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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杂技如何讲
述红色故事？
10 月 15 日，由
中国杂技家协

会、辽宁省文联主办的第
二届“全国优秀杂技理论
作品扶持活动暨红色题材
杂技剧创作研讨会”在大
连举办。

研讨会上，来自全国
各地的专家围绕红色题材
杂技剧的历史价值与当代
意义，如何用杂技艺术诠
释红色题材、追寻红色文
化根脉等话题进行研讨。

10月14日晚，我省老艺术家策划
排练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党旗高扬》
主题文艺晚会在辽宁大剧院上演。来
自26支群众文艺团队750余名演职人
员的精彩演出，让观众备受鼓舞。精
彩演出的背后，是老艺术家两年来默
默的付出，他们对艺术的追求和为党
颂歌的热情感人至深。

团队：两小时的演出
精心排练两年

这台晚会由沈阳老艺术家俱乐
部组织排演，750 余名演员平均年龄

65岁，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主要演
员既有老艺术家，又有退休教师、医
生、工人等各行各业的老同志。因为
多数都是老年业余演员，导演就在节
目的整齐度、艺术表现力等方面下功
夫，常常是一分钟的节目，要反复排
练。三伏天里，顶着酷暑、汗流浃背，
这些老年文艺志愿者无怨无悔。

“将近两个小时的演出，大家一
起团结战斗了两年。”晚会艺术总
监 、国 家 一 级 演 员 章 之 宝 告 诉 记
者。为了细化编排，执行导演冯凭制
作了厚厚一大本流程手册；平时没有
排练场地，舞台管理就多方联系，在

别人休息的空档期进行排练；为了烘
托演出气氛，大屏幕随着节目呈现高
山草原、大河奔腾、工业建设等一幕
幕宏大画面，反复与舞美音效专业人
员进行沟通，对解说词、音乐伴奏、舞
蹈编排等进行反复修改。这一切的
努力，用章之宝的话说，都是为了完
美的艺术呈现。

节目：按专业化标准
逐个反复打磨

当晚，共演出了 19 个声乐、舞
蹈、情景表演节目，由《黎明曙光》《抗

日救亡》《旭日东升》《和平建设》《改
革开放》《奋进新时代》六大篇章组
成，以音舞史诗等艺术表现手法，讴
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百
年奋斗历程。词作家吴善翎、曲作家
铁源的原创歌曲《你的名字》和《党旗
高扬》成为晚会的亮点。

值得一提的是，由七彩虹艺术
团 主 演 的 舞 蹈《脱 贫 致 富 的 老 大
妈》，幽默诙谐，展现一群脱贫后的
东北老大妈兴高采烈地跳起欢快
的舞蹈，引来观众一阵阵喝彩。演
员们一个个节目反复打磨，让整台
晚会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平均65岁高龄的750余名演员排练两年

26支老年文艺队上演音舞史诗《党旗高扬》
本报记者 商 越

最近采访时，遇到了两件原本
孤立的小事，但将这两件小事关联
起来想一想，挺有意思。

前些时日，我参加了一个国
内高端论坛。论坛上，有学者发
表学术研究成果，将牛河梁遗址
中的积石塚按照随葬的玉器进行
了细致的等级划分，其中，作为红
山文化标志性玉器类型的“玉熊
龙”（以前叫“玉猪龙”），不是判断
第一等级墓葬的标志玉器，而是排
在第四等级里。这也就意味着，相
较于在等级最高墓葬中出土的玉
凤、玉人，“玉熊龙”的身价一下

“跌”了许多。
我想，一般公众对这样的结论

应该是稍感意外的，因为对一般公
众而言，他们是通过“玉熊龙”知道
红山文化的，在很多场合，“玉熊龙”
也成了龙的传人的重要标识之一。

相较于其他玉器，“玉熊龙”在
红山文化研究中的等级与民众心中
的地位有很大落差。实际上，对“玉
熊龙”这样的器型的评判，学界的观
点已经达成了共识的。我记得此前
在几本有关红山文化研究的专著
中，就读到过类似表述。掩卷而思，
学界与一般公众就此问题在认知上
的落差，其背后原因倒是值得细细
思量。

再说另一件小事。不久前，在
省内一座城市的古玩市场闲逛，我
看到一些挂着“红山玉器”“红山文
化”字样的招牌下，摆放着不少材质
不同、样式各异的“玉器”。当然，这
些所谓的“红山玉器”并不是出土文
物，都是冠以“红山文化”之名的工

艺品。
这些粗制滥造的“红山玉器”

有很多是“红山文化”中根本不存
在的造型。比如说，有一件石头
材质的把玩件是个似马非马、似
龙非龙的“四不像”，在红山玉器
图鉴中根本找不到这类器物。但
摊主人在售卖时却信誓旦旦地保
证，他所有出售的红山玉器都是
有实物依据的。

这两件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
但其实映射的都是一件事，那就是
前沿的学术研究与公众认知之间存
在着明显的鸿沟，如何弥合这些落
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般公众很难直接接触到前
沿学术研究成果，他们对某一文化
领域的浅显认知，要么通过观看碎
片化知识类型小视频，要么通过类
似古玩市场里的摊主不完全正确的
讲解获取的。也就是说，摊主人一
边做生意，同时也一边无意识地承
担着传播内容的功能，而他们同样
需要引导，需要学者与文化产业营
销者之间打通一个通道。

其实，这样的通道并不仅仅局
限在学者与摊主间，扩而广之，应该
是学术与一般公众之间搭建信息通
道的问题。换言之，是学术成果如
何能够走出书斋通过更简明的方
式让大众认知的问题。只有这样
的通道畅通了，公众才会真正领略

“玉熊龙”之美，才能知道其实除了
“玉熊龙”外，红山玉器里还有更多
珍贵的玉凤、玉人等，以及这些“红
山玉器”背后隐藏的红山文化的深
远意义。

走出书斋向大众
朱忠鹤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今年
正逢鲁迅诞辰140周年，由鲁迅美术
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和辽宁文
学馆联合举办的“精神光芒——鲁
迅的文学观与美术观·纪念鲁迅诞
辰140周年·鲁迅与东北文化”学术
讲座于 10 月 20 日在鲁迅美术学院
举行。

讲座旨在探究鲁迅的文学观
与美术观，特邀作家高海涛讲授。
高海涛不仅讲授了鲁迅文学作品

的价值以及文学精神，而且结合鲁
迅对版画的鉴赏，阐述鲁迅的美术
观。鲁迅偏爱木刻版画，藏品颇
丰。他所收藏的青年木刻版画家
的作品多达 2000 件，而且他一直
鼓 励 和 扶 植 青 年 木 刻 版 画 家 。
高海涛认为，读懂了鲁迅的美术
观 ，有 助 于 了 解 鲁 迅的文学观。
他的文学观和美术观一脉相承，二
者整合在一起构成了鲁迅的文化
价值观。

“鲁迅的文学观与美术观”讲座
在鲁美举办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0
月 18 日，由辽宁省书法家协会、沈
阳市书法家协会联合主办，辽宁省
美 术 馆 承 办 的“ 缘 斋 雅 集（辛
丑）——李仲元师生书法展”在辽宁
美术馆开幕。这是继 2015 年举行

“缘斋雅集——李仲元师生书法作
品展”后又一次师生展。

李仲元作为当代著名学者、书

法家、诗人，在诸多艺术领域成就斐
然。此次李仲元携王建华、王恩波、
卢宝君、白光、年鸿林、刘秀兰、佡俊
岩、佡嘉戍、李放、李珂瑾、李福路、
沈广杰、张继东、张广茂、南霞、黄士
硕、滕达、董志勇、蔡俊彦 19 名弟
子，共创作 130 幅书法作品向优秀
传统文化致敬。参展书体涵盖篆、
隶、楷、行、草五大书体。

李仲元师生书法作品展
在沈开幕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0
月 20 日，由沈阳市委宣传部、沈
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主办
的 2021 年沈阳市戏曲进乡村系列
活动走进沈阳市沈河区东陵街道
东塔社区，为广大居民带来经典评
剧演出。

在流动演出车搭建的舞台上，来
自沈阳市沈河区文化馆评剧团的演员
们表演了《花为媒》《夺印》《小女婿》等
经典剧目，赢得居民阵阵掌声。

此次演出，让东陵街道的居
民在家门口就领略到传统艺术的
魅力。

戏曲“大篷车”开进东塔社区

10月 17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教
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
青团辽宁省委员会、省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主办，鲁迅美术学院等承办
的第三届全国视觉艺术管理教育研
讨会在鲁迅美术学院举行。来自
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针对艺术管
理如何要走在时代前列，如何使艺
术 融 入 服 务 振 兴 发 展 的 实 践 之
中、助力美丽乡村建设等话题进行
了研讨。

艺术如何助力美丽乡村建设是
这次研讨会谈论最多的话题。中国
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副院
长、教授单增从“艺术管理研究与新
乡土实践”角度深入话题。他说，艺
术家们关注古村保护，并深入乡村。

浙江省松阳县各乡已引进百位艺术
家落户乡村，以艺术介入，大力拓展
松阳发展模式，此举措已影响全国。
回归自然，艺术家们以赤子之心踏足
田野、归宿自然村落，通过艺术的介
入与共建，孕育在没有格式化的艺术
生态中自然地发展，再造曾经的文化
故里。

研讨会上，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
艺术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天津音
乐学院艺术管理系主任张蓓荔认
为，艺术管理的使命和追求在于打
造当代中国人美好精神文化生活，
塑造人文品格的独特价值。用画笔
讲述美丽乡村故事，是艺术融入服
务振兴发展的实践，是助力美丽乡
村建设的一个举措。

鲁 迅 美 术 学 院 人 文 学 院 教 授
陆国斌以《艺术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推进乡村振兴》为题，讲述了他和
他 的 学 生 如 何 用 艺 术 服 务 社 会 。
自 2014 年至今，陆国斌结合自己的

专业特长，拿起手中的画笔服务社
会，带领学生和志愿者为省内 8 个
城市 40 余个村镇义务绘制文化墙
9.2 万平方米。这些精美的文化墙
成为沈阳、锦州、朝阳等地社区和
乡村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受到群众
称赞。鲁迅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
长杨波说，2017 年，陆国斌组建了
学雷锋爱心团队，经常带领学校老
师和学生一起为社会各界义务画
画。用画笔描绘乡村的青山绿水、
民 风 民 俗 ，展 示 了 新 农 村 的 新 风
尚 、新 气 象 ，讲 述 美 丽 乡 村 的 故
事。希望通过艺术活化乡村、推动
旅游、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为新农
村建设、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
助力。

踏足田野再造文化故里

用画笔描绘美丽乡村新风尚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拓展杂技剧的叙事空间

以杂技艺术演绎好红色故事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专家们认为，杂技是炫技，用炫
技来叙事、讲故事很难。山东省杂
技团团长孙文艳同样结合杂技团创
排杂技剧的经验说，《铁道英雄》讲
述抗日战争时期枣庄鲁南铁道游击
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击日寇的
英雄故事。以往杂技剧多是以一个
故事框架把诸如钻圈、草帽、蹬车等
杂技节目串联起来，但《铁道英雄》
杂技剧没有用传统的杂技节目来进
行生硬的串联，而是让杂技为叙事
服务、为剧情人物服务，让杂技与戏
剧表演完美融合。

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艺术理
论研究员张天来认为，红色题材杂
技剧开创了我国杂技剧创作题材的
新样式。传递红色精神，开创了杂

技剧的红色教育功能。红色题材杂
技剧具有丰富的戏剧性，拓展了中
国杂技剧的叙事能力。肖世革、邓
宝金、谢玮瑜、尹力等与会专家一致
认为，杂技语言与红色题材有榫卯
合契的一面，发挥杂技语言与红色
题材天然契合的优势，加载红色资
源，赋予红色题材艺术品质，是杂技
形式阐释红色文化的创新之路。其
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就是高扬现实主
义和追求精品化。中国杂技剧的创
作已经实现了新时代语境下的艺术
突破性发展，彰显了杂技剧宽阔的
创作空间和无限的可能性。同时，
中国杂技艺术也正在发生深刻改
变，将呈现出新的发展格局、进入新
的发展阶段。

红色题材杂技剧传递了红色精神

近年来，杂技舞台艺术中的现
实题材创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
势。特别是今年围绕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
杂技舞台艺术在讲好红色故事、赓
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方面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让红色题材获得新
的阐释方式和新的舞台风貌。如杂
技剧《战上海》《红色记忆》《铁道英
雄》《英雄虎胆》《山上那片红杜鹃》

《旗帜》等。
“杂技可以讲故事，可以展示剧

情，可以进行红色题材创作。可以
说，杂技剧的创作，让观众对杂技有
了新的认识。”中国杂技家协会分党
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唐延海在研讨
会上表示，以杂技的形式来演绎红
色题材，这也是近几年来杂技创作
的一个新趋势。他还提及今年看过
的由大连杂技团出品的红色杂技剧

《旗帜》，以精彩绝伦的杂技技巧描
述难忘的历史时刻，声、画、舞美相
结合，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艺
术感染力，让人感觉非常震撼。他
提到，大连市文化艺术研究所在全
国率先设立了杂技研究学科，由中
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尹力组建
了全国首个杂技研究团队，这是杂
技理论建设的一个新突破。

大连杂技团创排的杂技剧《旗
帜》用杂技语言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
来的光辉历程。该杂技剧由《呐喊》

《曙光》《战争组歌》《丰碑》《我们的新
时代》《绿水青山》《攀登》《爱在大山
深处》《冬奥之光》《破晓》《我的梦》

《旗帜》12个篇章组成。
研讨会上，大连杂技团导演张永

强说，用杂技讲好红色故事最怕拿杂
技节目进行生硬地串联。而《旗帜》
将蹬伞、软功、浪桥飞人、双爬杆、单
杆技巧、车技、抖空竹、蹬鼓、肩上芭
蕾、高拐、吊环、地圈、魔术等融入故
事中。比如《战争组歌》篇章中那些
壮观的场面表现，18 位演员以杂技
独有的高难度技巧演绎飞夺泸定桥
的英雄壮举。《旗帜》以及沈阳杂技团
创排的杂技剧《忆·华年》等都是辽宁
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优
秀作品展演剧目。

杂技剧《战上海》是上海杂技团
与上海市马戏学校联手创排的，讲述
的是上海解放时期那段波澜壮阔的
历史。

如何用杂技这种独特的艺术形
式展现历史，成为了摆在创作者面前
的难题。上海杂技团团长、上海市马
戏学校校长俞亦纲在研讨会上表示，
杂技讲故事是巨大挑战。他说，《战
上海》中“雨夜飞渡”一幕，解放军战
士身手敏捷地在苏州河边的防撞桩
上跳跃、潜行，险象环生地避开敌人
的火力封锁、顺利渡河的场景，经由
杂技演员以梅花桩为道具所展现的
高难度技巧，艺术再现了解放军勇渡
苏州河的场景。

以杂技形式演绎红色题材
是近年杂技创作的新趋势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工业
题村的歌曲是工业精神的生动写
照，在中国工业发展史上有很多经
典的工业题村的歌曲佳作——《咱
们工人有力量》《我为祖国献石油》
等歌曲久唱不衰、催人奋进。 10月
13日至16日，首届全国工业原创公
益歌曲大赛评委会举办了大赛歌曲

初评会、复评会及终评会。
我省陈永和作词、陈涤非作曲的

《我爱石油的芳香》获全国工业歌曲
大赛美声组一等奖。与以往不同，本
届大赛强调参赛作品要以工业题材
为主题着重体现工业文明给我们工
作、生活带来的改变。《我爱石油的芳
香》视角新，思想性、艺术性强。

《我爱石油的芳香》获全国工业
原创公益歌曲大赛一等奖

杂技剧《旗帜》剧照。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由沈
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沈阳市文
化演艺中心）沈阳艺术团全新创排
的大型魔幻儿童剧《冰雪女王·勇敢
的心》于10月20日在盛京大剧院歌
剧厅上演。该剧是“2021沈阳艺术
节”展演剧目之一。

《冰雪女王·勇敢的心》融入大
型奇幻魔术和近景互动魔术，其间
又穿插许多与小朋友们的互动环
节，趣味性与参与性兼具，梦幻内
容与奇幻形式相济，是沈阳艺术团

专门为小朋友开启的一次奇妙艺术
体验。

据了解，2021 沈阳艺术节各院
团关注青少年美育，结合儿童蓓蕾
成长计划，精心制作了4部儿童剧，
打造儿童戏剧嘉年华。除了《冰雪
女王·勇敢的心》之外，还有已于国
庆期间上演的具京剧元素儿童剧

《三打白骨精》、经典童话故事改编
的儿童剧《灰姑娘》，及将于10月末
上演的亲子儿童话剧《我来教你当
爸爸》。

《冰雪女王·勇敢的心》上演

陆国斌和学生正在义务绘制文化墙。

杂技剧《忆·华年》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