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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光辉的历程——
辽宁省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型
交响音诗画特别节

目”以恢宏的气势、昂扬的旋律
描绘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波澜
壮阔的奋斗历程和辽宁人民在
党的领导下不懈奋进的华美诗
篇。振奋人心、荡气回肠，虽然
已上演数日，但关于这台节目的
话题还在继续……

7 月 22 日 9 时刚过，众多参观者
已从四面八方会聚到中共满洲省委
旧址纪念馆，来此寻访革命旧址、重
温红色历史。

今年 3月以来，这样的情景已成
为这里的常态。馆长刘秀华告诉记
者，今年这里成为百姓出游的重要选
项和热门打卡地，很多参观者是年轻
人，他们纷纷来到这里寻找激情燃烧
的光辉岁月。据统计，近5个月来，纪
念馆接待参观人数高达70多万人次，
接待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部队等
参观团体6500多个，是历年参观人数

最多的一年。
据“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十四年

抗战”展览介绍，1927年中国共产党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东北人民革命斗争
的领导，成立了东北各省市党组织领
导机关——中共满洲省委。抗日民
族英雄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周保
中、李兆麟等都曾是中共满洲省委
重要成员。

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人通过拍
照的方式来作纪念，也有人用录视频
的方式记录下这难忘的时刻。在纪
念馆展区内设立的沈阳抗战文化之

旅打卡展板，吸引了很多参观者，一
家公司正在这里组织集体参观合影，
员工韩建勇说：“来这里参观学习，让
我们时刻不能忘记今天的幸福生活
是怎么来的。这里有最生动的教材，
作为年轻一代，我们一定要把红色基
因传承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即将
到外地上大学的刘奇峰说，来这里参
观是他这个暑假最有意义的一个安
排，“革命旧址也许是老年人感怀时
代变迁的体验地，但同时，也是我们
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革命英烈
的打卡地”。

沈阳文物古迹保护研究中心副
主任龚祖介绍说，中共满洲省委旧址
纪念馆今年新推出的“沈阳地区隐蔽
斗争历史展”，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开
展的“中共满洲省委百位英雄人物”
和“红色三分钟云讲解”等线上展览，
与有关单位联合推出的“奋斗百年
路·启航新征程”现场直播、“唱支山
歌给党听”快闪活动等，与有关单位
联合制作的 10集党史评书《福安巷 3
号》《白山黑水 百年风华》等，更是助
力这里成为公众参观的红色文化打
卡地，吸引无数年轻人。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成热门打卡地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辽宁
历史建筑摄影展近日在沈阳市城市
规划展示馆开展。

此次展出的100余幅摄影作品，
记录了辽宁城市发展演变历程中留
存下来的重要历史遗迹，如沈阳故
宫、大帅府、“九一八”残历碑等，展

现了省内各个时期、各种类型历史
建筑的整体风貌以及建筑局部装饰
等内容，强调了历史建筑与自然环
境、城市空间、人文环境之间的关
系。这些历史遗迹展现了辽宁历史
建筑风采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对历
史建筑保护利用将起到积极作用。

辽宁历史建筑摄影展开展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为
继承发展评剧艺术，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促进全国各地区间
群众文化艺术交流，沈阳评剧院
于 7 月 8 日至 24 日赴天津市、廊
坊市、唐山市进行巡演，共计演出
17 场。

此次沈阳评剧院巡回演出，准
备了多台名家名剧以飨戏迷。韩
少云弟子、国家一级演员周丹主演
的韩派传统剧目《小女婿》，花淑兰
弟子、国家一级演员吴丹阳主演的
花派传统剧目《谢瑶环》等名剧在
几个城市连续上演。

沈阳评剧院赴津冀巡演

７月 20 日，由辽宁省文联、辽宁
省舞蹈家协会主办，各市舞协承办的

“绿叶对根的情意”辽宁省群众舞蹈
展演在沈阳举行。全省十个城市的
百支展演队 5 万余名群众同跳一支
舞，舞出辽宁人民对党的热爱之情。

展演活动由主会场和分会场构
成，每个城市都有分会场，主会场设
在沈阳奉天工场。主会场展演共分
4 个篇章，分别是第一篇章“萌芽的
力量”、第二篇章“青春的召唤”、第
三篇章“幸福的律动”、第四篇章“光
辉的使命”。舞蹈作品在保持淳朴
自然、清新明快风格的同时，涵盖了
受百姓欢迎的各个舞种，有少数民
族舞蹈律动的《站在草原望北京》、
运动与传统兼顾的古典舞《春之歌》

《春满中华》，还有《家乡步步高》《我
们的队伍向太阳》等，更有拉丁舞

《恰恰恰》《华尔兹》以及劲爆的《街

舞少年》等。
在现场大屏幕上可以看到各分

会场：大连的老虎滩、盘锦的红海

滩、营口的钢琴厂、本溪的枫叶广
场、鞍山的千山风景区、抚顺的月牙
岛、锦州的东湖公园等，各个舞蹈队
跟着音乐一起摇摆，黑土地刮起“最
炫民族风”。通过各种舞蹈将当代
辽宁人崭新的精神面貌展示于东北
大地上。

省舞协秘书长刘思展说：辽宁
省舞蹈家协会历经 5 个月的时间组
织全省优秀编导创作出十余部歌颂
党、歌颂人民，为健康而舞、为时代
而 舞 、为 幸 福 而 舞 的 优 秀 舞 蹈 作
品。全省群众共同起舞活动，通过
网络连线和网络直播的方式，把辽
宁人民聚到一起，让我们在全省各
地，一同用激情的舞蹈赞颂党的百年
光辉历程！

全省十城百支展演队共舞颂百年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讴歌百年光辉历程 激发沈阳振兴
力量”主题文艺晚会日前在沈阳举行。

演出现场丝竹悦耳、精彩纷
呈。舞蹈《红领巾心向党》、快板《天
安门广场看升旗》……精彩的表演
赢得了现场观众阵阵喝彩。据介

绍，本次活动有来自沈阳音乐学院、
沈阳艺术学院、铁西区文化馆、铁西
区少年宫以及社会文艺团队的群众
演员 100 余人参与。通过歌曲、舞
蹈、管弦乐、快板、京剧等艺术形式，
深情讴歌党的丰功伟绩，抒发了人
民群众对党的无限热爱。

“讴歌百年光辉历程”文艺晚会举办

精巧的结构,诗与歌的交响

情景交融，史诗般呈现建党百年
的奋斗历程，两个多小时的晚会让人
热血沸腾，从主创、演员到观众，都数
度热泪盈眶。

沈阳市作家协会主席李轻松认
为，这台节目以精心的布局、精巧
的结构、诗与歌的交响、完美的声
光 电 结 合 ，带 给 观 众 一 场 视 听 盛
宴，再现了中国共产党 100 年来波
澜 壮 阔 的 奋 斗 历 程 。 她 说 ，整 个
节 目 反 复 运 用 情 景 再 现 手 法 ，增
加了代入感、现场感，使观众沉浸
其中。有几个动情点比较成功，比
如芭蕾舞《八女投江》以肢体语言与
声光音效，演绎了抗联女战士坚强
不屈、壮烈殉国的英雄气概……可以
看到主创人员的独具匠心，整台晚会
都彰显出两个字——信仰。节目中
选用了大量历史真实事件，演绎过
程中进行了再创作，通过文学性的
表达显现出震撼人心的力量。晚
会用形象的语言、曲折的情节、深
刻的思想来重塑人物与事件。比
如 王 余 昌 的《英 雄 日 记》，以 一 支
号、一条红绸为切入点，以兄弟情为
突破点，讲述了解放战争中兄弟俩
的故事，令人动容。

凸显东北情怀和辽宁视角

文艺评论家郑永为说，这种震
撼首先源自“光辉的历程”是鸿篇巨
制。1600 多位参演人员，超过 60 余
组节目，最大限度的舞台纵深和两
侧逾百人的合唱队伍，营造出恢宏
的气势。庄严的仪式感、雄浑激越
的交响赋予了强烈的视听震撼。尤
其难能可贵的在于“光辉的历程”的
史诗品质。近 160 分钟的演出浓缩
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闪光足
迹。赵达、闫学晶、宋佳伦、黄晓娟 4
人的诗朗诵，张弛有度、铿锵有力，
起承转合精彩演绎，勾勒出贯穿始
终的主线，赋予整台节目昂扬、激
荡、浑厚的史诗格调。不仅如此，诗

朗诵《开天辟地》将我们带到了 1921
年那个永载史册的夏季，“花瓣雨”
巧妙连接了乌斯浑河到《五月的鲜
花》再到《春天的故事》……诗的豪
情，诗的凝练，让物理时空进一步向
心理空间拓展。

“光辉的历程”由“开天辟地”“火
红岁月”“大潮放歌”“壮丽航程”4 个
篇章展开。其可贵之处在于凸显了
东北情怀和辽宁视角。这一方面表
现在演出阵容的辽宁特征，一方面也
更深刻地体现为节目本身的内涵。
如第一篇章的诗朗诵《白山黑水》、情
景短剧《露营之歌》《八女投江》，不仅
充满了诗情画意，而且情景交融地描
绘了白山黑水间英勇不屈的抗联战
士。由郎朗弹奏的《黄河颂》与《保卫
黄河》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浴血奋
战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王余昌
表演的《英雄日记》虽然只是独角戏，

却通过一位老英雄的视角，生动再现
了锦州战役中的兄弟情深，歌颂了爱
党情怀。第二篇章“火红岁月”表现
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
内容，其中《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们
工人有力量》表现了意气风发的产业
工人，颇具东北气派，深蕴长子情
怀。第三篇章“大潮放歌”充满春天
的气息。第四篇章“壮丽航程”浓墨
重彩地展现了新时代辽宁人民的奋
进姿态。

抒情性与戏剧性有机融合

辽宁歌舞团国家一级导演张岩
生从 4个方面谈这台晚会，他说，“光
辉的历程”史诗性地展示了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年来波澜壮阔的奋斗
历程和取得的丰功伟绩，生动展现
了在党的领导下，辽宁人民在百年

奋斗征程中作出的突出贡献，抒发
了辽宁人民庆祝建党百年的喜悦心
情。在整体布局上突出晚会的交响
性、音乐性和歌唱性，百人交响乐团
和百人合唱团为舞台上波澜壮阔的
音乐呈现奠定了沉稳的根基。晚会通
过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和音乐，把我
们党走过的百年光辉历程展现在观众
面前。抒情性与戏剧性是晚会通过独
唱、重唱、合唱、表演唱、舞蹈、戏剧、曲
艺、朗诵、影视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
和手段，有机融合、链接，给人以耳目
一新的感受。

整台晚会既有人们熟悉的歌唱
家、表演艺术家，奋战在一线的劳动
模范，又有各行各业不同年龄段的代
表，他们把辽宁昂扬向上的形象展现
给世人。

排演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

王志昕是沈阳音乐学院教授，
他和张岩生都参加了这场特别节
目的演出。谈到这场演出，他仍激动
不已。他说：整场演出有 1600 名演
员，大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排演，对
每一位演员来说，通过这次演出也
完成了一次深刻的党史学习教育
和精神洗礼。特别幸运能够参与
到这样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晚会
中来。

王志昕说，今年，他们创作演唱
了一系列歌颂祖国、歌颂党的原创
歌曲，包括《山川家国》《我要为你唱
首歌》等。这次特别节目他演唱了

《走在小康路上》和《幸福的印记》，
希望走在小康路上的我们能够一起
携手并肩，为祖国灿烂的明天奋发
图强。

这两天，频繁听到关于“语言”的
话题探讨。先是一位朋友推荐了一
部新加坡电视剧《过江新娘》。朋友
说，只是一部很平常的家庭剧，但因
为女主角是一个从越南嫁到新加坡
的新娘，因语言不通，对很多复杂表
述理解不了，反而显得形象清新可
笑，用网友的话说“很蠢萌”。看了几
集，还真是饶有趣味。

接着是在一次艺术论坛上，几位
评论者都在分析电视剧《山海情》。
方言的使用可以说是作品成功的一
个重要因素，接地气的西北话让人物
生动真实，也让黄土高原上的群众那
淳朴、善良、坚韧的性格得以彰显，同
时又有操着福建口音的扶贫干部与
当地百姓产生交流障碍的桥段，在正
剧之中形成了喜剧效果。

因为语言不通导致误会，也算是
文艺创作中比较常用的技巧了。或
者是不同语言之间无法沟通，或者是
方言的难懂，或者是同一概念在不同
语言和不同方言间用法的不同，都可
以产生很好的喜剧效果。还有一种用
法，文化程度差异导致的交流乏力，比如
电视剧《还珠格格》中小燕子乱用成语
闹的各种笑话。这一技巧用得好，剧会
很好看，用得不好，也有可能显得夸张
做作，或者难懂到让人弃剧。

评论家对《山海情》的经验总结
是，它成功地找到了一种新鲜的艺术
语言。“越是公共题材，就越是要找
到一种独特的语言。语言掌握了，
就像掌握了一个创作的密码，一个
情感的秘密通道，能够经过这个通
道感受到人物命运之所在。”这里所

说的“语言”，已经不仅是本意上的语
言，也可以宽泛地看作艺术表达的符
号，可以是方言，也可以是地域文化
的独特表达。

恰巧又看到了一段很有趣的视
频，喜剧演员郭达用西北话朗诵李白
名篇《将进酒》，他与交响乐团合作演
出，却采用话剧风格的表演方式，微
醺的表情、摇晃的身体，当西北味的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一出口，顿
时让人忍俊不禁，能看到他身后的几
名乐手脸上的笑意已经绷不住了。
可是看着看着，就进入到了《将进酒》
的情境之中，想象着当年来自陇西的
李白仰天大笑，喊出“天生我材必有
用”的样子，再听到接下来雄浑的交
响乐一起，真有梦回大唐的感动。

或许，这就是语言的魅力吧。再
联想到我们的家乡话，除了让网友们
乐此不疲的东北话十级挑战考题，讲
些“一个大学宿舍里一个东北人带出
一屋东北人”的段子，东北话本身也
是可以作为情感联系密码的，东北话
里藏着东北的冰天雪地，藏着东北
人的豪爽乐观和智慧幽默。我们的
文化自信是不是也可以表达在东北
话的大胆使用上呢？或许网络上走
红的李雪琴和张彩铃等，都可以成为
样本。

由此还想到早就听说过的一件
趣事，抗战时期，我党的地下工作者
传递消息使用的是被称为中国最难
懂方言之首的温州话，即使被日本情
报部门截获了也无法破译。这要是
放在谍战剧里应该也算是一个不错
的桥段了。

作为情感密码的语言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7
月22日晚，沈阳第七届浑河岸交响
音乐节在沈阳沈水湾公园云飏阁揭
幕。浑河岸交响音乐节是沈阳连续
多年打造的室外音乐品牌，在国内
颇有知名度。

本届交响音乐节以“百年风华
艺心向党”为主题，7 月 22 日至 30
日期间，在云飏阁举行 6 场交响乐
演出，包括沈阳交响乐团专场音乐

会“唱支山歌给党听”、山西省交响
乐团专场音乐会“山河·生灵”、天津
歌舞剧院交响乐团专场音乐会“国
韵·津声”。

据介绍，本届交响音乐节将通
过高水平的交响乐演出，推动高雅
艺术走进市民，增强市民的文化获
得感。通过成功举办演出活动，把
浑河岸交响音乐节打造成为国内最
有影响力的室外交响音乐节。

第七届浑河岸交响音乐节揭幕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鞍
山市演艺集团于7月21日来到岫岩
满族自治县开展为期5天的2021年
鞍山市文化惠民专场演出活动。

文化惠民演出的第一站来到
岫岩县苏子沟镇。夜幕刚刚降临，
舞台周围就聚满了观众，歌舞、器
乐、相声、戏曲……精彩的表演赢

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歌曲
《不忘初心》《最亲的人》《祖国在我
心中》让台下观众和演员一起融入
合唱的氛围中，现场气氛热烈欢
快。据悉，鞍山市演艺集团将继续
走进岭沟乡、兴隆镇、偏岭镇、哈达
碑镇，为乡村群众献上“合口味”的
文艺节目。

鞍山文化惠民演出到乡村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7
月 20 日，“推进东北考古学和历史
学 研 究 ”辽 宁 大 学 座 谈 会 举 行。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
究院与辽宁大学、辽宁省考古研
究院的专家学者在座谈会上展开
学术交流，深入探讨如何高质量
地推进新时代东北考古学和历史

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

院副院长杨艳秋介绍了中国历史研
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有关情
况。有关专家学者介绍了考古学和
历史学项目研究成果以及“十四五”
期间考古学和历史学重大研究项目
28个选题。

“推进东北考古学和历史学研
究”座谈会举行

“光辉的历程”浓缩百年奋斗的闪光足迹

奏响辽宁人民跟党走的华美乐章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郎朗演奏《保卫黄河》。

王志昕、李尤演唱《走在小康路上》。

辽宁省群众舞蹈展演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