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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每每唱起饱
含血泪的九一八
歌曲，我们就会满
腔悲愤。可你知

道吗？在抗战的烽火岁月
中，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作曲
的《九一八大合唱》是以激昂
奔放的旋律，激发人民战胜
侵略者的决心和斗志。

现在，在刚刚改陈布展
的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
馆，承载这首战斗歌曲的《九
一八大合唱》书籍成为重要
展品之一。

东北大鼓《击鼓骂曹》、群口快板
《绕口令》、相声《恭喜发财》《开心一
刻》等曲艺节目在沈阳中街鼎泰茶社
上演。10月24日，大连笑掌室相声社
到沈阳举行了曲艺专场演出，让沈阳
观众领略了大连曲艺的魅力。此次演
出是2021沈阳艺术节活动之一。

当晚的演出，喝彩声、笑声、掌声
不断。岳巍与黄建立演唱的东北大
鼓《击鼓骂曹》唱出了东北大鼓的韵
味，祝培岳与笑韩表演的相声《恭喜
发财》、姜涵瀚和胡云鹏表演的相声

《开心一刻》精彩频现。相声《大话情
圣》和群口快板《绕口令》也深受观众
喜爱。

大连笑掌室相声社团长姜涵瀚
说，沈阳是全国相声重镇，众多曲艺
大家从这里走出，新锐人才层出不
穷，沈阳人的曲艺鉴赏能力特别高。

“携整团来参加2021沈阳艺术节感到
非常荣幸。我们希望在沈阳艺术节
的平台上得到沈阳观众的认可，并期
待能多来沈阳参加演出、交流活动。”

沈城观众表示，看到来自大连的
相声表演新鲜感十足。沈阳鼎泰乐
和艺术团的演员也在台下欣赏，演出
结束后，两地演员进行了交流。

大连笑掌室相声社是大连市唯
一一家以传统曲艺为主的演出社
团。著名表演艺术家杨振华告诉记
者，大连的曲艺在全国名列前茅，相
声创作和表演人才颇多，如孟繁山、
范仲波、王风友等。大连相声《列车
新风》当年在全国影响特别大，大连
沙河口和西岗区曾多次举办全国相
声比赛，杨振华曾多次担任评委。

据介绍，大连笑掌室相声社被大
连市委宣传部授予“大连市道德模
范故事汇基层巡演志愿服务站”称
号。目前，该团整理了近千段传统
节目，以丰富曲艺舞台。在此基础
上，不断创新，创作了一批脍炙人口
的新曲目。这个团的曲艺形式有京
韵大鼓、梅花大鼓、乐亭大鼓、京东
大鼓、东北大鼓、河南坠子、西河大
鼓、单弦及伴奏演员的绝活换手联

弹；诵说类曲种有相声、快板书、山
东快书、评书、太平歌词等。大连笑
掌室相声社新编的传统相声剧《大福
寿全》《秦香莲》《大闹玉清池》《四百
万去哪了》《康熙私访月明楼》《赤壁
之战》是相声史上的一个创新，曾参
加中央三套《我爱满堂彩》、中央十
一套《一鸣惊人》、北京卫视《北京喜
剧幽默大赛》、上海东方卫视《相声
有新人》等节目的录制。为了参加
沈阳艺术节，他们拿出最好的节目，
选派最佳的演出阵容，让沈阳观众
知道大连有个笑掌室相声社，还有
一批热爱曲艺的年轻人。

鼎泰乐和艺术团自 2014 年 7 月
成立以来，参与公益演出 1000 余场，
传承曲艺演出2000余场，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获得了多项荣誉。大连
笑掌室相声社来沈阳演出是受杨振
华为名誉团长的鼎泰乐和艺术团的
邀请，鼎泰乐和艺术团团长史艳芳
说，这是2021沈阳艺术节“交”相辉映
板块中的一项重要活动，旨在通过城

市间艺术交流，搭建更广阔的互动平
台，扩大沈阳艺术节品牌影响力，推
动城市间的文化艺术交流和发展。

演出结束后，沈阳鼎泰乐和艺术
团和大连笑掌室相声社联合举办了
小型座谈会。“我们储备了700多个节
目，现在还在不断的创作中。咱们辽
宁相声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会创作、敢
创新，咱们的看家本事不能丢。你的
节目不灵，观众就不买账，必须下功
夫，继续努力再努力”“我们可以艺术
进校园。传播相声艺术的同时，吸引
更多年轻观众走进小剧场”……座谈
会上，姜涵瀚就相声创作创新，以及
小剧场的经营、宣传、管理等方面进
行了分享。座谈会结束后，两个相
声团体还建立了微信群“沈阳—大
连双城相声联盟”，演员们笑着说：

“以后咱们可以随时在群里进行业
务交流了。”史艳芳说，“借着这座

‘桥梁’，希望两个团越走越近，把小
剧场办得越来越好，我们携手推动
辽宁相声‘走出去’。”

大连笑掌室相声社与鼎泰乐和艺术团交流时认为

辽宁相声人会创作敢创新的本事不能丢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10
月26日，2021年度全省优秀广电视听
播音员主持人大赛专家定评会在沈阳
举行。本次大赛及定评会由辽宁省广
播电视局、辽宁广播电视集团（台）、辽
宁省广播电视协会联合主办。

本次定评会对来自全省各地推
荐选送的 100 余件广电视听播音、
主持参评作品进行专家评审，将评
选出一批全省优秀广电视听播音

主持作品及播音主持人才。
全省广电视听播音员主持人大

赛迄今已举办三届。本次大赛旨在
突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主题，进一步提升全省广播电视和
网络视听播音主持作品质量，进一
步提升全省广电视听播音主持人队
伍建设水平，积极打造辽宁播音主
持品牌形象，助推全省广播电视和
网络视听主题主线宣传高质量发展。

省优秀播音员主持人大赛
评选活动启动

继《我和我的祖国》以新中国的
发展历程为轴，《我和我的家乡》以
区域为序后，《我和我的父辈》以代
际为章，通过革命、建设、改革时期
四个“父辈与子女”的故事，演绎民
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传承，表达爱
国与爱家的统一，为“我和我的”系
列国庆档主旋律电影三部曲画上了
一个圆满的句号。

随着短视频文化的蓬勃发展，
人们的审美和消费习惯正发生着潜
移默化的改变。以多个短故事为叙
事模式、戏剧密度更大的分段式电
影，自然更容易为观众所接纳。但
由于每个单元时间短、容量小，可能
会影响发挥，故事难以展开和深入。
不少资深导演，都在“拼盘电影”上栽
了跟头。不过，同样“演而优则导”的
章子怡，在自己首次执导的影片中，
却展现了卓尔不凡的潜质和颇具感
染力的“文艺范儿”。

在新中国最艰苦的岁月，生命
和美好年华的奉献，让我们在如今
的盛世里更能感受到父辈们的力
量。《我和我的父辈》之《诗》篇章就
是讲述了施儒宏、郁凯迎等中国第
一代航天人扎根戈壁荒滩、不畏艰
难险阻的动人故事。

“爸，你是做鞭炮的吗？”星空
下，父子在跷跷板上谈心。

“爸爸是个诗人，我的工作，就
是在天上写诗。”这个听起来浪漫的
回答，背后隐藏的是特殊年代里，军
工人不为人知的艰辛。同影片中一
样，1958年，“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
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做鞭炮。这
个“大炮仗”就是我国首颗原子弹。
同黄轩饰演的施儒宏一样，邓稼先就
是因为当时有颗核弹没有成功引爆，
他第一时间去落点收集碎片分析，结
果受到致命辐射而不幸患癌，为自己
深爱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妈妈，所有的爸爸都回来了，

除了我爸。他是不是死了？”大雨倾
盆的夜晚，男孩在一片漆黑中哭着
质问正在淘水的母亲。狂风暴雨后，
章子怡饰演的母亲拿出一盏孔明灯，
告诉儿子——实际上，男孩只是他们收
养的同样为祖国的航天事业献身的同事
的儿子：“我们就是做这个的……妈妈
有一天也会死。”夜晚，男孩带着妹妹放
飞孔明灯，对着天空哭喊：“我以前的爸
爸和现在的爸爸都死了……妈妈，我不
要你死……”

这是女性导演独特细腻视角下
的那个年代、那个事件，感动了银幕
前的亿万观众。没有祖国，就没有
个人；没有个人的奉献，就没有祖国
的强大。在那些艰难的岁月，有多
少无名英雄湮没在时间的荒漠中。
读懂了父辈，就读懂了中国。正如
母亲郁凯迎在片尾留给子女的那首
诗写的那样：

燃料是，点燃自己，照亮别人的
东西

火箭是，为了梦想，抛弃自己的
东西

生命是，用来燃烧的东西
死亡是，验证生命的东西
宇宙是，让死亡渺小的东西
父爱如山，母爱如水。我们的

父辈就是这样，将家庭与理想扛在
双肩，将道义和无私藏在心间，如水
般温润，如山般伟岸。致敬我的父
辈，我爱我的父辈！

法国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
中，有这样一句经典台词：“我认为
最深沉的爱，莫过于你离开以后，我
活成了你的样子。”影片中，《诗》中
的哥哥，最终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诗
人，用诗歌记录那些用生命在天空
中写诗的人。而施儒宏和郁凯迎的
女儿施天诺，则给了邓稼先等这些
伟大父辈们完美的回答——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在天空中
续写父辈们未竟的诗篇。

活成了你的样子
叶 星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10
月25日，评剧名剧《花为媒》的唱腔
在抚顺市文化旅游发展促进中心百
姓剧场响起，抚顺市满族艺术剧院
将戏曲佳作献给广大市民。

本 场评剧专场公益惠民演出
由抚顺市文化旅游发展促进中心
主办，抚顺市满族艺术剧院承办。
抚顺市满族艺术剧院评剧团和京
剧团作为演出单位，选派了优秀团
队，组织资深评剧演员排练，原汁
原味地复排评剧《花为媒》，奉献精

彩演出。
评剧以通俗易懂的唱腔和生活

气息浓厚的表演为特点，在北方广
为流传，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花
为媒》改编自古典名著《聊斋志异》
中《王桂庵》及所附《子寄生》篇，讲
述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是评剧
经典剧目，雅俗共赏、久演不衰，在
观众心目中有很高地位。演出中，
经典唱段轮番上演。动听的演唱、
扎实的功底、细腻的表演，让观众
近距离地感受了戏曲的魅力。

抚顺举办评剧公益惠民演出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展出冼星海《九一八大合唱》一书

一份文化抗战的真实记录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文并摄

这是一本红色封皮有些褪色、
卷了毛边的老书，纸张泛黄。但依
旧清晰的文字，依旧鲜活的思想，依
旧动人的旋律，则是这本书不变的
情怀。

打开书籍，里面的每一句话都
有浓浓的时间感，不识乐谱的记者
只是翻看歌词，随着阅读的深入，内
心已不再平静。

“打呀打起鼓！敲呀敲起锣！
不分男女老少一起来，来唱‘九一
八’纪念歌！”在翻过几页歌谱后，大
合唱以此开篇。

“中国抗日有两年，全靠老百姓
出力多，嘿！总算打得还不错，你看
那东洋鬼子兵，东奔西跑，零零落

落，进进退退没奈何！”歌词生动地
讲述了创作背景。

记者摘录了部分歌词，此间心潮
起伏，如同推开一扇历史记忆的窗。

“东北的老百姓有三千万，哪家
没爹没娘，没儿没女，没老婆？！东
北的老百姓有三千万，谁人不是勤
勤俭俭快快活活过？东北的地方有
千万里，哪处没有大伙的鸡犬牛羊
和马骡？东北的地方有千万里，哪
处不是森林高粱黍豆好山河？东北
同胞真正好，东北地方真广阔……”

“九月十八半夜里，月亮正照好
村落；谁知平地一声雷，北大营遭炮
火……”

“莫说东北老百姓，都是善良好

欺负；他们不做亡国奴，不过牛马苦
生活。这些道理又不多，要打鬼子
怕什么？”

“中原大地正血战，华南华北起烽
火；抗日烽火照世界，法西斯阵线将突
破。抗战已到二阶段，准备反攻是战
略；我们越打越坚强，敌人越打越软
弱。‘九一八’耻辱要洗清……失地要
收复；东北人民都武装起来，反攻胜
利，人人享安乐。”

“中华同胞四万万，中华地大
更物博……建立独立、自由、幸福
新中国！”

“打呀打起鼓，敲呀敲起锣；‘九
一八’歌唱过后，抗战胜利，收复失
地，再唱凯旋歌！”

打开文化抗战的《九一八大合唱》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这首大合
唱却用艺术真实地给历史留下一份
珍贵的文化抗战见证。

尤为可贵的是，在书的第一部分
特别编排有冼星海所写的关于《九一
八大合唱》的创作札记，讲述了这部
作品的创作初衷和心路历程。

“这是在 1939 年 9 月 28 日在延
安第一次演出的大合唱（继《黄河大
合唱》之后）。这作品用六天功夫写
成，专以纪念‘九一八’。全曲用五线
谱写成。演出后，颇得全延安的好
评。”札记的开篇即介绍了这部作品
创作于1939年9月。

“过去许多流行的东北歌曲当
中，大半带有过分伤感和颓废的情

调，只能引起听者的伤感情绪，不能
给他们鼓励和兴趣。

“现在已是抗战二周年了，‘我国
的战略退却阶段便已完结，而战略相
持阶段便已到来’，我们在许多小胜
当中，可以看出绝对有大胜之可能，
我们更不应该有伤感的情绪表现在
民族的歌声当中。反之，我们更要加
强他们抗战的坚决信心，鼓励他们向
前，达到收复一切失地，争取最后胜
利的目的。

“这个大合唱虽然是写‘九一八’
的，但在这抗战期中，我们随时可以用
得着，而且更要普遍唱出来，因为他是
属于民众的东西，他的内容和形式却和
其他的大合唱不同，或许比《黄河大合

唱》更统一些。这里面除却第三段的女
声独唱外，都是男女混声合唱。在五段
的合唱当中每段都有合唱的性质，易于
普及到民间去。这大合唱还有一个特
点，是利用中国打击乐器及其他中西乐
器作伴奏，大半以延安所有乐器为限，
这些乐器我们都尽力收集用在里面。
在旋律、节奏、和声方面，作者谨以尝试
地态度去探求，不敢说有什么贡献，只
是对抗战尽了一点微小的责任。”

札记中的这番话表明，作者要以
此凝聚我们的力量，振奋人心，鼓舞
士气，激励人民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争
取抗战的胜利。

倾听并思考冼星海的讲述，记者
耳畔激昂澎湃的旋律奔涌而来。

冼星海当年讲述的创作初衷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改陈布
展后，在“文化抗战”展示部分，展柜
内陈列的《九一八大合唱》书籍很是
醒目。

“我是 2019 年 12 月 28 日参加
全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重庆组织召
开的中国抗日志研讨会上，讨论中
国抗日志的文化志部分时，发现在
延安时期冼星海在 1939 年九一八
事变8周年之际，曾创作一部《九一
八大合唱》，在当时为鼓舞抗战斗志
发挥了积极作用。经查阅发现，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九一八大合
唱》曾结集出版。于是，我立即安排
我馆藏品部设法购买。在这次改陈
中，这部书籍作为文化抗战的重点
展品展示出来。”“九·一八”历史博
物馆馆长范丽红介绍。

87 岁的著名音乐理论家王霭
林说，冼星海一生创作了《太行山
上》《救国军歌》等大量抗日救亡的
歌曲，有《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
唱》《牺盟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4
部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是一部
叙事性的大合唱，采用交响性和回
旋曲的形式结构，全曲以具有舞蹈
特点的音乐主题和悠长深沉的副主
题对比贯穿和反复出现，其间，插入
许多不同旋律的段落，表现人民群
众在欢庆胜利时回顾抗战历程，激
发起抗战到底的决心。

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洁告
诉记者，九一八事变对中华民族“为
祸之巨，旷古未有”，然而中国人民时
刻没有忘记收复“黑水白山”的使
命。自九一八事变爆发起，每年 9
月，社会各界人士总是以不同方式表
达内心的沉痛和不屈的抗争。到
1939年9月，中国人民空前的民族觉
醒更加鲜明，抗战胜利的前途更加乐
观。冼星海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民
正以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意志，满
怀信心地“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
的长城”。于是，他紧扣时代脉搏创
作了《九一八大合唱》，这是进步文艺
工作者“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
头、发时代之先声”的艺术杰作。

范丽红表示，“九·一八”历史博
物馆将请专家学者对《九一八大合
唱》展开研究，并进一步收集、抢救、
发掘、整理类似的歌曲作品，拂去历
史的尘埃，让承载着中华民族历史
文化的红色曲目走进新时代，重温
经典，凝聚奋斗力量。

进一步发掘
红色经典曲目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沈
阳茂泉京剧团演出的传统大戏《遇
皇后·打龙袍》于 10 月 24 日在辽宁
大剧院亮相。这部京剧经典作品颇
具艺术感染力，唱念做俱佳。

《遇皇后·打龙袍》讲述的是宋
代传奇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这部
传统大戏行当齐全，风格独特，深受
戏迷喜爱。该剧阔别沈阳舞台多
年，此次演出吸引了大批观众。该
剧由沈阳茂泉京剧团团长胡继岩主
演，40 余名演职员呈现精彩表演。
胡继岩工老旦，是著名京剧表演艺

术家李鸣岩弟子，曾主演《钓金龟》
《赤桑镇》《目连救母》等剧。

据了解，沈阳茂泉京剧团成立
于2007年，是一支由沈阳京剧票友
组成的演出团队，享誉全国京剧票
友界。该剧团曾举办 17 城市票友
节。胡继岩获得“辽宁省第八届艺
术节优秀表演奖”。

戏迷李广智称：“《遇皇后·打龙
袍》是一部吃功夫的老戏，能看到如
此精彩的老戏，感到很高兴。”沈阳
茂泉京剧团常年坚持公益演出，备
受戏迷好评。

京剧《遇皇后·打龙袍》
亮相沈城舞台

《九一八大合唱》书封。 展出的文化抗战雕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