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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作协副主席周建新认为，这是一项具有挑
战性的工作。从东北作家群到新时代的辽宁文
学，90余年的历史，众多的作家作品、不同的创作
流派和创作思潮，如何把它们表述得准确到位，如
何进行内容的取舍、重点的论述，如何定义辽宁作
家在文坛的地位、在文学史中的地位，都很有难
度。可以看出来，《辽宁日报》下了很大的一番功
夫，不仅有报社领导的谋篇布局，而且有记者深入
每一个具体领域下一番深研的功夫。报道中，有
对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流派的现象层面的再现，
还要做出具有理性色彩和学术色彩的评价，从报
道中可以看出，记者们查阅了大量资料，采访非常
细致，对一些关键性问题把握得比较准确，让读者
感觉到记者都是行家里手。特别要对他们的敬业
精神表示敬意。

这也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重回”系列报
道对辽宁革命文学的历史和当下的创作进行了全
面的总结，可以说辽宁文学90余年来有影响的作
家、作品基本上都涉猎到了，为文学史留下了一笔
宝贵的财富。当然，报道毕竟不是文学研究，难免
有些遗漏，但仍然瑕不掩瑜。更为可贵的是，这个系
列报道不是对旧有资料的汇编，而是站在新时代回
望，以新时代的视点审读历史、剖析作品、分析作家，
并以新闻的方式给予生动地呈现，为评价辽宁文学
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很有现实针对性。

辽宁文学一直坚守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无论
是工业题材、乡村题材还是其他题材，也无论是哪
个文学类别，现实主义是辽宁文学最大的特点和
最大的优势。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无论文学潮流
如何变化，辽宁文学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创作，有
着深厚的生活底蕴和人文情怀，这是我们始终感
到自豪的。站在新时代，辽宁文学的各个创作类
别——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儿童文学，都
有全国第一梯队的作家、评论家阵容。经过此番

“重回”，我相信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点，并对辽宁文
学的未来充满信心。

为辽宁文学史留下了
一笔宝贵的财富

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梁海燕说，感谢《辽宁
日报》的“重回辽宁文艺现场”大型策划。作为读
者，我们跟随着这些报道，仿佛亲临了那些辽宁文
艺的草创时代，更重温了辽宁文艺的高光时刻。
从昔日的文脉梳理，到今日现状的直面与坦承，从
辽宁文化土层深厚的累积与蕴藏，到对文化建设
的期待与规划，我读到了深沉的情感，更读出了文
化的担当，这内在的文化使命感与对于地域文化
的持久省思深深感染并激励了我。

其中，我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戏剧”这一专题
的归纳与总结，这些报道与观察，从宏观到微观，
有点有面。辽宁戏剧起点很高，可以说从遵循现
实主义创作作为出发点，以地域风格为特色，从一
个个时代节点到一个个个案的分析，重现了辽宁
戏剧从诞生到发展、成长、繁荣的历程，勾画出那
些曲折中的奋进，彰显了那些铸就于凡俗人生的
英雄楷模。第一期中，从《高山下的花环》《报春
花》两幅泛黄的话剧海报所记载的戏剧往事起笔，
铭记了一个个独属于辽宁戏剧的高光时刻。除了
话剧，辽芭在国际舞台上历久弥坚的光辉战绩、以

《苍原》为代表的辽宁歌剧领域的标杆式作品，都
一再提醒我们：辽宁文艺的富矿从来不曾枯竭，只
是有待发掘、如何挖掘而已。

从时间的纵向来看，辽宁戏剧从脱胎于东北
鲁艺伊始就高举现实主义旗帜，同时不忘走戏剧
民族化道路，这贯穿了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辽
宁戏剧努力和发展的方向。从文化跨越的广度
来看，辽宁戏剧历经东北抗战、解放战争以及新
中国成立后的发展时期，直至今天，黑土地文化
渗透着的红色文化血脉依旧流淌在影视戏剧作
品的内核中。地域性、民族性、人民性铭刻于辽
宁戏剧的成就中，也铭记于辽宁戏剧工作者的骨
血中。在“重回辽宁文艺现场”中读到这些内容，
不禁一次次为在这块土地上奋斗过、辉煌过的文
艺工作者喝彩，也一次次受到鼓励，鼓励后来者在
通往文化强国、文化强省的征途中继续奋勇前行。

铭记一个个独属于
辽宁戏剧的高光时刻

中国曲协顾问、省曲协主席崔凯说，《辽宁日
报》策划推出的“重回辽宁文艺现场”系列报道
中，我读到了记者采写的《辽宁评书四大家火遍
全国成为时代记忆》《辽宁相声以会创作敢创新
在全国刮起强劲东北风》两篇文章，感触颇深。
作为辽宁曲艺近 50 年繁荣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
人，感觉记者选题准确，抓住了辽宁曲艺在全国
产生深远影响的领军人物和经典作品；掌握情况
具体真实，充分体现了“重回现场”的意义；两篇
文章结构严谨，叙事和评价相得益彰，读后给人
留下了回味与思考。

辽宁是曲艺大省，新中国成立以来，评书、相
声、二人转、鼓曲、小品等曲艺形式均产生了蜚声
全国的代表性人物和优秀作品。其中以袁阔成、
刘兰芳、田连元、单田芳为代表的评书表演艺术
家，堪称北方评书里程碑式的名家巨匠，这 4 位
在全国叫得响的“评书大家”都出自辽宁，成为一
种特定的文化现象，记者将他们称为“评书四大
家”乃实至名归。

辽宁相声与北京、天津等地的相声相比较，
优势并不明显。但就创作而言，辽宁相声反映现
实生活和发挥相声讽刺作用方面超越了其他地
区，记者抓住了辽宁相声“会创作敢创新”这一点
便抓住了根本。文章以小立本、杨振华、金炳昶、
王志涛等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创作和表演的作
品为例，阐释了辽宁相声独树一帜的艺术特征，
令人信服称道。

记者采写的这两篇文章，在辽宁曲艺界产
生了很大反响。追忆历史是为了增强我们的文
化自信，更是为了谋划新时代辽宁曲艺事业的
繁荣发展，在面对文化多元化、艺术传播多样化
的今天，辽宁曲艺人要继承优良传统，敢于应对
挑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培根铸魂、守正创
新，培育新时代优秀的曲艺队伍，努力创作精品
力作，推出一批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名家大
师，为辽宁新时代曲艺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追忆辽宁曲艺往昔辉煌
谋划未来发展

省文联副主席、省书法家协会主席胡崇炜说，
《辽宁日报》作为历史悠久、富有强烈时代责任感的
一方党报，始终拥有文化情怀，很多系列报道产生全
国影响力。这次“重回辽宁文艺现场”系列报道，是
一次全新的梳理。以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为根本，深
层呈现辽宁文艺“从哪来、到哪去”的发展路径。紧
扣艺术为人民、艺术为生活、艺术为时代的鲁艺精神
主旨，将黑土地文化底蕴和文化特色贯穿于每篇报
道中，以客观、专业、冷静、真诚的文风产生了润物细
无声的宣传效果。以“九畹”为代表的辽宁书法家群
体，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优秀书家集群，以此为轴，上
溯历史、观照当今，辐射改革开放后辽宁书法根植传
统、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得到业内外肯定和好评。

省美术家协会主席王易霓认为，“重回辽宁文艺
现场”系列报道展现了一代代辽宁文艺家用激情与
灵感倾力创作，留下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
精良的经典佳作，并以积极向上的精神谱写辽宁文
艺为人民的时代新篇章。“重回”系列报道涵盖丰富
且有代表性，凸显鲁艺精神的引领作用和实践成果，
突出现实主义创作的辽宁优势。国画、油画、雕塑等
领域的报道，以“鲁美四老、辽宁油画现象、鲁美三代
雕塑艺术家集群”及其遍布全国的经典作品为载体，
展现了新时代文艺创作的中国风格、辽宁特色。报
道有的放矢且具有启迪意义，熨帖心灵的同时激发
奋进新征程的精神力量。

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省摄影家协会主席线
云强认为，“重回辽宁文艺现场”系列报道站位高、视
野宽、着眼准，体现了《辽宁日报》敏锐的文化思维和
时代洞察力。报道对辽宁摄影的历史积淀、发展成
果，以一条看不见却可清晰、深刻感知的精神之线
串联起来，立足地域、扎根生活、影响全国的各年
代经典摄影作品如宽银幕影片一样，在读者面前一
一呈现，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斗场景、改革开放的突
出成果、脱贫奔小康的中国奇迹、辽宁工业的崛起涅
槃……报道图文并茂，产生强烈、生动的感染力，引
起广泛的共鸣。

弘扬鲁艺精神
黑土地文化贯穿每篇报道

这既是辽宁革命文艺的寻根之旅，也是新时代辽宁文艺出
发的聚力之举。

自本报“重回辽宁文艺现场”大型系列报道推出以来，在辽
宁文化艺术界产生了强烈反响。每一期报道刊发后，都获得了

相关领域专业人士的高度评价。无论是亲历辽宁文艺90年的
老一代文艺工作者，还是中生代、新生代辽宁文艺人，都对这一

“重回”的方式给予赞赏。记者采访了几位资深的文学和艺术工
作者，听听他们怎样看“重回”。

历时9个月，本报“重回辽宁文艺现场”大型系列
报道今日落帷。

以“重回文艺现场”的方式，寻找与回顾90余年来
辽宁文艺发展史上值得铭记的成就与辉煌，就像徐徐展
开了一幅最亮丽的时代画卷，将辽宁广大文艺工作者以
辛勤汗水与艺德艺心艺才筑就的一个个艺术高峰呈现
于眼前，让每一位观者感动与惊叹。

我们的编采团队用近半年时间做了前期准备、
周密策划，用9个月的出版时间深入采访、精心编
排，以30余块版面、10余万字的篇幅，将文学、美
术、音乐、戏剧、曲艺、报刊、出版等文艺各领域的闪

光点呈于读者面前，让所有人了解辽宁文艺工作者
创造的辉煌，也让了解了这段文艺史的人更深切地
感悟到，无论是哪个艺术领域，能获得排在全国前列
的成就，都是文艺工作者在内容与形式上出新，深入
表现社会生活，在审美上多向度探索才结出了饱满
果实。

这样一次细致而全面的梳理与展现，当然不仅
是为了彰显辽宁文艺发展的过往成就，也不仅是为
了留下一段文艺史的记忆，更多的是为了在呈现辽
宁文艺发展最客观面貌的同时，寻找到辽宁文艺的
根脉所在、枝叶繁茂之源。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地区

发展的内在源泉，这样的寻根溯源之旅，更重要的是
为辽宁文艺未来的勃发做好基础准备。

这次梳理式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文艺现象的
产生、艺术流派的形成、文艺名家的崛起对地方文化
生态的影响，如何在未来的文化建设中，产生更多的
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的文艺现象、艺术流派、文艺名
家，需要不断深入研究、探索与努力。

往日辉煌不可追，来日发展尚可待。今日，我们
倾听各方反馈与建议，为系列报道“重回辽宁文艺现
场”画上句号。我们期待，辽宁文艺的时代画卷上增
添更丰富多元的浓墨与重彩。

“重回辽宁文艺现场”系列报道
部分版面。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佟春光：《辽宁日
报》大型系列报道“重回辽宁文艺现场”擦亮了
辽宁文艺品牌，系统梳理了辽宁文艺各领域的
发展历程、传承现状以及文化艺术特征，具有
较高的新闻价值、学术价值、社会价值、审美价
值，在辽宁文艺界引起强烈反响。“重回”系列
报道充分展现出辽宁作为文艺强省的实力，彰
显辽宁文艺如何传承延安鲁艺的光荣传统，创
作出一批具有鲜明标识的戏剧作品。这是首
次由媒体进行梳理、报道、阐述辽宁人民艺术
剧院的艺术发展历程，以及辽宁人民艺术剧院
多年来大力探索话剧民族化、精品化的成果。

沈阳评剧院院长张巍：“重回辽宁文艺现
场”体现出辽宁文化艺术领域卓越的成就，呈
现出独特的辽宁文化风貌，是对辽宁文艺工作
者的巨大鼓舞。辽宁文艺人才辈出，沈阳戏曲
繁荣发展，评剧“韩花筱”开宗立派。在关于沈

阳评剧的报道中，记者提炼出中国
评剧三大流派的本质特征与艺术贡
献：韩派艺术体现了评剧声腔创新
发展成果；花派艺术为现代戏曲声
腔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筱派艺术
开创完善了评剧老旦行当。这些报
道在中国评剧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此外，“重回”系列报道版面制作精
美，值得收藏。

辽宁芭蕾舞团编导刘婷婷：“重
回辽宁文艺现场”系列报道对于辽
宁文艺乃至中国文艺都具有深远的
意义。辽宁文艺根脉扎实、实力雄
厚，辽宁文艺的发展经验具有示范
意义，特别需要这样的梳理和论
述。辽宁戏剧作品紧扣时代脉搏，
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承载着时代精
神，反映人民的心声。我认真阅读
了“重回”系列报道的大部分文章，
收获很大。作为年轻一代的辽宁文

艺工作者，需要了解我们省文艺发展史，“重
回”系列报道正是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并深
刻领会辽宁文艺精神的良机。同时，也为广大
读者提供了了解家乡文艺发展成就的范本，有
助于我们增强文化自信。

辽宁省军区画家高阳：2022年1月14日，在
“重回辽宁文艺现场”系列报道中，看到了一篇《一
部中国歌剧艺术史上的里程碑之作》的报道，
读后让我感动不已。从报道中我了解到，歌剧

《苍原》是1995年辽宁歌剧院创排的。《苍原》讲
述的是蒙古族土尔扈特部战胜千难万险，举
族万里东归，重回祖国怀抱的故事。我与画家
吴云华 2013年合作的大型油画《土尔扈特回
归祖国》，讲的也是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的故
事，该作品入选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
程，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通过《辽宁日报》
这篇报道，我更加全面地了解到《苍原》为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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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歌剧民族化的
成功典范”“中国歌剧艺术发展的里程碑”。

鲁迅美术学院教师齐鑫：《辽宁日报》“重
回辽宁文艺现场”大型系列策划，报道了鲁美
艺术家群体的艺术精神和艺术实践，让读者了
然艺术来源于生活的重要性，明晰艺术创新需
要有传承做基础，报道所传达的艺术理念和文
化信念令人获益。

沈阳工学院教师关辉：《辽宁日报》仍然是
我最喜欢看的报纸，热爱文学与艺术的人也非
常关注文化版面的报道。“重回辽宁文艺现场”
可以作为历史和学术资料保存，从中获得的思
考和启发是多维的。

读者昕昕：知道我们的昨天是怎样出发
的、走过怎样的路，才会知道今天该向何处
去。这可能就是《辽宁日报》推出这个报道的
初衷吧。从报道中，能够感受到记者对辽宁文
化的热爱，这种热忱也感染了我，谢谢！
本报记者 王臻青 高 爽 杨 竞 凌 鹤 整理

擦亮了辽宁文艺品牌

清晰的精神主线串联起高光时刻

期待辽宁文艺的时代画卷上增添更丰富的色彩
本报记者 高 爽 杨 竞 凌 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