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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核心
提示

“唱响时代振兴曲，奋
进征程谱新篇”。由省委
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
办，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
乐团）承办的大型交响合
唱音乐会《新时代之歌》，
于9月30日晚在辽宁卫
视和“学习强国”学习平
台、人民网、网易、北斗融
媒、辽宁文化云、沈阳云盛
京等网络平台同步播出。
音乐会通过交响乐演奏、
独唱、重唱、合唱等多种形
式，唱出4300万辽宁儿
女在新时代东北振兴征程
上展现出的更大担当和作
为及奋力开创辽宁振兴发
展新局面的决心和信心。

大幕拉开，号角吹响，旋律昂
扬激荡，阳光下飘扬的红旗，铿锵
行进的脚步，徐徐展开的历史画
卷……音乐会序曲《红旗颂》响
起。管弦乐《红旗颂》是吕其明于
1965年创作的，深情描绘了 1949
年 10 月 1 日开国大典上，天安门
广场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
庄严情景。这部激昂、磅礴、深情
的音乐作品，把现场观众带回到
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庄严时刻。

本次音乐会由“序曲”和四个篇
章的16个作品组成，以多种艺术形
式演绎了一场气势恢宏、旋律优
美、极富艺术感染力的交响史诗。
在《初心·使命》《热血·奋斗》《江山·

人民》《复兴·启航》四个篇章中，既有
经典作品，又有新创作的作品。

《红旗颂》结束后，合唱、独唱、
重唱渐次上演，《在灿烂的阳光
下》《不忘初心》《把一切献给党》
等歌曲，唱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
崇敬、热爱之情。《红色娘子军》《黄
河大合唱》《英雄赞歌》《在希望的
田野上》等各个历史时期旋律优
美、耳熟能详的代表性作品，听
后让人心情澎湃。而《初心永在》

《风骨》《为了幸福的中国》《我爱
你，中国》等曲目，则彰显了中国共
产党人的为民情怀，有力阐释了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我和我的祖国》《千里辽河千里

梦》《新时代之歌》《领航》等歌曲，
唱响辽宁儿女同心同力、勇毅前
行，为新时代辽宁振兴，为实现中
国梦而奋斗的豪迈之情。

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
副院长殷之声告诉记者，音乐会
曲目是精心挑选的，器乐与声乐
将“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
民、讴歌英雄”的主基调有机融
入多首曲目中，深情地歌颂了党
的百年光辉历程，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取得的非凡成就，音乐
会将不同时期的红色经典重新
演绎，展现了一幅神州大地欣欣
向荣、人民生活幸福美好的壮美
图景。

经典作品倾情演绎

承载着辽宁人浓浓家国情怀的影片《钢铁意
志》在先期点映中感动了无数观众，演员们真实的
表演让这部再现鞍钢创业史的工业题材电影充满
温情。扮演老英模孟泰的演员林永健操着一口地
道的唐山话，每个眼神、每个动作都带有生活真实
的气息，诚如他所言“要让孟泰长在自己身上 ”。

“要让孟泰长在自己身上 ”，林永健为此深耕生
活，做了大量功课。仅以他为孟泰设计的人物语言为
例，在剧组期间，无论镜头内外，他始终说唐山话，那
是从河北丰润来到东北的孟泰的家乡话，努力让自己
始终处在人物的情绪里。他说，演员只有进入角色的
世界里，才能演好角色。

这让人不禁想起那个年代在鞍钢诞生的当代
文学名篇，草明的《乘风破浪》、李云德的《沸腾的
群山》、舒群的《这一代人》、于敏的《第一个回合》、
罗丹的《风雨的黎明》等。当年，草明等作家从写
农村转到写城市、写工业，面对陌生的题材，作家
们扛着行李、拿着户口簿到鞍山落户、到鞍钢挂
职，沉浸式体验，真正脚板走到的地方、眼睛看到
的地方、心里想到的地方，他们才去写。正是融入
工人的生产和生活中，成为工人的一分子，他们才
写出了那些工业题材的经典作品。

文艺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而捕捉生活
真实的素材，深耕生活是必修课。我们常说一部
电影、一部小说、一部作品“接地气、入人心”，指的
就是它呈现了生活真实的气息。无论是演员，还
是作家，对于每一个文艺工作者而言，捕捉生活真
实的素材，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只有老老实实地向生活学习，才能在捕捉到生
活真实的基础上使其升华，从生活的真实转化为
艺术的真实，从而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林永
健能够用鲜活的细节还原真实的孟泰，草明等作
家能够用生动的笔触真实记录那个火红的年代，
就在于他们能够在生活的沃土中深耕，从中汲取
创作的营养和灵感，他们的艺术和文学的呈现也
才有高度、有力度、有温度。

深耕生活正在成为我省文艺工作者自觉的创
作遵循。辽宁芭蕾舞团以“铁人”王进喜为原型创
作的舞剧《铁人》，为了艺术化再现石油工人以“爱
国、创业、求实、奉献”为主要内涵的铁人精神，主
创人员多次前往大庆深入生活，到王进喜工作过
的地方体会铁人精神的内涵，刻画出一个有血有肉
的“铁人”。王进喜来自甘肃玉门，鲁迅美术学院李
晨为创作连环画《铁人王进喜》，专门研究了玉门人
的长相；王进喜小时候曾在山上放过牛，李晨又仔细
观察当地山体的基本造型，用写实素描手法创作的
这本连环画人物形象栩栩如生。青年作家赵杨创
作长篇小说《奔跑的碳》，两年里工作在低碳环保公
司，通过行业培训成为一名碳核查员，参加市里组织
的重点控排企业碳排放数据的核查工作，每天上班，
工作成了“主业”，写作反而成了“兼职”，她把参与者
的真情实感融入她的创作思维完成了作品，至今一
些企业还不知道她的作家身份，一如既往地向她咨
询各种“双碳”技术问题。

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来处和归宿。生活真实的
气息，不是简单的生活表现，因为有些生活表现是
假象、是表演。仅靠一次座谈、两天走访、三天采
风，这样的创作者实际仍是生活的看客，游离于生
活之外，他们的呈现就难以打动人心。没有进入
生活的深度，就没有作品创作的高度。

影片《钢铁意志》今起全国公映，孟泰的形象
走上银幕，林永健用生活的气息还原了一个真实
的老英模，期待这部影片成为新时代银幕的又一
个经典。

接地气
才能入人心
赵乃林

工业题材作品在中国电影创
作中是冷门。其原因，一方面是创
作难，另一方面是市场接受程度不
高。而9月30日在全国院线上映的

《钢铁意志》却是一部有看点有泪点
有笑点的工业题材电影。《钢铁意
志》的出现，为工业题材电影创作提
供了新的可能。该片不只是钢铁人
的成长史，更是钢铁工业的成长史。

沉浸感把观众带到70年前

《钢铁意志》由萧森、孙浩、宁海
强编剧，宁海强任总导演，刘烨、韩
雪、林永健、张国强、吴军等饰演重要
角色。刘烨饰演战斗英雄赵铁池，林
永健饰演劳模孟泰，韩雪饰演工程师
孙雪飞，张国强饰演程时勋……影
片中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每
一个情节都真实饱满。

沉浸感是这部电影的一大看
点。整部影片让人们沉浸在真人、
真事、真场景之中……影片中，炉
火四溅、军民同心的炼钢场面真实
可感。全片营造出的紧张氛围很
容易地就把观众带入70年前那个
火红的年代。面对西方人的封锁，
面对炼钢现场的恶劣环境与条件，
程时勋一声“要彻底打垮他们”，
让观众为之动容、为之振奋。

而赵铁池的那句“谁说都没
用，只要有1%的可能性，咱也得使
100%的劲”，更是让人感受到了那

个年代钢铁工人要为国家炼出钢
的急迫心情。片中不论是化身钢
铁战士的赵铁池、程时勋，还是普
通工人，无不演绎出人物身陷困
境时最真实的状态以及破釜沉舟
的决心。

赵铁池是一名军人，离开部
队来到鞍钢，他不懂炼钢，在陌生
的环境里，专家不相信他，他硬是
发动群众在废墟上重建鞍钢，最
终让炽热的铁水从 2 号高炉里喷
涌而出……

泪点在战友和工友间

《钢铁意志》里泪点很多，面

对炼钢，赵铁池、孟泰个个是钢铁
般的硬汉子，但面对战友、面对亲
人他们内心却尽显柔情。影片中
有一个闪回，战友周刚对赵铁池
说：“铁哥，我在战场，面对敌人的
飞机大炮，才知道炼钢的重要，才知
道我们炼钢工人的价值，当初我这
狗脑子说出了工人是干苦力的，你
还骂了我，我来到抗美援朝战场，没
有告诉我妈，你不要告诉她，但我始
终记住她说的那句话，认准一个人，
就要跟着他！等打完仗，我还要回
去继续跟你炼钢！”句句戳中泪点。

影片中，赵铁池得知战友周
刚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时，当
场泪奔，他发誓一定要炼出钢：

“小步是我从辽沈战场上，把他带
到这里来的，为了拯救钢厂他牺
牲了，周刚呢，他是名钢铁工人，
我把他送到了抗美援朝的战场
上，却没能用上自己造的钢铁，挡
住敌人的炮弹。从今天起，我以
生命为熔炉，一定要造出最坚硬
的钢铁来！只要我赵铁池还活
着，这座钢城的炉火，就会永远燃
烧下去。”

每一个小角色都是闪光的

一部电影中，有自带光环的
主角，更有许多闪光的配角，电
影《钢铁意志》中，吴军、赵晓明、
苏丽、李沛恩、杜旭东等优秀演员
为影片增添不少亮点。苏丽在电
影中饰演孟泰的妻子孟大嫂，细
腻而富有层次的表演不仅呈现出
角色特点，而且推动、丰富着剧情
的发展。

“电影中她有很多围绕家庭
的戏，其中，孟泰第一次请工友们
到家里来讨论工作，看着孩子们
隔着门帘子眼巴巴地看着桌上的
菜却不能吃，此时，需要演员去思
考如何演出来一位母亲、一位妻
子的真实感受。”苏丽说，“我觉得
影片中孟大嫂在家里支持孟泰的
工作，照顾家里的孩子，通过这一
角色，更能让电影观众看到、感受
到主角孟泰无私奉献的劳模形

象，这个角色也可以说代表着工
人全体家属，通过她，让大家看到
当时那个年代人们的热情与奉献
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鞍钢的钢铁
工人在工作之余也参与了电影的
拍摄工作。鞍钢集团本钢北营公
司炼铁总厂高炉作业区炉前专业
负责人张乃成参与了第一炉铁水
炼成开炉的那场戏，“和刘烨老师
拍的是第一次打开铁口那个戏，
当铁水流出，大伙抱在一起欢呼
雀跃的时候，我眼泪一下就流下
来了，这么多年做钢铁工人的那
种自豪感油然而生。”张乃成说。

电影中刘烨所饰演的赵铁池
与韩雪所饰演的孙雪飞的感情线
成为贯穿全片的一条副线，贡献
出许多的笑点与泪点。其中一场
赵铁池探望因工受伤住院的孙
雪飞的戏收获着许多观众的笑
声，“果然是钢铁直男”“东北话太
逗了。”二人故事的背后是千千万
万为国家建设奉献着的钢铁人
迎难而上的激情。两人从初次相
见到工作中慢慢了解，再到彼此
之间的默契与不可言说的情愫，
他们关系的进展不仅见证着历史
时代的变化，而且见证着钢铁人
的成长。直到影片最后孙雪飞决
定与赵铁池一起支援三线建设，
两人坐着火车，让这份情感有了
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

真人真事真场景 有笑有泪有豪情

国庆档 《钢铁意志》值得期待
本报记者 杨 竞 谭 硕

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在沈上演

唱响新时代之歌
本报记者 杨 竞

《新时代之歌》交响合唱音乐会现场。 本文图片由本报记者孙海涛摄

独唱《风骨》引来观众阵阵掌声。

歌曲《初心永在》大气磅礴。

《钢铁意志》剧照。

此次音乐会上，《初心永在》《风
骨》和《千里辽河千里梦》3首新作品
好评如潮，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初心永在》由廖健中作词、吕威
作曲，辽宁歌剧院演员祝君演唱，
唱出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不忘初心
跟党走，奋进新时代。《风骨》由玉
珠作词、戚建波作曲，唱出中国共产
党人不屈不挠、顽强奋斗、敢于奉献
的精神。《千里辽河千里梦》由吴善
翎作词、王猛作曲，是大型交响音诗

《倾听辽河》中的一首作品，生动刻
画出辽河儿女勤劳勇敢、坚韧不拔
的优秀品质。

作为《千里辽河千里梦》的领
唱，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演
员韦铮以饱满的热情诠释了这首
作品，她说，这首歌以柔美舒展的
旋律、充满活力的词句，唱出了在
辽宁这片热土上生活、耕耘着的辽
宁人对家乡的热爱。

“那一天你拉着我的手，让我
跟你走……”舞台上，辽宁歌剧院

（辽宁交响乐团）演员傅伟林将
《把一切献给党》这首歌演绎得激
情飞扬，充满自豪感。他说，不同
的时间、不同的场合唱这首歌感
受不同，去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在音乐会上演唱这首

歌时更多的是一种对党的热爱，
这次再唱，更多的是一种激动，那
种走在新征程里的激动。

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
的乐团和合唱团以近200人同台献
艺，无论是歌唱演员，还是乐手，都
以自己最好的状态为听众带来最
好的视听盛宴。

本场音乐会指挥孙博特说，
近200名参演者不光是在演出舞台
上充满激情，就是在平常排练的一
个多月里也激情饱满，全体参演者
始终以坚定的信仰、饱满的激情全
情投入，展现出浓浓的爱国情和强
烈的民族自豪感。

新作品好评如潮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2022 年辽宁省
全民艺术普及系列公益课程展播活动10月1日起
上线，课程内容涵盖声乐、器乐、表演、戏曲曲艺、
书法、美术、摄影、舞蹈等专业，在辽宁省文化馆门
户网站及新媒体平台播出。

此次展播得到全省各市（县）文化（群众艺术）
馆的大力支持，共推荐业务水平精湛的30位群文
业务骨干参加课程录制。从 6 月起，分别在辽宁
省文化馆数字化综合体验馆和抚顺市群众艺术馆
虚拟演播室进行录制，至8月末，课程全部录制完
成。经过一个月紧锣密鼓地精修和编辑制作，将
群众参与性较强、实用性较高的优质群文资源制
作成线上公益课程。今年的课程依据教师学历、
参加工作年限、职称、教学内容与教学效果等情
况，评选出初级课、中级课和高级课三个等级，观
众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要求自由选择观看。

展播活动旨在实现线上全民艺术信息共享，
丰富辽宁省公共数字资源库内容，同时发挥课程
的公益性和普惠性作用，拓展全民艺术普及的广
度与深度，让群众切实受益。课程播出时间从10
月1日开始，至2023年4月1日结束。

我省全民艺术普及公益课
“十一”上线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近日，由辽宁省
博物馆起草的地方标准《博物馆志愿者服务与管
理规范》正式获批立项，这标志着辽博标准化建设
工作在志愿者服务与管理方面取得初步成效。

辽博自2008年免费开放以来，开始招募社会
志愿者，建立了老中青相结合的志愿者团队，并不
断完善招募和管理制度，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倡导践行社会责任意识和公
共服务意识，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这些活动定
位明确、形式新颖、覆盖面广、影响力强，有利于充分发挥
志愿服务的积极作用，促进志愿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

在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辽博将志愿者服
务与管理工作纳入博物馆标准化工作范畴，积极
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志愿服务项目和品牌，推动
志愿者服务与管理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

辽博志愿服务成全省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