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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核心
提示

为不断
丰富广大群
众的文化生
活，“五一”期

间，辽宁省文化集团整
合优质数字文化资源，
集中开展线上 13部舞
台艺术精品剧目“云”
端直播活动，通过辽宁
文化云为50多万观众
提供精彩的“云”端文化
服务。

此次展播活动，不
仅丰富了广大市民的节
日文化生活，而且很好
地宣传推广了辽宁优秀
文艺作品。

5 月 4 日下午一点多，暂借辽宁
芭蕾舞团使用的辽宁大剧院五楼排
练厅里格外热闹。排练厅里有人下
腰，有人压腿，有人踮起脚尖旋转，眼
前的情景将一个多月来的冷清一扫
而空。这里，正在举行新创芭蕾作品

《家园》首次线下排练。该节目将于6
月5日在沈阳首演。

因疫情防控需要，此前，辽芭的
演员们都是在编导的指导下各自居
家排练。如今，由线上转为线下排
练，演员们感到很开心。大家都感
叹：“终于可以回到排练场了。”

根据疫情防控相关规定，辽芭的
演员们暂时还不能回到自己的排练
场，他们暂借辽宁大剧院的排练厅，
抓紧时间排练将于6月5日在沈阳首

演的《家园》。为此，演员们克服了不
少困难，这里没有舞蹈排练场里的标
配把杆，也没有环绕四壁的落地镜，但
这些年轻演员的排练热情依旧非常饱
满。当天参加排练的舞蹈演员一共46
名，他们根据之前居家排练时线上学习
的舞蹈动作，在编导刘婷婷的指导下进
行整合排练。

《家园》是 2022 年辽宁芭蕾舞团
推出的第二部原创作品，也是辽芭首
次创作的环保题材舞蹈。为迎接6月
5 日世界环境日，辽芭与省生态环境
厅联合策划创作了这部芭蕾作品，并
派出国际芭蕾舞比赛获奖者作为编
导和主演。

《家园》以保护生态环境、固沙治
沙为主题。分为四个篇章，分别展现

黄沙肆虐、退沙还林、守护母亲河、建
设美好家园。整个作品以古典芭蕾
为主，融合现代芭蕾进行编排，以诗
化的抒情风格，展现辽宁环境保护成
果，体现辽宁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
求与向往。

当天下午，演员们根据刘婷婷手
绘的每一场舞蹈调度的位置图，将四
个篇章从头至尾进行了一次排练。
第一个篇章在律动感十足的音乐声
中开启，21位女演员以现代芭蕾流动
的线条，形象地展现出流沙被风吹动
漫天飞舞，不断堆积的意象。随着越
来越快的音乐节奏，演员们的舞步如
同雨点般密集，编导通过现代芭蕾夸
张的肢体语言描绘黄沙肆虐，侵蚀家
园，环境遭到破坏的状况。接下来的

舞段，8对演员化身绿色植物，他们以
古典芭蕾双人舞特有的优雅姿态，在
21位女演员表演的群舞中穿梭行进，
象征着植被不断固沙，环境逐步改
善。此后的两个篇章，编导仍然采用
群舞与双人舞交织更迭、交相辉映的
编舞方式，展现流水灌溉、植被茂密以
及环保工作者如何筑牢北方生态安全
屏障的治沙成果。由于演员们此前做
足了功课，当天的排练进行得很顺利。

距离《家园》首演的日期越来越
近了，时间很紧迫，刘婷婷望着排练
厅里的演员们，神情略显焦急。短暂
休息之后，刘婷婷高声说：“接下来的
排练会非常紧张，我们一起加油吧！”
霎时，宽敞的排练厅里回荡着演员们
一声声响亮的“加油”声。

辽芭首次创排环保题材作品《家园》
本报记者 王臻青

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读了
一本网络小说和一部文学经典。读
网络小说，是因为看了一部刚上线
的爱情剧，故事有点意思，可又没耐
心一直追，于是找来同名的原著小
说看，书名就不提了。读经典，读的
是《安娜·卡列尼娜》，没什么理由，
就是阅读的日常而已。这样的两部
作品放在一起读，就让我的阅读心
得变得“魔幻”起来。

因为读网络小说在先，所以读
《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脑子一时
还没转过来。如果用《安娜·卡列尼
娜》的人物和情节建构一部网络小
说或者青春偶像剧，会怎样呢？

虽然是一部很多人看过的经典
作品，但如果从偶像剧的角度来看，
小说里的人物还真是符合一部偶像
剧的角色配置：女主角有两个，女一
是安娜，美丽的成熟少妇；女二是基
蒂，清纯的傻白甜少女，两人先是亲
戚、闺蜜，后是情敌；男性角色主要
有三个，男一是渥伦斯基，英俊潇洒
的军官，先是追求基蒂，见到安娜之
后移情别恋，成了可耻的第三者；男
二是列文，淳朴正派的贵族，不够时
尚的农村青年，与基蒂青梅竹马，自
以为水到渠成的爱情却因基蒂被渥
伦斯基迷惑而求婚被拒；男三是安娜
的丈夫卡列宁，老到的政客，无聊乏
味的丈夫。再来看情节，一部狗血爱
情剧该有的元素《安娜·卡列尼娜》一
个都不缺：有一见钟情，有移情别恋，
有出轨，有私奔，有窝囊丈夫的容忍
与暴发，有备胎的不离不弃，当然更
少不了出轨与小三的悲惨结局。

但《安娜·卡列尼娜》终归成不
了偶像剧，因为它的“狗血值”不
高。面对安娜的背叛，卡列宁本应
该利用他的权势地位来一次大围
剿，可他没有，先是选择了容忍，继
而又选择了宽恕，直到最终安娜卧

轨自杀，在文字中读到的不是他大
仇得报的得意，反倒有一种不合乎他
虚伪政客身份的悲悯。而出轨的安
娜本应该被无情地抛弃，做小三儿的
渥伦斯基本应该身败名裂、前途尽
毁，哪怕是移情别恋的基蒂也应该受
到更多的惩罚，可他们并没有，他们
每个人所经历的痛苦，大多不是来自
于外力，更源于内心的挣扎与煎熬。
在看惯了爽文的读者看来，作家过于
手软了，针扎得太轻，实在不够过瘾。

不仅如此，《安娜·卡列尼娜》的
情节“密度”也不够。同样体量的两
部作品，前述网络小说经历了男主
角从不可一世的霸道总裁到倾家荡
产再到东山再起的几轮反转，与女
主角的爱情更是各种波折，拍成几
十集的连续剧，还需要删掉大量情
节；而《安娜·卡列尼娜》的情节就太
过简单了，特意去看了2012年最新
版的同名电影，只用了两个小时就
装下了小说的大部分情节。

但引人深思之处恰恰在于，无
法改编成偶像剧的《安娜·卡列尼
娜》，却成了文学史上不容置疑的经
典。当你读完整部作品，你会不由
自主地对每一个人物产生悲悯，你
会看到作家在塑造他们的时候，把
他们当成了人而不是某个标签在描
写，你或者没有经历过他们的故事，
但多少会有跟他们一样的内心波
澜。更不要说，在一个简单的爱情
故事的框架之下，作者还纳入了对
整个时代与社会的丰富描写与深入
思考。更不要说，还有精美的作品
结构——被后世评论者津津乐道的
双线拱形结构。

于是，在“畅销的不一定是经
典，但经典大多很畅销”这段绕口令
之外，或许还可以推导出另一个绕
口令——“经典一再被改编，但经典
又很难被改编”。

经典作品
很难被偶像剧化改编
高 爽

5 月 4 日，展示辽宁第一个农村
团组织的“台安县青年运动史展览”
在鞍山市台安县开展。本次展览由
共青团鞍山市委主办，136 张跨越近
百年的图像资料生动地展现了台安
共青团组织的发展历史。

老照片再现的红色青春记忆

展出的第一张老照片是当年台
安县的黄沙坨小学校舍，这座普通的
起脊平房就是当年中共台安支部的
旧址，也是共青团台安支部的旧址。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史 料 学 学 会 理
事 李 姝 向 记 者 展 示 了 一 本《中 国
共产党辽宁省组织史资料》，书中
介 绍 说 台 安 由 于 地 方 偏 僻 ，交 通
闭 塞 ，是 反 动 统 治 的 薄 弱 地 区 。
加 之 人 民 生 活 贫 困 ，阶 级 矛 盾 日
深 ，党 领 导 人 民 群 众 积 极 开 展 革
命活动。

展览表明：1927 年 7 月，中共台
安党组织成立后，不断发展共青团和

“读书会”“文学研究会”等党的外围
组织，壮大革命队伍。1927 年 8 月，
在中共台安支部领导下，成立了共青
团台安支部，其时，共有团员11人，黄
吟秋任书记。这是辽宁地区的第一
个农村共青团组织。

在党组织领导下，团支部开展反
帝、反封建，提倡新文化运动。当年
秋天组成 5个时事宣传队，进行抗日

活动，并多次掀起学潮。到 1931年 7
月，团员发展到70余人。

展厅内，一本90多年前的《先声》
刊物纸张泛黄，卷了毛边，但它却是
这段红色历史的珍贵见证物。李姝
介绍，为宣传马列主义，揭露封建统
治，中共台安支部于 1928 年 1 月 15
日在黄沙坨小学创办《晚霞》周刊，
32 开本，该校教员李述申任主编，每
期 100 份，启发青年教师和学生思想
觉悟。之后又陆续改名为《先声》

《晨曦》。

实物讲述青少年革命者的故事

展览共展出70张反映台安革命历
史的黑白照片及人物画像，穿越时空，
将党史、团史上的英雄人物鲜活地呈现
在人们面前。仔细观看照片中的人物
神情，震撼人心的仍是那不屈不挠的斗
争精神和激扬奋进的青春力量。

一张充满稚气的肖像讲述了一
位少年英雄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
叫陈德生，1934年出生于台安县新台

乡六台子村南沟屯。1947 年冬台安
县解放，陈德生第一个报名参加了革
命。1948年2月21日，一伙国民党散
兵乘坐马车从辽河东岸向高升方向逃
窜，路经南沟屯时被陈德生等人发
现。陈德生堵截并拖住敌人10分钟，
为我军最后在盘山三道梁子全歼这股
敌人赢得了宝贵时间。就是在拦截敌
人时，陈德生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
命。为纪念这位为革命牺牲的儿童团
长，解放后六台子村改名德生村，小南
沟屯改成德生屯。

展览有 5 万多字的文字内容，讲
述了 17 个像陈德生这样的台安革命
青少年的故事。

展厅内陈列的一些实物，更是让
观众直观地感受到真实的历史。共
青团台安支部第一任书记黄吟秋的
衣服，还有他写的回忆录；油印的《先
声》刊物，尽管已无封皮，但内页刻印
的文字依旧清晰；抗美援朝长津湖战
役时期，共青团鞍山市委写给志愿军
的慰问信……每一个物件，似乎都带
有历史的体温和情感。

这个展览共有“开篇”“峥嵘岁
月”“建设新中国”“改革开放”“走进
新时代”五个部分，展现了台安县及
鞍山市团员青年在革命和建设时期
的奋斗足迹。记者了解到，共青团台
安县委目前正面向社会征集有关台
安团史的实物和史料，以进一步丰富
展陈内容，并将其办成不落幕的展览。

136张老照片再现辽宁农村团组织历史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为庆
祝中国共青团成立 100 周年，省委
教育工委、省教育厅、沈阳音乐学院
联合出品原创歌曲《青春》MV。

《青春》MV，以优美的旋律、
质朴的语言和真挚的情感，展现
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代
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

人民事业中，成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先锋力量的精神风貌，
谱写了新时代青年朝气蓬勃、奋
发 进 取 、勇 敢 追 梦 的 青 春 之 歌。
歌词由集体创作，陈佳豪作曲，严
万山、耿岩策划，聂鸿涛导演，青
年教师宋志奇和沈阳音乐学院学
生共同演唱。

原创歌曲《青春》MV上线

《天算》是辽艺系列话剧“奉天抗
战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这部话剧首演
于2022年元旦，讲述了发生在沈阳老
北市场的抗战故事。“全辽班”主创班
底，浓郁的地域文化特征、鲜明的关东
演剧学派风格，是《天算》的突出特
征。《天算》让网友感受到辽宁地域文
化的魅力。

网友小林在辽宁文化云留言：《北
上》《天算》上演时他错过了，“五一”期
间终于补上了“落下的话剧课”。

舞剧《铁人》由辽宁芭蕾舞团与辽
宁歌舞团近百名优秀演员联袂演出，
以全国劳动模范王进喜为原型，通过
多个舞种的综合运用，以新颖的角度，
在舞台上呈现全国劳动模范王进喜的
先进事迹，刻画了无私奉献的石油工
人群像。这些石油工人群像再次打动

网友。而辽芭青少年芭蕾舞团表演的芭
蕾舞组诗《榜样》是今年3月首演的新作，
将《雷锋日记》中的典型故事创编成舞蹈
诗剧是一种全新的尝试。网友们点评：

“芭蕾舞蹈组诗《榜样》催人奋进！”
此次不光有优秀剧目展演，还有

多场音乐会展播，比如辽宁歌剧院演
出的音乐会《为了和平》《幸福之路》《c
小调第二交响曲》《马勒和他的第三交
响曲》，辽宁歌舞团演出的音乐会《国
韵芳华》等。

网友们一边看演出一边点评：“辽
宁舞台艺术很有魅力！”“我为家乡而
骄傲，更为家乡深厚的文化而骄傲”。

“五一”期间，广大市民通过在线
收看展演，充分了解我省各类优秀文
艺作品，增强文化自信，让人再次领略
辽宁舞台艺术的高度。

除优秀剧目展演，多场音乐会同时上线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日
前，辽宁省图书馆整合馆藏阅读资
源、以绘本为主要依托、由馆员线上
主导开展阅读活动，帮小读者实现

“码”上阅读，以电子版形式呈现，为
小读者的假期生活带来更多的精彩。

本次活动，辽图发挥“敏学天
地”男孩屋女孩屋的少儿阅读基地
作用，集合馆员智慧，将绘本、少儿
图书馆藏与数字影音阅读结合，将
阅读活动与人机智能互动相结合,

将中华优秀文化与朴素生活认知结
合，为小读者精心打造的启蒙教育
与精神成长的沉浸式少儿成长体验
阅读空间，提供线下线上相结合的
阅读服务。

阳光、书本、窗外的美景，一家人
围坐，共读一本好书，这是亲子阅读最
好的模样。辽图现已推出微信扫码即
可阅读的书目有《有100扇窗门的玩
具店》《手机里的孩子》《楚辞》《图瓦人
的木房子》《小红纸的旅行》等。

辽图推出“码”上阅读

本报讯 记者郭平报道 5 月
1日，沈阳故宫迎来了特殊的客人，
她们身穿“盛京使者”红色背心，在
专业导游员的引领下漫步在金碧辉
煌的古建筑间，兴致勃勃地领略沈
阳古城独有的历史文化。

目前沈阳市生产生活秩序正在
逐步有序恢复。沈阳故宫博物院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特别举办

了“你保卫城市 我们温暖你”活动，
面向沈河区皇城街道发出邀请，于
4 月 30 日至 5 月 4 日，每天邀请 20
名社区防疫一线的志愿者参观，并
提供全程讲解服务。

沈阳故宫博物院副馆长苏阳
说，我们就是要发挥沈阳故宫世界
文化遗产的文化传播功能，营造尊
重志愿者、关爱志愿者的浓厚氛围。

抗疫志愿者应邀游沈阳故宫

五一期间“云”上欣赏辽宁舞台艺术精品

13部剧目直播吸引观众50万
本报记者 杨 竞 王臻青

此次线上直播，辽宁省文化集
团共选出 13 部近年创作的本地优
秀作品，每天在辽宁文化云平台进
行展播。作品涵盖了红色题材、英
模题材和现实题材作品，包括话剧、
歌剧、舞剧、主题歌舞晚会、音乐会
等多个艺术门类。五天里，歌剧《苍
原》、话剧《北上》、芭蕾舞剧《铁人》、
舞蹈诗《月颂》、芭蕾舞蹈组诗《榜
样》、舞蹈《舞与伦比》等轮番登场，
让大家坐在家里享受辽宁专业艺术
的魅力。

辽宁歌剧院创排的歌剧《苍
原》是一部荡气回肠的爱国主义史
诗，歌颂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
聚力，同时也表达了人类追寻自由
与和平的愿望。1995年首演，27年
久演不衰，至今依然被誉为“西洋歌

剧传入我国以来最优秀的一部力
作”。

网友小艾说，她在剧场看过《苍
原》，此次在辽宁文化云再一次观看
依然感动，整部歌剧充满复杂而尖锐
的戏剧冲突，刻画了渥巴锡、娜仁高
娃、舍愣、艾培雷等个性鲜明的人物
形象，在生与死、爱与恨的情节冲突
中唱响了爱国主义的颂歌。

话剧《北上》全剧风格凝重洗
练，综合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有机
融入舞蹈、歌曲、京剧、粤剧等艺术
形式，情真意切的歌曲《一首儿时的
歌》贯穿全剧，推动着剧情发展，表
达着主人公的家国情怀。此次在辽
宁文化云展播，引起网友关注。网
友留言：“话剧《北上》精品力作，太
震撼了！”

13部本地优秀作品轮番登场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为
进一步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向
广大群众提供多元化的文化服务，
通过主题活动加强文化宣传，日前，
辽宁省文化馆（辽宁省青年宫）推出
了“看展播·云共享”主题系列优秀

节目线上展播活动。
本期线上活动，展播内容由

2020 年以来全省各市以及兄弟省
市区抗疫题材群文精品剧（节）目剪
辑而成，赞美抗疫英雄，歌颂抗疫精
神。

省文化馆“云共享”活动开播

社区志愿者正在沈阳故宫参观。

共青团台安支部旧址。（受访者供图）

话剧《天算》剧照。（辽宁人民艺术剧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