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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勒津马头琴音乐省级传承人包玉明更忙碌了，因为蒙古勒津马头琴音乐今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马头琴音乐悠扬、深沉、宽广、抒情，蕴含了独特的审美文化、人文思想和民族
精神。

11月24日，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今年国务院正式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我省有9个项目入选，其中包括阜新市蒙古勒津马头琴音乐、锦州市少北拳、本溪市桓仁盘炕技艺、葫芦岛市辽西太平鼓、锦
州市皮影戏、沈阳北市摔跤、锦州锡雕、朝阳辽西朱碌科黄河阵、朝阳市天成观庙会。

此次北市摔跤入选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也让
多年来致力于保护、传承这个项目
的人深感慰藉，让大家看到了北市
摔跤的传承前景。80岁的关贵林是
北市摔跤代表性省级传承人，他说，
北市摔跤既是体育项目也是文娱项
目 ，更 是 沈 阳 宝 贵 的 历 史 文 化 遗
产。这些年，在北市场举办的皇寺
庙会上，北市摔跤渐渐重回我们的
视线，并越来越被大众所关注。蒙
古勒津马头琴音乐节奏鲜明，曲调
平和流畅，节奏平稳均匀，节拍鲜明
整齐，旋律动人心弦。2008 年在北
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包玉明参加了
马头琴曲《万马奔腾》的演奏，伴随
着千万匹马的嘶鸣声，为开幕式带
来了蒙古草原的气息。此次蒙古勒
津马头琴音乐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包玉明格
外高兴。

随着国家非遗保护的全面加强
和提升，辽宁非遗也在更大的平台彰
显着其独特的地域和民族特色。如
何开展丰富多样的非遗文化交流活

动让文脉得以传承？
省文化和旅游厅有关负责人

说，探索非遗传承新模式，让非遗文
化活力再现。我省将进一步加强国
家级、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建
设的保护管理和利用工作。一是加
强名录的建设，对国家级省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名录的结构及其项目进
行全面系统的梳理、研究和规范化
管理，完善动态调整机制，研究推进
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分类体系。
二是提升管理水平，每年组织对国
家级、省级项目保护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评估项目存续状况，加强保
护单位的绩效评估检查和动态管
理。三是提高保护传承水平，深入
挖掘阐释国家级、特别是省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中蕴含的中国文化基
因以及在当代的价值、作用和应用
途径。四是进一步发挥非遗服务
当代，造福人民的作用，贯彻落实

“见人见物见生活”的发展理念，持
续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的参与感、获得感、认
同感。

开展丰富多样的非遗文化交流活动
让文脉得以传承

以当下的眼光来看，著名作家
刘知侠创作于上世纪 50 年代初的
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应该算是一
部不折不扣的“超级文本”。自诞生
以来，影视、戏剧、小人书等各种形
式的改编层出不穷，陪伴了一代又
一代人的成长。当下，如何另辟蹊
径，深入挖掘和重新解读这部经
典？刚刚上映的电影《铁道英雄》就
是一次不错的尝试，虽然票房较《长
津湖》等热片尚有差距，但为老剧翻
拍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山东枣庄可以说是一座铁道
上的城市，在它近代以来的发展进
程中，煤炭、铁道和火车一直相依相
随。但真正使其名扬天下的还是因
为一部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于
1956 年的黑白故事影片——《铁道
游击队》。“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
琵琶/唱起了动人的歌谣……”那
动人的旋律穿越时空，弹拨起几代
中国人记忆中的“土琵琶”。

不过，看完电影《铁道英雄》，
感觉这并不是老版《铁道游击队》
的翻拍，而是一个新的故事。虽然
保留了铁道大队刺杀日寇、劫取物
资、助力抗日大业的基本故事框
架，但却挖掘出铁路工人这个不同
的英雄群体，在人物和故事上都重
新做了架构。实际上，这段根植于
严肃考证、翔实史料之上的传奇故
事，来源于集编导于一身的杨枫历
时 5 年对“八路军 115 师鲁南铁道
大队”英雄事迹的重新挖掘、精心
打磨，并添加了隐蔽战线和敌人斗
智斗勇的时代流行因素。特别是
片中教导员在冰冷的窗户上，用手

画出一个清晰可见的“党徽”，并带
领众人宣读入党誓词的桥段，非常
新颖，极具创意，也一语双关地隐
喻着寒冬即将过去，当前只是黎明
前的黑暗。

张涵予、范伟在片中一张一弛
地对飚演技，是《铁道英雄》中最大
的看点，也是最亮的燃点。其实，剧
本中的铁道大队队长“老洪”和火车
站卧底“老王”，就是杨枫根据张涵
予、范伟的表演风格为他们量身定
制的。相比张涵予驾轻就熟的“硬
汉”形象，范伟一改以往夸张、滑稽
的搞笑风格，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最
不像英雄”的英雄形象。从委曲求
全地向日本人作出各种谄媚之笑到

“逢人就掏花生”的卑微讨好，从自
知同志即将遭到伏击却又无法告知
时的焦急悲伤到识破汉奸跟踪并顺
手锄奸时的淋漓快意，从几次三番
地让安子“叫爹”的市井温情到明知
必死却怒斥日寇的大义凛然，范伟
将不同时段的人物性格刻画得入木
三分。

《铁道游击队》之所以能够在
不同年代经过一次次成功的影视
改编，常播常新，不仅仅是通常意
义上的“超级文本”效应，更因它蕴
含着永不退色的革命理想主义光
彩和英雄主义的浩然正气。中华
儿女不畏强权、威武不屈、顽强拼
搏的精神，是红色经典的永恒内
核，也是进行改编再创作的精神依
循。正如刘德华在《铁道英雄》片
尾主题曲《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
中唱的那样：

“一首歌，多悠长/传几代心膛/
回声里，遥相望/英雄好儿郎……”

老剧翻拍贵在出新
叶 星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11
月 24 日，“邻里邻外——沈阳文翠
社区生活影像艺术展”在鲁迅美术学
院开幕。展览共展出 87 幅摄影作
品，作者有鲁迅美术学院师生，也有
社区居民。

该展览分为三部分：“乐居·
城市印象”“乐邻·邻聚千家”“乐
善·向善呈和”。其中，“乐居·城
市印象”板块主要展示与城市居
民生活相关的摄影作品，包括建
筑、环境以及生活场景等。“乐邻·
邻聚千家”板块展示与社区居民
生活相关的摄影作品，包括社区
文化活动等。“乐善·向善呈和”板块
展示社区居民和睦相处、互帮互助

主题的摄影作品。据鲁迅美术学院
人文学院艺术策展工作室负责人、
本次展览策展人冯超介绍，本次活
动旨在展现新时代社区居民和谐安
康的幸福生活，倡导“与邻为善，以
邻为伴”，共建和谐社区，传承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

展览开幕当天有大批社区居
民参观摄影展。他们一边参观展
览，一边听策展人讲解摄影选材
与 构 图 等 方 面 的 摄 影 知 识 。 据
了解，鲁迅美术学院的师生还将
走进社区，为广大市民提供公益
性的摄影培训，继续以摄影展的
方式将艺术带入生活，让生活更
美好。

“邻里邻外影像艺术展”在沈举办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11
月 25 日，记者从国家电影局了解
到，电影《长津湖》上映 57天，票房
达56.95亿元，成为中国电影票房榜
冠军，该片位列2021年全球票房榜
第一名，打破30多项中国电影史纪
录，连续刷新国庆档单日票房纪录，
并成为年度单日票房破亿天数最多
的电影。

电影《长津湖》以抗美援朝长

津湖战役为背景，全景式再现了惊
天动地、艰苦卓绝的长津湖战役，
赞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爱国情
怀和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电影

《长津湖》曾在沈阳举办首映式，主
创人员前往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
园缅怀先烈。

电影上映以来，累计已有超1.22
亿人次观看这部电影。电影《长津
湖》目前已登陆多个国家电影院线。

电影《长津湖》
打破30多项中国电影史纪录

11 月 24 日，记者从省文化演艺
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了解到，
辽宁芭蕾舞团创建的辽宁青少年芭
蕾 舞 团 正 在 排 演 芭 蕾 舞 蹈 诗《榜
样》。这是一部以弘扬雷锋精神为主
题的大型芭蕾作品。辽宁青少年芭
蕾舞团百余名青少年舞者联袂出演，
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15岁。

据省文化演艺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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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雷锋精神作为大
型舞蹈作品的创作主题，是为了传承
弘扬雷锋精神。由青少年芭蕾舞者
演绎这部作品别具深意，排演《榜样》
的过程就是青少年学习并传承雷锋
精神的过程，小舞者参观雷锋纪念
馆、听讲座学习雷锋精神、向舞蹈编
导学习高难度的舞蹈技艺、揣摩大型
舞蹈作品的表演，他们参与《榜样》的
整个创作过程就是上了一堂生动的
思政课。

据辽宁芭蕾舞团副团长、辽宁青
少年芭蕾舞团团长、《榜样》艺术总监
赵一飞介绍，《榜样》区别于传统舞
剧，编导以诗化的芭蕾交响诗剧的
形式展现主题，整个作品分为 5个篇
章：一线光、一朵花、一滴水、一块
石、一颗钉。芭蕾舞蹈诗《榜样》以

撷取《雷锋日记》中的片段为创作基
础，建立起整个舞蹈诗剧的文本创
作框架，将《雷锋日记》中的典型故
事 作 为 舞 蹈 诗 剧 章 节 段 落 的“ 题
眼”，综合运用古典芭蕾、新古典芭
蕾与现代舞表演技巧，在艺术呈现
上由虚及实，结合舞台调度、舞美设

计、影像背景等舞台艺术手段，积极
挖掘芭蕾舞蹈艺术语言自身特质，
从而建立起舞蹈表演主体“青少年”
与学习传承“雷锋精神”之间的形象
逻辑。

辽宁青少年芭蕾舞团曾表演过
《四季》等芭蕾作品，尽管这是一支年
轻的芭蕾表演队伍，却是一个可塑性
很强的芭蕾舞团。据了解，这些年轻
的舞者平时不仅上舞蹈基础训练
课，而且积极学习不同流派的芭蕾
艺术。赵一飞坦言，《榜样》综合运
用了多种不同风格的舞蹈技艺，对
于青少年芭蕾舞者来说难度很大，从
连日来的排练来看，他们进步非常
快，领悟能力强，排练很刻苦。为了
让小演员们深入学习雷锋事迹，在
芭蕾舞蹈诗中能够演绎得更加传
神，小演员们专程前往抚顺雷锋纪念
馆参观。他们表示，将尽最大努力演
好《榜样》。

辽宁青少年芭蕾舞团排演新剧

芭蕾舞《榜样》弘扬雷锋精神
本报记者 王臻青

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国家非遗项目名录，我省9项入选

让非遗文化再添活力
本报记者 杨 竞

记者在省文化和旅游厅采访时
了解到，此次我省入选第五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9
个项目涉及6个申报地区、7个类别，其
中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项目实现了

“零”的突破；辽西太平鼓实现了葫芦岛
市国家级非遗项目“零”的突破。

锦州市少北拳初创于明末清
初，具有高度的健身自卫技艺，至今
已历八代传人。“武术加跤”是沈阳
北市摔跤的独门绝技，目前在全省
各地已建立了 22 个传承基地。葫
芦岛市辽西太平鼓是辽西地区流传
的一种女子民间舞蹈，至今已有 700
多年历史。而本溪市桓仁盘炕技艺
是指火炕的制作方法，桓仁满族自
治县境内现存最早的火炕遗址年代
为战国至西汉初期。锦州皮影戏可
追溯到清光绪初年，有五代传人。
锦州锡雕综合了南派的细腻精致和
北方的古朴自然，在用料方面采用

“ 点 铜 ”技 艺 ，传 承 至 今 已 140 余
年。阜新市蒙古勒津马头琴音乐具
有质朴、典雅的特色。朝阳辽西朱
碌科黄河阵，源自古代兵家布下的
九曲黄河阵，历经 200 余年传承发
展后，形成了独具辽西地域特色，集
烟火表演、民间舞蹈、民间音乐等于

一体，既有游乐健身性质又寓意风
调雨顺、人丁兴旺、健康幸福的大型传
统民俗文化活动。朝阳市天成观庙会
因纪念药王孙思邈诞辰而兴起，历经
200多年的变迁，已演化为集民间音
乐、舞蹈、美术、竞技、杂技于一体的大
型民俗活动。

据介绍，此次9个非遗项目是我
省继第一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后最多的一
次。全省各市申报了 86 个项目，遴
选出 30 个项目，由省文化和旅游厅
报送文化和旅游部，经专家严格评
审，最后9个非遗项目入选。截至目
前，我省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76项。

目前，加强非遗保护刻不容
缓。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
非遗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是中华
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财富。近年
来，我省非遗进校园、进社区活动涵
盖了 14个市的 100个县（区），200多
个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和近 500
位传承人先后在全省的城镇、乡村、
社区、景区、军营以及大中小学校开
展公益性非遗展示展演活动 500 余
场，线上线下累计惠民千万人次，促
进了非遗的保护和传承。

9个入选项目涉及
6个申报地区、7个类别

鼓舞（辽西太平鼓）进社区活动现场。

蒙古勒津马头琴音乐省级传承人包玉明正在演奏。

《榜样》排练现场。 彭 政 摄《榜样》排练现场。 彭 政 摄

“邻里邻外影像艺术展”现场。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