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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10月9日、10日晚，由国家京剧院著名演员于魁智、李胜素、江其虎等领衔主演的京剧传统大戏《龙
凤呈祥》、梅派经典大戏《凤还巢》在盛京大剧院上演，这是2021沈阳艺术节的活动之一。名团、名剧、名
家，让沈城戏迷过足戏瘾。京剧《龙凤呈祥》上座率高达100%，京剧《凤还巢》上座率达80%。“《龙凤呈
祥》开票没多久，票就售罄了！”盛京大剧院工作人员说。不仅北京的名家名剧在沈阳演出受欢迎，“十一”

以来，沈阳京剧院以及沈阳师范大学京剧专业的大学生们在盛京大剧院的演出也备受关注与好评。

走进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井
冈山》《老人读报》《铁人王进喜》《铮
铮铁骨》等美术作品，栩栩如生，打动
观众。

10 月 9 日，为庆祝建党百年，鲁
迅美术学院举办了“翰墨颂党恩 丹
青绘百年”——离退休教职工美术作
品展。此次展览不是一个简单的离
退休教职工美术作品展，而是在讲中
国故事，传承鲁艺精神。

展出的 200 多幅作品包括国画、
油画、雕塑、书法、摄影等。作品主题
鲜明、题材广泛、感情真挚、笔触生
动，充分表达了老艺术家的爱国之情
和对鲁艺精神的传承。参展的艺术
家有宋惠民、任梦璋、许勇、王绪阳
等，其中有年逾九旬的艺术家，也有
在专业领域享有盛名的年轻艺术家，
每位艺术家都拿出了自己的精品力
作。比如宋惠民的《花之华》、任梦璋
的《雄鸡图》、孙文勃的《归真》、李钟
录的《 关东初雪》、王立贤的《太行金
秋》及陈绳正的雕塑作品《铁人王进
喜》等。

深入生活是艺术家一生要走的
路，“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是艺术
家致力于践行和弘扬的鲁艺精神。
描绘、抒写、讴歌我们伟大的时代，是

艺术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比
如王绪阳的《帕米尔金秋》、栾永让的

《屋檐小诗》、刘东瀛的《夏》、迟恨非
的《把北京和拉萨连起来》、邸立丰的

《春潮》等。
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礼

赞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来的辉煌
历程。此次还展出很多新作品，有
宋德昌的《钟南山院士》《袁隆平院
士》、孔凡平的《九月红海滩》、刘宏

伟的陶瓷作品《八女投江》等。刘
宏伟在陶瓷作品《八女投江》中，将
著名艺术家王盛烈的国画作品《八
女投江》用陶瓷表现出来。《八女投
江》是 王 盛 烈 于 1957 年 创 作 的 作
品，根据抗日联军八位女战士在弹
尽援绝的情况下，宁死不屈，集体
投江，壮烈牺牲的真实故事而绘制
的革命历史题材画作，被列为国家
一级文物。

许勇是一位有责任感和使命感
的画家，他创作的《郑成功收复台
湾》《群众歌手》等绘画在中国近代
美术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中国
画创作与发展起到了可鉴与启迪的
作用。在历史主题绘画创作中，他
的《义勇军进行曲》《1937——南京》

《十送红军》《二小放牛郎》《瑞雪丰
年》《群众歌手》等以浓墨重彩的艺
术风格描绘革命先辈的英雄主义气
概及在和平时期人民群众的幸福生
活。此次展览，他创作了一幅新作
品《铁蹄下的歌女》。

在展览现场，记者见到鲁迅美
术学院老院长宋惠民，他是一位出
色的美术教育家、油画家，也是当代
中国油画艺术活动中重要的组织者
和参与者。他以“油画民族化”为己
任，其笔下的《曹雪芹》《圣山》《老英
雄·孟泰》等人物形象厚重、朴实、挺
拔、伟岸。许多作品被人民大会堂
和中国美术馆收藏。如今，年逾八
旬的宋惠民在画坛耕耘六十余载，
成就卓著，仍保持着画家的朴素姿
态，用画笔记录时代变迁。

宋惠民说：“鲁艺精神最重要的是
踏踏实实、吃苦耐劳和团队协作精
神，还有就是对艺术无尽的热忱。”

用艺术精品讲述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 王荣琦
报道 10月12日，2020年度辽宁省
文艺精品创作生产专项资金扶持项
目——电影《红尖尖》全国首映典礼
在大连举行。

电影《红尖尖》由大连五洲影
视有限公司制作出品，改编自胡永
红 的 儿 童 文 学 长 篇 新 作《上 学
谣》。第四届、第八届全国“十佳制
片人”陈冬冬担任出品人、总制片
人，曾晓欣、李思思联合执导，胡永
红编剧，吴彦姝及儿童演员卢思宇

联袂主演。
电影《红尖尖》是一部充满温

情的佳片。该片直面留守儿童的
成长教育问题，弘扬中华民族自
强 不 息 、扶 老 助 弱 的 传 统 美 德。
电影《红尖尖》自拍摄完成后，屡
获大奖，其中包括美国圣地亚哥
国际儿童电影节、意大利罗马电
影节、莫斯科国际儿童电影节等
国际电影节 15 个奖项和提名，提
升了我省电影作品在国内外的影
响力。

电影《红尖尖》
在大连举行首映典礼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10
月12日，第五届沈阳旗袍文化节开
幕。本届旗袍文化节由中国纺织工
业联合会指导，沈阳市委宣传部主
办，辽宁省纺织服装协会等单位承
办。在为期3天的时间里，将举办4
项活动，分别为旗袍产业发展论坛、
旗袍及新中式服装系列专场发布
会、满族服饰文化保护与研究创新
成果展、中国定制旗袍艺术赏析会。

据了解，沈阳旗袍文化节始于

2017 年，作为旗袍故都，沈阳充分
展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沈阳
旗袍文化节已经成为国内重要的
时尚文化活动之一。本届旗袍文
化节以“传承百年经典 弘扬中华
国粹”为主题，持续以中国旗袍起
源地文化为根基，创新活动方式，
丰富活动载体，挖掘整合本土旗袍
研究、旗袍制作资源，搭建平台，努
力展现沈阳“旗袍故都”的新时代
风采。

第五届沈阳旗袍文化节开幕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近
日，我省首部青少年足球题材电影

《完美假期》在沈阳开机。
《完美假期》由沈阳籍原国脚姚

立主演，讲述教练带领女儿和小球
员进行足球训练、比赛的励志故
事。导演杜粮介绍：“沈阳有着深厚
的足球文化底蕴，希望通过体育题
材电影，把体育人顽强拼搏的精神
力量传递出去。”之所以选择沈阳

作为拍摄地，杜粮说，中国足球队在
沈阳圆梦晋级世界杯，这里是中国
足球的福地。沈阳足球人才辈出，
而且足球硬件非常出色。

谈到拍摄这部电影的目的，杜
粮说：“这是一部典型的体育题材电
影，是体育和文化相融合的文艺作
品。国内的体育题材电影最近一两
年才逐渐增多，‘体育+文化’的创
作空间很大。”

我省首部青少年足球题材
电影在沈开机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沈
阳著名曲艺作家、国家一级编剧郝
赫撰写的《郝赫回忆录》于 10 月 6
日在北方图书城新谷店举行了首
发仪式。

仪式上，郝赫向辽宁省图书馆、
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沈阳群众艺
术馆、沈阳大学、沈阳音乐学院等单
位捐赠了《郝赫回忆录》。郝赫年届
耄耋，曾任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沈
阳市曲艺家协会主席。他出身曲艺
世家，祖辈、父辈都是西河大鼓艺
人。他家学渊博，从事曲艺工作 60
余年，历经辽沈曲艺的几次动荡与兴
衰，同时还熟悉并掌握曲艺舞台上下

的诸多趣闻、轶事，被业内人士公认
为辽沈曲艺的“百事通”。

《郝赫回忆录》既有作者的个
人经历，又客观地叙述了辽沈曲艺
界的各种人物和故事，很多情节都
是首次披露，具有知识性、趣味性、
可读性。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内
容丰富，堪称一部辽沈地区曲艺简
史。郝赫表示，他从小听老一辈人
讲辽沈曲艺轶事，进入沈阳曲艺团
之后，团里 70 多年来台上台下的
故事，自己更是亲身经历，“这本书
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希望为热爱曲
艺、想了解辽沈曲艺历史的朋友提
供一些信息，留下研究资料。”

《郝赫回忆录》书写辽沈曲艺往事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近
日，由沈阳市文化产业服务协会、东
三省总督府博物馆联合举办的“东
三省总督府历史内涵发掘与沉浸式
博物馆建设研讨会”举行。省内相
关专家参加研讨会，并就东三省总
督府历史内涵发掘与沉浸式博物馆
建设、发展，建言献策。

东三省总督府是闻名东北的
历史建筑群落，是沈阳历史链上的
一块“活化石”。从徐世昌、锡良、
赵尔巽到张氏父子，都曾在这里办
理公务。研讨会上，与会者表示，
东三省总督府在历史上具有重要

作用，希望博物馆对东三省总督府
的历史、文化等内容进行更深入地
研究，在展陈内容设置上更加翔
实、生动。与会者建议，要用观众喜
闻乐见的方式讲好东三省总督府的
故事，一是在内容上进行深度挖掘，
组建专家智库支撑文化内核；二是
在形式上进行多层面的宣传，包括
融媒体报道、影视化改编、活动征集
等，提升知名度，不断扩大影响力。
与会者提出，希望以东三省总督府
的历史背景，延展出多条故事线，
打造原创剧本，给观众带来更多沉
浸式体验。

专家聚沈研讨
东三省总督府历史内涵发掘

名家与大学生在沈连续演出

拓展传播方式弘扬京剧艺术
本报记者 王臻青

多年来，沈阳的京剧院团与剧场
都在努力拓展传播方式，大力弘扬国
粹艺术。“十一”期间，沈阳京剧院与
盛京大剧院携手推出为儿童观众量
身定制的儿童版京剧，沈阳京剧院以
惠民的方式推广本土题材现代戏《关
东女》，同时加强与观众的互动，开放
排练场，请观众近距离接触体验国粹
艺术。

沈阳观众点赞名家名剧

10 月 10 日晚，记者来到沈阳盛
京大剧院，在防疫安全核查之后，观
众有序进入剧场，他们在巨幅海报
前，驻足欣赏剧照以及剧情介绍。当
晚的观众各年龄段都有，大家赏戏的
热情很高。落座之后，观众满怀期待
地将目光投向红色大幕，只等喜爱的
京剧名家登场。演出前，记者听到
邻座一名青年观众与一名老年观众
在热烈讨论着，老年观众称：“如果
能在沈阳再演几出大戏就更好了，
比如《太真外传》《白蛇传》。”那位青
年观众则表示自己是李胜素的戏
迷，她的唱段耳熟能详，之前在北京
欣赏过她的演出，这次在家门口就
能看到自己喜爱的京剧名家演大
戏，非常兴奋。由此可见，沈阳的戏
迷多么热爱京剧艺术。

国家京剧院历史悠久、名家名剧
荟萃，阵容整齐，艺术严谨，风格鲜
明。目前，国家京剧院一团的演员阵
容以多年来广受观众喜爱的艺术家为
主体。其中，于魁智被誉为“当今京剧

艺术的领军人物”，李胜素被誉为“当
今梅派艺术最具光彩的代表人物”。

此次在沈阳演出的京剧《龙凤
呈祥》被誉为京剧“吉祥戏”，这出戏
寓意吉祥，已经成为许多京剧艺术
院团逢年过节必演的保留剧目。《龙
凤呈祥》特点是行当齐全、流派纷
呈、典雅大气，系统地展现京剧的

“ 四 功 五 法 ”，具 有 独 特 的 艺 术 价
值。《凤还巢》为京剧表演艺术家梅
兰芳根据清宫藏本《循环序》改编的
京剧，曾被多个剧种移植，堪称经
典。该剧女主人公程雪娥的几大
段唱腔华丽别致、明快跌宕、如泣
如诉，是梅派唱腔中广为流传的经
典唱段。

名家称赞沈阳观众懂戏爱戏

名家名剧名不虚传，于魁智、李
胜素等名家的表演细腻典雅，不仅唱
腔优美，而且唱念做俱佳。作为沈阳
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于魁智此前
还特别为 2021 沈阳艺术节录制了视
频，祝福家乡的文艺事业不断进步。
他此次回沈阳演出，引起家乡广大戏
迷的关注。于魁智表示，每次回到家
乡演出，他的心情都非常激动，家乡
的艺术家以及广大观众一直给予他
很多鼓励与支持，能回到家乡唱京
剧，听到家乡观众的热烈喝彩很开
心。他表示，今后还会继续将好戏带

回家乡演出。
《龙凤呈祥》中，于魁智扮相苍沉

儒雅，行腔流畅，字字入耳，表演精致
从容，演绎出一个计谋过人、胆识超群
的刘备形象，尽显大家风范。梅派传
人、青衣李胜素饰演的孙尚香端庄俊
美，表演细腻婉约，唱腔委婉，以其深厚
的演唱功底，尽展梅派妙韵。众多老
戏迷为能看到这样精彩的表演而感到
满足。李胜素表示，她在台上表演能
感受到沈阳观众的热情，沈阳观众懂
戏爱戏，令人感动。

演出结束后，演员多次谢幕，热
情的观众一直在热烈喝彩，久久不愿
离席。观众卞女士告诉记者，她在北
京、大连、辽阳看过这两部大戏，觉
得不过瘾，又追到沈阳连续看了两
场，她对这两部大戏的评价是精彩
纷呈。

沈阳师范大学
京剧专业学生展雏凤清声

10 月 12 日，沈阳师范大学京剧
专业学生在盛京大剧院接续上演了
一台折子戏专场“梨园新蕊”——京
剧经典折子戏。这是 2021 沈阳艺术
节新生力量本土大学生戏剧实验单
元的开幕演出。《状元媒》《八珍汤》

《探皇陵》等六出京昆折子戏尽展年
轻一代京剧传承人的风采。雏凤清
声，大学生的演唱赢得沈阳观众热烈
好评，大家为沈阳京剧的美好未来而
喝彩。据了解，盛京大剧院还将推出
一系列京剧讲座，推广国粹艺术。

京剧《龙凤呈祥》剧照。 邢诗悦 摄

鲁美老院长宋惠民（左）在现场观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