辟地 改天换地”“翻
天覆地 惊天动地”“牢记使命 再立
新功”4 个篇章，包含诗朗诵、大合
唱、表演唱、情景表演、讲述等形式

多样的 30 余个节目。文艺演出综
合运用多种艺术手段，生动展现中
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带领中国人
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壮美画
卷，热情歌颂建党百年来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同时，也展示抚顺砥砺前
行，奋进新时代的步伐。该主题文
艺演出由抚顺市委宣传部、市文化
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市文化旅游发
展促进中心承办，抚顺市文艺工作
者和来自各行业的群众演员共同
出演。

抚顺举办
“我们永远跟党走”主题文艺演出

沈音上演大型情境音乐舞蹈史诗《红韵颂》

一次震撼人心的音乐党史课
本报记者 杨 竞

钟声响过，在凝重庄严的背景音乐
中，纱幕上迎风飘扬着鲜红的党旗。舞台
上方，金色党徽在红色绸带的衬托下熠熠
生辉。舞台两侧，10个汉白玉明柱巍然矗
立。“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校训在舞台
两侧分外醒目。伴随着钟声，《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激昂的旋律响起，表演
唱《一叶红船》开启音乐党史课的序幕。

《红韵颂》选取建党百年不同历史时
期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构成

“百年礼赞”“革命曙光”“黄河怒吼”“英雄
赞歌”“激情岁月”“希望田野”“复兴路上”

“壮美新征”8个篇章。
“革命曙光”篇章以情境表演《黎明》

开篇，表演联唱《工农兵联合起来》《农友
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湾来了毛
委员》和舞蹈《血色长征》等节目，生动
展现了在大革命的烽烟中，在艰险的长
征路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
浴血奋战、奋勇向前的光辉历程。在

“黄河怒吼”篇章中，为拯救国家危亡，
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毛泽东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号召，奔向抗战前
线，投身火热的斗争中，创作出一大批
反映抗战的歌曲。演出中，师生精彩演
绎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南泥湾》《歌
唱二小放牛郎》《在太行山上》《保卫黄
河》等经典曲目。“英雄赞歌”在《中国人
民志愿军战歌》中奏响，情境诗剧《铁血
情怀》、表演唱《英雄赞歌》《我的祖国》
歌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舍生忘死、保家
卫国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经典乐曲《东方红》将观众带入“激
情岁月”篇章，火热的生产场面展现了

“共和国工业长子”——辽宁在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为国家作出的重要贡
献。《辽河水从我家门前流》《咱们工人有
力量》《我为祖国献石油》《雷锋，我们的战
友》等由沈音师生、校友创作的歌曲，带
领观众重温了新中国难忘的记忆。而李
劫夫作曲、贾鼐演唱的《我们走在大路
上》点燃了激情燃烧的岁月。“希望田野”
篇章以歌舞《在希望的田野上》抒发了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祖国赞美诗》洋溢着春天的气息，秦咏
诚作曲的《我和我的祖国》几十年来久唱
不衰。“复兴路上”篇章通过舞蹈《复兴路
上》、歌曲《不忘初心》和情境诗朗诵《人
民是天》，歌颂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原创歌曲《足迹》表达了青年学子永
远跟党走的坚定信仰。

演出以“壮美新征”为尾声，大型歌
舞《我心永在》表达了奋进新时代的壮志
豪情。结束曲《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
永不落》振奋人心，全场观众与演员同声
高唱，将演出气氛推向高潮。演出在嘹
亮的歌声和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落幕。

八个篇章展示
建党百年辉煌历程

《红韵颂》以沈阳音乐学院师生
和校友为创作主体，由歌唱家么红、
韩延文、杨岩、张大伟、王一凤等知
名校友与近千名师生联袂演绎。这
场演出为什么这样令人震撼、让人
感动？沈阳音乐学院副院长冯志莲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为这场演出沈
阳音乐学院举全院之力，1000余人
的演出团队创作排练了 1 年多时
间。演出前，全校所有院系师生参
加寻访活动，分为井冈山组、抗日
组、抗美援朝组、东北老工业基地
组、改革开放组等分赴全国各地，跋
涉7省12市116个寻访地实地调研，
挖掘音乐背后的感人故事。寻访过
程中，很多师生被建党百年的辉煌
历程所震撼，被革命前辈和新时代
的模范人物所感动，师生将这种感
动融入作品中，感动自己，感动观
众。这种带入式的表演和情感表
达，以艺术的方式直抵观众，带给观
众的感受必然是震撼和感动。

这次演出的很多作品是广为传
唱的红色经典，这些作品无论何时

唱起，都会产生共鸣。冯志莲说，为
了更好地演绎红色经典作品，学校
组织师生走进井冈山、延安、西柏坡
等革命圣地，学习党史。寻访井冈
山回校后，很多学生第一时间向党
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在河北省，
师生寻访《歌唱二小放牛郎》背后的
故事，参加寻访的师生都被抗日小
英雄的事迹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全国劳动
模范尉凤英、大国工匠方文墨等新
时代劳模精神让师生深受鼓舞。活
动开展以来，700 余名师生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排练演出期间师生克
服困难，有的老师家人重病住进
ICU，却从未耽误排练演出。有的
学生受伤仍坚持排练。《红韵颂》的
演出是沈音人为庆祝建党百年献上
的生动的音乐艺术党史课。

记者在演出现场采访了几位
参演的学生，他们感触颇多。沈阳
音乐学院戏剧影视表演系学生高梓
铭在情景诗剧《铁血情怀》中扮演黄
继光。他说：“黄继光是中华民族的

英雄，把英雄形象重现在舞台上是我
一直以来的梦想。接到演出任务后，
我找来关于黄继光和抗美援朝的书
籍、影像资料进行研究，并不断地思
考，黄继光牺牲时的年龄和我们相
仿，一个年轻的志愿军战士，却有一
种不怕牺牲的精神，是什么力量鼓
舞着他？我想这就是爱国主义精
神。”沈阳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学
生姜博文在《红韵颂》中参演了《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走在
大路上》《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
不落》等合唱节目。他说，作为新时
代鲁艺传人，一定传承好红色基因。
沈阳音乐学院舞蹈学院学生张宇露
说，很荣幸能够
参加《红韵颂》演
出，在舞蹈《血色
长征》中她扮演
女卫生员，红军
创造了万里长征
的奇迹，我们青
年学子要走好新
时代的长征路。

举全院之力创排1年多时间

大型情境音乐舞蹈史诗《红韵颂》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郑 磊 摄

音乐舞蹈情景诗《摇篮》剧照。 （大连歌舞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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