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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辽宁人民
艺术剧院（辽宁
儿童艺术剧院）
国家艺术基金

资助项目——原创话剧
《天算》建组会日前召开。
继《祖传秘方》《开炉》之
后，展现沈阳地域文化的
辽艺原创话剧“奉天抗战
三部曲”第三部《天算》开
始排演。

11月 10日，记者采访了该剧导
演宋国锋，“奉天抗战三部曲”均由
他担任导演。宋国锋介绍：“三部曲
都是同一主题，但各有侧重。《祖传
秘方》《开炉》《天算》这三部话剧都是
以沈阳民众团结一致、英勇抗战为主
题，以敌我双方的斗争为主线，故事
发生地都是沈阳老北市场，舞台呈现
均为沈阳地域风貌，戏剧表演风格一
脉相承，均体现关东演艺学派精髓。
但三部曲讲述故事的角度各不相同，
聚焦的行业不同，主人公职业不同、
经历不同、性格不同，戏剧行动线索

不同、核心事件不同。”
宋国锋称，如果说《祖传秘方》

弘扬的是保护中华民族的医学遗
产，《开炉》弘扬的是保护民族工业
遗产，那么《天算》则是弘扬保护中
华民族的精神文化遗产。

《祖传秘方》中“秘方”是贯穿全
剧的一个主线。从“守方”“传方”到

“夺方”“保方”形成了一条贯穿全剧
的戏剧行动线。《祖传秘方》讲述了正
德堂中医世家传人卜振堂等老沈阳
民众传承、保护“秘方”的过程，歌颂
了沈阳民众保护文化遗产，英勇反抗

侵略者的民族精神。《开炉》则是围绕
着北市场义和盛铁匠铺“封炉”“诊
炉”“护炉”“醒炉”“开炉”五个章节，
讲述了女掌柜冯淑玉等北市场百姓
为保护民族工业抵抗日本侵略者的
故事，讲述了北市场普通百姓觉醒、
奋起、共赴国难的英雄壮举。

《天算》全剧紧紧围绕“寻”与“匿”
展开故事，以两条线索编织故事，一条
线索讲述主人公白凤岐在隐蔽战线抗
击侵略者，另一条线索展现男女主人
公的情感故事。同时，生动刻画了一
组北市场抗日民众群像。

“奉天抗战三部曲”同一主题各有侧重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关注“城
市书房”这种新鲜的公共文化服务
模式。除了探究这种全新阅读空间
的运营、服务模式以及可持续经营
等宏观问题外，我还注意到了一个
细节，那就是“城市书房”的图书摆
放问题。

虽然这个小细节最终不会出
现在我的调查报道中，但恰恰是它，
解答了我关于“城市书房”与图书馆
这两种业态有何种区别的疑问，并
由此窥探出了这两种阅读空间模式
下各自所映射出的文化意义。

都可以免费借阅、都可以坐下
来静心阅读，探访之初，对“城市书
房”与图书馆这二者有何不同，我是
一直心存困惑的。与在图书馆工作
了三十余年的“老图书馆人”老赵的
交流解除了我的困惑。

这是我之前没有观察到的细
节。在图书馆，书籍是按照明晰的
分类法进行排架摆放的。换言之，
每一本图书都会分门别类地摆放到
相应的位置。“城市书房”则不然，这
里只是粗线条地将图书按照类型进
行了划分，然后就上架摆放了。如果
说图书馆的摆放严谨，那么“城市书
房”的摆放则可以称之为随意了。这

二者所构建的空间氛围与各自携带
的文化属性就是最大的不同。

图书馆因为藏书海量，且是钻
研学问的地方，这就要求在图书摆
放的过程中遵循严谨原则，并时时
遵照同一个行业标准，只要是标准
的图书馆，都会很轻松地在相同次
序的书架上找到同类书籍。“城市书
房”则不然，在氛围营造上，它更强调
轻松惬意、简洁明快，用柔和的灯光
与造型勾勒出温馨与舒适，让读者有
如在家中书房的感觉。读者置身其
中，与其说是为了埋头苦读，更不如
说是在利用闲暇时间，通过阅读来洗
去浮躁，放松心灵。正因为如此，“城
市书房”的图书摆放就不太严苛，闲
庭信步、安闲自在、怡然自乐，这种心
境应该是最契合“城市书房”氛围的。

进一步来讲，图书馆接纳的更
多的是治学者，而“城市书房”更像
是借助书籍这个工具在精准把脉现
代人的生活节奏与心理节奏后建立
起来的释放压力的“解压场”和“心
灵按摩场”，这里可以让忙碌的人们
放慢匆忙的脚步，偷得浮生半日闲。

从图书摆放方式的细微之处
可以窥视出时代文化变迁。细想
想，挺有意思。

图书摆放的小细节
映射出了什么
朱忠鹤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展
现当代青少年乐观向上的精神风
貌，由省文化馆（省青年宫）主办的
2021 辽宁省青少年才艺大赛成功
举办。

来自沈阳、鞍山、抚顺、本溪、
丹东、锦州、营口、辽阳、盘锦、朝阳
的 186 个作品进入复赛，有 63 个作
品、399 人进入决赛评比。因疫情
防控需要，现场决赛改为线上举行，
经过各艺术门类专家评委对参赛视
频评审评议，共选出一等奖 11 个、

二等奖 16 个、三等奖 22 个、优秀表
演奖16个。

本次大赛旨在推动青少年艺
术教育，挖掘更多优秀的艺术人才，
同时，展示我省青少年校外艺术教育
成果和精神风貌。参加比赛的作品
有声乐、器乐、舞蹈、朗诵、快板、戏曲
等，题材形式多样，内容以礼赞新中
国、歌颂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为主。

据介绍，省文化馆将不断推进
青少年文化公益服务工作，通过开
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引领青少年身
心健康成长。

省文化馆举办青少年才艺大赛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2021
沈阳艺术节已落下帷幕，但2021沈
阳艺术节·新生力量——本土大学
生戏剧实验单元剧目仍在继续上
演。日前，由辽宁大学创排的话剧

《春·晓》精彩上演。该剧以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故事为背景，别
出心裁地借用孟浩然的《春晓》，

以“啼鸟”“落花”“风雨”等意象
贯穿全剧，充满诗意地表达出我
们战胜疫情，无惧风雨、勇往直前
的精神。

据悉，为呈现出更好的演出效
果，该剧数易其稿，在导演手法、剧
本构思、人物塑造、舞美设计等方面
进行了诸多创新。

辽宁大学创排话剧《春·晓》
再现抗疫精神

近日，辽宁省图书馆特殊群体文
化服务标准化国家级试点建设顺利
通过中期评估。近20年来，辽宁省图
书馆特殊群体文化服务走在全国前
列，其中“对面朗读”公益文化活动始
创于2003年，是全国省级公共图书馆
的首创，为无数残障孩子打开学习通
道。截至今年 8月，“对面朗读”活动
共举办 723 期，受众达 10 万人次，其
中在盲校开设的“社会实践课”举办
370 期，受众达 5.2 万人次。对农民
工、老年人的公益文化服务也是可圈
可点。

“对面朗读”开全国省级公
共图书馆的先河

从 2003 年开始，十多年来，每周
三下午，沈阳市盲校都会迎来一批身
穿黄马甲的辽宁省文化志愿者，他们
是来参加辽宁省图书馆“对面朗读”
文化志愿助残服务活动的。

宁家宇是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
广播的一名主持人，一次偶然机会，
他作为文化志愿者参加辽宁省图书
馆的“对面朗读”活动来到沈阳市盲
校，为盲童们提供志愿文化服务。没
想到自从这次活动后，他就与孩子们
结下了不解之缘，近 20年的时间里，
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每周三总
能在盲校看到他的身影。在课堂上，
宁家宇与孩子们的交流不仅限于读
书讲故事，他说：“我们的课堂八成时
间由我来讲，以历史故事和时事为
主，两成时间则让孩子们自由表达。”

盲童刘倩怡告诉记者：“宁家宇
哥哥为我们带来的知识就像黑暗中
的一缕阳光，引导着我们以豁达乐观
的心态走入社会，以自强不息的精神
面对生活。”

和宁家宇一样，省图学雷锋党支
部、东北大学郭明义团队、沈阳工业
大学志愿者联合会等 8 支分队加入

“对面朗读”公益文化服务活动中，实
行“一团队一班级”的模式，常年有序
开展活动。每当省图学雷锋党支部
志愿者一走进教室，孩子们脸上就露
出笑容，他们已经能够根据声音“认

出”志愿者来了。在不同年级，志愿
者根据孩子们的兴趣开展阅读活动，
有的还教有微弱视力的孩子做手工
折纸、下棋，教室里不时传来孩子们
开心的笑声。

沈阳农业大学的志愿者王宝华
说：“能为孩子们做点儿事情，会觉得
活得更有意义。”中石油沈阳销售分
公司的志愿者领队孙华说：“我们志
愿者团队一共有 8个人，从孩子们一
年级时就与他们相处，跟孩子们的感
情很深。他们离不开我们，我们也离
不开这群孩子了。”

近20年来，“对面朗读”活动已成
为沈阳市盲校孩子们每周期盼的活
动。

辽宁省图书馆副馆长姚杰说，沈
阳市盲校义务教育阶段共有9个年级
9 个班，为此，图书馆共召集、组建 9
支志愿服务分队，进行定班定岗服
务，陪伴孩子们的成长，直到初中毕
业。每学期初，按照总队的年度工作
计划，每月统一活动主题，各分队根
据不同年级孩子特点，制定出相应的
活动计划。活动内容主要以玩游戏、
聊天、讲故事为主，每次一小时，做到
有差异性的统一管理。从 2005 年到
现在，辽图“对面朗读”志愿服务团
队，已经陆续送走了 10个毕业班，有

的孩子留在盲校学习按摩技术，有的
孩子选择读高中、考大学，陆续走上了
工作岗位，用自己的双手收获了回报。

以文化的力量支撑起残障
读者群的精神世界

辽宁省图书馆文化助残服务始
于 2002 年，以“为残障读者提供更为
广阔的文化空间和更为丰富的学习
资源，以文化的力量支撑起残障读者
的精神世界，引导其走出小天地，走
进大社会”为目标，开展了“对面朗
读”“为盲人讲电影”“录制有声读物”

“书香千里——为盲人送书上门”等
内容丰富、形式多元的文化助残服务
工作。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日前，辽
宁省图书馆联合沈阳市残疾人联合
会、沈阳市盲人协会共同举办了“传
承红色基因唱响红色经典”文化活
动。来自沈阳市内五区及郊县的100
余名视障读者出席了活动。活动当
天，百余名残障读者和文化志愿者为
广大视障朋友带来形式多样的文艺
节目。有歌颂祖国的诗朗诵《中华
颂》，有残障儿童的歌舞表演《红星闪
闪》，有优美动听的小提琴独奏《我和
我的祖国》，还有评剧、京胡、歌曲演

唱等，他们可谓多才多艺。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所有节

目的编排都是由视障读者和文化志
愿者共同完成。活动中，视障读者精
彩的表演感动着现场的观众，他们克
服自身困难，努力学习，展现了热爱
生活、身残志坚的精神风貌，表达了
对党和祖国的热爱。

在辽宁省图书馆特殊群体服务
中心，视障读者不仅可以用手翻“看”
这里的馆藏图书，而且还可以通过智
能听书机学习知识、了解世界……他
们通过新技术手段，同样可以跟上时
代的步伐，方便地获取新知识。在这
里除盲文图书外，还配备了无障碍
电影 230部，有声读物、电子光盘，有
电子阅读器两台、带有读屏软件的
无障碍电脑 20 台、助视器 8 台，还有
盲文打印机、点显器、视障笔、语音
地图等设备。另外，这里还提供无
障碍电影播放、盲文图形刻印、文化
科普培训等服务，成为多功能、现代
化、贴近视障人群生活的文化活动
基 地 。 另 外 ，在 省 图 投 入 使 用 的
1100 台智能听书机，均实行“一机一
码、一人一证、一证一机”的规范管
理模式。

记者在现场看到，每当有视障读
者来此借阅智能听书机，省图书馆里
的文化志愿者会一对一耐心地指导
其使用。

公共图书馆服务有其特殊的内
涵。“均等服务”是公共服务的价值取
向。省图对老年人、农民工的公益文
化服务可圈可点。省图面向老年群
体，依托“乐龄俱乐部”品牌服务，邀
请老年读者以老年电脑大赛和英语
趣味赛的方式共同悦享乐龄。举办

“辽宁省图书馆第五届老年人电脑知
识大赛”和“辽宁省图书馆英语沙龙
趣味比赛”。省图还联合辽宁省农民
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全省范围
内举办农民工读书征文大赛，自2016
年起已成功举办 5 届，共收到征文
485篇，其中获奖作品 121篇，并印制
成《辽宁省农民工读书征文获奖作品
精选集》，展现了我省农民工蓬勃向
上的精神风貌。

省图特殊群体文化服务走在全国前列

为特殊读者群打通学习通道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近
日，教育部组织百位专家遴选推荐
了一批体现中华优秀文化与当代生
活的幼儿图画书，辽宁人民出版社、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春风文艺出
版社共7种图画书入选。这批图画
书包含儿童故事、儿童诗、童话、寓
言等多种体裁，内容丰富，风格多
样，充满想象力。

据了解，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委

托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组
织来自学前教育、儿童文学等专业
领域的百位专家，经过专家审核、
网络评审等多个环节，精心遴选
出 347 种幼儿图画书，以引导支持
我国原创作品创作。辽宁入选的
图画书有《巴赫：没有对手的比赛》

《三十六个字》《兵马俑的秘密》《梦
想》《书里的秘密》《我想有个弟弟》

《勇敢的小米》。

辽宁7种图书入选
教育部幼儿图画书推荐书目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2021
年度全省高校优秀广电视听播音员
主持人大赛定评会于 11 月 12 日在
沈阳举行。本次大赛及定评会由辽
宁省广播电视局、辽宁省广播电视
协会、辽宁广播电视集团（台）联合
主办。

大赛是在全省广播电视节目
提质创优工程实施框架下，首次举

办的全省高校广电视听播音主持推
优活动。活动突出庆祝建党100周
年主题，着力为我省发掘、培育、储
备一批播音员、主持人后备人才，激
励引导广大高校学生不断增强文化
自信、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专业素
养、展现青年风采，助推全省广播电
视和网络视听主题主线宣传高质量
发展。

全省高校优秀播音员主持人
大赛评选活动启动

“奉天抗战三部曲”将完成最后一块“拼图”

辽艺年终大戏《天算》开排
本报记者 王臻青

话剧《天算》的故事发生在 1940
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大肆搜
捕抗日组织，奉天城处于白色恐怖之
中。奉天城北市场一个寻常的居民院
落里，几户人家的房屋向外临街，可以
做生意，向内则是一个院落。这是北
市场最普通的住宅模式，亦居亦商，盲
人相师白凤岐是这里德高望重的人
物。他曾是东北抗联的营长，在一次
战斗中致盲，后隐居于北市场，表面以开
相馆为生，实则相馆是为东北抗联提供
情报的情报站。《天算》的故事紧紧围绕
以白凤岐为中心的人物关系展开，以抗
联英雄白凤岐、侠肝义胆的北市场居民
鲁春莺为代表的仁人志士与日寇在北市
场展开斗争。最终，白凤岐在民众鼎力
协助之下，成功传递情报，挫败了侵略
者的阴谋。

继续讲述民众
英勇抗战的故事

《天算》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话
剧，承袭了“关东演剧学派”表演
风格。现实主义戏剧要求在舞台上
客观地再现生活，塑造典型环境中
的典型人物。关于这部话剧的艺术
风格，宋国锋表示，《祖传秘方》《开
炉》与《天算》是一脉相承的，那就
是承袭“关东演剧学派”表演风格，
这是被辽艺反复实践且被观众赞赏
的表演风格。“关东演剧学派”是以
李默然为代表的辽艺老艺术家们在
多年的艺术实践中，将以斯坦尼斯
拉夫斯基体系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表

演流派与中国传统戏曲表演风格的
融合，在充分结合东北人民的审美
观念、欣赏需求、性格特征、生活方
式的基础之上，所形成 的 表 演 流
派。这种表演风格要求演员在深刻
体悟生活、广泛涉猎知识的基础之
上，对戏剧人物进行充分探究，做
到“体验”与“体现”相结合，在台词
功夫到位的前提下辅以精确的形体
设计，达到以“真”来诠释“美”，以

“美”来演绎“真”的境界,让观众既于
内在情感上得到强烈的震撼与共
鸣，又可于外在视觉上获得明朗的

直观审美体验。
“ 这部话剧要像高粱酒一样浓

烈，像黑土地一样厚实。要雄浑而
不失俊秀、粗犷而不失细腻、憨实里
蕴含浪漫、古朴中浸透诗情。这便
是《天算》这部话剧的艺术追求。”宋
国锋说。据辽艺院长佟春光介绍，

《天算》的导演宋国锋是国家有突出
贡献话剧艺术家、中国话剧协会副
主席、中国话剧表演艺术委员会主
任；编剧、戏剧理论家孙浩担任编
剧；由国家一级演员、中国话剧金狮
奖获得者宋佳伦领衔主演。

承袭“关东演剧学派”表演风格

话剧《开炉》剧照。 阎 波 摄

《天算》导演宋国锋和主演宋佳伦正在研讨剧本。 阎 波 摄

省图书馆“手语世界”活动现场。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为进
一步推动我省杂技人才队伍高质量
发展，近日，由辽宁省杂技家协会、
锦州市文联共同主办的辽宁省杂技
家协会第二期杂技骨干人才培训班
在锦州开班。来自全省各杂技团的
30余名学员参加培训。

中国杂技家协会副主席、辽宁
省杂技家协会主席安宁以“我的杂
技人生”为题为学员授课。中国文
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尹力以“中国
杂技的昨天与今天”为题进行专业
授课辅导。她从艺术史的角度介绍
了中国古代杂技的历程和成就，了

解中国杂技数千年的发展脉络。从
文艺评论的角度，审视观察中国现
当代杂技的创新与进步，总结创作
情况，探讨发展趋势。沈阳师范大
学戏剧艺术学院副教授胡博以“关
于舞蹈创作的若干问题”为题为学
员授课。她结合理论和实践，旁征
博引分享了舞蹈艺术和杂技艺术的
关系，为学员们今后的杂技艺术创
作提供了有效借鉴。

学员们纷纷表示，通过培训，提
高了杂技艺术理论水平，决心为推
动辽宁杂技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
贡献。

杂技骨干人才培训班在锦州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