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郭平报道 10 月 1 日，
“雕光镂影——大连博物馆藏皮影艺术展”
在大连博物馆四楼D展厅开展，通过馆藏皮
影精品，再现中国古代艺人通过“光”和“影”
的原理创造的富有魅力的戏剧艺术。

此次展览以大连博物馆的特色藏品皮
影原件为主体，共计展出代表我国各地皮
影雕刻艺术特色的精品文物327件/组，其
中以辽南和陕西皮影为大宗，展览以“雕光
镂影”为题，以“缘起”“面相”“惊艳”“祈
愿”为内容逻辑主线。整个展览以呈现我
国皮影戏的发生演进为展览主线，以鼎盛
时期皮影戏各派别的造型形态为副线，同
时以皮影戏与民俗的融合作为整个展览的
收尾，从而展示皮影戏背后的历史文化。

大连博物馆
推出皮影艺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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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工业题材影片，我省创作生产的国庆档重点影片《钢铁意志》在9月
30日上映后获得广泛关注，收获了广大观众和业内人士的众多好评。不少
鞍钢人更是成群结队走进影院，重温父辈当年的热血燃情，汲取奋进力量。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近日，由省
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与沈阳音乐学院联合
创作的歌曲《致敬祖国》MV正式发布。

《致敬祖国》旋律舒展流畅，歌词质朴
细腻，唱出了中华儿女对祖国的由衷赞美
与热爱，把真挚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引发
强烈共鸣。

歌曲《致敬祖国》MV
正式发布

第二届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颁
奖仪式近日在北京、沈阳两地以线
上、线下的方式举行，在6部获奖作
品中，我省作家张鲁镭的短篇小说

《浣花溪记》上榜。
《浣花溪记》以离退休老人的生

活图景为底色，讲述了东北人老杨
在他乡的境遇，表达了老杨对现实
的困惑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记录
了普通人在白发浪潮到来时的喜乐
哀愁，从而展现了人物对生活之真、
人性之善、人生之美的追求。

素材来自机缘和遇见

张鲁镭的小说创作常常表现
普通人在现实中对幸福的种种诗
意般的追求，充满了对小人物的
深 切 关 怀 与 浓 浓 情 意 ，《浣 花 溪
记》亦然。

《浣花溪记》讲的是东北人老杨
去成都儿子家看孙子，陌生的环境
让他倍感寂寞，闲时就去浣花溪公
园吹萨克斯，被管理人员当场制
止。老杨很是无奈，他怀念老家那
种无拘无束的生活。管理员说他可
以来公园巡逻，老杨很兴奋，每天送

孙子去幼儿园后就去公园巡逻。这
期间，他在公园遇到了另外两个老
人，一个是巡逻的，另一个是在公园
里出租望远镜的，3 个老人因性格
不同、生活环境不同发生了一系列
纠葛……

就这部小说的创作，张鲁镭说：
“我和自己的每一篇小说都是一种
机缘，都是一种遇见，《浣花溪记》每
一个人物都有原型。”

张鲁镭介绍，春天去成都观摩
戏剧，她和同事无意中闯入浣花溪
公园，坐在竹林旁的长椅上聊天时，
乡音吸引来那位戴红胳膊箍的小说
主人公老杨，浓浓的乡情让他们一
见如故。老杨的生活经历就成为她
创作这部小说的基本素材。小说有
父爱、有乡愁，更有老年人对精神生
活的需求。

评委会对这部作品的颁奖词
是，《浣花溪记》在日常书写中展现
着人的心灵世界，是一部当代人的
精神游记。浣花溪公园是一种寄
托，是客居此地的主人公的心灵慰
藉和精神家园。热火朝天一地鸡
毛的家庭生活洋溢着幸福安乐，也
成为不可言说的牵绊。面对异乡
异客的退休生活，主人公老杨深深
怀恋着家乡东北的熟悉街巷和父
老兄弟。作者张鲁镭用爽利的行
文勾画出了主人公的境遇，呈现着
物质生活之外人的精神渴望和情感
需求。

生活才是创作的源头

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的前身是
辽宁曹雪芹长篇小说奖，设立于
1997年，迄今为止，已评出十五届，
为推动新时代文学繁荣发展，鼓励
作家不断攀登“高峰”，铸造辽宁文
学品牌，提升“文学辽军”形象，2020
年，辽宁省作家协会决定与中国作
家协会《小说选刊》合作，将这一面
向辽宁作家的区域性文学奖项，扩
展为面向全国乃至华语文坛的文学
大奖，正式更名为曹雪芹华语文学
大奖，每两年评选一次，迄今为止，
该奖已经评出两届。

颁奖仪式上，中国作协副主席、
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评委会主任吴
义勤说，这些获奖作品有很高的思
想艺术水平，作者都是风头正劲、年
富力强的文坛少壮派作家，他们书写
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山乡巨变，描绘
山川秀丽、人民豪迈的恢宏气象，体
现了勇攀文学高峰的卓越努力。

看似机缘加遇见造就了《浣花
溪记》这篇获奖小说，其实这恰恰说
明生活才是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

张鲁镭在发表获奖感言时，思绪再
度回到文学创作的生活现场，连连
致谢小说主人公老杨原型，言及在
小说中让老杨有了两位同龄好友，
一位还是东北老乡。“这样，老杨就
不寂寞了。现实中，一些老年人面
临的困境我无力解决，但我可以让
小说里的老人拥有丰富的生活，天
伦与温暖，娱乐与被需要，到处春风
和煦。”张鲁镭说。

记者了解到，在首届曹雪芹华
语文学大奖评选中，还有两位辽宁
籍作家获此殊荣。其中，马晓丽的

《手臂上的蓝玫瑰》获中篇小说奖，
班宇的《夜莺湖》获短篇小说奖。

就辽宁作家的文学创作，省作
协副主席金方说，在东北这片土地
上，始终活跃着忠实记录书写人民奋
斗发展生动实践的广大作家。进入新
时代，辽宁作家创作激情日益高涨，继
承东北作家群的优良传统，坚守人民
立场，在全国文坛展现了与时俱进的
精神风貌。她表示，省作协将通过一
系列举措，带领作家要跟上时代步伐，
用体现着时代高度、描绘着时代气象
的文艺作品，书写新时代的历史巨变，
描绘新时代的精神图谱。

张鲁镭获“曹雪芹文学奖”后接受采访——

《浣花溪记》每一个人物都有原型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时代在变迁，但钢铁精神永存”
电影《钢铁意志》上映以来在“钢铁人”中引发共鸣

本报记者 谭 硕 杨 竞

作家 张鲁镭（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我
省首届优秀舞台艺术作品演出季“大
河之澜”，10月1日在辽宁大剧院正式启
幕。在为期3个月的演出中，我省观众
将欣赏到包括芭蕾舞剧、话剧、歌剧、
儿童剧等14部精品舞台艺术作品。

首个剧目是《斯巴达克》
10 月 9 日晚 7 点，随着辽宁交

响乐团恢宏、激昂的现场交响乐伴
奏响起，舞台大幕缓缓拉开，身着精
美服装的芭蕾舞演员登上舞台，世
界经典芭蕾舞剧《斯巴达克》正式在
辽宁大剧院上演。

《斯巴达克》是我省迎接党的二
十大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的重要
内容，也是我省以“大河之澜”为主
题的首届优秀舞台艺术作品演出季
里的第二台节目。

按照计划，“大河之澜”演出季
原定今年9月正式开启。因疫情防
控要求，演出季延后举办。10 月 1
日，由辽宁芭蕾舞团创排的芭蕾舞
剧《八女投江》正式在辽宁大剧院上

演，这标志着“大河之澜”在延期一
个月后正式拉开帷幕。

“大河之澜”由省委宣传部、省
文旅厅、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办，
演出单位包括辽宁人民艺术剧院

（辽宁儿童艺术剧院）、辽宁歌剧院

（辽宁交响乐团）、辽宁芭蕾舞团、辽
宁歌舞团（辽宁民族乐团）。

相较于原计划，延后举办的“大
河之澜”在演出节目顺序上进行了
调整。除了由辽宁芭蕾舞团演出的

《八女投江》《斯巴达克》外，紧随其

后的节目仍是辽芭演出的《天鹅湖》
《明星GALA》。原计划首先演出由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创排的三部话剧

《祖传秘方》《开炉》和《天算》将在
12月份与观众见面。

我省首届演出季节目内容较
为丰富。演出 20 余年久演不衰的
中国歌剧经典作品《苍原》将与观
众见面。《苍原》虽然采用西洋歌
剧 形 式 ，但 具 有 鲜 明 的 民 族 特
色。首部以辽宁母亲河为题材的
大型交响音诗《倾听辽河》、民族
音乐会《国韵芳华》等也将在演出
季中推出。

相关文创产品同步推出
“只花了 30 元钱，就能在家门

口欣赏到这么高雅的艺术，太难得
了。”10月9日晚，演出正式开始前，
坐在剧场里的沈阳市民冯德兴拿着
芭蕾舞剧《斯巴达克》的演出票，一
脸的兴奋与满足。

冯德兴的满足，源自此次演出
季的惠民举措。记者了解到，不只

《斯巴达克》推出了30元的惠民票，
为了让更多普通观众走进剧场，欣
赏到高雅、优秀的舞台艺术作品，
在为期３个月的演出季中，由辽宁
人艺推出的沈阳老北市抗战三部
曲——话剧《祖传秘方》《开炉》《天
算》，还有大型原创儿童剧《大栓的
小尾巴》、世界经典芭蕾舞剧《天鹅
湖》、舞蹈诗《月颂》等，都推出了最
低30元的惠民票。

场内，观众可以欣赏到优秀的
舞台艺术作品；场外，观众可以购买
到与这些优秀舞台艺术作品相关的
文创产品，将艺术带回家。

记者在《斯巴达克》演出场外看
到，与《斯巴达克》相关的图文展
板介绍摆放在了显著位置，同时，
图册、邮票、T 恤等由这些优秀舞
台艺术作品衍生的文创产品也都
摆放在检票入口处。这些造型别
致、设计新颖的文创产品吸引不
少观众购买。

据介绍，“大河之澜”演出季将
一直持续到12月25日。

为期3个月，14部优秀舞台艺术作品陆续上演

我省首届演出季“大河之澜”拉帷

钢二代钢三代又“见”父辈

“了不起，特别了不起。我通过
电影创作这种方式向他们致以崇高
的敬意。”电影中，鞍钢工人司机祝
贺的扮演者、曾获得大众电影百花
奖最佳男主角的演员吴军说，“在最
早一批参与恢复鞍钢生产建设的党
员干部们的回忆录中，很多人记录
着1948年初那个冬天。当时，面对
破败不堪的厂区以及敌人暗中破坏
等重重困难，共产党人带领工人们
不舍昼夜地奋战在高炉旁，从一名
部队战士到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钢铁
工人，祝贺这一电影角色所展现出
的那一代人身上所具有的为国家艰
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特别值得
我们学习。”

“通过电影中的人物角色，我看
到了新中国第一代钢铁人的执着与
信仰，他们朴实而纯粹，心中有信
仰，眼里有光芒，他们将对新生活
的期望化作攻坚克难的力量，锲
而不舍地投入到艰苦卓绝的钢铁
事业中。正是这一代代钢铁人身
上的钢铁意志为中国工业发展创
造了奇迹。”一位大连电影观众在
观影后表示。

饰演王崇伦青年时期的演员李
沛恩说，他最喜欢的一场戏就是在
林永健饰演的孟泰家中，大家围坐
一起，举着酒杯和茶杯一起庆祝的
那场戏。“大家唱了一首《咱们工人
有力量》。当时我特别振奋，也是从
这场戏开始，我一下子就找到了王崇
伦的那股子劲头。”李沛恩说。

电影作为一种视觉交流的“语

言”，让人身临其境。《钢铁意志》浓
厚的历史时代氛围感直击人心。整
部电影的美术设计、镜头运用、影片
色调、电影配乐很好地诠释着钢铁
意志。“场景很逼真，一下子就把你
带入故事所处的时代。”很多网友
以及专业人士在观影后分享着自己
的体会和感受。

《钢铁意志》上映后，记者采访
了孟泰女儿及“钢二代”“钢三代”，
他们表示，《钢铁意志》艺术地再现
了新中国第一炉铁水在辽宁艰难的
生产历程，更多角度呈现了中国工
人钢铁般的意志和力量。

片中高炉的炉皮烧穿，发生了
铁水遇冷却水爆炸事故，孟泰闻声
冲上炉台，冒着生命危险摸到水阀
门前，关闭了阀门，排除了险情，阻
止了恶性事故发生，保证了高炉的
安全生产。

看到老父亲的形象出现在大银
幕上，孟泰的女儿孟庆珍眼含热泪：

“老父亲虽然已经走了 70 多年了，
但党和国家仍然记着他……”影片
中的一幕幕感人情节，让孟庆珍想
起了自己的父亲，以及那些无私奉
献的钢铁工人。

孟庆珍说，老父亲曾说过“这一
辈子我怎么干，都报答不了党的恩
情。如果能像黄继光、董存瑞那样
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为国捐躯也不

会犹豫的”！
虽然影片讲述的是过去的故

事，但影片所表达出的劳模精神催
人奋进。鞍钢集团钢铁研究院船舶
用钢研究室主任严玲是“钢二代”，
她说，之前都是听父辈们讲鞍钢的
故事，此次将鞍钢的成长史拍成电
影，真实了解了父辈们为了在最短
时间内生产出新中国的第一炉铁水
的艰辛历程。从他们身上，看到了
第一代钢铁人的钢铁意志，更加明
白身上这套工装所担负的责任。

刘铁是鞍钢股份炼钢总厂连检
三作业区点检长，接受记者采访时，
刚刚带着儿子看完《钢铁意志》。他
说：“观影期间我几度落泪，作为一
名‘钢三代’，我从小就对鞍钢有着
极其深厚的情感。小时候我经常听
到家里人讲述鞍钢的历史，看了影
片后，这份情结更浓、更深了。当看
到影片中炼出第一炉铁水的时候，
我的内心无比激动和兴奋，眼泪忍
不住往下流。”

刘铁激动地说，钢铁工人是以
国家的钢铁事业为熔炉，炼就钢铁
意志，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英勇无
畏、敢拼敢闯的奋斗精神，看到了敢
于奉献、攻坚克难的钢铁意志。时
代在变迁，但钢铁精神永存。作为
一名鞍钢的一线职工，辽宁劳动者
大军中的一名年轻人，要以“弘扬劳

模精神和工匠精神”为指引，就像自
己的名字中“铁”字一样，在岗位上
不断锻炼自己，打磨自己，为新鞍钢
高质量发展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用奋斗的青春谱写光彩的人生。

90后鞍钢人握紧接力棒

《钢铁意志》的故事来自鞍钢真
实的历史，对于今天的鞍钢人来说，
这部电影所承载的是一段火红的岁
月，更是一份精神传承。影片镜头
语言“讲述”着第一代钢铁人的钢铁
意志，电影外，今天的鞍钢人则用奋
斗不断书写着新的钢铁意志。

全国劳动模范、中华技能大奖
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林学斌
对电影有着更深刻的理解。“想想当
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那一代人完
全靠自己，拼尽全力，创造出如此辉
煌的成绩，或许这成绩正是源自钢
铁工人们如钢铁般的意志，大伙儿
拧成一股绳，这种意志就像一种鞍
钢人的血脉，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他坚定地说，“虽然时代不同，但钢
铁精神永存。我们今天的钢铁人将
传承钢铁意志，以实际行动践行钢
铁意志。”

90 后的胡奉雅是一名青年科
研人员，硕士毕业后，来到鞍钢集团
钢铁研究院工作。胡奉雅不断钻研

焊接技术，多次参与国家级科研项
目，在工作中逐渐对鞍钢的历史有
了更多的了解。“看过电影后，更多
的感动是来自老一辈钢铁人的那种
对事业的热爱和追求。”胡奉雅说，

“我在想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们为
了恢复高炉生产，用半年的时间就
完成了别人口中 20 年才可以完成
的事情，我自己内心有一种深深的
崇敬感，作为一名鞍钢人真的特别
自豪。”

胡奉雅说自己刚看到预告片的
时候就一直在思考，她自己追求的
目标是什么。“看过影片后，我觉得
自己作为新一代鞍钢人，应该去面
对国家的一些战略需求，挑战一些
卡脖子项目。作为新一代钢铁人，
我要一个任务一个任务去突破、去
创新，为国家建设作出我们这代人
应有的贡献。”胡奉雅说。

“看了这个电影感觉非常的激
动，特别是第一炉铁水流出之后，让
我非常振奋。”曾获得辽宁省优秀共
产党员、全国技术能手、辽宁省特等
劳动模范的鞍钢股份热轧带钢厂
1780 生 产 线 主 管 工 程 师 张 福 多
说。他认为“钢铁意志”四个字说起
来很简单，但能形成一种意志，一定
有一种力量，鼓舞着人们前行。

如今，鞍钢已成为享誉世界的
钢铁企业，产品不仅用于国家经济
社会建设，而且走出国门，为世界贡
献着中国力量。“时代发展，钢铁意
志一直都在，我们一定不辜负国家
对我们鞍钢的期望，我们有信心有
决心，以实际行动为鞍钢的建设努
力奋斗。”张福多说。

10月9日，芭蕾舞剧《斯巴达克》在辽宁大剧院上演。（辽宁芭蕾舞团供图）

不久前，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发布了
《2021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蓝皮书显示
2021年，虽然中国网络文学精品力作依然相
对偏少，整体质量有待提高，但同时创作数量
质量也在稳步提升，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品。
其中科幻题材、现实题材优秀作品占比提高，
创新探索成为共识。而且2021年网络文学
海外市场规模突破30亿元，海外用户达1.45
亿人，“网文出海”已成行业共识。网络文学
正在成为呈现中国社会多样的面貌和文化
输出的新生力量。

经历20年的酝酿和发展，中国网络文
学民间性和草根性正在成为一种独特的印
记，丰富了中国文学样式、内容的面貌，让
中国的文学生态增加了新的可能。网络文
学曾经因为门槛低和作品良莠不齐，处于
文化边缘和野蛮生长的状态，被阳春白雪
的主流传统文学圈，当作下里巴人。但伴
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加，创作者的素质提高，
内容的丰富，网络文学的优秀作品逐渐浮
出水面，破圈成功，被更多读者认可。

网络文学的开放性，大浪淘沙筛选出新
的优质作者。传统出版行业，需要复杂遴
选、制作、审批，这样的机制有助于保证作品质
量，但周期长、限制多。而网络文学则有不拘一
格、招揽天下英雄的开放性，许多无名小辈的处
女作就是从网络文学发表开始，成长为优质作
者，走进了文学的殿堂。人们熟知的当年明月

（《明朝那些事》最初在天涯论坛连载），唐家七少
（起点白金作家《斗罗大陆》），九夜茴（《匆匆那
年》作者最早在网络创作《弟弟再爱我一次》）。
这些作者按照传统文学出版逻辑，很难有机会
崭露头角。网络文学的开放性，给了他们最初
的起飞平台，使他们获得信心，也赢得了机会。

网络文学从产生之初，就因为先天的
高互动性、贴近性、高传播性，也更具备娱
乐性，更适应市场的需求，容易形成产业
链。网络文学创作者，需要读者点击关注，
日更推新，爆点不断，让读者保持阅读兴趣，
才能有流量，获得真金白银的点击付费。这
让网络文学作者对读者的需求要比传统文
学创作者更敏感和依赖。他们会更加重视
大众口味，而不是一味追求文学的极境，不
追求曲高和寡，而是需要“凡有饮水处，皆能
歌柳词”。这让网络文学与出版行业、影视
行业的营销需求一拍即合，书迷粉丝转化影
迷粉丝，形成文化IP。在小说《妻妾成群》被
张艺谋搬上银幕变成《大红灯笼高高挂》之
前，出了文学圈，大众鲜有人知其作者苏童；
而今天网络文学，往往在改编成影视作品
前，网络作品自身就已经有上亿点击量，海
量书粉，本身就已经是文化IP的最好资源。

网络文学的创作题材，经过20多年的
沉淀，已经更加丰富。网络文学的内容，一
度集中在“穿越”“宫斗”“玄幻”“修仙”以及

“霸总”这类快销品的题材上。伴随着更多
优质作者的加入和成长，更多元的读者群
体的加入，具有家国情怀，深厚学养的现实
作品也在网络平台上逐年增加。蓝皮书显
示：2021年全国主要文学网站新增现实题
材作品 27 万余部，同比增长 27%，奋斗创
业、科技创新、生活婚恋等都是现实题材网
络文学热衷表现的内容。

目前看来，网络文学的模式化、同质化
的现象依旧比较普遍，与创作的整体数量
相比，精品比例还是较少。

中国古典小说在明清时期发展到高
峰，是因为经济发达、市井生活繁荣、印刷
技术的发展普及，市民趣味的读物才得以
蓬勃发展。网络文学从萌芽到出海，也重
合了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期，任何一种文
学体裁和样式以及审美情趣的兴起，都离
不开时代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中国网络
文学虽然发端于数字时代，无论玄幻还是
科幻，无论现实还是穿越始终不会跳出作
者对生活的经验与向往，依旧是当下社会
与时代的风貌的某种折射。

网络文学出海
还需出精品
王海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