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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11月22日，记
者从辽宁芭蕾舞团
了解到，该团本年度
对外文化艺术交流

工作即将完成，目前，辽宁芭蕾
舞团正在进行对外艺术培训收
尾工作。据了解，辽宁芭蕾舞
团艺术培训中心刚刚结束舞蹈
教学视频课程录制工作，为蒙
古国提供37堂舞蹈培训视频
课程，用于当地民众学习舞
蹈。近年来，辽宁芭蕾舞团对
外文化交流成果丰硕，辽宁芭
蕾舞团一方面坚持原创舞剧，
另一方面持续与国外著名舞团
及编导联合创作舞蹈作品，赴
五大洲巡演，以芭蕾为载体，讲
述中国故事。由于成绩显著，
辽宁芭蕾舞团多次受到表彰。
其中，辽宁芭蕾舞团原创舞剧
《花木兰》入选“中华文化走出
去”重点推介项目。

在鲁迅美术学院，有这样一位教
师，她指导的学生毕业创作拍摄的微
电影《爸爸呀妈妈呀》《归零》获得国
际 电 影 节 奖 项 。 她 就 是 冯 丽（皮
皮）——鲁迅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著名作家。

皮皮影视工作室于2018年成立，
冯丽和摄影系教师蒋建兵合作带研究
生和进修生。他们的学生之所以取得
这样的成绩，与这个工作室的创新尝试
分不开。冯丽说，学校给予的信任和有
针对性的课程安排，以及摄影系和人文
学院的全力配合，为工作室工作营造了
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是基础。“我们一起
学习哲学、文学、心理学、编剧及导演风
格、摄影风格等，都融化到内在的提升
中，我们变成了更好的自己，我想这是
学习创作的基础和入门。”冯丽说。3年
来，冯丽和学生们一起讨论剧本，讨论
自己的所思所想，大家坦诚相待，记不
得有多少次后半夜才离开教学楼回家。

陈鹏执导的《爸爸呀妈妈呀》表现
了工作生活的快节奏下，小哥俩等待
父母归来的日常生活。该片入围金蜂
蜜国际儿童电影节、罗马独立电影节
棱镜奖和香港国际青年电影节等。获
得泰戈尔国际电影节（印度）亲子单元
最佳影片奖、南方电影学院艺术奖（智
利）隔离单元最佳影片。泰戈尔国际
电影节是每月一次的现场放映电影及
音乐和编剧比赛，在印度现代艺术中
心之一博尔普尔香蒂尼克坦举办年度
现场放映和颁奖典礼活动。

秦已净执导的《归零》通过对年
轻人情感状态的素描，表现了他们渴
望沟通和关爱。该片入围蒙特利尔
独立电影节、皇冠木国际电影节等，
获环球荣誉电影节（美国）最佳实验
短片奖。该电影节创立于 2003 年，
为有才华的导演、制片人、演员、创
作团队提供平台，发现和表彰电影人
的成就。

这两部微电影用镜头生动地讲述
了孩子和青年人成长中的故事。每一
个场景、每一句台词、每一个表情、每一
个动作都精益求精。通过拍摄微电影，
青年学生正确认知了传媒文化，了解了
文化传播路径和表现方式。皮皮影视
工作室的学生刘锐、李文轩、殷建、林荣
等在不断成长。李文轩说：“这个集体
有温度，从老师到同学，大家都坦诚相
待。”刘锐说：“我原想去国外读电影
专业，遇见冯老师和这些同学，虽然学
习非常辛苦，但非常值得。”殷建说：

“这 3 年的学习，改变了我的思维方
式。”林荣说：“在这个班级的 3 年
里，对我来说是一个成长过程。”陈
鹏说：“现在我已经像冯老师那样当
上老师，更加理解冯老师对我们的教
育，我要传承下去。”秦已净说：“在这
个集体里，我第一次感受到传统的师
生关系——师徒。我要感谢我的导
师，没有她的教诲，我不可能成长这

么快。”通过这些只言片语，我们感觉到
了他们成功之路上的艰辛和快乐。这也
是他们的影片能引起观众共鸣的原因所
在。谈到学生们的成功，冯丽坦言：“我
们的集体是有温度的，从老师到同学，无
论是日常交往还是在对待学习的态度
上，大家都是真诚地用心沟通交流。”

蒋建兵说：“加入这个工作室是一
次难忘的经历。没见过这么认真的老
师，也没见过这么努力的学生……教
学楼里，他们经常是最后离开的，他们
的阅读量很大，取得的成绩是努力的结
果。这个过程中，我既是老师，又是学
生，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知识结构和视
野，他们也促进了我的学习。我会延续
这个工作室的作风，提升创作水平，提
高教学质量。”

目前，鲁迅美术学院双一流建设
正在积极总结这个影视工作室的教
学创新经验，希望它继续培养出优秀
的人才。

聚焦成长经历

鲁美学生微电影作品获国际电影节奖项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2021
沈阳艺术节“踏浪”青年策展人实践
单元成果展于 11 月 18 日在红梅文
创园启幕。此次呈现给沈城观众的
是3个风格迥异的展览，包括“他，经
过的第一帧”摄影展、“意义的发生”
艺术展、“不远在路上”艺术展。

为了深耕青年策展人“踏浪”
计划，在2020年推出以培养策展力
量为核心的青年策展人“踏浪”计划

基础上，2021 沈阳艺术节深耕“踏
浪”计划，面向社会广泛征集策展方
案。据了解，在征集过程中，有来自
全国各地的青年策展人应征，策展
方案涵盖摄影、绘画、装置等多种门
类，集中展示了青年策展人的艺术
创作活力。2021 沈阳艺术节首次
举办“踏浪”成果展，为青年策展人
搭建了展示和实践平台。展期将持
续到12月15日。

青年策展人成果展启幕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1
月19日，由省教育厅主办、鲁迅美术
学院承办、鲁迅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策划的第二届辽宁省大学生文化创意
设计大赛颁奖仪式在沈阳举行。

本届大赛于2021年9月正式启
动，分为平面设计类、产品设计类、空
间设计类、文案策划类、大悦城主题IP
设计类5个类别，来自我省102所高校
约1100个项目团队报名参赛，参赛学
生人数达2553人。经过初审、复审评

选，最终决出5个类别的一等奖各1
个、二等奖各2个、三等奖各3个、优秀
奖各14个，以及大悦城特等奖4个，有
84支参赛队伍获奖。

据鲁迅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
长杨波介绍，与上届相比，本届大
赛的作品更有新意、更有开拓性。
80 余幅获奖作品将在沈阳大悦城
展出，并以此推动文化创意设计产
品的落地转化，为青年学生提供一
个实现梦想的平台。

省大学生文创设计大赛颁奖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11
月 22 日，记者从沈阳交响乐团了
解到，该乐团将于 11 月 28 日在沈
阳盛京大剧院音乐厅上演柴科夫
斯基作品专场音乐会。音乐会由
卞思聪担任指挥，聂佳鹏担任大提
琴演奏员。柴科夫斯基作品专场
音乐会将演奏 3 首曲目：《斯拉夫
进行曲》第 31 号作品、《洛可可变
奏曲》第 33 号作品、《g 小调第一
交 响 曲“ 冬 之 梦 幻 ”》第 13 号 作
品。这些经典音乐作品是享誉世
界的著名音乐家柴科夫斯基不同

时期的代表作。
沈阳交响乐团是沈阳市属专

业院团之一、中国交响联盟成员
单位。乐团成立于 2013 年 6 月，
由 80 余名具有专业演奏水准的
艺术家和演奏员组成。近年来，
沈 阳 交 响 乐 团 持 续 举 办 不 同 主
题、不同风格的专场交响音乐会，
多次与国内外著名音乐人合作举
办音乐会，不断探索交响乐演出
形式。沈阳交响乐团每年都举办
公益演出，提升了广大市民的音乐
修养。

沈阳交响乐团举办
柴科夫斯基作品专场音乐会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1
月 16 日，中国舞蹈家协会发布《第
二届中国舞蹈优秀作品集萃入选通
知》。我省两部舞蹈作品入选。“中
国舞蹈优秀作品集萃”是由中国文
联批准立项、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支持的新创舞
蹈作品推优项目。

本届参赛作品集萃聚焦于全国
范围内的优秀舞蹈作品，共征集到
作品 365 部。经过专家学者的推
选，共产生100部优秀作品，我省两
部舞蹈作品入选，分别是来自辽宁
省舞蹈家协会、沈阳音乐学院的《生
命演奏家》和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
等舞蹈学校的《角儿》。

我省两部舞蹈作品入选
第二届“中国舞蹈优秀作品集萃”

辽宁芭蕾舞团不断创新对外文化交流模式

以芭蕾为载体讲述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王臻青

目前，辽宁芭蕾舞团正在复排
《花木兰》《八女投江》等舞剧，这些作
品将陆续在全国多个城市巡演。其
中，颇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舞剧

《花木兰》曾在多个国家演出，备受好
评。据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
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辽宁芭
蕾舞团团长曲滋娇介绍，由辽宁芭蕾
舞团65人组成的演出团于2019年以
商演模式在美国、加拿大巡演芭蕾舞
剧《花木兰》与“中外芭蕾精品晚会”，
这是一次具有开拓性的巡演，增进了
当地观众对辽宁乃至中国芭蕾艺术
的了解。《花木兰》北美巡演，旨在探
索一条政府扶持、商业运作的中国原
创剧目展演之路。

辽宁芭蕾舞团历时3年打造的原
创中国芭蕾舞剧《花木兰》，将中国经

典文学与西方经典艺术形式完美融
合，演绎了木兰从军的传奇故事。舞
剧风格大气、唯美，富有传奇色彩，具
有中国文化品格。这部舞剧所体现的
家国情怀，既有文化传承，又有时代新
意。此外，辽宁芭蕾舞团北美巡演还
带去一台荟萃多种芭蕾风格的“中外
芭蕾精品晚会”，同样受到当地观众
的喜爱。其中，《茉莉花》《俑》等辽宁
芭蕾舞团原创芭蕾作品尽显中国艺
术的魅力。

据了解，在辽宁芭蕾舞团北美巡
演过程中，探索了多种宣传推广方
式。在《花木兰》上演之前，身着演出服
的演员们在辽芭优秀演员、花木兰饰演
者于川雅的带领下，走上纽约时代广场
街头，进行了一次快闪活动。辽宁芭蕾
舞团在纽约的时尚街区宣传推广中国

芭蕾舞剧，吸引了许多当地市民驻足观
看。此外，《花木兰》剧组还与当地舞蹈
学校的师生展开交流。《花木兰》上演之
前，在林肯艺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二
楼大厅，演员们与100余名学生互动交
流，为他们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中国原
创芭蕾赏析课。

辽宁芭蕾舞团原创中国风格芭
蕾作品曾在五大洲巡演，“中外芭蕾
精品晚会”参加法属留尼汪舞蹈节
时，一票难求，当地观众排起长队争
相购票。《花木兰》在毛里求斯首都路
易港上演时，观众纷纷称赞中国芭蕾
太美了。演出结束后，当地观众热情
地与演员们合影留念。在以色列、奥
地利等国家巡演时，辽宁芭蕾舞团多
次受邀为当地的舞蹈专业学生举办
舞蹈培训课。

探索原创芭蕾舞剧宣传推广新方式

为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辽
宁芭蕾舞团转换了对外文化交流模
式，由线下巡演转换为线上演出以及
线上舞蹈培训。今年，辽宁芭蕾舞团
创作了大型工业题材舞剧《铁人》，在
北京、沈阳演出，备受赞誉。该团还
启动了国际合作项目，通过互联网在
线召开新创剧目《巴黎圣母院》研讨
会，与国内外专家研讨明年排演的舞
剧。同时，积极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中
的艺术培训项目。正在进行的为蒙
古国提供舞蹈培训视频课程的项目，
目前已进入视频字幕翻译环节，据项
目负责人李成全介绍，辽宁芭蕾舞团
对教学培训内容进行了科学化、系统
化的设置，舞蹈教师做了充分的准备
工作。据了解，共有14位舞蹈老师
授课。这些培训课程包括芭蕾基训
课、历史生活舞蹈课、欧洲民间舞蹈
课、剧目课以及芭蕾演员化妆课、服
装课。其中，剧目课包括经典芭蕾舞
剧《天鹅湖》《胡桃夹子》《堂吉诃德》
选段。在 2022 年元旦即将到来之
际，辽宁芭蕾舞团还将通过网络开展
在线芭蕾演出交流活动。

由线下巡演转为
线上演出及培训

如今，辽宁芭蕾舞团将线下巡演
转换为线上演出及培训，开展对外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辽宁芭蕾舞团不
断拓展创新交流模式，如“文艺演出+
非遗展示”“舞蹈培训+在线研讨”。
舞剧《斯巴达克》《花木兰》在俄罗斯
符拉迪沃斯托克演出期间，辽宁芭蕾

舞团与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省文化
艺术研究院合作，在剧场大厅展示辽
宁剪纸、面塑、雕刻、烙画等7个非遗
项目传承人独特的手工技艺，同时展
出的还有舞剧《花木兰》相关文创产
品，这些文创产品是运用非遗技艺进
行创意制作的。这种芭蕾演出与非

遗展示相结合的方式，多角度彰显了
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受到俄罗斯观
众热烈欢迎。

目前，辽宁芭蕾舞团正在研讨明
年对外文化交流的方式，运用“芭
蕾+”的模式，继续以芭蕾艺术形式为
载体，讲述中国故事。

运用“芭蕾+”模式讲述中国故事

舞蹈《茉莉花》演出照。 李明明 摄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11
月22日，记者从沈阳盛京大剧院了
解到，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和慧将在
沈阳举办独唱音乐会，演唱世界经
典歌剧《曼侬·莱斯科》《丑角》《托斯
卡》《卡门》《安德莱阿·谢涅》选段。
据了解，整场音乐会有十余首曲
目。其中既有普契尼、威尔第等外
国音乐家的作品，又有赵季平等我
国音乐家创作的曲目，其中包括《关
雎》《断桥遗梦》等。

和慧是迄今为止唯一同时受邀
世界六大歌剧院的中国歌唱家，她
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1998年，和
慧应邀与佛罗伦萨歌剧院合作，担
任歌剧《阿伊达》的女主角，登上上

海大剧院舞台。2000年，和慧获得
多明戈世界歌剧大赛第二名。2002
年，她获得第42届威尔第国际声乐
比赛第一名，同年，她在意大利帕尔
玛皇家歌剧院主演《托斯卡》。和慧
曾多次受邀在世界著名歌剧院演
出，其中包括中国国家大剧院、米兰
斯卡拉歌剧院、纽约大都会歌剧院、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柏林国家歌剧
院、巴黎巴士底歌剧院、巴塞罗那里
塞乌歌剧院、雅典国家歌剧院等
等。她主演的歌剧有《阿伊达》《假
面舞会》《游吟诗人》《托斯卡》《蝴蝶
夫人》《图兰朵》《乡村骑士》等。她
曾与多明戈等享誉世界的歌唱家联
袂演出。

和慧独唱音乐会在沈阳举办

舞蹈《角儿》。舞蹈《生命演奏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