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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正在武汉举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戏剧节是近年来我国舞台艺术创作最新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辽宁人民
艺术剧院原创话剧《北上》是我省唯一一台入选本届中国戏剧节的戏剧作品。10月20日，辽艺在湖北剧院
连续演出两场《北上》，北京等地戏剧专家与武汉观众共同观看了演出，无论是现场观众反馈，还是演出结束
后剧目研讨会上的专家反响，大家都对话剧《北上》给予了高度评价。

《送兔》《山乡春晚》《绿水青山情
满天》《七月枣八月红》《创业》等在朝
阳市轮番上演，展示了我省地方戏曲
的风采。

在刚刚结束的辽宁省第一届地
方戏曲小戏展演上，来自全省各地24
个艺术团体的 28 个地方戏曲小戏剧
目参加演出，涵盖辽剧、评剧、海城喇
叭戏、阜新蒙古剧、铁岭秧歌剧、凌源
影调戏、拉场戏、皮影戏、木偶戏等我
省所有地方戏曲剧种，共演出 10场，
并组织专家开展“一戏一评”，这是全
省地方戏曲的一次全面展示，旨在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此次展演由辽宁省文化和旅游
厅、朝阳市人民政府主办，朝阳市文
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承办。

展演中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品，如
拉场戏《送兔》、铁岭秧歌剧《山乡春
晚》、海城喇叭戏《绿水青山情满天》、
评剧《七月枣八月红》、辽剧《创业》《夜
审》、木偶戏《红缨如火》等，反映了脱
贫致富、振兴乡村、保护环境、建设美
好家乡、歌颂英模等主题。小戏投入
少、创作周期短、方便演出、贴近生活、
接地气，有利于培养人才。一些编剧
的作品首次登上舞台，有的年轻演员
首次担纲主演。小戏作品以小见大、
小故事寓意大道理，小舞台揭示大世
界，全面集中展示了辽宁地方戏曲的
艺术特色和创作水平，得到专家和观

众的一致好评，被称为辽宁地方戏曲
的一次总动员，吹响了辽宁地方戏曲
传承发展的号角。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发展
处处长高立军说，此次展演最令人感
动的是，凌源影调戏《婆婆还乡》主演
白云花，在演出前排练时不慎摔伤，
造成骨折，为了不错过这次演出，年
近七旬的她忍着剧痛，坐在轮椅上完
成了精彩表演。同样年近七旬的本
剧导演黄中东推着轮椅，倾情助力。
两位老人用这种特殊的表演方式，彰
显了基层艺术工作者戏比天大的文

化情怀和坚定执着的文化信念。
高立军说，辽宁省第一届地方戏

曲小戏展演被列为辽宁省和西藏自
治区文化交流项目，西藏那曲市艺术
团应邀参加本届展演。那曲市艺术
团在朝阳期间演出7场36个节目，其
中参加辽宁省第一届地方戏曲小戏
展演4场，还到北票市大黑山景区、喀
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龙源湖景区、
朝阳人民公园社区演出，为本届小戏
展演增添了风采。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本届展
演全部为公益惠民演出，让广大观

众共同领略戏曲艺术的魅力，实现
“戏曲小戏的盛会、城乡人民的节
日”宗旨。参加展演的 28 个剧目以
5 场组台演出形式进行剧场演出，
每台剧目演出 2 场，共演出 10 场。
为进一步扩大活动的受众传播和社
会影响，本次展演还通过辽宁广播
电视台“欢乐集结号”和辽宁文化共
享频道、辽宁文化云等平台进行录
播和线上直播。“欢乐集结号”快手
平台从 10 月 8 日开始对辽宁第一届
地方戏小戏展演活动进行宣传，将
优秀剧目实时送到 23.7 万粉丝的手
机端。截至 10 月 13 日，展播 5 台演
出，推送短视频 22 个，获点赞 500 多
次，共计播放量 6.6 万次。接下来，

“欢乐集结号”快手平台和微博平台
将依据计划，陆续将展演剧目依次
展播，延续活动影响，扩大辽宁地域
文化传播。文化共享频道电视播出
用户 330 万。辽宁文化云平台的每
场直播录播和回看的浏览量最高达
10万+。

展演极大调动了全省地方戏曲
院团的创作热情，涌现了一批优秀作
品，受到城乡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同
时，召开了“辽宁省地方戏曲传承研
讨会”，对今后全省地方戏曲的传承
发展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全省上下
形成了浓厚的戏曲氛围，必将有力推
动全省地方戏曲发展。

24个艺术团体演出28个剧目

辽宁地方小戏接地气反映现实生活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0
月23日，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常佩
业再开艺门，六合社相声演员、东北
大学大二学生李朝鲁拜师其门下。
沈阳相声界不断有新生力量加入，
为沈阳曲艺事业发展增添了活力。

常佩业作为东北地区相声的代
表人物之一，50多年来一直活跃在
相声舞台，创作表演了 200 多段相
声作品，深受观众喜爱。李朝鲁 9
岁开始跟随常佩业学艺，曾获沈阳
市第五届青少年曲艺大赛二等奖，

创作表演的相声有《我是大文豪》
《优秀如我》《打个比方》等。现场，
常佩业送给李朝鲁一套《中国传统
相声大全》。他说，相声创作要以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为根本，多创作并
表演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好作
品。辽宁省曲协顾问、沈阳市曲艺
家协会副主席、一级编剧郝赫表示，
越来越多像李朝鲁这样的高校大学
生进入曲艺界，辽沈曲艺队伍的文
化素质越来越高。只有代代传承，
辽沈曲艺事业才有新的发展。

辽沈曲艺界又添生力军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10
月 22 日，记者从盛京大剧院了解
到，来自北京戏剧文化基地繁星戏
剧村的两部都市喜剧《我是余欢
水》《一夜一生》于 10 月 22 日、23
日、29 日、30 日在沈阳盛京大剧院
上演。

《我是余欢水》讲述了中年男
子余欢水的职场经历，在看似琐碎
的故事情节中，体现出都市百态，
引发观众思考如何面对人生中的
挫折，努力创造美好生活。该剧舞
台服装尽显复古典雅风格，色彩鲜
明。舞美灯光设计契合都市题材

剧的风格。而整场话剧中动听的
音乐、风趣的表演，以及漫画式的
舞台呈现，深受观众喜爱。

由黄彦卓执导，周小玲、李溯、
王晟祖、董振坤联袂主演的《一夜
一生》讲述了发生在一座有着 200
多年历史的剧院中的故事。该剧
由 4 个故事组成，分别从戏剧传
承、知音难觅、职业操守、戏剧行业
的新老交替 4 个主题展开故事。
这是一部风格独特的悬疑喜剧。
这两部喜剧在北京上演时吸引了
大批观众，据了解，此次是《我是余
欢水》《一夜一生》首次亮相沈阳。

北京喜剧亮相沈阳舞台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0
月 22 日，著名作家津子围小说创
作研讨会在大连大学举行。著名
评论家、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南
京大学特聘教授王彬彬等来自全
国的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研讨
会由省作协、大连大学、辽宁省文
学院主办。

津子围是辽宁作家领军人物
之一、省作协“金芦苇”项目扶持作
者，其小说曾获《小说选刊》中篇小
说奖、中国作家大红鹰奖、全国梁
斌小说奖等，其参编的电视剧曾获

“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等。
与 会 者 聚 焦 津 子 围 最 新 长

篇小说《十月的土地》，就其思想
内涵、文化表达与艺术特质等方
面进行了研讨，尤其对于津子围

长 篇 小 说 的 史 诗 性 、家 族 叙 事 、
东北地域文化呈现、时间维度思
考、社会变迁、观念嬗变、土地与
农民书写、人性的深入发掘、典型
形象塑造等给予高度肯定。陈晓
明称其为关乎 20 世纪民族命运
与 苦 难 书 写 的 力 作 。 王 彬 彬 认
为，这部小说在家族重构中完成
了 中 国 文 学 特 有 的 家 族 与 土 地
书 写 。 著 名 作 家 滕 贞 甫 认 为 ，

《十月的土地》是在高原跋涉的成
熟 作 家 的 厚 重 之 作 。 著 名 评 论
家孟繁华认为，《十月的土地》在
对 东 北 文 化 进 行 了 另 辟 蹊 径 的
书写。

作家津子围表示，研讨会是
其创作的加油站和新起点，激励
自己创作更多优秀作品。

津子围小说创作研讨会
在大连举行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0
月 22 日晚，由沈阳音乐学院主办
的冯子祥“鲁艺”钢琴协奏三部曲
音乐会在辽宁大剧院举行。钢琴
家冯子祥演奏了由不同时期鲁艺
人创作的作品《黄河》《春天的故
事》《明天》。

鲁迅艺术学院创办于1938年，
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高等
艺术学院。抗日战争胜利后，学院
由延安迁至东北，是如今沈阳音乐
学院的前身。冯子祥毕业于沈阳
音乐学院，现任沈阳音乐学院附属
中等音乐学校校长、硕士研究生导
师，多次在乌克兰、希腊等国际钢
琴比赛中摘金夺银。此次演出是
辽宁省首批“兴辽英才计划”青年
拔尖人才项目，冯子祥选取了 3 部

不同时期由鲁艺人创作的作品。
钢琴协奏曲《黄河》，改编自冼星海
的《黄河大合唱》。这首冼星海于
1939 年应邀到鲁艺任教时期创作
的作品，奏响了中国人民抗战最强
音。通过钢琴家冯子祥激情的演
奏，再次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
掌声不断。钢琴协奏曲《春天的故
事》，由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李延
忠 改 编 自 1992 年 谱 曲 的 同 名 歌
曲。钢琴协奏曲《明天》，是鲁艺校
友张宏光应邀为冯子祥创作，抒发
了人民对美好明天的憧憬之情。
音乐会现场，观众领略了新老鲁艺
人的风采。本场音乐会由著名指挥
家、中国广播电影交响乐团常任指
挥范焘担任指挥，辽宁交响乐团担
任协奏。

钢琴家冯子祥
再现鲁艺经典作品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10
月 24 日，“辽宁地区解放前工人运
动展览”在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
馆举办。

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于 1927 年
10 月 24 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东
北设立的第一个最高领导机构，
是党在东北革命的源头和摇篮。
此次展览由省委党史研究室、省
总工会、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沈
阳市委宣传部、沈阳市文化旅游
和广播电视局等主办。中共满洲
省委旧址纪念馆充分挖掘馆藏资
源，通过展出的 300 张珍贵历史照
片，充分展示了辽宁工人阶级抗
击外来侵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
神，为了反抗侵略和压迫，他们进

行了不懈的反抗斗争，组织了不
同形式的工人群众组织。特别是
在 1921 年 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成
立之后，党中央对辽宁的工人运
动十分重视，先后派罗章龙、陈为
人、李震瀛、任国桢等共产党员到
辽宁开展工作，壮大党的力量，建
立工会组织，领导工人举行罢工
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辽宁工人阶级进行了艰苦卓绝、
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
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辉煌壮丽的
篇章，为推动辽宁的解放事业和
社会发展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伟大
斗争。

展览将持续到年底，其间还将
陆续在全省各地进行巡展。

辽宁地区解放前工人运动展启幕参加中国戏剧节展演

话剧《北上》获赞史诗品格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据了解，本届中国戏剧节将持
续至10月28日，来自全国各地的31
台优秀剧目接连登场，涵盖京剧、昆
剧、评剧、豫剧、越剧、黄梅戏、婺剧、
高甲戏、花鼓戏等 14 个戏曲剧种以
及话剧、歌剧、儿童剧等多个艺术门
类。中国戏剧节是一项全国性的戏
剧展演活动，创办于1988年，每两年
举办一届。本届中国戏剧节主题为

“戏聚英雄城·礼赞新时代”，主办方

还特别设置了“一剧一推介”环节，
剧组主创与媒体面对面深入交流。
近 10 家武汉媒体在见面会上与《北
上》主创人员热情交流，并对多位主
创进行专访。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佟春光
接受采访时表示 ：“《北上》剧组来到
武汉这座英雄城市演出，全体主创感
到十分荣幸。话剧《北上》讲述的这
段历史鲜少在舞台上呈现。作为庆

祝建党百年的献礼剧目，我们诚邀著
名导演陈薪伊加盟主创团队，辽艺全
体演职员倾尽全力打造精品。我们
希望通过话剧《北上》的演出，让更多
观众能够更深刻、详细地了解那段历
史。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是一支具有
延安鲁艺光荣传统的文艺队伍，我
们始终坚持精益求精的艺术创作态
度。参加中国戏剧节展演，我们希
望听取更多的宝贵意见。”

“一剧一推介”吸引武汉媒体与《北上》主创交流

10 月 24 日，第十七届中国戏剧
节专家评论会在武汉举行。与会专
家从史诗品格与正大气象、象征手
法与诗意表达、经典结构与戏剧张
力、形象塑造与细节刻画四个方面
给予《北上》全方位评价，并且提出
了修改提升的建议，期待这部史诗品
格的话剧更加精致，成为中国当代戏
剧代表作。

话剧《北上》讲述的是在新中国
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诚邀并护送爱
国民主人士，从香港出发北上东北解
放区参加人民政协筹备工作，参加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故事。整部
话剧凝重洗练、气势恢宏，将现实主
义与浪漫主义艺术手法有机融合，
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该剧综合运
用了多种艺术手法，有机融入舞蹈、
歌曲、京剧等艺术形式，表达了主人
公的家国情怀。该剧主创团队阵容
强大，由陈薪伊担任总导演，津子围、
李景阳、孙浩担任编剧，辽艺老中青
三代演员联袂主演。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
长宋宝珍认为，《北上》主创人员的艺
术创造力很强，导演在场面处理上有
气势、有风骨、有魄力。戏剧情节及
人物关系设计合理，具有戏剧张力，
感染力强。情节发展波澜起伏，引人
入胜。全剧出场人物众多、气象宏
阔。演员的表演生动、感人，放得开、
收得住。

陕西省艺术研究院院长丁科民
认为，《北上》具有史诗品格，作为革
命历史题材剧，《北上》坚持现实主义
话剧创作方向，同时运用浪漫主义手
法将话剧进行诗化处理，这样一来就
大大增强了戏剧感染力。这部话剧
还借鉴了电影创作手法，尤其借鉴了
小剧场话剧中的悬疑剧表现手法，吸
引了大批年轻观众。总之，话剧《北
上》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专家评《北上》
有气势有风骨

演出结束后，话剧《北上》的演
员表达了参加中国戏剧节的感受。
一天连演两场，虽然演员们很辛苦，
但心情激动。辽艺国家一级演员杨
威然在《北上》中饰演陶兰，她表示，
能够参加中国戏剧节，感到很荣
幸。她说：“陶兰是一个情感细腻、
有着坚定的理想与信念的女孩。为
了塑造一个南方女孩的形象，我在
台词上下了很大功夫。能够与陈薪

伊老师这样的大导演合作，得到这
么多辽艺老前辈的指导并同台表
演，对于我们年轻演员来说，非常受
益。”同时，辽艺的演员们对于武汉
观众的热烈反响深受感动。

从事文艺工作的武汉观众许先
生表示：“《北上》舞台呈现颇多新意，
其中船的设计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很
震撼。《北上》在灯光处理上，用冷光
源勾勒出船体的结构及人物的雕像

感。暖光源的处理，更能够打动人
心，是非常好的写意手法。辽宁人艺
演员演技很好，我看后心情久久不
能平静，带来了情感共鸣。”

观众刘女士说：“《北上》非常真
实，辽宁人艺演员的表演让我非常
感动，演员们对他们所扮演的人物
有非常深刻的了解，不论是外部形
体动作，还是内心情感表达，都掌握
得非常准确。”

演员与观众感动彼此

话剧《北上》剧照。 阎 波 摄

凌源影调戏《婆婆还乡》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