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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国内首部以高校辅导员为主人公的电影《守望青春》正在热映。连日来，记者走访沈阳市多家电影院看
到，大幅宣传海报赫然在目，大批观众前往观看。高校辅导员是每一个大学生青春年华中的难忘记忆，很多
观众通过欣赏这部电影，遥望青春岁月，致敬高校辅导员。
记者观影后参加了一场气氛热烈的观影座谈会，了解到广大观众对这部电影的评价与感受。

核心
提示

9月22日晚，原创杂技剧《忆·华
年》在沈阳精彩上演，由此拉开了
2021沈阳艺术节的帷幕。

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原创杂技剧
《忆·华年》分为记忆、新生、逐梦、展望
四个篇章，以一位杂技老艺术家——

“我”的人生经历为主线，在“我”的
口述回忆中徐徐展开一幅沈阳百年
图景。

记者看到，与以往杂技演出不
同，《忆·华年》将“杂技”与“舞台剧”
相融合，将“车技”“软钢丝”“柔术”

“高椅”“蹬鼓”“草帽”等一批曾获国
内外金奖的杂技节目进行创新融
合，通过舞台表演的形式向观众展
示了沈阳杂技的传承和发展，又通
过“舞台剧”形式讲述东北老工业基
地的辉煌，重温建党百年的光辉历
程，展望东北振兴的美好明天。特
别是展现抗击疫情一幕时，杂技小
演员们以手语舞《听我说谢谢你》这
样场景化的互动方式让观众沉浸其
中，并为之感动。

亮丽炫目的舞美、环环相扣的情
节、技艺精湛的表演……充分展示了
杂技艺术的力与美，给观众带来了全
新的视觉震撼，现场不时传来雷鸣般
的掌声。

在《忆·华年》演出现场，记者了
解到，今年的沈阳艺术节于9月22日
至 10 月 31 日举办，接下来的一个多
月时间内，沈阳将天天有演出，日日
有展览。本届艺术节以“大美沈阳

‘艺’心向党”为主题，艺术节期间将
推出四大板块十余个主题单元100余
项演出、展览及艺术交流活动，涵盖
戏曲、话剧、杂技、曲艺、舞蹈、交响
乐、美术等众多艺术门类，为沈阳市
民带来精彩的艺术盛宴。

四 大 板 块 包 括“ 舞 ”彩 缤 纷 、

“展”露锋芒、“交”相辉映、“艺”起成
长。在“舞”彩缤纷中，设置“艺”心
向党、戏剧之光、“艺”海扬帆等单
元。在“展”露锋芒中，推出“根思·
非物质”辽沈知名艺术家联展、“艺
见 ”多 主 题 系 列 展 览 等 单 元 。 在

“交”相辉映中，设置“城艺”联动艺
术交流、文旅实景演出及沉浸式演
出等。在 100 余项演出中，观众可欣
赏到现代京剧《关东女》、话剧《把一
切献给党》、音乐剧《拜访森林》、小
剧场剧目《一夜一生》《我是余欢水》

及传统京剧、交响音乐会、1905 国际
当代戏剧节剧目等近百场演出；推
出《三打白骨精》《灰姑娘》《勇敢的
心》等新创排的儿童剧，通过多种形
式，让孩子们感受戏剧的魅力；推出
大学生戏剧实验单元，由高校学生
出演原创剧目等，提供青年艺术实
践舞台。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本届艺术
节特色鲜明、亮点突出，汇集名家精
品，将有京剧名家于魁智、李胜素领
衔的京剧传统经典大戏《龙凤呈祥》
和中国京剧艺术节参演剧目现代京
剧《关东女》等。展览方面，将欣赏
到“耕者——馆藏王盛烈作品展”等
名家艺术展览。推出系列惠民演出
专场，包括传统京剧演唱会等。观
众可免费参与惠民艺术讲堂、中阮
大师冯满天艺术讲堂、古琴公益讲
座等专业艺术培训活动，艺术节期
间，将在一批沈阳地标性文旅点位
开展文旅实景演出，推出新版大型
文旅演出音舞诗画《沈阳印记》，打
造大型沉浸式演出《勿忘九·一八》

《帅府传奇》等，用艺术形式讲好沈
阳故事。让市民能在家门口领略到
专业艺术的魅力，打造全民共享的
盛会。

沈阳艺术节期间天天有演出日日有展览

打造全民共享的艺术盛会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提及京剧观众，很多人脑海里
会闪现出这样的画面：一群老年人
优哉游哉地在戏园子里一边赏戏
一边唱和。不过，如今的京剧演出
并非由中老年观众包场，青年观众
也不少。不久前，记者在一场京剧
演出中就发现，在记者前后左右落
座的都是青年观众。戏曲艺术的
传承发展固然重要，观众群体不断
扩大对于戏曲艺术的发展同样至
关重要。想象一下，一场京剧演
出，台下坐满少儿观众是怎样一种
场面？沈阳京剧院正在把这一场
面变为现实，他们为少儿观众量身
订制了一台京剧《三打白骨精》，努
力让孩子们学会欣赏国粹艺术，喜
爱上京剧艺术。

近年来，京剧进校园工程持续
将戏曲艺术送进中小学校，已有越
来越多的青少年走近国粹艺术，爱
上京剧。学生们在近距离欣赏京
剧演员的表演中、在专业人员的导
赏中，了解感知京剧。沈阳京剧院
每年都派出演员在沈阳中小学校
举办讲座和小型演出，学生们对国
粹艺术从陌生到熟悉，已经有很多
中小学生爱上京剧。如今，推出为
少儿观众量身订制的京剧可谓水
到渠成。

儿童版京剧《三打白骨精》已
经完成联排，即将上演。该剧取材
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在
传统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基
础上进行了改编。为了适应儿童
观众的欣赏需求，改编过程中简化
了唱词，增加了一部分互动的对
白，语言风格充满童趣。《三打白骨

精》原本是以武戏为主，此次推出
儿童版京剧，主创人员对其中的武
戏进行了精细化编排，提炼程式化
武戏表演动作，突出猴戏独特的魅
力，既保持了京剧艺术的原汁原
味，又无限贴近儿童观众的欣赏需
求。在舞台美术设计方面，根据少
儿观众的审美特点，布景、道具、色
彩运用更加明快，更注重视觉冲击
力。同时，该剧在创作中借鉴“沉
浸式戏剧”理念，在剧场中营造与
剧情相关的环境。在演出过程中，
请少儿观众参与其中，寓教于乐。
剧中，在孙悟空重返花果山以及猪
八戒被孙悟空惩罚等情节中，儿童
观众将被请上舞台参与表演。在
与国粹艺术零距离的接触中，孩子
们能够更深层次地了解并感受国
粹艺术的魅力。

《三打白骨精》以京剧传统表
演形式与现代舞台艺术理念相结
合进行创作，能够让少年儿童在戏
曲观赏中培养美学意识，还能使他
们从中学习表演知识，培养临场应
变能力，是一次一举多得的艺术实
践。不过，为孩子们量身订制儿童
版京剧只是培养儿童观众的途径
之一，对年轻的戏曲观众群体的培
养需要持之以恒，更需要创新形
式。沈阳京剧院正在探索通过请
年轻观众走进排练场，观看演员排
练，体验京剧化妆等方式拉近彼此
的距离。欣赏传统艺术确实是有
门槛的，需要了解相关的专业知识，
需要有更多近距离接触传统艺术的
机会。而京剧工作者正在努力将门
槛放平，将更多的小观众请进门。

在观赏中让孩子爱上京剧
王臻青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国
庆佳节将至，本溪市文化旅游和广
播电视局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组织县区文旅部门、市直公共文
化部门策划推出线上、线下30余项
46 场主题突出、内容丰富、贴近群
众、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让市民尽
享丰盛的节日文化大餐。

活动涵盖精品剧目展演、文艺
汇演、惠民演出、展览展示、优秀节
目展播（线上）等门类。其中，本溪
市枫叶节开幕式话剧《西征》通过舞
台艺术形式展现东北抗联将士英勇

不屈的抗联精神。
此外，辽宁省广场舞大赛、“迎

国庆”少儿民乐团演奏音乐会、各县
区“迎国庆”文艺演出用音乐、舞蹈
等艺术形式展示了人民群众拼搏进
取的良好精神风貌；以传统文化为
主题的活动也相继亮相，“徐派京剧
展演”“国学名著赏析”“诗词诵读
会”等活动，让观众领略传统文化的
魅力；“迎国庆 绘辽宁美景”写生
创作班，非遗进景区、进社区、进校
园等公益惠民活动将满足不同人群
的多层次文化需求。

本溪“迎国庆”推出46场文化活动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大
连话剧团潜心创作、排演的话剧《把
一切献给党》将于 9 月 25 日、26 日
在沈阳上演。

话剧《把一切献给党》以戏剧艺
术形式再现英模人物吴运铎从一名
普通工人成长为无产阶级优秀战士
的感人故事，讴歌了共产党人的理
想信念、奉献精神和英雄情怀。

吴运铎于 1939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在长期艰苦的军工战线工作

中，多次因公负伤，经历过 20 余次
手术，体内留有几十块弹片。吴运
铎与大连有着很深的渊源。解放战
争时期，他曾任职大连建新公司，研
制了多种重要武器装备，为解放战
争的胜利立下不朽功勋。他还是中
国第一代工人作家。他以亲身经历
为素材创作的小说《把一切献给党》
出版发行达1000余万册，并被翻译
成俄、英、日等多种文字，感染、激励
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

话剧《把一切献给党》将上演

辽宁省电影家协会、沈阳市电影电视
家协会、北方影视联合集团日前举办了电
影《守望青春》观影座谈会。在座谈会上，
来自不同行业的20余名观众坦诚交流，
他们对电影《守望青春》给予了充分肯定，
认为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精品力作。

刘艳妮是《艺术广角》的编辑。
她认为电影《守望青春》的切入点很
好，一个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辅导
员去找辅导员刘威老师，再带上遇
到困难的学生一起上路，以回忆与
现实穿插的形式，展现了师生情，形
式比较新颖。同时，这部影片很真
实。“我不是从事辅导员工作的，但
我的朋友中有高校辅导员，他们手

机24小时不关机。不是今天这个学
生丢了校服，就是明天那个学生找
不到饭卡。辅导员的工作比较琐
碎、操劳。《守望青春》通过辅导员刘
威带着年轻的辅导员回顾自己学生
的成长经历，不仅让观众看到年轻
辅导员的成长、学生的成长，同时也
让作为观众的我们，深情回忆起自
己的高校辅导员。”刘艳妮如是说。

作家黄思诚看过《守望青春》之
后，称赞这部影片把青春题材视角
聚焦于高校辅导员，故事起点就较
高，故事起点往往决定故事品质和
故事方向的质感。在大学里和同学
们情感贴得最近的就是辅导员，他

们是同学们的陪伴者、引领者。主
人公刘威以回访的方式，以近乎“公
路片”的结构，在镜头的穿插交错
中，呈现出一幕幕感人的关于青春、
教育、成长的故事，具有深刻的精神内
涵和现实意义。“当我看到刘威老师的
学生们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港口向他汇
报工作情况的场面，我的眼泪掉下来
了。当我听到影片中几代学生喊出震
撼人心的‘老师好’，我感受到了一部电
影对于观众心灵世界的涤荡。”

每一位高校辅导员都见证了一
群年轻人成长的重要时刻，电影《守
望青春》则见证了高校辅导员每一
个平凡的瞬间。

在镜头的穿插中讲述关于青春、教育、成长的故事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日
前，沈阳奉天工场文化产业园举办
了两场沉浸式艺术展演，沉浸式朗
诵、沉浸式戏剧，让沈阳观众感受到
了沉浸式艺术的魅力。

青年导演陶薇伊担任这两场沉
浸式展演的总导演，表演者是在校
生，青年古琴艺术家韩柏也应邀参
演。在优雅的古琴乐曲中，学生们
深 情 朗 诵 梁 启 超 的《少 年 中 国
说》。沉浸式朗诵通过打破观众与
朗诵者的固定距离，给观众以身临
其境的感受，使得朗诵艺术更加具
有感染力。

沉浸式戏剧《有多少爱可以重
来》讲述的是当代青年的爱情故
事。该剧通过男主人公的视角，追
溯过往的爱情经历，探寻爱情真
谛。该剧以蒙太奇的手法，揭示了
都市快节奏生活中，青年人情感的
变化，以小见大，通过几位主人公的
情感经历，探讨青年人应该如何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

沉浸式戏剧一改以往观众与演
员分处台上台下两个空间的观演模
式，将观众与演员置于同一个表演
空间，观众可以近距离感受戏剧的
魅力，也可以适度与演员互动。

沈阳举办沉浸式艺术展演
原创杂技剧《忆·华年》精彩上演。

新视角下的青春题材影片

一部感人至深的精品之作
本报记者 王臻青

电影《守望青春》是国内首部高
校辅导员题材影片，也是国家文化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项目。该片由
青年导演王野执导，林永健主演，巩
汉林友情出演。《守望青春》以全国道
德模范、时代楷模、“最美奋斗者”等
荣誉称号获得者——大连海事大学
教授曲建武为人物原型，讲述了高校
辅导员刘威与他的学生之间一幕幕
感人的故事。

观众王欣坦言，虽然早已告别
青春年华，但对于青春题材影片仍然
情有独钟。“《守望青春》这部电影与
其他青春类型片不太一样，影片采用
了多时空的叙事结构，在回忆与现实
之间来回穿梭，非常巧妙，也非常生
动。大部分青春片的主人公是年轻
学生，而《守望青春》却聚焦高校辅导
员，从这个角度回望青春岁月非常独
特。也许我们上学时并没有深刻体
会到高校辅导员为我们倾注的心血，
其实我们的人生观形成已经受到高
校辅导员的深刻影响。”

影片放映结束时，观众吴洋的
脸上仍然挂着泪珠。吴洋称，当她看
到该片主人公刘威老师以父亲身份
参加学生婚礼的情节时，心情特别激
动。她告诉记者：“我是得到影片原
型人物——大连海事大学教授曲建
武资助上学的孤儿，曲老师就是以父
亲的身份参加了我的婚礼。我的人
生深受曲老师影响，如今我也成了一
名高校辅导员，影片中的故事就发生
在我身上。”

影片中的故事如同
发生在我们身边

电影《守望青春》。 本报记者 杨 竞 摄

关注电影《守望青春》系列报道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