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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核心
提示

作为迎接党的二十大的重点影片，《钢铁意
志》即将全国公映。这部承载着辽宁人浓浓家国
情怀的影片，在省内的先期点映中感动了无数观
众。走出放映厅，激昂、兴奋的表情仍然停留在

观众的脸上。“这是父辈创业的故事，是最值得歌颂的辽宁
故事。”一名70后观众如是评价。“这部电影，就是给今天
的年轻人看70年前的年轻人是如何奋斗的。”一名90后
观众这样说。

8月16日，戏剧“梅花奖”获得
者、非遗传承人李静文在线讲解
京剧的历史、艺术特色及发声、练
嗓等表演基本功。这是辽宁省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开展“暑期大课
堂，快乐学非遗”活动的第十七讲。

7月25日至8月19日，辽宁省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邀请 5 名非遗
传承人开展“暑期大课堂，快乐学
非遗”活动。此次课程采取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内容丰富多
彩，囊括面塑、绳结、剪纸、太极
拳、京剧五大项目，让孩子们在寓
教于乐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非遗
艺术的独特魅力，了解和传承优
秀传统文化。此次暑期非遗大课
堂在线上推出，反响热烈，截至目
前，抖音、快手、微博三大平台共
有83.2万人观看了直播。

在当天的大课堂上，李静文
对京剧的历史、传承以及艺术特
色作了深入讲解，并通过京剧《红
灯记》《卖水》《贵妃醉酒》《铁弓
缘》等选段，介绍了京剧的唱腔和
身段技巧。李静文的一招一式，搭
配着丰富的唱腔，让孩子们看得入
神、听得仔细、学得用心，迫不及待

地想当一回戏曲舞台上的“名角”。
8月10日，来自建平的非遗传

承人杨智宏让孩子们大开眼界，
见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民间剪纸
技艺。杨智宏教孩子们剪了象
征多子多福的“石榴花鱼”“瓜瓞

绵绵”和可爱的小老虎，还有满
族 小 朋 友 用 来 过 家 家 的“ 媳 妇
人”，都是以前孩子们从没接触
过的题材。

“先把黄色的面揉成团，然后
轻轻一压，就变成了小老虎的身

子……”8 月 16 日，锦州面塑省级
非遗传承人张彬将面塑流程拆解
成一个个步骤，一边示范，一边讲
解，让一块块寻常的面团在孩子
们的手中，变成小老虎的耳朵、眼
睛、尾巴。在张彬的悉心指导下，

每个小朋友都制作出色彩艳丽、
栩栩如生的小老虎。

“把这根线从这边穿过去，再
绕过来，再重复做一次……”省级
非遗传承人颜伟齐展现了绳结技
艺的魅力，一根长长的彩绳在她
的手中缠绕几下，就变成了精美
的绳结作品，四节课循序渐进，从
最简单的手链到最复杂的金钱结
杯垫，孩子们在一经一纬、一盘一
扣之间体味传统中国结之美。

老六路太极拳传承人姜有奎
的课程目标是带孩子们“武”动暑
假，姜有奎说：“太极拳是中华武
术的瑰宝，有强身健体的功效，现
在孩子们的学习压力大，锻炼的
时间少，我希望教会孩子们一些
简单的太极拳法，让孩子们在紧
张的学业之余可以强健体魄、缓
解压力。”

暑期非遗大课堂充分激发了
孩子们对非遗项目的浓厚兴趣，增
强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一位家长在线上留言说：“这
次的课程孩子非常感兴趣，活动结
束后他还跟我说，要利用暑假时间
将老师教的东西学会、学透。”

暑假学绝活儿 快乐品非遗
本报记者 杨 竞

任何艺术都无法脱离时代背景和社会语境，
更离不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的人们是最鲜活的故事“主角”，他们的故事里所
隐含的戏剧张力带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滋养着
原创戏剧的生命力。近些年，辽宁人民艺术剧院

（辽宁儿童艺术剧院）先后推出原创话剧《祖传秘
方》《开炉》《天算》抗战三部曲并广受好评。9月，
三部作品也将在“大河之澜”辽宁省迎接党的二十
大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辽宁省文化演艺集
团首届优秀舞台艺术作品演出季上演。

本土编剧的天然优势在这些原创戏剧作品中
呈现出带有本土气息的美感与独特的感染力。以抗
战时期沈阳北市场为故事背景，从一家人、一堂人到
一院人，话剧《祖传秘方》《开炉》《天算》中的小人物在
面对民族危亡时刻的抗争所呈现的不屈不挠的抗争
精神成为戏剧舞台上最亮的一束光。对于从小生活
在沈阳的抗战三部曲编剧孙浩来说，他会把熟悉的东
北人的性格、生活习俗特别是说话方式都自然运用
到戏剧创作。在熟悉的地名、接地气的台词中，舞
台艺术与观众更为靠近了。

以本土气息滋养的原创戏剧的生命力更强，
有助成就经典作品，也让作品本身走得更远。在
著名当代儿童剧作家于德义于1989年创作的《大
栓的小尾巴》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东北的村庄、
森林、土炕等这些看得见的本土元素，而且能在独
特的叙事结构、鲜明的舞台形象、幽默风趣的表达
方式，特别是带有东北方言的原汁原味的台词当
中，看到来自本土戏剧的力量。2020年8月，在儿
童剧导演许曼地的改编、导演下，《大栓的小尾巴》
再次呈现在舞台上，这些带有本土气息的戏剧作
品依然可以成为今年中国儿童戏剧节上备受欢迎
的剧目。

从真实的生活中来，演出生活里的各种滋味，
好戏，更需好的演绎。以生活为基础，进行艺术真
实的再创作，强烈与含蓄并济的表现手段，在东北
这片滋养出的以关东演剧学派所展现出来的戏剧
生命力如今依然生动鲜活。导演宋国锋在其《祖
传秘方》《开炉》《天算》抗战三部曲中表达的内容，
使我们被这样的舞台表演所感动。

文艺创作要善于深耕本土。正如濮存昕在彼
得·布鲁克《空的空间》中文版推荐序中的第一句
话“舞台拥有无限的可能，戏剧具有多元的意义”，
不同的水土滋养着各具特色的本土戏剧，但相同
的期待，对一出好戏的期待，终会让戏剧舞台拥有
更多可能，并给予人们更多温暖的力量。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由生态环境部、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辽宁省作家协会承办的“大地
文心”生态文学作家采风辽宁行近日在沈阳启动。

此次采风活动是 2022 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
场系列活动之一，也是2022“大地文心”生态文学
作家系列采风活动的首站，活动旨在进一步发挥
生态文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有生力量，促进全
社会增强生态文明意识，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近年来，生态环境部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生
态文化建设，推进新时代生态文学繁荣发展，形成
了“大地文心”生态文学征文和采风活动品牌；积
极与中国作协等部门合作，连续在六五环境日国
家主场活动高规格举办生态文学论坛等，充分发
挥了生态文化引领风尚、凝聚共识、精神支撑的重
要作用，为美丽中国建设汇聚了强大力量。

刘兆林、徐迅、李元胜等8位来自全国各地的
作家参加了此次采风活动。活动期间，他们将前
往沈阳、阜新、朝阳、盘锦等地，聚焦各地的治污重
点、生态亮点、文化看点，了解各地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实践和成效，感悟社会各界齐心协力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心和行动，记录生物多
样性保护以及“两山”基地创建的进展与故事。

“大地文心”辽宁行活动
在沈启动

在大银幕上重现这段历史，
讲好这个激情的中国故事、辽宁
故事，《钢铁意志》至少让人有四
大期待：

一是强大的主创阵容。导演
宁海强以拍摄战争题材大片著
称，早在几年前拍摄电影《雷锋在
1959》时，雷锋曾经工作过的鞍钢
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拍摄
一部讲述鞍钢创业故事的工业史
诗一直是他的心愿。著名演员刘
烨、韩雪、林永健、张国强、吴军
等，都在影片中饰演重要角色。

二是对历史接近真实的还
原。影片的取景全部在辽宁，像
本溪湖工业遗址群等众多百年钢

铁工业在辽宁留下的钢铁工业遗
址，都成为影片拍摄地。主创团
队还邀请了多位钢铁专家和老鞍
钢人讲述鞍钢人当年的生产生活
场景，从一页设计草纸、一个小零
件到用什么样的搪瓷缸喝水、什
么样的毛巾擦汗，每一个道具、每
一个细节都极其用心。

三是真实历史人物的生动再
现。老英雄孟泰、“走在时间前面
的人”王崇伦等鞍钢老一代劳模
的事迹几乎家喻户晓，文艺作品
中也有呈现，但出现在大银幕上
还是首次。饰演孟泰的演员林永
健做了大量功课，在剧组的每一天，
无论镜头内外，他始终操着一口地

道的唐山话，那是从河北丰润来到
东北的孟泰的家乡话，举手投足间
完全是一个不善言辞、对新中国充
满热爱的老工人的形象，他说：“要
让孟泰长在自己身上。”

四是极富辽宁地域文化特色
的场景呈现。影片以漫天的风雪
开头，车间外寒风凛冽，高炉里铁
水沸腾，都是“最东北”的自然环
境和生产环境。再加上风趣生动
的辽宁话，反复出现的酸菜，炕台
连灶台的家庭布置，都把观众带
入了70年前的辽宁。

所有这些，都值得观众走进
影院，在金秋时节去看这部辽宁
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讲好辽宁故事的四大看点

讲述新中国第一炉铁水诞生背后的感人故事

电影《钢铁意志》即将公映
本报记者 高 爽

电影《钢铁意志》由辽宁省委
宣传部联合辽宁省总工会、鞍钢
集团有限公司、鞍山市委宣传部、
本溪市委宣传部策划并摄制，由
北方联合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博
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夏
电影履行有限责任公司、中华全
国总工会文工团、人民网股份有
限公司、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出品。

鞍钢被誉为“中国钢铁工业
长 子 ”“ 共 和 国 钢 铁 工 业 的 摇
篮”。从 1949 年至 1952 年，鞍钢
的铁、钢、材产量分别占全国的
46%、64%和 47%，擎起了中国钢
铁工业的半壁江山。以大型轧钢
厂、无缝钢管厂和七号高炉组成
的鞍钢“三大工程”胜利竣工，
得到了党中央发来的贺信，其
对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意义可
见一斑。

电影《钢铁意志》讲述的就是
鞍钢上述所有辉煌的起点——新
中国第一炉铁水诞生的过程：辽
沈战役胜利后，东北工业重镇鞍
山获得解放，鞍钢回到人民手
中。经历了纷飞的战火，当时的
鞍钢百孔千疮，工厂几乎成为一
片废墟，生产全面瘫痪，专家断言

“这里只能种高粱，恢复重建至少
需要20年。”然而，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鞍钢广大工人在废墟

上重建鞍钢，以钢铁般的意志迅
速恢复生产，历尽千辛万苦，终于
让铁水喷涌而出……

“这第一炉铁水，就是中国共
产党人、中国工人阶级钢铁意志
的象征。百年间，英勇顽强的中
国共产党人，正是以这样的钢铁
意志，带领全国人民攻坚克难、
化危为机，夺取了一个又一个历
史阶段的伟大胜利，成就共和国
今日的辉煌。”导演宁海强说，影
片至少要传递鞍钢发展中三大
令人热血沸腾的故事：在那个整
个家庭的铁凑在一起都不够打
一把菜刀的年代，鞍钢在帝国主
义国家对中国“卡脖子”的大环
境下艰难突围的创业史；有钢，
还要有好钢，以孟泰、王崇伦为
代表的鞍钢工人通过技术革新
提升钢铁品质的创新史；鞍钢在
为共和国贡献钢铁的同时，把最
好的技术专家和大工匠送往全
国去支援钢铁企业建设的长子
情怀。“宏大的历史叙事，火红年
代的再现，共和国工业长子的深
情，贡献与牺牲的交响，钢水与
汗水的激情碰撞，是影片想要呈
现的新生共和国的钢铁意志，也
是今天奋进民族复兴伟大征程
上的中国需要的钢铁意志，一定
可以在今天的观众心中产生共
鸣。”宁海强说。

再现共和国钢铁长子的创业史

戏剧创作
深耕本土方能行远
谭 硕

李静文手把手教孩子们京剧。

今年下半年，在沈阳又有说
书的醒木拍响。8月11日晚7时，
沈阳市群众艺术馆“群文书场”公
益评书专场准时开讲，每周四推
出一场，这是开讲以来的第4场。

除了“群文书场”的公益评书
专场，市区里的一些相声剧场、文
化场所每月也有评书表演。讲评
书，让这种传统曲艺种类得以活
态传承；听评书，成为百姓喜闻乐
见的娱乐方式。

评书拥趸里也有年轻人

“说书讲古辨是非，于无声处
听惊雷。感谢各位来捧场，《封神
演义》第四回。”说过定场诗，苏毅
拍响醒木……

一人，一桌，一醒木，身着蓝
色长衫的苏毅单凭一张嘴，将传
统评书《封神演义》中哪吒等一个

个传奇人物呈现出来，不时他还
辅以形体表演使人物更加鲜活饱满。

苏毅 35 岁，这次沈阳市群众
艺术馆推出“群文书场”公益性评
书专场演出，他带领其他民间评
书演员将陆续为市民推出《封神
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言二
拍》等传统评书。

61岁的张忠文领着孙子来听
评书，他告诉记者，他打小就喜欢
从收音机听评书，那是童年最大
的乐趣，当时最奢侈的就是和同
学到书店去买评书话本，然后几
个人饿着肚子传阅。那时，袁阔
成、单田芳、刘兰芳等评书名家可
谓家喻户晓，刘兰芳的《岳飞传》
他都能学上几段。“ 现在，电视、网
络取代了评书，但是我的评书情
结没变，周末还常到鲁园市场淘
评书话本，即使书已破旧但翻看
着就开心。”张忠文说。

吕东益今年 33 岁，家住在沈
阳市群众艺术馆附近，但这些年
他一直在上海工作，小时候父亲
带他听过一场田连元播讲的评
书，记忆深刻。这次休假回家得
知这里讲公益评书，他每场不落。

现场观众约有 50 人，中老年
人居多，他们都是评书的拥趸，也
有年轻人。尽管听评书的想法不
尽 一 致 ，但 中 途 没 有 一 个 退 场
的。“讲第二场那天，讲到一半时，
群众艺术馆所在区域停电，外面
下着大雨，场内瞬间一片漆黑，空
调、音响都没电了，我就提高了嗓
门，继续给观众讲，结果在场的观
众还是都没走，摸着黑，听我把书
讲完。”讲起这事，苏毅非常感动。

最好的传承方式是演出

评书为百姓喜闻乐见。优秀

的评书作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说书人一人扮演多
角，一张嘴论古今、谈冷暖，展现
世态万千。

然而，任何艺术门类的生命
长短、生存的质量关键都在于如
何传承，最好的活态传承方式就
是演出，在多演中培养演员才艺、
积淀观众土壤。沈阳市群众艺术
馆推出“群文书场”公益性评书专
场演出，就在于以优秀传统文化
丰富市民百姓的文化生活，增长
其知识，培养其情操，与此同时，
进一步激活这个传统艺术门类的
活力。基于此，沈阳的一些相声
剧场、文化场所也都定期安排评
书专场演出。

“我们在传统评书表演的基
础上,融入适当笑料，贴近时代，寓
教于乐，通过演出传播优秀传统
文化，弘扬正能量。”苏毅说，评书

这门传统艺术的内涵和魅力当下
仍引起了很多年轻人的兴趣，他
们甚至立志以此为业，要弘扬老
祖宗留下的这门艺术，并在作品
内容、表演形式等方面积极创新，
为这门传统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

说书人孙刚去年录制的党史
评书《福安巷三号》讲述中共满洲
省委的红色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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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些 天 ，让 苏 毅 很 得 意 的
是，在沈阳市群众艺术馆举办的
公益集训班上，一批中小学生兴
致勃勃地跟他学起了评书，8 岁
的李松阳和 10 岁的辛政泽还走
上“群文书场”做了学习汇报演
出。在苏毅看来，他们的表演还
有些稚嫩，但他们却是评书艺术
的未来。

沈阳公益评书专场赢得叫好声一片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剪一段时光啊，
守一份清暇，捧一缕书香，把匆匆的脚步停下……”

由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社教节目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

“全民阅读”推广曲征集活动日前公布 25 首入选
歌曲，沈阳籍词作家杨国兴、沈阳音乐学院青年教
师刘小令联手创作，沈阳音乐学院青年歌唱家刘
楠楠演唱的歌曲《一缕书香》榜上有名。

歌曲《一缕书香》，是一首以弘扬中华文化、
倡导读书之风为主题的声乐作品。歌曲表达了人
们求知的渴望，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善
学乐习的传统美德。歌词语言柔美，给人以启迪、
温馨、抚慰之感；音乐温暖入心，给人以平静、和
谐、亲切之感。

歌曲《一缕书香》入选
“全民阅读”推广曲

电影《钢铁意志》剧照。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近日，沈阳市影视
家协会在沈阳举办网络电影研讨会，40余位辽宁
影视人就当前辽宁影视现状、如何突破瓶颈、如何
整合辽宁地域文化资源等问题进行交流。

军旅作家黄恩诚说，网络电影正在吸引很多
专业编剧、导演、演员进入创作，说明它有足够的
新锐活力。谈到辽沈影视人如何整合辽宁地域文
化资源，打开辽沈网络电影新窗口,拍摄出好的网
络电影？资深制片人马野以他出品制作的网络电
影《人间大炮》为例说：“我们要用自己最热爱的影
视来展现自己最热爱的东北，将真正的东北文化
内核展示给更多的人。”

网络电影研讨会在沈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