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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核心
提示

77岁的韩玉成收集整理和研究东北抗战题材歌谣歌曲50多年。日
前，沈阳出版社将他收集的2000余首歌谣歌曲集结成《东北抗战歌谣歌曲
集》出版，该书获国家出版基金“回望建党百年”专项资助。7月3日，记者专
访韩玉成。他在讲述中，不时唱起铿锵有力的抗战歌曲，那些壮怀激烈的词

章音符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7 月 1 日，党史短
评书《福安巷三号》第二季全新上线。

《福安巷三号》第一季于2021年底推出，这个
秉承“小切口、大呈现”理念，通过评书艺术形式讲
述发生在辽沈大地的红色故事，引发听众共鸣，并
成为东北地区唯一一个入选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
视创新创优节目的作品。

此次，《福安巷三号》第二季作品引入党史专
家对评书中所涉及的故事进行权威的点评，让听
众首先了解评书中所涉及事件的真实历史背景和
历史价值，之后再去收听评书演绎。在选题上，本
季作品深挖发生在辽沈这片土地上的红色故事，
比如第一集《满怀深情育冰花》，讲述了东北大学
附中几位学生创办了东北地区一个进步刊物《冰
花》的过程，评书播讲人孙刚以其极富感染力的语
言，将《冰花》期刊名的来历与创办者讨论的激情
瞬间生动呈现在听众面前。

此外，本季制作与播讲方面较第一季又有很大
的提升。比如，第二集《静远学馆里的工人夜校》，
从沈阳市大东区的“静远学馆”旧址说起，讲述发
生在这两间平房里的红色故事，直接将切口放到
沈阳人熟悉的地标，穿越时空的讲述引人入胜。

《福安巷三号》第二季上线7 月 1 日至 10 日，省委宣传
部、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辽宁
省庆七一 · 迎接党的二十大优秀
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在辽宁大剧
院举行。此次展演，多部优秀舞台
艺术作品亮相，涵盖话剧、歌舞、杂
技等。其中，话剧《把一切献给
党》、大型杂技主题晚会《旗帜》和
音乐舞蹈情景诗《摇篮》三部主旋
律舞台剧，热情讴歌了共产党人崇
高的理想信念和无私奉献精神。

线上线下演出近40场，
吸引观众50余万

伴随着大幕拉开，清脆的钟声
从远处飘来，妻子陆平推着坐在轮
椅上的吴运铎走上舞台，全场报以
热烈的掌声，这是大连话剧团上演
的话剧《把一切献给党》的开篇。

剧中，以主人公吴运铎与我
国军工事业奠基、发展、壮大相关
联的重要“节点”为素材，塑造了
吴运铎、陆平、罗克绳、吴师孟、秦

永祥、吴屏周等一代军工人群像，
讴歌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
无私奉献精神。

舞台上时不时就出现《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形
象，这是导演独具匠心的一笔。通
过两个“保尔”的形象对照，让观众
产生情感共鸣，实现共同理想下
生命的交响和精神的共振。

在演出现场，陆平的扮演者、大
连话剧团团长于伟告诉记者，话剧

《把一切献给党》自去年首演至今，线
上线下演出近40场，吸引观众50余
万，点赞评论20余万。线上观众边
欣赏边点赞，一直进行“云叫好”，在
网络上掀起了一阵“红色戏剧”热潮。

以杂技独有的难度
演绎飞夺泸定桥

用历史故事、人物群像来诠释
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是大
型杂技主题晚会《旗帜》所要表达的。

《旗帜》由《呐喊》《曙光》《战

争组歌》《丰碑》《我们的新时代》
《旗帜》等12个精彩的段落和场景
组成，其中许多段落的杂技演绎
独具匠心，其艺术创新令人印象深
刻。比如，在《曙光》一段，那艘满载
重托与希望的小船自天幕缓缓驶
来，十几个青年正在舞台上运筹着

一个红色的理想，这理想被外化成
了无数把红伞，杂技演员蹬起了红
伞，将红色的信念搭建、升腾……

《战争组歌》一段则是由长征、抗日
和解放3个小篇章构成，其中长征
篇通过前纱幕和天幕投影配合营
造出立体的大渡河场景，巨浪汹

涌奔腾间，舞台后方上空的铁索
桥上，18 位勇士高举红旗前赴后
继，他们在桥上翻腾、在桥下倒挂
行走，以杂技独有的难度演绎了飞
夺泸定桥的英雄壮举，博得现场观
众的连连喝彩和掌声……

大连杂技团团长杨剑胜在谈
到创作宗旨时说，《旗帜》旨在以
杂技语汇述说百年来那些刻骨铭
心、具有时代特点的历史瞬间，让
观众在欣赏全新的惊险奇美的舞
台艺术晚会的同时，重温中国共
产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

而大连歌舞团创排的《摇篮》
则采用乐章式结构，以《苦难岁月》
为序，用《远航》做尾声，运用诗、
歌、舞等多种表现方式，采用现代
声光电、视频、多媒体等多种艺术
手段，以及多时空交织的艺术手
法，表达人民对党的无限热爱。

大连歌舞团团长雷恒大表示，大
连歌舞团的艺术创作始终紧扣时代
脉搏，努力挖掘本土题材进行创作，
反映地域文化，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三部舞台剧重温伟大建党精神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即使从来不蹲直播间抢便宜货的网友，最近
也会在各种屏幕上看到新东方老师董宇辉直播带
货、金句连连的小视频。原来充斥直播间“买它，买
它”“家人们，我们今天赔钱也要卖”的煽动话术，消
失在董宇辉密集知识点的人文气息中。不少消费
者表示“下单是因为知识付费，东西算是白送的”。

董宇辉与那些动辄要求厂家出“坑位费”打低价
战的人气主播相比，差距很大。董宇辉为啥火？能火
多久？已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成了电商时代文化新
热点。

低价不再是电商直播的唯一支点，消费文化
也需要有文化。董宇辉直播中一直在强调农产品

“不能太低价”，因为谷贱伤农。而通常头部主播最
初吸引消费者的卖点就是“全网最低价”，这种简单
的占便宜思维，一度是吸粉的利器。头部主播和厂
家之间也会为此博弈。既然明知董宇辉并非价格
最优，消费者依然捧场，不少人就是冲着董宇辉才思
敏捷、博古通今的推荐来的。消费如果只有单纯买
卖，就是生意，文化却让购买者获得了独特标记。这
也是为什么奢侈品会花巨额营销费用讲故事，介绍
品牌历史。很多人都看过董宇辉卖玉米，他大量地
杂糅进玉米的历史文化背景介绍。一个玉米，可以
文化外延扩展到上下五千年、海底两万里，达到了让
消费者“见山不是山”的效果。电影《穿普拉达的女
魔头》中，本来被看作冷漠势利的女魔头，对着助理
穿着的“天蓝”毛衣，讲起了天蓝颜色怎样风靡世界
的，立刻让人对她刮目相看。她虽然依旧拜金，但却
对时尚文化如数家珍。一件天蓝色麻花针织毛衣，你
看就是毛衣，她看到的却是时尚色彩流行的历史。即
使她依旧不招人喜欢，却赢得了尊重。文化成了区
别买得起和有品位之间的水印，董宇辉的丰富文
化积淀恰恰为消费者下单做了极好的备注。

董宇辉“跑题”的成功，切合了人们相信“教
育永恒的意义”的信念。 最初很多人都不看好
新东方老师在直播间带货，说董宇辉不介绍产
品，净说些“没用的”。但很快，网友发现正是这些

“没用的”，让人们感到了触类旁通的学习乐趣，这
些“没用的”恰恰是区别于其他带货主播的标识，
也是人们留下来的理由。各种冷门知识，主播的
全能才艺，给人们带来的佩服与惊喜，超过了买便
宜货的满足。这就像当年北大毕业的陆步轩和陈
生卖猪肉，最初也被人嘲笑，可正是凭借教育积累
的认知能力和知识储备，让两人区别于普通肉贩，
直到做成生猪销售的巨头。董宇辉从讲坛到直播
间的跨界爆火，恰恰证明了教育的意义——教育
即使不能让你永远领先，但却给了你持续的动
力。教育不见得让你干啥都行，却给了你能干更
多事的基本素质。

情怀不能让人一直买单，但永远动人。董宇
辉成功出圈儿，他的许多故事也开始流传，我们发
现在演播室里大方谈自己农村家庭，“妈妈牌”土
豆的董老师，并不是“悬浮”的知识带货主播。他
有着艰苦的童年，至今了解热爱土地。董宇辉谈
起许多农产品不仅自然熟稔，而且还有一种珍惜
的感情。这与只见过包装上成分表的主播推荐农
产品相比，二者动机强度和知识储备完全不可同
日而语。他讲过自己因为想帮助乡亲直播卖藜
麦，却一袋都没卖出去。那些健康减肥博主推崇
的时髦藜麦，在董宇辉眼里，是一个个真实的老农
民头顶烈日，起早贪黑种出来的财富。而有意思
的是，同一个董宇辉也能在演播室里卖书时随口
吟出顾城的诗“人，生如蚁而美如神。”这样一个脚
下踩着泥土，眼睛里寻找星星的人，不要说在直播
间，在哪都是值得珍惜的少数，消费者下单消费也
就不足为奇。

互联网时代“花无百日红”。但是董宇辉却让
我们看到消费场景下，有文化加持时，主播卖货会
更有尊严，教育的意义远远超出功利的目的，而人
们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依旧闪亮。

“消费文化”
确实得有文化
王海宁

收集整理长达50年的《东北抗战歌谣歌曲集》出版

2000首歌曲唱“活”东北抗战故事
本报记者 赵乃林

现场 XIANCHANG

留住白山黑水间的
抗战歌声

“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
们，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杀
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起来！起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
斗！战斗！战斗！战斗！”这首由孙
铭武创作的《血盟救国军军歌》是我
国最早的义勇军军歌之一，“这首歌
是1975年我从在沈阳的郭景珊老人
家处收集到的，当年老人曾参加辽
宁民众自卫军。”韩玉成回忆说。

在收集东北抗战题材歌谣歌
曲的 50 多年间，韩玉成先后采访
了5省9市150余位幸存的老义勇
军、老抗联将士，收集有80多盘采
访录像带和影像资料及通信地
址，挖掘整理抗战歌谣、歌曲2000
余首。其中，能查到的作者 60 余
位，包括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
李兆麟、周保中等诸多抗联将领创

作的抗战歌谣歌曲。
这样做，源于韩玉成心中的

一个情结。长白山是他的故乡，
当年那里是东北抗联的主战场之
一。孩提时，家乡父老津津乐道
的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抗联故事
和饱蘸血泪的抗战歌谣，久久拨
动着他的心弦。“1969 年，我从事
群众文化和新闻报道工作之后，
就开始注意收集整理散落在民间
的抗战歌谣歌曲。”韩玉成说。

追忆往事，最让韩玉成难忘的
是那些老人激动的神情，“他们中，
不论是功勋卓著身居要职的高级
干部，还是卸甲归田安度晚年的
老战士，一聊起当年伴随他们冲锋
陷阵脚步的歌谣歌曲，顿时侃侃而
谈，还能哼唱，有的连何时何地何
人创作也记得清清楚楚。”

“有的由于多年卧于病榻，神
志恍惚，若鲠骨于喉言不及要，有
的再访时却已谢世作古。”这样的
情况经常遇到，韩玉成意识到收
集整理抗战歌谣歌曲，无异于抢

救、攻坚，是与时间与记忆赛跑的
一种特殊形式的“争夺战”。

在韩玉成所收集的抗战歌谣
歌曲中，有近500首是在辽宁收集
的，如九一八事变后早期的抗日
义勇军、冯庸大学的学生义勇军
的歌谣歌曲等。

抗战歌谣歌曲是东北抗
联史料的“活化石”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路征程
一路歌。“东北抗联对文艺工作非
常重视，开展的最广泛而又深入的
是歌咏活动。这些革命歌谣歌曲是
一种很好的宣传材料。”韩玉成说。

《东北抗战歌谣歌曲集》收入
了抗联老战士彭施鲁、王一知写于
1986年的《东北抗日联军文艺工作
概况》，文章讲到这些抗战歌曲绝
大部分利用东北民间小调为曲谱，
歌词则力求通俗易懂，所以官兵都
喜欢听、愿意学，而且很快就学会。

抗联歌曲较多的是表达对日

本侵略者仇恨的，同时很多是用
以激励战士和人民群众奋起杀敌
的。由于抗联战士是以农民为主
体，因此反映东北农民苦难生活
的歌曲就特别受欢迎。

就抗联歌曲的音乐风格，记
者请教了我省著名作曲家李延
忠，他在翻阅歌曲集后分析说，这
些歌曲的旋律多为重复或变化重
复，节奏一般比较规整、简洁，没
有细致的描述，没有婉转的唱腔，
却蕴含着抗联战士无坚不摧的坚

定信念，荡气回肠。
在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馆长

张鹏一看来，为抗联文化传承厚
植精神沃土的东北抗战歌谣歌曲
堪称东北抗联史料的“活化石”。

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洪
军认为，歌谣是透视民族心灵的窗
口，是历史进程真实、直接、可信的记
录。东北抗战歌谣歌曲诞生于民族
危亡的紧要关头，传唱于白山黑水
之间，以独特载体为支点充分反映
了东北14年抗战的艰苦历程。

弘扬红色文化 精品文艺展演特别报道

杂技主题晚会《旗帜》演出现场。

7 月 4 日，星期一。三位江苏
游客匆匆来到沈阳故宫，看到紧
闭的宫门，失望之情溢于言表，他
们要赶下午的航班离开沈阳，看来
此行的沈阳故宫游就要落空。然
而值班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可以
到东宫门，在那里能够免费欣赏
沈阳故宫的标志性景观——大政
殿建筑群。听罢，他们不由得庆
幸：还好，总算没错过故宫！

“今天沈阳故宫东大门怎么
开了？”一位走过沈阳故宫的市民
非常惊讶，脚步迟疑着走进沈阳故
宫东大门向里面张望。听到旁边一
对凑巧遇上周一博物馆休息日的哈
尔滨夫妇在互相埋怨，这位市民好
心地劝慰：“大政殿是沈阳故宫最具
代表性的建筑了，如果这门不开，那
就真的彻底错过了。”

博物馆每周闭馆一天的做法，
最早实行于欧美。自1985年后，全

国博物馆逐渐形成每周一闭馆的
“惯例”，原因主要是由于在周末参
观人流最大，紧跟着的周一参观者
会少许多。而经历过周末大人流后
的博物馆，也需要一定“休整”。

为游客提供精细化服务是沈
阳故宫为自身提出的服务目标，
在研究游客的参观感受、梳理服
务细节过程中，他们注意到慕名
来沈阳故宫博物院参观的游客来

自全国各地，有的行程安排到沈
阳时正好赶上周一，怎么才能弥
补这部分游客的参观遗憾？

经过审慎研究，他们决定周
一闭馆时把沈阳故宫博物院东大
门打开，将沈阳市的地标建筑群
免费展示给观众。方便游客拍照
留念，或是驻足观赏。

沈阳故宫博物院副馆长苏阳
介绍，这只是沈阳故宫博物院近
日推出的惠民政策中的一项。他
们还向沈阳市民推出半价游服
务，从 7 月 1 日开始至年底，连续
半年每天有1000名沈阳居民可以
半价游览沈阳故宫。

为了让更多的未成年人迈入
故宫，7月2日上午，他们组织了20
组家庭（1位家长带1名儿童）走进
沈阳故宫参加“宫中寻宝”主题研学
活 动 ，寻 瑞 兽 、做 游 戏 、看 动
画——这样针对少年儿童的亲子

研学活动半个月就举办了两次，受
到孩子和家长们的热烈欢迎。

此外，为了进一步提高游客
的参观体验，他们还在一些服务细
节上做足了功课，沈阳故宫博物院
副馆长张倩介绍，今年沈阳故宫在
参观区新增了800株月季花，按参
观路线分别在中路、西路和出口处
设置三处免费饮水点，为无障碍通
道的护栏包上了海绵护角，为石阶
粘上防滑条，在阴凉处、花园里增
加100把仿古休息椅等。

沈阳故宫大政殿建筑群建于
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清太祖努
尔哈赤迁都沈阳之后，是清早期举
行重大礼仪活动和八旗首领处理日
常政务的地方，也是沈阳故宫最早
期建筑之一。

不能走近大政殿，难免遗憾，三
名江苏朋友远远地仔细打量大政
殿，拍照打卡后说：我们还会再来。

还好，总算没错过故宫
本报记者 郭 平 文并摄

沈阳故宫逢周一闭馆时游客可以在东大门远观大政殿。

《东北抗战歌谣歌曲集》里收集到的抗战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