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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辽宁芭蕾舞团日前获得文化和旅游部颁发
的“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继这项荣誉之后，辽芭再传捷报。在“第12届
中国广州国际演艺交易会暨第5届丝绸之路国

际剧院联盟广州年会”上，辽宁芭蕾舞团团长曲滋娇和编
导王勇、陈惠芬荣获“2021年度演艺中国十大杰出人
物”。据了解，国内300多家演艺集团参会，“用世界语言
讲中国故事——中国芭蕾舞团高峰论坛”同时举行。

多年来，辽宁芭蕾舞团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传播中国
芭蕾文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既是对辽宁芭蕾舞
团多年来以芭蕾讲述并传播中国故事的肯定，也是对辽宁
演艺界近年来艺术创作成果、文化传播效果的嘉奖。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12
月7日，记者从大连京剧院了解到，
该院创作的现代戏《邓稼先》、传统
戏《勘玉钏》将于 12 月 11 日、12 日
在大连宏济大舞台上演。

现代京剧《邓稼先》礼赞英雄，
以“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人生历程为
主线，讲述他以民族振兴为己任，隐
姓埋名默默奉献，再现了老一辈科
学家为实现强国梦付出的艰辛努
力、作出的巨大贡献。本剧展现的
是以邓稼先为代表的一批在艰苦条
件下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奉献一生
的科技工作者群像。

这部京剧的艺术呈现独具匠
心，全剧通过“唱念做打”等综合
手 段 的 运 用 ，生 动 刻 画 人 物 形
象。该剧唱腔旋律优美动听，舞
美简洁庄重，演员表演细腻生动。
展现出鲜明的时代风貌、浓郁的地
域特色，突出了京剧本身的艺术特
点，是一部集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
的现代京剧。

传统戏《勘玉钏》是荀派代表
作，以惩恶扬善为主题。《勘玉钏》两
位女主人公个性鲜明，该作品唱念
做并重，风格细腻婉约。大连京剧
院青年演员张潇涵一人分别饰演两
个角色。

大连京剧院
周末上演《邓稼先》《勘玉钏》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2
月 5 日，由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
心（沈阳市文化演艺中心）主办，
沈 阳 市 图 书 馆 承 办 的 2021 年 沈
阳市图书馆“盛京风华”沈阳地方
文献主题系列展的第五场主题文
献展——“泠然希音 —— 王弘力
书画并主题文献展”在沈阳市图书
馆开展。

展览展出王弘力的艺术作品、
学术著作以及手迹手稿等珍贵藏
品，其中包括王弘力的书法、绘画
作品 42 幅（含契丹小字、册页、扇
面、国画、书法等）、著作及手稿 30
余部，另外还有紫砂壶 6 把、瓷板
若干，大量珍贵的学术文献与艺术
作品是此次展览的最大亮点，所有
作品均为首次展出。

王弘力，1927 年生于天津，生
前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
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会员、辽宁美
术出版社编审、沈阳市文史馆馆
员 。 曾 在 1959 年 创 作 了 大 型 历
史 画《牧 野 之 战》，现 被 中 国 国
家 博 物 馆 收 藏 。 作 品《杨 志 卖
刀》（2000 年 后 创 作）和《三 義
记》（上 世 纪 50 年 代 创 作）被 中
国 美 术 馆 收 藏 。 连 环 画 代 表 作

《十 五 贯》《天 仙 配》《王 者》等
曾 荣 获 全 国 及 辽 宁 省 连 环 画 创
作 一 等 奖 。 王 弘 力 一 生 研 究 领
域 较 广，不仅连环画创作闻名于
世，而且还具备较高的美术理论
研究水平，同时在古代文字研究
方面亦卓有成就，是中国古文字研
究专家。

王弘力书画并主题文献展
在沈阳市图书馆举行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在
刚刚结束的“2021中国文化馆年会
和第三届全国文化馆理论体系构建
学术研讨会征文活动”中，辽宁省
16篇论文获奖，其中研究性论文奖
7篇，优秀案例论文奖9篇。由省文
化馆张聪和抚顺市群众艺术馆何兆
丽撰写的《以辽宁省为例浅谈文化
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获一等论文
奖，辽宁省文化馆柳洋和沈阳音乐
学院刘焱撰写的《关于数字化时代

下全民艺术普及的创新性思考——
互联网+智能化全民音乐普及数字
平台建设构想》获二等论文奖。由
于我省在本次评奖中成绩突出，辽
宁省文化馆获“2021中国文化馆年
会征文优秀组织奖”。

此次征文活动由文化和旅游
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中国文化
馆协会举办，旨在完善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加强文化馆理论体系建
设，推进文化馆事业高质量发展。

我省16篇论文
获全国文化馆理论奖

传统锡雕历史悠久，从河南殷墟
出土锡器推断，锡雕技艺最早可追溯
至商周时期，明清时期在民间盛行。
流传于锦州地区的传统锡雕，是由杨
氏一族传入。锦州锡雕是中华传统
文化和智慧的结晶，其传承过程折射
出华夏文明发展的历史脉络，反映了
人们对于生活品质的朴素追求和审
美情趣，具有重要的历史、社会和文
化价值。传统锡雕工艺流程复杂，其
技艺的核心要素在于对每一道工序
的精准把握。

记者在采访传统锡雕省级代表
性传承人石岩时，他正在创作一把壶
承。指着手中的作品他对记者说，传
统锡雕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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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纯度为99.9%以上的纯白锡里
加入0.02%的铜，不影响延展性的同时
增强锡器的强度。传统锡雕工艺流程
复杂，如选料、点铜、铸板、制图、钣金下
料、刨制、焊接、錾胶、雕刻、除胶、镶嵌、
打磨等工序。

据石岩介绍，在制作工艺上，除
承袭锻、錾、塑、雕、焊、镶嵌、刨制等

传统工艺外，还需熟练掌握陷地浮
雕、堆焊雕、线雕、浮雕以及瓷器紫
砂锡补、补上雕、锡挂铜等多材质
焊接组合技法，并钻研恢复失传百
年的“锡包玉”等传统技艺，摸索形
成了独特的“錾刻锡器”工艺，通过
将錾胶注入锡器进行錾刻，以达到

浮雕效果，而后用特殊方法取胶而
不伤锡器，使作品造型更加立体、
简约玲珑、收放自然、比例协调，代
表作品《荷》《奥运宝鼎》《狩猎纹花
熏》等。

传统锡雕以家族传承为主。据
《杨氏谱书》记载，杨氏祖籍云南，曾迁

居河南开封、北京等地，后随着朝代更
迭家族凋敝，杨氏各支四散民间，自
谋生路。清同治时期，杨景玉在虞
衡清吏司（工部下设四司之一）谋得
一职，专门从事宫廷锡器雕刻，其后
人又辗转来到东北，定居锦州，由此
传统锡雕得以在辽西地区落地生
根。此后，传统锡雕历经五代，传承
140 余年。目前，主要流传于锦州市
凌河区。

第三代传人杨永山的锡雕作品
《永乐大钟》，在1949年作为献礼作品
送到北京。接受记者采访的石岩作
为第五代传人，在长期的不懈研习
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技艺。
石岩说，他跟岳父（第四代传人）学
艺时，有一个情景给他留下深刻的
记忆。那时，岳父的眼睛已经花得
厉害，他戴着老花镜，拿着细布一遍
遍地打磨锡壶，直至壶的表面平滑透
亮。那一刻，石岩感到自己开窍了，他
突然明白岳父说过的那句话：“匠人，想
要做好手艺活，就得静下心来，一点点
磨，磨去浮躁，磨去功利，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锦州锡雕工艺复杂

十二道工序考验匠人的手上功力
本报记者 杨 竞

提炼中国舞元素与芭蕾相融合

辽芭积极探索中国芭蕾走出去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我省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展示

非遗绝活④ 锦州锡雕工艺

芭蕾舞剧《八女投江》剧照。 王徐峰 摄

传统戏《勘玉钏》剧照。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日
前，铁岭秧歌戏《山乡春晚》和拉场
戏《送兔》在中央电视台三套《好戏
连连看》栏目播出，铁岭地方戏再次
走向全国。

铁岭秧歌戏是我省吸取辽北
大秧歌和二人转精华形成的新型地
方戏曲剧种，铁岭民间艺术团开始
探索秧歌戏的创作，累计创作了

《年年岁岁关东谣》《乡音乡情二人
转》《擂台情缘》和《杨柳情》4 部铁
岭秧歌戏。

日前，辽宁省第一届地方戏曲
小戏展演在朝阳市举行，铁岭民间
艺术团创作的秧歌戏《山乡春晚》和
拉场戏《送兔》参加了展演，引起强
烈反响。《山乡春晚》紧扣时代脉搏，

以乡村振兴、驻村帮扶、返乡创业为
主题，突出反映了辽北农村地区在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取得的成就
和发生的变化。拉场戏《送兔》以

“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带领村民脱
贫致富为主题，故事真实感人，紧贴
现实生活，演员表演幽默自然，感染
力强，该剧剧本荣获文化和旅游部
优秀剧本奖。铁岭地方戏以鲜明的
地域风格征服了观众和专家。

在“一戏一评”研讨会上，与会
专家一致认为，这两部作品堪称我
省小戏里标杆式作品，极具示范
性。近期，省文化和旅游厅从参加
全省小戏展演的28部作品中遴选7
部小戏（7 个剧种）在沈阳会演，铁
岭的这两部作品双双入选。

铁岭两部地方戏
《山乡春晚》和《送兔》上央视

锦州锡雕传承人石岩。

借鉴多种艺术形式
创造性地运用芭蕾语汇

近年来，辽芭一直在探索能够
让国内外观众了解中国芭蕾的舞剧
创作方式，向海内外传播中国芭蕾
艺术。12 月 5 日，在“用世界语言讲
中国故事——中国芭蕾舞团高峰论
坛”上，曲滋娇作为院团长代表参与
讨论发言，她表示：“借鉴多种艺术
形式，创造性地运用芭蕾语汇讲述
中国故事，是中国芭蕾未来探索发
展的重点，也是中国芭蕾院团发展
的重要方向。优秀的原创作品既要
有内涵，有高度，又要有市场，有未
来。要海纳百川以开放式思维方式
创作舞剧，吸纳多种舞蹈艺术，将芭
蕾与中国舞蹈艺术相结合，讲述中
国故事，弘扬中国文化。通过市场
调研了解各地观众欣赏需求，不断
提升中国芭蕾在国际演出市场的竞
争力。”以辽宁芭蕾舞团几部原创作
品为例，她分享了名家名剧名演员
对院团发展的重要性。芭蕾舞剧

《八女投江》《花木兰》《铁人》的编
剧、编导王勇、陈惠芬在论坛上谈到
9年来与辽宁芭蕾舞团合作的3部原

创舞剧的经验，并就原创芭蕾舞剧
的创作难点和突破点，以及如何将
中国舞蹈艺术与芭蕾艺术中西合璧
的尝试。

探索中国舞蹈艺术
与芭蕾相融合

12 月 6 日，记者采访了 3 位获奖
者，他们都谈到了多年来在创作实践
中，如何将中国舞蹈有机融入芭蕾舞
剧的创作之中，其中包括综合运用中
国古典舞、民族舞以及现代舞，以更
加适合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观众欣

赏方式，创作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
格的芭蕾舞剧以及舞蹈作品。

辽宁芭蕾舞团勇于探索中国舞
蹈艺术与芭蕾相融合，进行舞剧创
作，综合运用多舞种进行编舞，始终
把握中国芭蕾艺术独特的风格，使作
品在全国乃至世界独树一帜。而这
一探索主要是通过挖掘提炼典型的
中国舞元素与芭蕾相融合来实现
的。如何挖掘提炼典型的中国舞元
素？这也是曲滋娇、王勇、陈惠芬多
年来思考并实践的课题。在芭蕾舞
剧《八女投江》中，根据剧情需要，剧
中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东北秧歌、朝鲜

族舞蹈等具有地域特色的舞蹈，表现
东北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幸福生活的
场景。这样的编舞方式使得这些舞
段完美展现中国舞蹈艺术的韵味，
而舞蹈演员依然立着足尖，舞蹈本
体仍然是芭蕾。芭蕾舞剧《花木兰》
中的中国文化元素运用得更加充
分，将中国古典文学《木兰诗》中花
木兰“对镜贴花黄”的意境以中国古
典舞的表现手法加以提炼、演绎，中
国文化艺术之美跃然舞台之上。今
年辽芭新作《铁人》迈开了更加大胆
而稳健的步伐，将中国古典舞、民族
民间舞、现代舞进行大幅度融汇，舞
蹈与剧情结合得更紧密，舞种的融合
更具逻辑性，成为中国舞蹈界的现象
级舞剧。

中国舞蹈与西方舞蹈虽然基于
不同的文明体系与文化背景，但从舞
蹈艺术的创造力来看,各有优长。辽
芭原创舞剧不只是用多个舞种进行
简单嫁接，而是遵循舞蹈艺术的内在
发展规律进行创作，同时，又具有国
际舞蹈艺术视野，深谙国内外观众对
于舞蹈艺术的认知程度与接受程
度。据了解，辽宁芭蕾舞团多个经典
剧目巡演在即，2022年辽芭新创剧目
也正蓄势待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