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记
者5月24日从省文旅厅获悉，即日起，
全省将陆续推出40余个专题展览。

“上新”的 40 余个展览包括辽
宁省博物馆“字途——中华传统文
化系列教育展”、沈阳市博物馆“锦
绣江山——沈阳故宫博物院藏山水
绘画精品展”、沈阳故宫博物院“温
暖了故宫——清宫冬季生活用品
展”、旅顺博物馆“无意争春——中国
古代花鸟画展”等。阜新市博物馆、
阜新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馆等将推
出线上主题展览“物阜文新”“烽火特
支”等，打造永不落幕的博物馆。

与此同时，我省各地还将举办
社教活动。省内多家博物馆将举办
各类面向中小学生和青少年的社教

活动，包括大连博物馆的“手绘皮
影”“活字印刷”，大连自然博物馆的

“DIY 迷你博物馆”“自然科学素养
挑战赛预赛”，辽宁古生物博物馆的

“琥珀与博物馆”科学沙龙和“博物
馆内的古生物学家科学精神”科普
讲座等，充分发挥博物馆以文化人、
以文育人作用。

作为全省文博系统的公益活动
内容，辽宁省博物馆将启动“国宝讲
述人招募”、国宝讲述人“快闪”活
动，大连自然博物馆将举办“科普达
人秀大赛暨全国科普讲解大赛大连
选拔赛”，大连市沙河口区文物局将
就如何发挥青少年教育实践基地作
用举办座谈会等公益活动，进一步增
强博物馆的文化影响力和传播力。

全省“上新”40余个展览

核心
提示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80周年，重温《讲话》精
神，弘扬人民文艺服务人民的宗旨，省摄影家协会推
出线上主题摄影作品展览，展现继承鲁艺传统，赓续

红色血脉，响应时代召唤。辽宁摄影人用60幅不同历史时期
创作的精品力作礼赞人民，讴歌时代，为辽宁建设文化强省，实
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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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5
月23日，记者从辽宁人民艺术剧院
了解到，该剧院“奉天抗战三部曲”

《祖传秘方》《开炉》《天算》将于6月
在辽宁中华剧场连续上演。这三
部原创话剧是近年来辽宁人民艺
术剧院的重点创作剧目，均以沈阳
老北市场为背景，讲述沈阳人民英
勇抗战的故事。“奉天抗战三部曲”
由我省编剧孙浩执笔、宋国锋执
导，辽宁人民艺术剧院优秀中青年
演员联袂主演。此次演出是辽艺

“奉天抗战三部曲”首次集中亮相
沈阳舞台。

话剧《祖传秘方》讲述的是沈阳

老北市场“正德堂”医馆老中医卜振
堂与沈阳民众对“祖传秘方”的传承
和保护，以及他们英勇抗击日本侵
略者的传奇故事。《开炉》以沈阳
老北市场老字号“义和盛”铁匠铺
三兄弟的人生经历为主线，讲述
抗战故事。话剧《天算》表现老北
市场民众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
较量的故事。

《祖传秘方》《开炉》《天算》在省
内外演出备受观众好评，其中，《天
算》是首演于今年元旦的新剧目。
据了解，这次惠民演出通过集中展
演“奉天抗战三部曲”，向观众展示
我省话剧独特的艺术魅力。

奉天抗战三部曲
下周沈阳连演

5月 19日，歌曲《忠诚》由辽宁经
典音乐广播携手全国百家电台及融
媒体平台首发，充满希望、力量和生
机的歌词，朴实、流畅、悠扬的旋律立
即赢得了人们的喜爱。

歌曲《忠诚》是广播剧《有事找彪
哥》主题曲，由作家胡宏伟作词，辽宁
经典音乐广播总监晓君携手青年作曲
家李昊朗作曲，著名歌手孙楠演唱。

歌词紧扣剧情讲述忠诚

广播剧《有事找彪哥》是向广大司
法工作者致敬的文艺作品。这部广播
剧的最大亮点就是主人公张彪作为原
型本色出演，通过生活化、接地气的对
白，成功地刻画了一个走千家、进万户，
行程30多万公里，累计办理人民调解、
法律援助案件3800余件的优秀基层司
法工作者形象。同时，该剧也是一部

向群众开展普法宣传的优秀作品。
为这部广播剧创作一首主题歌，

导演晓君收集了众多素材，查阅了大
量英模资料，尤其是在听过近年来推
出的此类歌曲后，他反复揣摩这首歌
的灵魂所在，在脑海中逐渐有了《忠
诚》的主旋律。之后，他又和词作者
胡宏伟多次沟通、商榷，终于找到了

“这是你的忠诚”这首歌曲的灵魂。
为了有别于其他此类歌曲，晓君和

胡宏伟力求在创作上有所突破，首先在
歌词上摆脱说教语言，更不要空话和套
话，几经打磨，数易其稿。“最终歌词是
今年大年初一的早上，胡宏伟老师从武
汉给我发来的。看到歌词，我眼前为
之一亮，心里就想这歌成了！”晓君说。

“想要一束阳光，你送来一颗太
阳，让心儿温暖，让眼睛明亮……想
要一缕芬芳，你送来春风浩荡，让天
地美丽，让梦想绽放。”《忠诚》的歌词

紧扣剧情，用朴实的语言、准确生动
的比喻，讲述着基层司法工作者对党
和国家的忠诚担当。

据晓君介绍，当他把这首歌的歌
词谱完之后，便与青年作曲家李昊朗
沟通配器的事情，李昊朗原想这是一
首广播剧的主题歌，仅限于 3分钟以
内，他说不行，这首歌一定要增加副
歌，并达到独立成歌的作品效果。他
们重新设计调整歌曲结构，又创作了
歌曲的间奏旋律，最终这首5分05秒
时长的歌曲既可以作为广播剧主题
歌，也可以成为独立成篇的独唱歌曲。

歌曲鲜明的时代感

一首歌曲的成功，是词曲作者和
创作团队默契配合的结果。孙楠唱
腔、咬字和声线与歌曲的旋律非常契
合，他的演唱荡气回肠，打动人心。

在北京录制了交响乐队加电声版，录
音师张江、刘大林和混音师李军通力
合作，所做的前期录音和后期缩混更
使歌曲的旋律得以淋漓尽致地表达。

内容品质决定了歌曲的生命力
和影响力，尤其是在当下，创作主旋
律的音乐作品，作者要紧跟时代脚
步，让创作的歌曲有时代感、有深度，
旋律要在人们的心底里流淌。歌曲

《忠诚》的关键词是“真情”“担当”“守
望”，“我想，忠诚是中华民族的美德
和品质。这首歌曲赞美的是一个共
产党员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人民
的利益无私奉献。”晓君说。

有关专家认为，歌曲《忠诚》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音乐动情
感人，整首歌曲极具画面感、表现力
和感染力，是辽宁音乐工作者为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献上的一首思
想精深、艺术精湛的作品。

胡宏伟作词孙楠演唱歌曲《忠诚》上线

用歌声传递信仰的力量
本报记者 赵乃林

《风起陇西》作为央视最近在
播的重点剧目，明星云集、演技在
线、制作精良，播出前众望所归，没
想到开播后，数据爆冷，线上爱奇
艺独播剧的点击量，甚至不如同期
被群嘲的甜宠剧。那么，这部三国
背景的谍战剧，究竟在哪丢了分？

剧情缺乏合理性。《风起陇西》
选取三国高认知度的故事背景，省
去了交代对峙双方立场、争夺焦点
的啰唆，而把重点放在“尔虞我诈”
的谍战上。可是，人人都能说出来
龙去脉的三国故事里，凭空蜀魏两
国多出了俩“情报机构”和一系列
的官职、人物，这对于熟悉三国原
著的人来说，接受难度颇大。三国
的故事，在大多数人心中早已完整
清晰，《风起陇西》的谍战剧情，等
于在原版另添上一套互有勾连的
人物，这对于三国原著迷来说，合
理性存疑。《三国演义》中有“军中
细作来报”的情节，但很少起到扭
转乾坤的关键作用。三国期间情
报工作是完全融合在军事行动中
的，许多大规模军事行动，比如草
船借箭的准备，如果真有成系统的
情报机构，根本无法保密。加之当
时的文化普及程度低，如果有陈
恭、冯膺这等才华，直接做谋士将
领，本身就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用
不着做蒋干。更何况当时通信、交
通手段低效而无加密手段，单纯依
靠谍报并不可靠，戏里戏外“衣带
密诏”破产就是明证，而貂蝉的美
人计依靠的是深度的个人情感绑
定，而不是家国大义。三国里大多
是战略计谋，而非现代间谍战。所
以《风起陇西》的故事尽管讲述细
致，但是映衬在熟悉的历史背景
里，就令人感到难以置信。情感
戏，演绎的空间很大。但是基于史
实的演义，却常常被观众观众反复
鉴别。这也就决定了接受《风起陇
西》的观众，大前提是“我愿意相
信”才能往下收看，而不是由“半信
半疑”到“越看越信”。电视节目是
线性播出，观众没有时间回看，如
果一开始就不喜欢或者看不懂，很
快就会弃剧。

语言在易懂和贴近原著之间，
很难两头讨好。《风起陇西》制作方
制作过众多谍战题材作品，《风筝》

《悬崖》《叛逆者》都是市场口碑双

赢的佳作。古装谍战是个全新领
域，没有现成文本可以依据，这就
让《风起陇西》的对白，产生一种割
裂——当历史上有可信文本时，语
言就古雅，甚至需要字幕译成现代
白话文，以方便观众理解；但是一
到谍战部分，除了官职和一些基本
客套寒暄，几乎完全是现代语汇，
开口“情报系统已经建立起来”，闭
口“只要是工作都可以谈”，动不动
就说“某某那条线断了”，甚至有

“我可是签了字”（ 古代文书确认
主要是依靠钤盖印章），这些完全
是当代的词语和表达方式，而贯穿
全剧的“青萍计划”就更加别扭。
古人“计划”一般用“筹”“谋”或者

“计虑”来表示，“计划”二字过于现
代甚至当代，有些场小戏，如果不
看画面只听对白，就仿佛是《悬崖》

《风筝》在重播。演员也缺少可依
据的模板，陈坤、李光洁这些演技
派，不自觉语气和态度就带出了现
代谍战剧的范儿。一到感情戏、权
谋戏，因为调度和表演功力在，就
真实可信；可是谈起工作，就很容
易产生穿越之感，喜欢历史剧的和
喜欢谍战剧的观众都会有分裂感，
并不容易两头讨好。

烧脑剧情是一把双刃剑。《风
起陇西》在表演、制作上是有说服
力的。陈恭的深情、智慧多谋，冯
膺、李严的江湖老辣、阴鸷冷静，包
括许多配角的性格层次都非常鲜
明可信，每一场戏演员都在不断诠
释着人物的复杂多面性。整部戏
充满内在张力，演员的实力功不可
没。计中计、连环套、反转和离间，
是《风起陇西》的优点，但也是造成
观看困难的因素。高能剧情，节奏
快，信息密度大，需要专心看，甚至
还要深度逻辑分析，对于今天的电
视剧观众，“专心”是最大奢侈，快
进下饭剧，看公众号了解剧情，是
大多数人的看剧模式。这就决定
了烧脑剧情叫好，却不见得叫座。

《风起陇西》虽然每集后还有一个
剧情回顾，相当于课代表敲黑板做
笔记，但是一两集观众也许还能耐
心听完讲解，十集下来很容易选择
旷课。

综上，一部古装剧，最终还是
要兼顾历史的面子和戏说的里子，
才能最终俘获观众的心。

《风起陇西》输在了哪儿
王海宁

我省获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系列报道之二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

此次展出的摄影作品为荣获摄
影重要奖项或影响深远的作品，贴近
生活、贴近群众，从题材、拍摄方式、
摄影独特语言运用等方面体现展览
主题，突出了人民性、时代性和艺术
性。以时间为脉络，以人民为主线，
聚焦人民美好生活。把心、情、思沉
到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
脉搏、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人民放
歌。

王玉文拍摄于 1981 年的《在树
洞中等车》，表现新时代普通人热爱
生活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情趣，作品广

为传播。杨振华拍摄于 2014 年的
《金秋时节》，反映了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中农民脱贫奔小康、丰收喜悦的
场景，作品获第十六届辽宁省摄影艺
术展银奖。《雪狼行动》聚焦和平时期
士兵群体，由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
线云强拍摄于2015年2月，镜头抓取
牡丹江北部战区某特战旅狙击手群
像，表现他们不畏严寒坚持军事训
练、保家卫国的场面。作品被评价为

“用大视野的目光来理解和平时期的
军营生活，用超越的方式把军事摄影的
纪实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

深入生活、深入人民，以小见大
反映重大主题，是辽宁摄影的突出
特色。摄影家时刻将目光聚焦于现
实生活，用镜头记录辽宁发展振兴的
感人故事，用镜头捕捉无数感人至深
的闪光点。恢宏场景与生动细节同
呈，从不同角度展现时代风采和辽宁
砥砺奋进的发展面貌。省摄协秘书
长贾峻峰表示，秉承鲁艺优良传统，
摄影家必须深扎时代现场，用深邃的
目光观察生活，用宽厚的情怀观照生
活，不断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
涵、艺术价值，坚持人民至上、生活为源。

作品突出人民性、时代性、艺术性

《开炉》剧照。

省摄影界推出纪念《讲话》发表80周年主题展

60幅历史影像聚焦时代闪光点
本报记者 凌 鹤

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
会结束的那天，摄影家吴印咸端起一
架老式相机，在落日余晖中为所有与
会者拍摄合影，定格下这一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重大时刻。摄影这门艺术，
也以其不可替代性，成为记录时代发
展、记录人民生活的重要载体。辽宁摄
影有着辉煌的历史，70余年来，一代又
一代辽宁摄影人根植脚下这ie片热土，
用饱含深情的影像作品记录无数珍贵
的辽宁时代印记，涌现出一大批在全国
乃至国际上有广泛影响的摄影家，将具

有浓厚辽宁特色、辽宁风采、辽宁品格
的经典摄影作品奉献给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辽宁摄影界活跃
着一批在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
期成长起来的摄影家。他们曾参与
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并投入火
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创作出一批独
具历史特色、兼具文献与艺术价值的
纪实摄影力作。此次展出的高亚雄
拍摄于 1952 年的《上甘岭反击战》，
梁枫拍摄于 1953 年的《走上岗位》，
臧德宽拍摄于 1953 年的《三八测量

队》，于兆拍摄于 1958 年的《全国劳
动模范尉凤英》，田原拍摄于 1961年
的《炼钢能手李绍奎》，张峻拍摄于
1961 年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等
作品，生动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人
们生活的巨变，成为经典载入摄影史
册。辽宁省摄协主席线云强表示：

“辽宁摄影历来与辽宁发展同行，辽
宁摄影人聚焦时代变化、辽宁前行、
人民呼声，将关注的视角从宏大的社
会场景延伸到普通人的生活，书写生
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呈现70余年珍贵的光影时刻

《炼钢能手李绍奎》。 田 原 摄

《金秋时节》。 杨振华 摄

《雪狼行动》。 线云强 摄

在岫岩唐帅艺术馆里，唐帅正带
着几个人赶制玉雕《上善若水》，雕完
那朵水中的浪花，这套岫雕系列作
品，就算收尾了。

走进岫岩唐帅艺术馆，艺术馆里
7 个玉雕作品系列让人惊叹不已！

《华圣》《水生世界》《食为天》《芳华
本真》《初心乡愁》《上善若水》《家
在东北》等系列作品，人物神态栩栩
如生。

而《家在东北》系列作品是唐帅
带领他的 40 多人团队历时 5 年全身
心投入创作的玉雕系列作品。这个
系列作品旨在将东北的地域文化、风
土人情、奇观异景等呈现出来。比如

“东北八大怪”中的“狗皮帽子头上
戴”“大缸小缸腌酸菜”“姑娘叼着旱
烟袋”“窗户纸糊在外”“养活孩子吊
起来”等。让观者身临其境，犹如置
身于大东北的冬天……

岫岩玉雕生产始于清道光初年，
以小件制品为主。经过历代艺人的努
力，岫岩玉雕不断推陈出新，逐步形成
了独具地方特色的艺术风格。岫岩玉

雕工艺品主要有素活、人物、花鸟、兽四
大类。如今，岫岩玉雕已从早期的单体造
型发展到群体造型，有故事、有情节。

唐帅指着《鸭中得宝》说，这件玉
雕作品呈现农村养鸭的场景，描绘的
是新农村、新气象，展示的正是近年

来村里人脱贫致富的新图景。还有
更现代的题材，如《鸡鸣唤日出》《千
年浪涛涌》等。

岫岩玉雕技法丰富，以素活见
长,柔环、活链为其典型工艺，难度之
高，世人称绝。岫岩玉雕的题材十分

广泛，表现的内容丰富多彩，千姿百态，
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现实，从神话
到生活，林林总总，可谓无所不雕。比
如118吨的岫岩玉石王花玉雕刻《万里
长城》，这个玉雕由孙立国和35人的玉
雕队伍，历时14个月完成，是中国玉雕
史上的经典之作。

岫岩玉雕在造型上深厚古朴而
又不失典雅，严谨统一而又极富变
化，可谓形神兼备，极富生气。

孙佳兴的《梦里江南》在镂、悬、
浮、剔等雕刻技法的巧妙运用下传神
地刻画了江南百姓临水而居的生活
状态，以及绿柳依依、溪水潺潺、扁舟
缓缓、烟雨缥缈的诗情画意，格调古朴
清雅，令人心驰神往。

唐勇的《猗兰》，几丛苔藓生于石
间，兰叶优雅舒展，生命不息，一幅空谷
幽兰的诗意景象展现出兰花高贵的品质。

岫岩玉雕作品多次在全国大赛
摘金夺银。2010 年、2011 年、2012 年
在全国玉石雕刻“玉星奖”评比中，唐
帅作品《留得残荷听雨声》《呼唤》《夜
宿山寺》《桃源仙境》荣获金奖。

岫岩玉雕刻出东北风土人情
本报记者 杨 竞

玉雕“东北八大怪”系列里的一怪——大缸小缸腌酸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