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部剧、一段奋斗史、一首激情
的歌。

最近，商国华的时代报告剧《激流
勇进》上演，以真实的事件、身边的人
物、熟悉的场景吸引了大批观众前来
看剧，创造了沈阳戏剧界一个全新的
演出与观看模式，引起了业内的热议。

这是一部报告剧。所谓的报
告剧突出事件的真实性、时代感，从
而弱化了“编”的功能。报告剧是一
种全新的尝试，是戏剧版的报告文
学。它的特点在于具有一定的新闻
性，又同时拥有文学的表现手法。

《激流勇进》就是抓住了时代脉动，
在西方用技术对我国进行大规模封
锁，对关键技术进行“卡脖子”的当
下，我们如何自力更生，勇于破局，
打赢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可以说
意义重大。这是一场关于大国竞争
的较量，锻造“中国芯”是重中之重，
是展现中国大工业雄心之作。商国
华长期生活在沈阳铁西区，长期关
注工业题材与工人生活，他也总能
敏锐地抓到最具有代表性、最能体
现工匠精神的题材。这次他创作的
沈鼓面对世界技术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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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剧目，
就是深入一线体验生活后，将这一
创举还原后搬上舞台的一次有效实
践。他真实地再现了这场“攻坚战”
的惊心动魄，每个人物都是活生生
的存在，每个情节都有迹可循。

这是一部首次实现浸没式演出
的戏剧，也可以说是一部环境戏
剧。浸没式演出，是以纪实性手法，
充分运用周围的环境因素，不追求
舞美的高大上，甚至不追求演出专
业性，而是让人们获得身临其境的
感受，进而让观众在观看与体验中
沉浸其中，与剧中的角色产生共鸣，
进而达到人戏合一的境界。

《激流勇进》没有选择在豪华的

大剧院演出，而是根据报告剧的性
质，选择中国工业博物馆，无疑这
是一次明智之举，也是一次探索性
创新。戏剧进剧场，配合绚烂的舞
台灯光，烘托剧情的递进，已成为
大家追求的目标。但是这部剧，写的
是铁西的工业，主角是工人，与工业
相关的环境融合在一起，是最接地气
的探索。直接、朴素、自然、真诚，构
成了这部戏剧的关键词，它来源于生
活，就应该还原于百姓。中国工业博
物馆，留住了沈阳人的工业乡愁。每
次走进这里，心里就会涌起那种无数
个第一的骄傲与自豪！这部剧在这
里演出，是回家，重温那激情燃烧
的岁月。

这部剧接地气在一开场就铺陈
开来，沈阳人最熟悉的劳动公园，那里
有跳操的，有身在一隅却胸怀天下的
退休工人群体。接着还有台下走上的
一队暴走团成员，他们打着旗帜，呼喊
着口号，走过观众席，一下子把观众带
入现场。所有的演员都自然放松，说
的是内行话，唠的是家常嗑。在这
里，人物都是原汁原味，却最能打动
人心。情节也无须刻意编织，却交织
着人们心里最动人的情感。

有一首歌贯穿了整部剧，那就
是《咱们工人有力量》，当它一次次
地响起，就是代表沈阳工人家国情
怀的表达。剧中有几个动情点拨动
着观众的心弦：楚总为了攻关忘我
工作，无暇顾及生病的老人和中考
的孩子；刘润强为了签合同没有赶
上父亲的葬礼，千里之外的那一声

“爸爸”，让观众潸然泪下；当十万空
分压缩机终于制造完成，那种骄傲
与自豪让人热血沸腾；最后在劳动
公园刘润强与工人们用这份合同告
慰故去的父亲……

从铁锤叮当到科技创新，从装
备制造到智能产业，沈阳的工业历
史值得永久存留，沈阳的产业工人
值得浓墨重彩书写。

《激流勇进》
情景融合全新尝试
李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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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8月 2日，第十
二届中国评剧艺术
节入选剧目公布，我
省 6 个作品入选。

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
到，锦州市文化演艺集团的《第
一党支部》、阜新市歌舞剧院
有限责任公司的《牵·纤手》、凌
源市新百花评剧团的《烽火映
山红》、朝阳县艺术推广中心的
《寻找英雄》四部评剧入选本届
中国评剧艺术节展演剧目，沈
阳天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
《狸猫换太子》选段、大连沙河
口区云侠演艺中心的《春风化
雨》入选本届中国评剧艺术节
民间班社交流演出单元。

7月30日，由中国美术馆主办、鲁
迅美术学院协办的“耕者——王盛烈
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作为“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度国
家美术作品收藏和捐赠奖励项目”之
一，展览展出王盛烈的作品160余件，
呈现其不同时期的创作面貌和艺术成
果。展览开幕后，王盛烈的子女王铁
牛、王真真、王平平向国家无偿捐赠王
盛烈的 30 件艺术作品，包括《八女投
江》《不爱红装爱武装》《耕者》等20世
纪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

王盛烈是中国现实主义绘画代表
画家之一，他以“耕者”自称，用中国画
方式反映现实生活，自觉践行时代赋予
的艺术使命，在中国现实主义美术创作
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王盛烈于
1957年创作的中国画《八女投江》将中
国传统笔墨与西方素描造型创造性地

融合，产生了难以忘怀的审美感受，实
现了以水墨绘画语言描绘革命战争题
材的历史性突破。展览以四个部分呈
现其艺术理想。第一部分“一掬丹心洒
墨园”是王盛烈艺术历程经典作品的回
顾；第二部分“且将画笔颂英雄”聚焦
王盛烈在现实主义创作理念下对时代
英雄的描绘；第三部分“笔诚墨敬民与
土”围绕王盛烈人物肖像的写生和创
作，凸显艺术家的人文主义情怀；第四
部分“还向天地阔处开”呈现了艺术家
晚年的艺术心境，艺术家在内省过程
中，走向更为深邃而悠远的艺术境界。
中国美术馆用4个展厅为王盛烈举办
展览，规模之大，在中国美术界罕见。
开幕式上，中国美术馆党委书记燕东升
介绍了王盛烈的艺术人生。 中央美术
学院原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
靳尚谊从艺术史角度解读了王盛烈作品

的意义，认为王盛烈选择用中国画反映
生活、再现人物，在美术界影响深远。

此前，王盛烈已有油画《阅读》《八女
投江》人物素描习作和国画《海风》《家乡
的孩子》4幅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谈
到此次捐赠，王盛烈之子、著名画家王
铁牛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18年前
父亲去世时，他的遗愿是希望自己的
作品能在适当的时候回归社会。在庆
祝建党百年之际，有幸在中国美术馆展
示并捐赠其作品，这是父亲期望的。”
王盛烈的外孙女、沈阳书画院院长于晨
说：“姥爷生前说过，他的艺术属于时
代，属于全社会。作为亲属，我们忠诚
地实现他的愿望，把这些作品奉献给国
家，也得到国家很高的荣誉和认可。”

王盛烈的子女将30件父亲代表作品
无偿捐赠国家，由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
是子女对父亲艺术精神的深刻领悟。

王盛烈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30件代表作品无偿捐赠国家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由
鞍山市演艺集团排演的海城喇叭戏

《马前泼水》入选 2021 年中国戏曲
像音像工程，7月29日完成录制。

中国戏曲像音像工程是中宣
部、文化和旅游部继中国京剧像
音像工程成功实施完成后推出的
又一个国家重要文化工程，旨在
留存我国各地传统戏曲门类的代
表性经典，展示多姿多彩、流派纷

呈的戏曲艺术。海城喇叭戏《马
前泼水》故事源于《汉书·朱买臣
传》，剧情引人入胜，主题立意深
刻 ，人 物 形 象 鲜 明 ，心 理 刻 画 细
腻，善恶赏罚分明，是海城喇叭戏
经典剧目。本次录制工作由天津
天影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完成。鞍
山市演艺集团高度重视此次录制
工作，每一场戏每一个镜头都力
求完美呈现。

海城喇叭戏《马前泼水》
入选中国戏曲像音像工程

盛夏时节，通道清爽宜人，斑驳
的石板路、整齐的灰砖老屋、雕花的
木格窗棂、生动感人的革命故事……
这就是位于沈阳市和平区皇寺路170
号的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记
者日前了解到，该馆已接收其南侧的
临馆楼宇作为附属场馆，通过扩建解
决现馆面积严重不足的实际状况，扩
建后，该纪念馆将成为一个集展览陈
列、学术研究、教育交流于一体的重
要平台。

临馆楼宇
将成为纪念馆附属场馆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于1985
年对外开放，占地3000平方米，展览面
积740平方米。纪念馆2003年进行了
大规模改扩建，2020年7月1日在历时
3个月重新布展后对公众开放。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共

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被列入国家级抗
战纪念设施遗址、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辽宁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
宁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等名单，成为红
色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据统计，该纪
念馆每年接待参观者约百万人次。

此次，纪念馆接收的临馆楼宇为
其南侧距离17米的明城北市兰庭一期
3号楼，该楼处于纪念馆建设控制地带
保护范围内。记者了解到，3号楼主体
结构4层、局部2层，建筑面积2900平
方米。接收后，该楼作为纪念馆附属
场馆，可极大缓解纪念馆现馆区展陈
面积严重不足问题，满足展览、史料研
究和文物保管场地条件等需求。

面积所限
使展陈、研究、文保等受影响

多年来，纪念馆在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革命传统、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功能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受旧址
的历史占地与房屋面积狭小所限，使史
料挖掘研究和文物收藏保管等工作受
到影响。该纪念馆馆长刘秀华说，为完
整还原“十四年抗战”的历程，反映中国
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因此
1931年至1936年间的史料亟待填补。
中共满洲省委在全国最早发出抗战宣
言，相关史料还需进一步补充，社会散
存文物、口述资料亟待抢救性征集和整
理研究。然而，受馆址面积所限，馆内
未设标准文物保管专用库房，限制了文
物征集工作的可持续开展和相关配套
设施建设。

打造集展览研究教育文保
于一体的重要平台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接收3
号楼后，已着手进行建设文化专题展
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将组织相关党

史专家对原有展陈大纲重新论证，打
破常规的展陈方式，力争将纪念馆建
设成为集参观、游览、休闲、摄影基地于
一体的东北党史、东北“十四年抗战”、
辽宁地区隐蔽战线斗争历史的红色文
化阵地，运用数字技术融汇历史与现
实，让观众在参观游览中了解东北革
命历史文化进程。围绕这一思路，该
项目的建筑修缮、结构加固、基础设施、
园区基础绿化、展陈大纲谋划设计等工
作将陆续展开。

记者了解到，扩馆后，按计划在展
示内容上，常态化展览为“中共满洲省
委历史陈列展”“刘少奇与东北革命专
题陈列展览”和“满洲省委隐蔽战线斗
争史专题陈列展览”；在展示形式上，
将3号楼改造为进行与革命历史和发
展有关的专题展览陈列和研究场地。

刘秀华说，通过扩建，纪念馆补
齐短板，完善功能，更好地实现以史
育人、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使命。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将扩建

打造集展览研究于一体的红色文化阵地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辽
宁文化共享频道自 8 月 1 日起推出

“八一建军节”主题展播活动。本次
展播以“回忆峥嵘岁月 共话初心使
命”为主题，带领观众重温中国共产
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缅怀
那些为祖国、为人民血洒战场的革
命英烈。

主题展播活动包括“歌舞青春
颂军魂”主题会演、动画片《新中国

英雄人物故事》、电视剧《热血军
旗》和电影《建军大业》。“歌舞青春
颂军魂”主题会演由辽宁省文化艺
术研究院拍摄制作完成。《新中国
英雄人物故事》以动画片的形式记
录了为建立新中国而奋 斗 牺 牲 的
革 命 英 烈 事 迹 。 电 视 剧《热血
军旗》、电影《建军大业》艺术地再
现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
历程。

辽宁文化共享频道
推出“八一建军节”主题展播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7
月30日晚，由沈阳市委宣传部与中
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主办的“百年
风华 艺心向党”第七届浑河岸交响
音乐节闭幕式演出在沈阳大学音乐
厅上演。本届音乐节从7月22日至
30日举办了6场高品质的交响乐演
出，给观众留下难忘的回忆。

当晚的闭幕式上，天津歌舞剧
院交响乐团的“国韵·津声”演出，用
恢宏绚丽的演奏，为音乐节画上完

美的句号。受天气影响，原定在云
飏阁举办的闭幕式演出，地点变更
为沈阳大学音乐厅，并采取“线上音
乐会”直播形式，演出中，筝、京胡、
箫等民族乐器相互碰撞，充分释放
民族乐器的魅力。

第七届浑河岸交响音乐节自7月
22日开幕以来，在沈水湾公园云飏阁先
后上演了5场不同风格的交响音乐会，
并通过线上音乐会进行闭幕式演出，
吸引近260万人次在线观赏。

第七届浑河岸交响音乐节落幕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7 月
31 日，以“人生海海 诗心悠悠”为
主题的《人生与诗——中国当代诗
人掠影》新书发布会在沈阳玖伍文
化城举行。

《人生与诗——中国当代诗人
掠影》由沈阳出版社出版。作者胡
世宗以散文、特写和评论三种形式
兼有的文体或记述我国当代诗人的
生活和创作道路，或记述作者与其
相识交往的经历，从中可以看到我
国文坛特别是诗歌创作的足迹，对

研究中国诗歌创作具有史料和学术
性意义，兼具较强的文学性和可读
性。该书洋溢着作者对文学的热
爱，对同道的关切，对生活的赞美。
书中特别附上了作者与诗人书信往
来的手迹，从这些有温度的文字中，
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当代诗人的生活
面貌，而且能感受到诗人的精神风
貌——对诗歌、对人民、对国家的热
爱之情，对人生的感悟将激励着年
轻的一代。发布会上，胡世宗分享
了本书的创作初衷。

《中国当代诗人掠影》
发布会举行

现代评剧《寻找英雄》以“共和国
勋章”获得者张富清为原型。国家一
级编剧、辽宁剧协原副主席、朝阳市剧
目创作工作室原主任刘家声感动于张
富清的先进事迹，创作了《寻找英雄》
剧本，7月15日完成了创作。该剧由
史光正担任导演，耿士荣担任作曲，主
要演职员均由该中心演职员担任。

朝阳县艺术推广中心主创人员
冒着酷暑赶排《寻找英雄》，所有参
加排练的演职员都被张富清无私奉
献的精神所激励，仅用一个多月时

间就完成了《寻找英雄》排练。
《寻找英雄》以战争年代张富清

在洪水中救出一位苗族姑娘展开故
事，张富清遗落现场一只鞋，这位姑
娘拿着这只鞋寻找恩人作为全剧主
要线索，表现了张富清 60 多年深藏
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为人民服务
的感人事迹。战场上，他舍生忘死
炸碉堡；从部队转业后，他克服困难
带领百姓脱贫致富。阜新评剧《牵·
纤手》以当代农村发展各种产业脱
贫致富为故事内容，并巧妙结合我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演绎剧情。
现代评剧《牵·纤手》总导演由著名
评剧表演艺术家冯玉萍担任。编
剧、音乐总监及唱腔设计、配器和指
挥、舞美设计分别由剧作家李铭、国
家一级作曲李东风、国家一级指挥
解舒群和国家京剧院多杰太担任。

入选本届中国评剧艺术节民间班
社交流演出单元的《狸猫换太子》《春
风化雨》，前者是传统评剧折子戏；另
一部则是现代戏，讲述发生在大连社
区的感人故事。

《寻找英雄》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为原型

我省6个剧目入选中国评剧艺术节

用现代评剧弘扬时代精神
本报记者 王臻青

中国评剧艺术节创办于2000年，
是我国地方剧种的重要展演平台。本
届中国评剧艺术节由文化和旅游部、河
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唐山市政府联合主
办。据介绍，经作品申报和专家评审环
节，主办方确定参加展演的大戏和参
加民间班社交流演出的折子戏名单。

中国评剧艺术节以继承、发展、
弘扬评剧艺术，不断扩大评剧艺术影
响力为宗旨。艺术节的内容包括优
秀剧目演出和评选，召开评剧艺术研
讨会，组织评剧爱好者举办比赛和评
剧电影展映周等活动。艺术节在举
办过程中注重时代性和群众的参与
性，为弘扬传统文化，促进艺术交流，
推动评剧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辽
宁是评剧大省，每届中国评剧艺术节都
有我省作品参演并获奖。如沈阳评剧
院的《疙瘩屯》《半把剪刀》《闹牛记》

《太阳花》、锦州市评剧团的《新台
月》、本溪市民族艺术剧院《女人是座
山》、阜新市戏曲剧院评剧团《东藏圣
火》、凌源市评剧团《黑嫂进城》《新
人面桃花》等。我省参加历届中国
评剧节剧目多、题材广、质量高。

我省参加历届中国评剧节
剧目多题材广

参加本届中国评剧艺术节的有北
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内
蒙古自治区，我省入选作品较多，由5
市创排。从入选本届中国评剧艺术节
的我省作品来看，6部作品中有5部是
现代戏。这些作品扎根地域文化，反
映现实生活，弘扬时代精神。其中有3
部评剧《第一党支部》《烽火映山红》

《寻找英雄》以英模人物为原型。
锦州市文化演艺集团创排的《第一

党支部》主创均为辽宁文艺工作者，石

颖、徐培成担任编剧，徐培成担任总导
演，田敬阳任导演，宋亮亮、王朔、王晶
主演。据徐培成介绍，该剧讲述的是
1929年至1931年，中共沟帮子铁路党
支部领导铁路工人大罢工和组建抗日
义勇军英勇抗战的故事。现代评剧

《第一党支部》是一部党史题材剧，主
创人员认真学习党史，严谨创作。目
前，该剧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排练，力
求创作精品评剧。

8月2日，记者采访了《烽火映山红》

的编剧王宇石。评剧《烽火映山红》再现
了全国特等女战斗英雄、被誉为“现代花
木兰”的郭俊卿的英雄事迹。凌源是郭
俊卿的家乡，主创人员深入凌源以及郭
俊卿战斗过的地方了解英雄的事迹，并
且查阅大量史料，展现英雄的成长历
程，再现了郭俊卿的英雄事迹和她对
亲人、战友以及家乡的深厚情感。

记者从凌源市文旅广电局了解
到，主创人员正在对该剧进行打磨提
高，同时搬上银幕。

扎根地域文化反映现实生活

现代评剧《烽火映山红》剧照。 杜宏英 摄

王盛烈创作的中国画作《不爱
红装爱武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