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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核心
提示

红彤彤的民间艺术剪纸动起来，欢快的音乐
响起来，身着鲜艳服装的演员们唱起来……6月
27日晚9点，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的剧场内，充满
辽宁地域韵味的节目《画辽宁》一亮相，就吸引了

全场观众的目光。
我省地方戏曲艺术团文化交流演出活动6月21日在新

疆塔城地区拉帷。该活动历时一周，沙湾市是整个交流活动
的最后一站。活动由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塔城地区文体广
电和旅游局主办。这是我省各地方剧种首次同台演出，而这
次“首秀”的地点，选择在了几千公里之外的新疆塔城地区。

由盘锦市委宣传部出品、沈阳
原创基地制作的 3 集广播剧《甜蜜
的“柿业”》日前开播。该剧全长77
分钟，通过记录大学生郭佳明一波
三折的返乡创业历程，反映东北新
农业、新农村、新农民的生活场景，
故事新颖有烟火气，语言带有地域
色彩，兼具鲜明的时代特色。

剧情取材于真人真事

广播剧《甜蜜的“柿业”》剧情
取材于真人真事。

主人公原型郭佳明的故事就
发生在盘锦市大洼区田家街道大
堡子村。2015年，郭佳明从沈阳农
业大学毕业后便到北京一家农业

科技公司工作，从一名技术员做
起，积累实践经验。2016 年，他回
到家乡创立了自己的农业科技公
司，带领村民们种植盘锦特有品种
碱地柿子。

以此为蓝本创作的3集广播剧
《甜蜜的“柿业”》，剧情跌宕起伏，
乡土气息浓郁，具有较强的纪实
性。剧中关于种植碱地西红柿的
内容，也给听众上了一堂科普课。

轻喜剧特色拉近与听众距离

《甜蜜的“柿业”》的编剧李铭
说，郭佳明是 1995 年生人，跟他儿
子同岁，创作这部广播剧作品，首
先从情感上找到共鸣点，了解到郭

佳明回乡创业的事迹以后，内心首
先涌动的是一股暖流。

这部广播剧，以男主人公郭佳
明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展开剧
情。李铭分析说，这样的叙述方式
会让听众的感受更真实、感悟更深
刻，也更符合 90 后一代人的性格。
剧本不回避写主人公的失败，尤其
是运用了一种轻松幽默的手法来
讲述他的创业经历，使得先进人物
更有亲近感更接地气。还有这部
广播剧的乡村轻喜剧特色，容易拉
近与听众的距离，年轻人听了广播
剧以后会感同身受，他们能够从郭
佳明的故事里找到共鸣点。

《甜蜜的“柿业”》剧本具有浓郁
的地方特色，故事发生地盘锦的风

土人情、语言特色等在剧中都有精
彩展现。对话中一些东北方言运用
得恰如其分，表明作者对东北农民
生活非常熟悉和深厚的文字功力。

采用年轻人喜欢的元素

广播剧《甜蜜的“柿业”》的演
播制作精雕细琢。主人公郭佳明
的演播者是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副
院长齐昕欣，他用声音高水准地塑
造了立志于带领父老乡亲共同致
富的年轻创业者形象，其他演播者
也大多来自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和
沈阳市话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
全剧配有大量丰富细腻的声效和
动效，画面感非常强。后期的音效

制作更是精益求精，甚至使用了现
场采集的声音素材，在真实形象的
基础上力求震撼人心。

在音乐方面，作曲李慧说，该
剧讲述的是新农村新农人的创业
故事，所以他在创新上下足功夫，
没有拘泥于传统农村题材的音乐
风格，而是运用了大量当下流行乐
元素，这有助于情节的推进紧凑，更
容易被年轻人所接受。剧中原创主
题歌《萤火虫》的作曲是沈阳大学
音乐系副教授郭恒，主题歌在弦乐
的衬托下，使用了钢片琴、竖琴等
乐器与剧中萤火虫的情节呼应，很
好地做到声效视觉化，音乐抒情
化。青年歌手刘清玄的演唱也使歌
曲更加动人，成为全剧的点睛之笔。

《甜蜜的“柿业”》烟火气入人心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最近一周，网络剧《对决》凭借其缜密的
故事推理以及饱满的人物塑造，广受观众的
喜爱。调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6 月 28
日，《对决》的话题阅读次数已超过 1 亿人
次。当然，《对决》之所以备受关注，还有一个
重要原因，那就是它是首个获得了“网络剧片
发行许可证”标识的网络剧。除了《对决》之
外，《金山上的树叶》《青面修罗》等也成为首
批获得“网标”的影视作品。

相较于电影的市场准入机制而言（电影
公映有“龙标”），网络影视作品一度缺乏规范
的机制，导致“擦边球”“滥情感”“泛娱乐”“低
趣味”等问题频繁出现，与我们崇尚的主流价
值体系以及艺术审美取向背道而驰。俗话
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好的规矩，既能引
导作品的价值走向，又能切中社会的时代脉
搏，还能与大众的审美需求保持同频共振。
本月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启动的“网标”行政
管理方案就是立“好规矩”的直接体现。

筑牢监管防线，助推网络剧表达范式的
有序伸延。网络影视创作初期，尽管涌现出
如《万万没想到》《太子妃升职记》等爆款产
品，但大量网络剧因争相“出圈”甚至不惜踏
上背离影视文化传播轨迹的歧路。如今，“网
标”时代已至，既能拔高从业者准入门槛，破
除行业偏见；又能规范网络剧片言说方式，促
进网络视听产业的兴旺昌盛。以获批网剧审
字（2022）第 001 号的网剧《对决》为例，其作
品审查力度已经趋同于电视剧的设定标准，
呈现出规范化、有序化等制作趋势。同时，

《对决》中凸显出的快节奏、强情节等网络文
化特质，也是对网络剧片“鲜活个性”的留存，
使网络剧在固守网络视听标准的同时，满足
了观众的期待视野。

指引行业方向，助力网络剧艺术品格的
稳步提升。以规范化建设为网络影视发展保
驾护航，可充分发挥其审美指向功能。在以
市场盈利为先的行业摸索期，“重娱乐、轻思
考”的“爽感”叙事模式被网络剧片沿用。然
而，剥去单薄的娱乐外衣，大量褊狭的网络
影视作品因缺乏扎实的艺术品格，而被时代
抛却。而今，破除行业混沌的“网标”被正式
启用，既能为剧片创作提供方向指引，又能
进一步吸引观众触摸作品、提升其艺术品
位。如获得网影审字批号的网络电影《金山
上的树叶》，便在题材、主题、人设、风格等方
面实现了诸多探索与尝试，不仅彰显了网络
剧愈加成熟的艺术反思能力，还以影像质感
的“精工细作”，显示了网络电影“大幕风范”
的创作潜力。

调整市场生态，助益网络剧伦理温度的
向上攀缘。过去，驳杂的网络剧片叙事思维
缺乏生活的“褶皱感”，从而衍生出如《雷霆战
将》等“网络雷剧”，很难传递出时代温度。文
艺作品要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这意味着
在落实“网标”管理后，网络影视作品须投射

“创作温度”。以《对决》为例，一方面以“扫黑
除恶”的题材选定，实现其对现实的叩问；另
一方面又坚守以“人”为根基，刻画出武剑、文
陆阳等公仆形象，并以丰盈的情感流露传递
出鼓动人心的温润力量，展现网络影视的鲜
活质感。

“网标”的启用与推广，既体现出网络视
听行业的发展态势，又可达成对网络剧片话
语秩序、言说尺度的精准把控，对于厘清创作
者认知态度、规范网络剧片创作手段等都具
有积极意义。

网络剧片
不再有擦边球可打
赵红勋

在为期一周的演出交流中，辽
宁地方戏曲艺术团赴塔城地区 4
个县市——塔城市、裕民县、乌苏
市和沙湾市演出，演员们深入剧
场、校园、哨所、乡村和景区，为学
生、战士、游客奉献了一场场精彩
节目。

“小白杨哨所”位于新疆塔城
地区裕民县，因军旅歌曲《小白杨》
而声名鹊起。在此次辽宁地方戏
曲艺术团文化交流演出中，小白杨
哨所是其中一站。

作为全场压轴节目，演员和官
兵在演出最后集体合唱《小白杨》，
音乐与歌声响彻哨所，将整场演出
推向了高潮。

“看到官兵满意的笑容，我们
觉得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铁岭
市民间艺术团团长、同时也是这次
赴新疆演出负责人之一的赵秀从
艺 40 年，这样的情形给他留下深
刻印象。

在为期一周的演出中，辽宁的
演员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因为新

疆地区幅员辽阔，从一个演出地点
奔赴另外一个演出地点往往要开
车走上好几个小时，但 40 人的演
出团没有一人叫苦叫累。“到了演
出地点，所有演员都搬服装、拿道
具、装台，敬业精神也赢得了当地
观众的好评。”赵秀说。

据悉，辽宁与新疆塔城地区今
后将加强文化艺术交流。除了此次
演出外，今年辽宁音乐舞蹈艺术团
有望到塔城地区演出，与此同时，塔
城地区文工团也将赴辽演出。

辽宁歌声响彻小白杨哨所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为期一个半
月的“爱佑盛京 感谢有你”公益演出季日前
在盛京大剧院正式落下帷幕。演出季期
间，我省各行各业参与抗击疫情的优秀代
表，受邀走进盛京大剧院观赏话剧、欣赏音
乐会。

此次公益演出季从5月18日正式开始，由
我省部分文艺院团和盛京大剧院共同推出。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大型话剧《天算》《北
上》、沈阳九歌青年合唱团合唱专场音乐会、
沈阳音乐学院室内乐团的“春之约”室内音乐
鉴赏音乐会、十分钟文化艺术空间“乐耀盛
京”综合音乐会等在公益演出季期间精彩上
演。

盛京大剧院负责人介绍，在发出公益演
出倡议后，我省艺术院团和广大文艺工作者
积极响应，大力支持，两天内就汇总形成了演
出名单。

据悉，今后盛京大剧院还将陆续推出公
益演出。

沈阳公益演出季落帷

阜新蒙古剧、海城喇叭戏、凌源影调戏

地方戏大荟萃到新疆演绎“辽宁精彩”
本报记者 朱忠鹤

6月 27日晚 9点，节目还没开
始，沙湾市的剧场内就聚满了期待
的目光。

《画辽宁》是整个交流活动的
开场节目。欢快的伴奏音乐一响，
红红火火、热气腾腾的“东北味”就
填满整个剧场。新说唱节目《画辽
宁》将鼓曲、二人转等多种辽宁地
方戏曲艺术形式有机融合，既有
唱，又有说，还有舞，这样的艺术形
式在让观众大饱眼福和耳福的同
时，还让他们对辽宁“六地”红色文
化有了初步了解。

首次组团演出就来到新疆塔
城地区，而且整场节目还荟萃了辽
宁所有地方戏曲剧种，这让当地观
众兴奋不已。

阜新蒙古剧《乌银其其格》“井
台会”选段、海城喇叭戏《马前泼
水》、二人转《西厢》、凌源影调戏选
段、拉场戏《送兔》、辽剧《创业》选
段、评剧《小女婿》选段“小河流
水”、铁岭秧歌戏《山乡村晚》……

每当一个节目结束，现场都会响起
热烈掌声。

除了“辽宁元素”，整场演出还
融入了“新疆味道”——塔塔尔族
舞蹈《跳起来、踏起来》、维吾尔族
舞蹈《迎春来》等也受到观众热烈
欢迎。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多辽
宁优秀的地方戏，同时还能看到本
地的精彩节目，很难得。”观众刘全
来说。

新疆塔城地区文体广电和旅
游局文化广电科科长石蕾表示，今
后，塔城与辽宁将继续深入实施文
化援疆工程，促进两地文化全面交
融、深度融合，将更多优秀的文化
产品奉献给各族群众。

省文旅厅艺术发展处负责人
高立军介绍，这次演出是辽宁援疆
中“文化润疆”的一项重要举措，希
望通过系列演出，能够加强两地文
化合作，为两地文化发展作出新贡
献。

让新疆观众感受“辽宁元素”

铁岭秧歌戏《山乡村晚》在塔城一出场就赢得满堂彩。

现场 XIANCHANG

公益演出剧目之一话剧《天算》。

6 月 28 日，沈阳的早晨阴雨连
绵。9 时许，沈阳交响乐团排练厅
内骤然响起豪迈雄浑的旋律，音乐
诉说的图景一一展开：草原、烽烟、
勇士……

这是沈阳交响乐团今年推出
的第六场开放式排练。排练厅中
心场地坐满了演奏员，戴着口罩的
观众安静地坐在靠墙一侧。此刻
的氛围与在剧场看演出一样，只是
演奏员们身着便装，而观众则仿佛
坐在了乐池。

排练的第一个曲目是女作曲
家辛沪光的《嘎达梅林》。“交响诗

《嘎达梅林》是辛沪光于 1956 年在
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时的毕业作
品，以内蒙民歌《嘎达梅林》为素
材，借鉴了西方创作技法，采用传
统的单乐章奏鸣曲式的结构，表
现了英雄嘎达梅林的传奇经历。”
指挥卞思聪讲解道。

卞思聪稳健有力地舞动起手
中的指挥棒，舒展从容、起伏跌宕
的旋律再度响起，描绘出一幅壮烈
的英雄风格的交响音画，洋溢着浓
郁的草原气息。在人们眼前，呈现
出英雄嘎达梅林的高大形象，为了
人民的土地、自由和幸福，他勇敢
地率众起义，同代表残酷统治的封
建势力的王爷和军阀进行着百折
不挠的英勇斗争……

伴着音乐旋律，观众中一位中
年女子轻轻地用右手拍腿打起节
拍，她左侧的女士则和着节拍踮起
右脚跟，她右侧的中年男子则轻轻

地闭上眼睛，只是脸上的双眉时而
紧蹙、时而舒展，人们都沉浸在音
乐的世界里。

但这样的情景不时被打断，由
于某种乐器演奏不到位，卞思聪就
会叫停，讲解后让演奏员重来。曲
目排练到关键之处，卞思聪还会不
失时机地进行讲解，通俗易懂，显
然是顾及观众的接受能力。

“今天排练的交响诗《嘎达梅
林》、交响联奏《百年放歌》、钢琴协奏
曲《春天的故事》等节目都是为‘七
一’演出预热，这些作品震撼人心，给
人向上的力量。”排练间隙休息时，卞
思聪接受记者采访，意犹未尽。

而这时观众也都活跃起来，纷
纷走到演奏员中间求教自己感兴
趣的问题。65 岁的孙吉信是早上
坐地铁、换公交赶来的，他是做会

计工作，平时喜欢拉小提琴，“我拉
琴时常遇到些问题，得知有这个旁
听公开排练的机会，就赶来了。正
好我站在演奏员旁边，就现场求教
了。”这样说着，孙吉信掏出小本，
和最末排的小提琴手潘王虹杰谈
起来。

两位年轻女孩也从观众席小
跑着来到几位正在交流的演奏员
身边“偷艺”。她们是沈阳音乐学
院的大四学生，一名是小提琴专业
的张滨彬，一名是大提琴专业的徐赫
阳，来排练现场她们感到了和课堂不
一样的气氛。“我们是第一次来这里，
第一个感觉就是专业的气场，这和我
们平时在课堂上的训练完全不同，以
后我们要常来。”张滨彬说。

见孙吉信奔向竖琴演奏员，记
者问潘王虹杰有观众旁听是否会

影响训练，这位90后的小伙子笑着
摇摇头说：“有观众挺好的，对我们
也是督促。”

沈阳交响乐团从 2015 年起每
周都会推出开放式排练，将排练现
场变成艺术讲堂，利用排练时间为
市民讲解交响乐，解读作品。“其
实，来看排练，观众会了解舞台上
一台交响乐的呈现，其幕后音乐要
经过怎样的组合、乐队要经过怎样
的排练才能完成，走到交响乐的
排练现场，他们才会更深刻地了解
交响乐。”卞思聪说。

卞思聪用“雪球越滚越大”来
形容面向市民开放排练的效果，

“这样做，我们在培养交响乐观众，
也在培养高雅文化的消费市场，现
在我们的每场演出按疫情防控要求
有限量，但场场入座率都达上限。”

休息过后，排练的乐声再度响
起，在交响联奏《百年放歌》的旋律
中，一首首经典曲目不时唤醒人们
的内心记忆，而精心的编排让旋律
越发打动人心。

此时，弦乐奏响《英雄赞歌》
“烽烟滚滚唱英雄”的旋律，衬以打
击乐《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
赳，气昂昂”的鼓点伴奏，一直静坐
在指挥席不远处的观众张敏夫有
节奏地摆动其头发，这位沈阳工程
学院的数学老师说：“听了这场排
练，就像完成了一篇好的学术论
文，开心！”

12 时 30 分，乐团排练结束，观
众依次走出排练厅。

天空放晴，谈着观看排练的感
受，人们还不时回望着，向陆续走
出的演奏员们鼓掌致谢。

我就站在演奏员旁边
本报记者 赵乃林

观众与演奏员零距离交流。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