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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核心
提示

2 月 27 日晚，
芭蕾舞蹈组诗《榜
样》在辽宁大剧院举
行首场预演。观众

在为辽宁青少年芭蕾舞团的
精彩表演热烈喝彩的同时，被
舞台美术设计的震撼力与服
装设计的艺术性深深吸引。
《榜样》的舞美灯光总设计任
冬生，以及服装造型总设计阳
东霖正是火遍全国的舞剧《永
不消逝的电波》《只此青绿》的
主创人员。连日来，任冬生、
阳东霖坐镇辽宁大剧院，在首
次预演结束后，记者采访了这
两位艺术家，他们对《榜样》的
舞美、灯光、服装设计进行了
解读。

记者2月28日从省文旅厅获悉，
《辽宁省“十四五”文物事业发展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已于日前正式出
台。《规划》明确了今后几年我省考古
工作重点。我省将继续推动两个综合
项目纳入“考古中国”。此外，“十四
五”期间，包括牛河梁遗址在内的红山
文化，仍被作为我省考古研究重点。

“考古中国”是国家主导的重点
研究项目，主要针对一些重大考古和
大遗址保护项目。此前，与牛河梁遗
址紧密相关的“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
研究”已被纳入“考古中国”。

“十四五”期间，我省还将继续推
动“高句丽考古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进程综合研究”“东北地区早期冶金
与社会复杂化进程研究”列入“考古
中国”。通过这两项研究，我省既深
入发掘、整理相关历史时期遗迹与遗
物，还将通过跨区域、跨单位、多学科
综合研究，培养辽宁考古人才，扩大
辽宁考古的影响力。

今后几年，我省还将推进医巫闾
山辽陵考古成果的挖掘研究工作，阐释
遗址所蕴含的多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
的历史内涵，探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

局形成的历史进程。开展曲刃青铜短
剑文化遗存、“三燕”等具有辽宁边疆地
域特色的重点项目研究，实证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发展脉络。

作为红山文化晚期的牛河梁遗
址仍在“十四五”期间被列入我省考
古工作重点名录。去年牛河梁遗址
分别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北方
长城地带文明进程研究”子项目、“考
古中国”重大项目“红山社会文明化
进程研究”。这意味着，考古工作者
在跨区域、跨学科对牛河梁遗址进行
细致研究的同时，也会将其嵌入红山

文化整体研究之中。按照《规划》，今
后几年，我省将重点推进对牛河梁及
周边地区红山文化发掘保护研究，强
化辽宁地区的红山文化对中华文明
主根系的贡献。

我省 10 年前在牛河梁建起了牛
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采用声光电
等多种方式对该遗址的历史与文化
进行全方位展示。今后几年，我省将
继续做好牛河梁大遗址保护和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为保护区环境治
理、遗址发掘和保护展示利用设施建
设、陈列展览等提供学术支撑。

辽宁敲定“十四五”期间考古重要工程

推动两个综合研究项目进入“考古中国”
本报记者 朱忠鹤

2月2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
《2021中国电视剧发展报告》，公布了青
年观众眼中的优质国产剧关键词和喜
爱的十大国产剧、十个电视剧角色，从
年度趋势、生产、创作、传播等9个方面
解读梳理国产剧创作与产业发展。

电视剧是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
精神文化产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影视剧纪录片中心与清华大学合作
并联合多所高校，对全国平均年龄21
岁的青年大学生进行调研，《觉醒年
代》《大决战》《山海情》《跨过鸭绿江》

《扫黑风暴》《叛逆者》《流金岁月》《功
勋》《小舍得》《理想之城》获评2021青
年观众最喜爱的十大国产剧。

“主流国剧”受到青年观众的喜爱
与共情，获得顶级流量与口碑赞誉，“青
春语态”是其成功的鲜明特征和重要原
因。在青年观众最喜爱的十大国产剧
榜单中，庆祝建党百年的《觉醒年代》，
讲述三大战役的《大决战》，表现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英雄气概的《跨过鸭绿江》，
这些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精品力作，从党
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青春记忆切入，
引领当代青年树立大历史观。《山海
情》《扫黑风暴》《小舍得》《理想之城》
等现实题材电视剧，通过脱贫攻坚、扫
黑除恶、子女教育、青春奋斗等不同领
域的社会故事，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
活的青年人物形象，深受年轻观众的喜
爱。“青春语态”的实质正是从青年观众
的审美视角和现实需要出发，深化电视
剧生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优质国
产剧在荧屏上吹拂清新之风，也让主旋
律电视剧的生产更加朝气蓬勃。

青年观众印象最深的电视剧角
色，个性鲜明，演绎精彩，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当代大学生心目中的“青春
榜样”。比如《觉醒年代》中的陈独秀、
陈延年，《叛逆者》中的林楠笙，《扫黑风
暴》中的林警官，《山海情》中的李水花，

《小舍得》中的南俪等，无论是历史题材
电视剧中意志坚定的革命者，还是现实
题材电视剧中扫黑除恶的青年警官林
浩，无论是脱贫攻坚中反抗命运追寻光
芒的青年农民李水花，还是家有小升初
儿女陷于矛盾之中的都市丽人南俪，这
些人物聚合在一起，呈现出的是一幅跨
时空、跨领域、跨行业的青春奋斗者的
群像图。演员青春靓丽，故事曲折生
动，奋斗精神昂扬，不负青春韶华。这
些电视剧中青年奋斗者角色的共同
特质，赢得了当代大学生的由衷热
爱，为青年观众树立了“青春榜样”。

正能量、剧情吸引人、演技在线、三
观正、主旋律、时代感、文化自信、小人物
大时代、温暖、烟火气等，青年观众眼中
优质国产剧的十大关键词，凝练了弹幕
评论和观众评价的高频词，让“青春中国”的
价值取向跃然纸上。《2021中国电视剧发
展报告》显示，观看主旋律优质国产剧对
青年观众感到自豪和满足、感受个人责任
感、认识自身价值等均具有重要影响。新
主流电视剧艺术精品对于青年观众价值
观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在日益凸显。

文艺是时代的号角，青年是国家
和民族的未来。优质国产剧的“青春
密码”显露出电视文艺工作者培根铸
魂、引领风尚的朝气和锐气。新时
代、新主流、新国剧的“青春态”台网
互动发展趋势和“主旋律+年轻态”的
正向循环，彰显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电视剧发展的引领力、传播力和影响
力，展示出中国电视文艺的新气象。

从国产剧报告
看青年观众喜欢啥
高红波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3
月 1 日，国家艺术基金 2020 年度艺
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工业题材戏
剧创作培训班”在沈阳开班。

辽宁戏剧始终秉承现实主义创
作方向，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经
典工业题材作品，走出一条坚实的
工业题材戏剧创作道路，积累了丰
富的创作经验和成功的创作技巧、方
法。此次培训，针对当下工业题材戏
剧创作的现状及问题，坚持小批量、
高层次的目标效果原则，旨在通过一
段时间的集中培训与实践锻炼，培养
一批具有较宽学术视野、较高理论素

养、较强艺术创作能力的优秀舞台艺
术创作人才，为壮大我国主旋律戏
剧，特别是工业题材戏剧创作人才队
伍提供有力的支撑。据介绍，培训班
从全国各地选拔了优秀的戏剧编剧人
才，将在沈阳集中接受30天的培训。

培训班精心设计邀请文艺理论
专家、著名编剧、文艺理论评论家、知
名导演、院团长等进行授课，同时将
组织学员去鞍钢、沈鼓、沈飞、宝马等
体现辽宁工业风采的现场实地采风，
还将带领学员前往拥有红色基因的
我省文艺院团观摩排练并现场交流，
安排观看演出并进行研讨等。

“工业题材戏剧创作培训班”
沈阳开班

前一天沈阳喜降瑞雪，犹如给3月
1日的沈阳故宫古建筑群披上一件雪
白的裘皮大氅，呈现别样风姿，也颇令
人意外地增强了“温暖了 故宫——清
宫冬季生活用品展”的季节效果。

清朝先祖曾经世代生活在东北
地区，这里四季分明，冬季寒冷漫长，
气候干燥，他们以游猎生活的方式活
跃在白山黑水之间。展览通过沈阳
故宫院藏的 60件文物，分“寒室有燔
炙”“宫锦裹裘裳”两个单元，展现人
们为抵御严寒，在房屋建造、室内陈
设、出行穿戴上极具巧思的发明创造
以及对御寒物品的优化使用。

如同人们熟悉的北方民居一样，
小寒、大寒节气，清宫中会封闭门窗，
室内采燃炭取暖，炭盆、熏炉因而成
为冬季生活必需品。飞龙阁展出有炭
盆和熏炉以及“清刻花人物故事纹红
铜手炉”等清宫中的取暖设备。展出
的饮食器包括火锅、火碗、温酒壶等饮

食器温食器，其中有“清银镀金寿字火
碗”“清铜温酒壶”等。

沈阳故宫博物院艺术研究部主
任、副研究馆员付博认为，此展览更
具看点的是沈阳故宫保存下来的火
炕、火地实迹，关于沈阳故宫具有满

族特色的火炕、火地介绍带有沈阳故
宫古建筑的揭秘色彩。

目前沈阳故宫经过研究发现的
火地在清宁宫中，这是一座非常具有
满族特点的建筑，其偏东开门所形成
的口袋房布局，南、西、北三面火炕构

成的万字炕取暖方式，反映出古人的
御寒智慧。此外，在清宁宫修缮过程
中，文物保护工作者在宫内地面方砖
之下，发现了呈龙须状盘曲延展的烟
道，这种设施进一步增强了室的取暖
效果，可以说这就是早期的“地热”。

在展厅中有一件看起来像是人
们常见的围裙似的服装是本次展览
的重要看点。付博说：“‘行裳’满语
音译为‘都什希’，这件院藏的清梅花
鹿皮行裳是首次展出。”

这件行裳面料取自梅花鹿，轻薄
柔软，出行穿着时，用上面的两条长
带系在腰间，看似围裙的下摆，其实
中间开裾有裆，每片衣裾里侧有两
个带子，穿着时分别系于两腿，既御
寒又耐磨，有点像人们熟悉的“护
腿”。《大清会典》规定：“皇帝行裳，
冬用鹿皮或黑狐为表。”由这段记
载，人们推测这件行裳属于某位清
皇帝。

清宫里的御寒智慧
本报记者 郭 平 文并摄

“有人认为相声搞笑就行，有人
买票就行，我不这么认为。我们要有
包袱、要搞笑，但这种笑应该是有文
化的，有意义的……”著名相声演员
常佩业如是说。

2月24日下午，沈阳市北市场西口
的嘻哈包袱铺舞台前，长桌拼成一排，
30多人围坐桌前。72岁的常佩业独坐
一端，嘻哈包袱铺负责人高晓攀紧邻而
坐，而端坐两侧的年轻面孔，全是嘻哈
包袱铺和沈阳六合社的相声演员。

面对认真聆听的几十位小字辈
同行，常佩业显得亲切又热情。他在
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的曲艺之路，希
望年轻人能从中得到启示。

常佩业9岁登台，12岁进入沈阳曲
艺团，可直到34岁之前，都没啥名气。
他回忆，年轻时与杨振华去北京看相
声表演，火得一票难求。他们跟大腕
打招呼，可人家没空搭理。杨振华
说：别急，看咱爷们的。果然，后来在
北京的舞台上，杨振华也成了大腕，
观众掌声不断，都不让他下台。常佩
业感慨，杨振华就得益于自己会创作
相声作品，用作品说话。

34 岁 是 常 佩 业 的 人 生 转 折
点。那一年，他与金炳昶表演的相
声《临死之前》，获得全国相声大赛
作品一等奖、表演一等奖。那个本

子是常佩业创作的，他因此成名，当
年，有人问他成功的窍门，常佩业
说：演员要能拿起笔！

因内容太过讽刺，相声《临死之
前》在演出前曾经反复被撤下，常佩
业几经修改，终于在最后一刻获得
登台机会，从而一炮走红。这段经
历让常佩业更加坚定自己创作的信
念，他反复强调，演员一定要拿起
笔，创作才是相声演员成功的关键，
而表演，那是基本功。

在相声不景气的年月，如何使
沈阳相声再创辉煌？培养新人、创
作作品是关键。

常佩业说：“相声是艺术，这门
艺术要搞笑，但搞笑的却不一定是
艺术。”

常佩业还说，现在大批年轻观
众包括90后甚至00后，都喜欢听相
声。在舞台上，你的相声得让所有
年龄段的人，包括你的父母、你的儿
女都能听，绝对不能出现庸俗的东
西。相声演员在舞台上一定要正，
文艺工作者要承担社会责任。

高晓攀表示：“相声特别注重尊
师重道，老前辈给我们讲课，让我们
非常受益。小时候学艺，是听杨振
华、金炳昶、王志涛等人的相声长大
的，对东北相声情有独钟。”

常佩业再提“演员要拿起笔”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2
月28日，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
为青少年开设的红色主题研学课堂
开课，沈阳市南京九校的孩子们在
这里上了新学期第一课。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
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每年接待参观
者约百万人次。为追寻红色记忆，传
承红色基因，今年，该馆为青少年开办
红色主题研学课堂，用好用活馆藏资
源，设置了“红色足迹”研学、“红色课

堂”学习、“红领巾”小志愿者宣讲、岗
位实践体验等内容，孩子们在这里参
观红色旧址、聆听红色故事、感受红色
文化，上一堂内容丰富的党史教育课。

当日，南京九校的孩子们还在
这里开展了学唱抗战歌曲和“探寻
红色沈阳 ”快闪活动。下一步，该
馆还将与省内中小学深度合作，发
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深入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活动，引导青少年筑牢
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
开设红色研学课堂

《榜样》系列报道之④

《榜样》服装造型总设计阳东霖
是中国歌剧舞剧院首席服装设计师，
曾在沈阳上演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
波》《只此青绿》服装设计均出自他的
创意。阳东霖称赞芭蕾舞蹈组诗《榜
样》是一部大胆探索中国芭蕾创新表
达的作品。《榜样》编导从《雷锋日记》
中提炼出雷锋精神的 5个意象，形成
5 个篇章，运用多种舞蹈语汇进行表
演。为了契合这一舞蹈编创理念，阳

东霖运用简约而内涵丰富的设计风
格完成《榜样》的服装设计。同时，既
注重演出服装的静态造型，又考虑动
态造型效果。

“我希望将充满青春气息并且具
有现当代审美品格的舞台服饰艺术，
传达给每一位观众。”阳东霖这样
说。正如他在为《只此青绿》设计服
装之前，大量研究宋代绘画一样，接
到为《榜样》设计服装造型的任务后，

他查阅了与雷锋生平相关的历史资
料，并研究青少年芭蕾的特点。《榜
样》的服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
且符合青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面
貌。在兼具传统与现代服装设计理
念的统领下，他根据每一幕的主题，
对演员的舞蹈服装进行了不同造型
风格、不同色彩主调的类型化设计。
他以第三幕“一滴水”为例向记者讲
解了他的设计理念，《榜样》第三幕打

破了以往很多舞蹈作品关于“水”的
演绎方式，《榜样》中“水”的特质并非
只有柔美的展示，也有力量的象征。
与此呼应，阳东霖设计服装时，更多
强调了“水”的力量感，所以选择用更
加深邃的海蓝体现这种力量感。一
系列蓝色渐变色的运用生动体现雷
锋精神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海洋的寓
意。阳东霖将如此写意化的服装设计
风格从《只此青绿》延续到了《榜样》。

服装设计体现简约鲜明的艺术风格

《只此青绿》舞美主创为《榜样》添彩

让雷锋精神的舞台呈现充满张力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演员们在台上一幕接一幕地排
练，任冬生就站在舞台前一幕接一幕
地调整置景与灯光，力求使舞美、灯
光与芭蕾演员的表演协调一致。作
为《榜样》的舞美灯光总设计，任冬生
坦言，《榜样》比《只此青绿》更具挑战
性。因为芭蕾舞蹈组诗《榜样》并没
有故事线，舞美设计没有可以依托的
故事脉络。《榜样》是一首抒情诗，“一
线光”“一粒种”“一滴水”“一块砖”

“一颗钉”都是从《雷锋日记》中提取
的意象符号。因此，任冬生将这些象
征雷锋精神的元素作为舞美设计与
灯光设计的依托。看过演出之后，大
多数观众都认为《榜样》的舞台充满
强烈的艺术气息，十分准确地呼应着

每一幕的主题。而《榜样》每一幕的
灯光运用就如同画笔一般勾勒出青
少年芭蕾演员铿锵有力的舞姿。

谈到设计理念，任冬生这样说：
“从《只此青绿》到《榜样》，我都在运用
中国传统美学构图与现代舞台设计理
念相结合。中国传统美术的风格是写
意化的，充满诗意的，无论是《只此青
绿》，还是《榜样》，我在舞台构图方面
都讲究留白的运用，其实留白是一种
以简驭繁，给观众以无限的艺术想象
空间。虽然舞台处理得很简约，但简
约的设计蕴含着丰富的意象，我力求
用鲜明的视觉形象呼应主题，对每一
幕舞美的设计都紧扣主题。”

任冬生对于《榜样》每一幕的舞美

设计都有独特的解读。“一线光”这一幕
的灯光设计运用了色彩纯净但光线强烈
的光束，舞台空间中悬浮的一颗颗圆灯
汇聚成“一线光”的意象，舞台背景则是
线条明快的雷锋剪影。第二幕“一粒
种”，任冬生选取飘散的蒲公英种子作为

“一粒种”这一意象的载体，与此呼应的
是悬垂于舞台后方的绳幕，每一条透明
细绳的末端是一个水滴状的小圆球，演
员穿梭于绳幕之间进行舞蹈表演。第三
幕“一滴水”，则将舞台分割为上下两个
平行空间。上部空间悬挂着云头造型
的“水滴”雕塑，任冬生带领舞美设计团
队试验了十几种材质，最后以传统材料
制作成“水滴”雕塑。镀铬漆喷涂的雕塑
具有金属般的质感，蓝光打上去，呈现出

灵动的美感。第四幕“一块砖”是唯一使
用道具表演的一幕，任冬生设计的“一块
砖”是一个个魔方，这一巧妙的设计符合
青少年阳光、活泼的年龄特征，同时与这
一幕颇具童趣色彩的舞蹈动作相协调。
第五幕“一颗钉”是总结性的篇章，舞台
背景出现了雷锋生前工作生活的照片，
同时运用密集的方孔形光束向舞台铺
陈，象征着雷锋精神被弘扬传承。

采访中，任冬生多次提到，从《只
此青绿》到《榜样》，都是在中国传统
审美构图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艺术
设计理念。虽然整个舞台的空间关
系遵循着传统舞台美术设计规律，但
对于舞台艺术空间的切割则更多运
用了现代舞台设计语言。

古韵与现代相融合的舞美设计

特写 TEXIE

《榜样》第三幕“一滴水”剧照。 李明明 摄

看展·清宫冬季生活用品展

沈阳故宫展出的清代绘画中使用火锅的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