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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核心
提示

9月12日，
北京评书（鞍山
评书）国家级代
表性传承人刘

兰芳在线上开讲《康熙买
马》。这是由辽宁省文化
和旅游厅、辽宁省文化演
艺集团主办，辽宁省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承办的喜迎二
十大·奋进新征程——“重
温时代经典”传统戏剧、曲
艺名家线上展演季活动的
第五场。此次展演季，包
括众多名家的经典作品，
从 9月 2日至 21日连续
在线上以“视频+流派和
人物介绍”的方式进行推
送，让观众在重温经典作
品的同时，领略和感受传
统艺术的魅力及艺术家的
心路历程。

近期开播颇受关注的几部“大女主”戏《玫瑰
之战》《欢乐颂 3》都有大 IP 的基础，制作精良、明
星加盟，收视热度不错，但几集过去，收视率与口
碑打分却分道扬镳。一度是影视法宝“大女主”题
材，为什么在明星护驾、热度开道的情况下，却遭
遇观众大量“吐槽”。

经典“故事板”的张力被过度消费。近年，“大
女主”的故事，被影视行业频繁套用在了不同时代
背景的女性身上，其中动人魅力正在被透支。通
过一个或几个女性主角，在遭遇人生变故、职场困
境等人生转折的情况下，开始觉醒、奋斗成长的故
事，是常说的“大女主”戏的故事主线。但是，一部
作品爆红，一窝蜂跟上的节奏让人吃不消。再励
志的女性故事，也需要扎根现实土壤，而不是一抹
就灵的“万金油”。女性进入宫廷穿上古装，就是

《延禧攻略》；写字间一坐，职业装一套，就是《女士
的法则》；买了改编权，就把原版《傲骨贤妻》中美
式居住环境、媒体风格、语言模式、交往方式照搬
照套，变成《玫瑰之战》。爽剧虽然节奏快，但是生
活的复杂，人性的多变，文化的多元，都被扁平化
的“升级打怪”模式取代，初尝可能新鲜解压不累，
看多了难免熟悉套路，审美疲劳。

大女主当代题材，在职业素养和偶像 CP 撒
糖平衡之间，不能顾此失彼。无论是《女士的法
则》还是《玫瑰之战》抑或《欢乐颂3》，其中最让人诟
病的是职业剧主线专业演不透，花式爱情来凑。律政
剧的重点本应是专业的对簿公堂，对案情和法律关系
的分析和拆解，为公平正义而战。反观最近几部律政
剧，虽然能看出编剧尽量贴近时代热点选取案例故
事，但为了营造女主角的善良特质，常常是表现同情
心胜过了专业度，情绪代替理智。《女士的法则》的姐
弟恋，本意是突出中年职场女性的魅力一样可以吸引
年轻异性，结果贯穿下来，由于火候不到，观众并没有
感到女性择偶恋爱的自由，反而是火力集中在了“男
主角为什么看起来像个高中生”“两人很不搭”这些话
题上。

职业女性的形象，在都市生活剧中偏于悬
浮。影视剧对女性故事的解读，还处在表面化的
精明强干的形象中。衣着光鲜颜值能打的才是王
者，职场普通人的故事鲜有表现，其间的奋斗、挣
扎、彷徨也都停留在浅尝辄止的层面上。所有的
纷争矛盾，仿佛都可以通过巧合、贵人相助、慷慨
激昂的一番演说，就迎刃而解。现实中女性的困
境远没有那么简单和易解。

“大女主”这个概念虽然产生于近几年的影视行
业，其实上个世纪90年代，这样类型的剧早就风靡一
时。在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历史进程中，许多农村女性
进城打工，经济独立并且接受教育，寻找自己的一片
天空，“女性依靠奋斗改变命运”也曾经是当年大热的
影视题材。《女人不是月亮》《外来妹》《趟过男人河的
女人》都是这一题材的典型成功剧集，当时女性奋斗
的故事，沾泥带土非常质朴，语言对白也生活化，甚至
有点土，正是这种接近生活的“土”味，让剧情和人
物更加可信，有了生命力。

公平地说，前面提到的这几部剧其实从剧本到
表演，从制作到阵容，水平尚可。但女性奋斗的故事
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鲜明的特色，而不仅仅是都市
里浮华的辗转腾挪，宫廷里的争宠心机。女性奋斗
的故事，本该是五味杂陈的陈酿好酒，而不仅仅是包
装华丽、口味初尝鲜香细品却营养单一的下饭菜。

悬浮的女性故事剧
没有生命力
王海宁

“这几部电影怎么样？”“有几
点的场？”9月11日中午时分，保利
国际影城（沈阳K11）大厅内，80岁
的退休医生张锦和她的老伴儿一
边看着显示电影场次的屏幕，一
边向电影院售票人员询问着目前
上映的几部电影。不远处，观众
有的在电子取票机前输入取票验
证码，有的驻足在休息区的电子
屏幕前，看着电影预告片。三三
两两的年轻人在检票口处排着
队，期待着一部电影的检票。查
看实名预约登记、扫码、测温、检
票，电影院工作人员也各自在忙

碌着。
和张锦一样，很多观众参与

到今年的中秋观影当中。据灯塔
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9
月 12日 21时，今年中秋档总票房
突破 3.7亿元。电影，已经和我们
的假期生活密不可分，不仅增添
了喜庆的节日氛围，而且丰富了
我们的文化生活。

“正好有几部不错的电影在
上映，今天特地过来看一下。”张
锦对记者说,她和老伴儿平时也比
较喜欢来电影院看电影，在她看
来，看电影是一种生活。“全身心

地浸润在影院中，这种感受挺好
的。我自己也特别喜欢有电影的
假期生活。”张锦说。

据 灯 塔 专 业 版 数 据 显 示 ，
2022 年中秋档辽宁全省票房达
842.17万元。沈阳百丽宫影城（市
府恒隆广场）店经理李阳介绍，影
院方面积极做好防疫相关工作，
假期 3天时间共计上映了 90场电
影。这个中秋档电影可选的类型
比较多，众多优秀的影片吸引了
很多观众前来观看。

中影北方院线市场总监杨菲
介绍，今年中秋档上映影片多达

12 部，数量上比去年增加了 5 部，
既有现实题材情感影片《世间有
她》《妈妈！》，又有第十二届北影
节开幕片《海的尽头是草原》，还
有温暖欢乐的喜剧片《哥，你好》
等，涵盖剧情片、喜剧片、纪录片
等多种类型，涉及家庭、爱情等多
种题材，可谓精彩纷呈。

41岁的王先生和女儿特别选
择了一部喜剧片。在他看来，过
节看电影，感觉挺不错，可以在电
影中感受到假期的欢乐氛围，这
也是他与女儿的沟通交流方式之
一。“因为这里不仅是一个空间，而

且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载体，
不仅让孩子感受到电影中的欢笑，
也在观影的过程中留下美好的记
忆。”王先生说。

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见我
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更可以回望
过去的历史发展。在电影《我和
我的家乡》中，我们看到了辽宁这
片土地上人们的奋斗与热情。在
即将上映的影片《钢铁意志》里，
我们期待看到新中国第一炉铁水
背后的故事和那些值得铭记的时
刻。看电影，不仅仅是一种审美
体验，更是一种催人奋进的动力。

过节看电影，感觉挺不错
本报记者 谭 硕

北风呼号，漫天飞雪。9月13日
19时30分，宽阔的舞台中央屏幕准
时点亮，瞬时，东北的数九寒冬及
古老的燕赵大地被带到了现场。与
此同时，几十年前石油工人们顶风
冒雪、日夜奋战的场景也伴着激
昂的音乐渐次展现在观众面前。

当晚，由我省文化演艺集团
创排的大型芭蕾舞剧《铁人》正式
在河北省衡水市的保利大剧院上
演。这部作品既是已经开始的第十
三届中国艺术节参演作品，又是中
国舞台艺术政府最高奖——第十
七届文华奖的参评剧目。

从 2019 年创排，到 2021 年首
演，再到此次角逐文华奖的演出，

《铁人》剧组的 140 余名演职人员
已经为此足足准备了3年。

让我们将时钟回拨到距离这
次正式演出前的第74个小时。

这天是中秋佳节 17 时多，圆
月还未攀上云端，所有演职人员
就已经匆匆告别家人，登上奔向
衡水的列车，奔赴他们心中最神
圣的舞台了。

驶离沈阳，K128列车在崇山峻
岭间呼啸而过。车窗外，天色渐暗，
明月渐起，一片银霜铺满了大地。
车厢内，暖意荡漾，年轻的演员们互
送月饼，共度中秋月圆夜。

2000年出生的辽宁芭蕾舞团
年轻演员李偲旖在《铁人》里担任
女主演，这是她第一次在火车上
过中秋。虽然不能与家人共度佳
节稍有遗憾，但能让辽宁的芭蕾
舞剧在异乡舞台大放光彩，她说：

“一切都值了。”
9月11日凌晨5点多，东方放白，

夜色渐褪。在火车上度过了12个小

时后，距离正式演出前的第62个小
时，来自辽宁浩浩荡荡的演出队伍在
衡水火车站有序出站了。

望着满身疲惫、鱼贯而出的
同伴，《铁人》男主角、舞剧中“铁”
的扮演者张海东既感陌生，又觉
熟悉。

陌生，是因为这是他第一次
赴衡水演出；熟悉，则是因为这种
夜以继日、甘于奉献的工作作风，
恰恰是他在演出《铁人》的过程
中，最大的精神收获与心得体会。

《铁人》是世界芭蕾舞 500 多
年历史上第一部根据真人真事编
创、反映工人劳动生产和生活的
芭蕾舞剧。这部剧放弃了原有

“铁人”王进喜“高大上”的形象范
式，而是通过剧情设置，重点刻画

了一位有血有肉、铁骨铮铮、甘于
奉献的劳模形象。辽宁芭蕾舞团
与辽宁歌舞团的联袂演出，芭蕾
舞 、民 族 舞 、现 代 舞 的 跨 界 融
合 ……这些既丰富了演出内容，
又增加了演出难度。

1000 多个日日夜夜的排演，
《铁人》锤炼了包括张海东在内的
所有年轻舞蹈演员的品性。与其
说是演员们在演《铁人》，不如说

“铁人”重塑了演员们的精气神，
增强了他们对艺术的敬畏之心、
对专业的赤诚之心。

“三伏天”的排练场里，热浪
滚滚，张海东和伙伴们特意准备
了很多件练功服，湿了一件，脱
掉，换新的。“到了最后，我们的每
一件练功服都能‘哗哗’地拧出水

来。”张海东说。
9月13日凌晨5点多，在距离

正式演出前的第 12 个小时，衡水
市的保利大剧院内，年轻的演员
们已经在这里连续排演了十几个
小时，熬了整整一个通宵。空旷
的剧院内没有观众，只有舞台上
的导演、总监和一丝不苟排演的
年轻演员，以及幕后保障演出的
舞美、灯光等工作人员。

省文化演艺集团副主任、辽宁
芭蕾舞团团长、《铁人》艺术总监曲
滋娇跳了一辈子芭蕾舞。这位资深
的芭蕾舞者和年轻演员们一同度过
了这个不眠之夜。辅导开始了，面
对这些年轻的孩子们，熬红了眼睛
的曲滋娇还未开口，先掉下眼泪。
她心疼这些孩子们。

曲滋娇说，“有专家点评《铁
人》，说这是一曲荡气回肠动人心魄
的英雄赞歌，一幅催人泪下、激人奋
进的壮美画卷，一段新中国自强不
息、奋发有为的光辉历程，一部新时
代培根铸魂、守正创新的耀眼之
作。这既是赞誉，也是激励，更是
我们前行的动力。”

9 月 13 日 21 时，大剧院内一
双双饱含深情的眼睛闪着泪光，
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的芭蕾舞剧

《铁人》正渐入尾声。当气势磅
礴、恢宏大气的音乐声响彻整个
剧场，当“铁人”王进喜和身着橘
红色工作服的石油工人列队站在
采油设备上，当舞台背景浮现出
王进喜高大的形象并最终定格在
舞台上，现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坐火车夕发朝至 练通宵马不停蹄

《铁人》连轴转74小时
本报记者 朱忠鹤

现场 XIANCHANG

田连元

刘兰芳、田连元、冯玉萍等艺术家线上云集

辽宁戏曲名家尽展传统艺术风采
本报记者 杨 竞

名家云集尽展辽宁风采

此次重温时代经典线上展
演季，会聚了多位名家，涵盖了评
书、评剧、京剧、相声等多种艺术
门类。评书名家刘兰芳、田连元，
评剧名家冯玉萍、周丹、李冬梅，
相声名家杨振华，京剧名家周仲
博、常东等云集献艺，尽展辽宁艺
术风采。

在刘兰芳评书展演中，观众
在欣赏评书的同时，对鞍山评书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有“评书故

乡”之称的鞍山，曾经拥有评书最
辉煌的年代。鞍山评书以鞍山钢
铁厂为集中发源地，随着大批固定
听众群体的形成，众多评书艺人纷
纷扎根鞍山，并从此开枝散叶。

线上展演使观众能从中追溯
角 儿 的 巅 峰 表 演 ，了 解 戏 曲 本
源。在我国评剧旦行六大流派
中，沈阳评剧占据三席。由韩少
云创立的韩派、花淑兰创立的花
派、筱俊亭创立的筱派风格各异、
各领风骚，并称为“韩、花、筱”三
大流派。此次展演季，三大流派
轮流上场。

在经典中领略传统艺术

我省是戏曲大省，传统戏剧、

曲艺两大门类，名家辈出，薪火相
传，产生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经
典作品。

本次线上展演季，带来了多
部经典作品，吸引了不少年轻观
众。观众韩玉是90后，她说，之前
对花派评剧不是很了解，通过此
次展演中对“流派部分”的介绍，
了解了花派评剧唱腔以旋律高亢
著称，花腔在高音区行绕，既刚劲
有力又华丽跳荡，代表剧目有《茶
瓶计》《谢瑶环》《白毛女》等。

9 月 5 日，评剧（韩派）国家级
代表性传承人周丹演唱了评剧

《小女婿》。周丹的表演细腻传
神，扮相俊美，嗓音清脆甜亮，气
质优雅大方，在继承评剧（韩派）
圆润、醇厚的唱腔及朴实、细腻的

艺术风格基础上，不断突破、勇于
探索，尝试塑造各类角色，具有很
强的爆发力和即兴表演能力。

评剧（筱派）省级代表性传承
人李冬梅演唱了评剧《杨八姐游
春》，让观众眼前一亮。李冬梅
继承了筱派艺术的精髓，于唱腔
中深掘人物个性，在表演中诠释
老旦风采，唱腔豪放、泼辣、开朗
而又不失含蓄、柔美、细腻，别有
风味。

京剧（唐派）诞生于沈阳，创
始人唐韵笙与周信芳（麒派）、马
连良（马派）并称梨园界“南麒北
马关外唐”。周仲博是京剧（唐
派）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已有
九旬高龄，现已告别京剧舞台。
此次展演由唐派再传弟子常东

演唱《二子乘舟》。京剧（唐派）
的表演风格兼具刚烈与悲壮之
美，唱念做打呈现出凝重浑厚、
开阔大气的艺术气质。在唱功方
面，独创“大滑音”唱法，比传统滑
音速度慢、滑度大、力度强，明亮而
富有激情。常东在演唱《二子乘
舟》时，将京剧（唐派）风格演绎得淋
漓尽致。

之前戏迷老邱一直关注辽宁
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文馨苑的
各种线下非遗演出。他说：此次
线上展演满足了线上看演出的好
奇心，带来了新体验。在线上看
完了第一场展演，一看就喜欢上
了，意犹未尽。听说接下来还有
田连元、单田芳、杨振华、王印权
等名家经典展演，太高兴了！

周丹

我省原创芭蕾舞剧《铁人》将角逐“文华奖”。（受访者供图）

刘兰芳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9 月 10 日，辽宁
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发布信息，由该院申报的“辽宁
戏曲动漫进校园文化体验大课堂”入选文化和旅
游部第六届志愿服务大赛专项推报，这是我省唯
一的入选项目。

在文化和旅游部日前组织开展的第六届志愿
服务大赛专项推报中，经严格审核，来自全国各地
的 30 个志愿服务申报项目入选，其中包括“辽宁
戏曲动漫进校园文化体验大课堂”项目。

“辽宁戏曲动漫进校园文化体验大课堂”，是
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根据文化和旅游部批示精
神以及相关文件的具体要求，在全省中小学范围内
组织开展的一项戏曲文化推广活动。活动以戏曲
艺术为依托，将传统经典的动画片融入中小学课堂，
探索了校园传播戏曲文化的有效途径和方式。

2017年以来，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制作了
40余部动漫专题片，在全省90余所中小学中组织开
展了300余场戏曲动漫进校园文化体验大课堂活
动。活动得到各学校师生的积极响应并广受欢迎，
学生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传统戏曲艺术的熏陶。

“戏曲动漫进校园”
入选文旅部专项推报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为传承红色基
因，厚植家国情怀，普及科学知识，提升全省青少
年阅读素养和能力，辽宁省图书馆、辽宁省图书
馆学会自9月至11月举办“童沐书香，辽阔成长”
辽宁省第六届少年儿童阅读推广季系列活动。

活动内容包括：“童阅自然·格物生活”少儿
科普阅读主题展，是一堂自然科学、科普阅读与
生活相结合的科普知识课，为小读者童年埋下探
究科学的种子；“童阅自然·格物生活”科普实验
阅读活动，让科普实验走进家庭，以此激发小读
者探究科学的热情；“开心阅读·快乐写作”少儿
阅读创作方法公益讲座，邀请相关语文老师分
享写作经验，教小读者学会阅读，进而书写自己
的阅读感受，开启自由表达与文学创作的旅程；
全省少儿读后感作品征集活动，推荐《困境中学
会长大》等 15 本少儿读物，让小读者通过阅读经
典故事，书写自己的读书感悟；“稚阅汇”少儿文
学书目推荐赏析活动，精心挑选了优秀的少儿文
学书目，用高雅纯正的少儿文学提升小读者阅读
水平。

我省第六届少儿阅读
推广季系列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