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歌声呈现辽宁之美、讲述辽宁之好、见证辽宁之变，首批入选宣传推广歌
曲，成为美丽辽宁“音乐名片”的歌曲《菊花岛之恋》向四海宾朋发出美好邀请。
该首歌曲将优美动人的旋律与质朴真挚的歌词巧妙地融合，表达了渔家人与海
岛相依相伴的感情。近日，记者采访了《菊花岛之恋》的词曲作者及演唱者，听他

们讲述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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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由鲁迅美术学院承担的国家艺术基金2022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脱
贫故事绘系列连环画展览”全国首展在辽宁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209幅连环画作
品。这些作品深入生活，扎根农村，有的着力表现山乡建设中的生活百态，有的聚焦新时代的
模范人物。通过连环画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了35个故事，刻画了山乡农民迈入
小康生活的幸福与喜悦。

把美丽辽宁唱成歌 ①

上周，我省公布了第一批 35
首展示新时代美丽辽宁形象的歌
曲。作为我省“用音乐艺术助推全
省旅游产业发展”歌曲创作活动的
成果，《千里辽河千里梦》《菊花岛
之恋》《枫叶姑娘》《大连的海大连
的风》……这些名字带有浓浓诗意
和辽宁味道的歌曲，主题鲜明、易
于传唱，比较全面地展现了我省重
点旅游城市与景区的人文自然景
观、城市风貌和民俗风情，成了美
丽辽宁独具特色的“音乐名片”。

“用音乐艺术助推全省旅游产
业发展”歌曲创作活动由省委宣传
部策划指导扶持，省文化和旅游
厅、省文联、沈阳音乐学院承办。
自去年7月开始，省委宣传部组织
艺术家、音乐工作者去本溪、葫芦
岛、丹东等地采风、收集素材，共创
作征集145首歌曲，上述35首歌曲

是首批发布的。歌曲具有大众性、
通俗性、时尚性等艺术特点，这正
是我省选择用音乐歌曲助力全省
旅游产业发展、构建“大文化旅游
产业”形态的出发点。毫无疑问，
音乐与文化、旅游的结合，是展现
新时代美丽辽宁形象的有益探索，
也是助推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的一种新的文化力量。

自古以来，诗篇总是传扬一个
地方文化的绝佳媒介。泰山，有杜
甫的《望岳》。庐山，有李白的《望
庐山瀑布》。“四大名楼”也因《岳阳
楼记》《滕王阁序》《登鹳雀楼》《黄
鹤楼》而得名。进入现代，宣传一
个地区旅游文化的最好形式就是
歌曲。有多少人来到太湖，就会情
不自禁地哼唱：“太湖美，美就美在
太湖水。”来到哈尔滨休闲避暑，就
会想去太阳岛一游，唱上一句：“明

媚的夏日里，天空多么明朗，我们
来到了太阳岛上。”还有多少人，就
是在那首高昂的《我爱五指山，我
爱万泉河》中，知道了海南有五指
山和万泉河。最近几年火遍网络
的《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让伊犁成
了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一曲《成
都》，更是让多少年轻人连在梦里都
想着“陪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辽 宁 同 样 产 生 过 这 样 的 歌
曲。20 世纪 80 年代，有两首辽宁
歌曲家喻户晓。一首是由胡宏伟
作词、龚荣光作曲的《辽河水从我
家门前流》：“辽河地水呀清悠悠，
哗啦啦地从我家门前流……两岸
稻谷香，一路风光秀，钢城花争艳，
油城起高楼，夜里电站撒珍珠，好
像群星水中游，水中游……”笔者
几乎是背着把歌词写出来的，可见
记忆多么深刻。而另一首传唱度

更高，那就是《沈阳啊，沈阳》。
2016年10月，大型音乐情景剧《沈
阳恋歌》在沈阳盛京大剧院演出获
得圆满成功，担任女主角的歌唱家
曾静再一次唱响了她的成名曲《沈
阳啊，沈阳》，现场掌声雷动，唤起
了众多观众的怀旧情绪。

而要让这些歌曲真正成为美
丽辽宁的“推广大使”，则必须让这
些歌曲在具有音乐之美的同时，拥
有美好的内核与时尚的外形。

美好的内核，就是歌曲中必须
要有历史与现实、自然与人文的结
合，有文化有力量，有情感的充沛
表达。据笔者了解，省音协连续多
年组织我省的音乐家赴省内各地
采风，在大连、阜新、盘锦、本溪、铁
岭等地陆续建立起 10个深入生活
创作辅导基地，让音乐家们充分感
受到了辽宁振兴发展的可喜变

化。正如歌曲《菊花岛之恋》的词
作者杨国兴在采访中所说：是家乡
的“天蓝、水碧、山青、城美、人亲，
深深地感动了我，给了我创作的灵
感和激情。”

时尚的外形，就是歌曲要有话
题性和传唱度。歌曲里不仅要有
自然之美，还要贴近年轻人的喜
好。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音乐人
参与这个活动中来，用他们欣赏
的眼光、更时尚的态度打量辽宁，
感受辽宁人的热情乐观、开朗豁
达，感受生活在辽宁的美好。这
甚至已经不仅是在打造旅游的魅
力，更是对在异乡的辽宁游子的
心灵慰藉。

为美丽辽宁插上音乐的翅膀，
希望歌曲里的辽宁也都能让人们
想要走上一遭，在行程里，或者在
梦里。

为美丽辽宁插上歌声的翅膀
高 爽

天蓝海宽渔家乐
灵感源于真实

歌曲《菊花岛之恋》由杨国兴作
词、马登第作曲、沈阳音乐学院教师
李优演唱。这首以唱辽宁、爱家乡
为主题的声乐作品，表现了家乡人
对葫芦岛的依恋之情和爱恋之意。

讲起这首歌的创作过程，杨国
兴告诉记者，是真实感让他生发真
情实感，又是真情实感让他笔下的
深情充盈在字里行间。去年秋季，
省音协组织省内的部分词曲作者到
葫芦岛深入实地体验生活，了解当地
的风土人情，走进生活现场。“其实，
我对葫芦岛并不陌生，多年前就慕菊
花岛之名来过这里，看日出日落的景
象，美出天际，这里的一潮一汐、一朝
一暮、一人一事都给我留下了深深
的印象。”杨国兴回忆说。

重返菊花岛，情感的积淀，让
杨国兴感觉眼前的菊花岛是那么
熟悉，那么亲切，那么可爱。清晨，
太阳从海面升起，人们开始了新一
天的生活。出海、赶集、迎宾、送

客，一派繁忙的景象；入夜，渔火映
着圆月，海风唱着摇篮曲，海浪拍
着小岛进入梦乡，是渔家人特有的
幸福感。正是这种诗情画意的真
实感，让杨国兴触景生情，灵感带
着词的意境在心田涓涓流淌，情景
交融的《菊花岛之恋》落笔而成。

“天在这里蓝，海在这里宽，这里是
我的家园。这里的鱼最肥，这里的
虾最鲜，这里是我的摇篮。心在这
里安，魂在这里牵，这里是梦的家
园。这里的人最亲，这里的情最
暖，这里是爱的港湾……”

歌词朴实、简练、流畅，分析创
作的语言特色，杨国兴说，作品以
第一人称的视角和感受，抓住了一
些生活具象，来表现渔家人与渔岛
相依相伴的生存观和相守相望的

人生观；运用了一些场景写实，来
表现游人与渔岛的情感和情怀。

景美情深乡音暖
旋律成自天然

歌词是语言的艺术，谱曲则是
情感的充分表达，每一首歌曲的音
符都是铺排、腾挪、思忖的过程，无
论是灵感使然，还是匠心独运，就
歌曲而言，作曲者对旋律的驾驭同
样面临诸多挑战。决定为《菊花岛
之恋》谱曲，作曲家马登第希望用
音乐将歌词的节奏、气韵、意蕴在
节奏和旋律中一步放大。

“我曾多次到菊花岛，对这里
也有一种乡情的眷恋。这首歌的
歌词将菊花岛注入了人的情感，一

下子触动了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瞬间点燃了我的创作激情。”马登
第说，“未成曲调先有情”，在生活
现场生发的真情实感，让他与杨国
兴有了心灵的呼应。

那两天，兜里揣着歌词，马登
第独自走在菊花岛的夜路上，越走
越激动，越想越兴奋，他要用抒情
悠扬的旋律将歌词美好的意境表达
出来。很快，旋律的特色、音乐的风
格架构起来，但其中的两个节点如
何处理得更好，他反复推敲半个月，
最终谱成了这首清新优美、深情委
婉、亲切感人、易于传唱的旋律。

音乐响起，渔岛的气息扑面而
来，天空辽阔湛蓝，海水澄澈透明，
路边的花草姿态万千，淳朴、和善、
热诚的民风与自然的景色融为一

体……“我在演唱这首歌时，注意风
格的把握，咬字发音时以声带字、以
情带字，来表达音乐内涵的情感起
伏，我用歌声诠释的不只是声音艺术
的感知，而是要有画面景象及身临其
境的色彩。”谈及对《菊花岛之恋》的
二度创作，演唱者李优这样说。

杨国兴从事歌词创作40年，创
作歌词1500余首，讴歌我们的党、
我们的祖国、我们的英雄模范，也
写过百姓、名胜风景、爱情，创作题
材广泛。78岁的马登第是国家一
级作曲家，为歌曲《风调雨顺的中
国》《话说老沈阳》等谱曲。他们的
共同感受是，一首好歌的创作成功
来自真情实感，真情源于实感，实
感源于生活。“生活给了我创作的
源泉，也给了我创作的动力。坚持
写自己熟悉的，写自己看到的，写
自己想说的，写自己感动的，我要
继续用音乐讲好辽宁故事、讲好中
国故事。”杨国兴说。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音乐工作
者，李优说：“我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和家
乡辽宁，家乡永远是一首写不完的诗，
一幅赏不够的画，一支唱不尽的歌。”

《菊花岛之恋》唱出海岛好日子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为深入
开展沈阳全民读书活动，激发青少年
读书热情，共同打造书香校园，11月3
日，由沈阳市委宣传部、沈阳市文化旅
游和广播电视局、沈阳市教育局联合
主办的“书香润校园 阅读伴成长”全
民阅读图书进校园活动在沈阳市同泽
女子中学举行。

活动中，沈阳市图书馆为同泽女
中分馆颁发牌匾，并向到场的学生代
表送上精选的青少年读物，鼓励学生
们多读书、善读书、读好书，不断丰富
自己的课余文化生活。沈阳市图书馆
馆长赵萍萍介绍，此次市图书馆为同
泽女中分馆精心挑选的 1000 余册图
书，内容涵盖文学名著、自然科学、人
物传记等类别。据悉，沈阳市图书馆
还会根据教育需要、学生兴趣等，继
续开展图书漂流、图书轮换活动，全
力满足“双减”背景下学生课后阅读的
需求。

沈阳全民阅读
图书进校园活动启动

核心
提示

全国“脱贫故事绘系列连环画展览”亮相辽宁美术馆

209幅连环画绘山乡奔小康图景
本报记者 杨 竞

作为一门大众艺术，连环画在新中
国美术史上几度繁荣，于美育方面发挥
着特殊作用，大众对其怀有深厚情感。
新时代的连环画，如何更好地发挥社会
作用？

此次展出的连环画，在艺术语言
上，画家们展现了极具个性的审美意
味。比如侯奔奔、孙作范的《小脐橙
大情怀》，用素描的手法将赣南脐橙基
地表现得诗意盎然，曹雁楠的《“老
张”的扶贫日记》，在中国传统绘画技
法中融入了印象派的图式与色彩构
成，叶雄的《青背村里的“新货郎”》画
得大刀阔斧、酣畅淋漓，索焱的《傅欣
的三年支教生活》则清新温润。汪晓
曙《高原文艺“轻骑兵”》的洗练，陈流

《“农民院士”播科技种子》的厚重，李
非《直播带货 助农增收》的激昂，无

论是对传统技法的突破还是对当代
艺术的融会贯通，都体现了画家与时
俱进的审美理念。即便同样是线描，
冯远的秀润，侯国良的遒劲，杨宏富
的果断，都展现了作为大众艺术连环
画的艺术创新。

连环画是大众艺术，如何面对大
众的需求？鲁迅美术学院视觉传达
设计学院院长李晨说，连环画是能讲
故事的画，在新时代背景下，就必然
要有新的“讲述”方式。美术家运用
自己高超的技巧，把人们的喜怒哀乐
倾 注 在 笔 端 ，这 次 展 出 的 系 列 连 环
画，不仅展示了新时代连环画的艺术
新追求，而且从多角度描绘了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中的模范人物，弘扬了脱贫
攻坚精神。

崔晓柏说，作为一名东北画家，虽

然画连环画多年，但是此次画的是贵州
的英模人物，对周边的环境、服装、风
土、人情等有了深入了解，要不然画出
的人物是假的，像道具一样硬摆进去。
所以，创作这幅作品时，前期在收集资
料中做了大量的功课，之后，把人物的
情感倾注在自己的笔端，绘下一个平凡
却又不普通的故事。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徐里说，
此次系列连环画创作让新时代连环画
沿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方
向不断深入，从根本上提高了连环画
创作者的社会使命感和担当意识，鼓
励他们坚定信念、心怀人民、扎根基
层，从鲜活的时代生活中汲取创作营
养，从伟大的时代创造中提炼时代精
神，为促进中国美术事业更上一层楼
贡献力量。

创新载体讲好新时代故事

走进辽宁美术馆，红色的展览大
厅里，一幅幅感人的连环画作品映入
眼帘，在自强篇、贡献篇、奉献篇、创
新篇、心声篇、楷模篇 6 个篇章中，你
可以看到《“甜蜜”的十八洞村》《悬崖上
凿开幸福路》《青背村里的“新货郎”》

《助学帮教拔穷根》《托起大山的希望》
《幸福路上满春光》《扎根山乡教书育人
的张桂梅》等连环画，这些作品用贴近
百姓的视角和小切口呈现了中国社会
的进步、发展的大图景。

此次参与连环画创作的有冯远、

沈尧伊、李晨、崔晓柏等 22 位画家。
作品有素描、水彩、国画、油画，风格
各异，其中有聚焦榜样力量，塑造了
毛相林、黄文秀、张桂梅等一大批有
血有肉、担当奉献、于平凡中做出不
平凡业绩的楷模形象。如沈尧伊的

《我 只 是 做 了 共 产 党 员 应 该 做 的 事
情》，运用热烈而明亮的色调，表现老
党员夏森博大宽广的胸怀。冯远的

《愿当一辈子下庄筑“路”人》，通过纪
实性的典型情境，塑造了绝壁凿出致
富路的“当代愚公”毛相林的可敬形

象。胡博综的《扎根山乡教书育人的
张桂梅》，以温馨淡雅的色调，讲述了
张桂梅投身贫困山区教育事业数十年
如一日的坚守，帮助无数孩子考上大学
走出大山的故事。

展览上，我省画家李晨、沈璐创
作的《“甜蜜”的十八洞村》讲述了龙
秀林带领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走上致
富路的故事；而崔晓柏创作的《助学
帮教拔穷根》同样让人感动，讲述了
江西省长平乡 91 岁老人李维正自掏
腰包资助大学生读书的故事。

22位画家目光齐聚榜样

《“甜蜜”的十八洞村》 李 晨 沈 璐 作

《直播带货 助农增收》 李 非 作

《助学帮教拔穷根》 崔晓柏 作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传承
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由沈阳“九·
一八”历史博物馆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纪念馆共同举办的“中流砥柱——中
国共产党抗战文物专题图片展”近日在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开展。

展览以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
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为主线，精选 400
余幅珍贵历史文物图片，辅以相关文
字、地图、图表等，通过以物证史，把抗
战文物史料背后蕴藏的动人故事和承
载的伟大精神，准确传递给观众，引领
人们从中汲取信仰、智慧和前行的力
量。展览有“勇担重任 誓为先锋”“秉
持大义 团结抗战”“制定方略 引领方
向”“敌后战场 人民战争”“推进工程
夺取胜利”5个部分，全面反映在民族
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秉持民
族大义，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
最早提出抗日主张并英勇开展抗日武
装斗争。

抗战文物图片展
沈阳开展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日
前，“辽宁青年文艺评论人才高研班美
术评论 专 场 暨 砥 砺 奋 进·再 铸 辉
煌—— 辽宁新工业题材优秀美术作品
展观摩研讨会”在辽宁美术馆举办。研
讨会提出了“新工业题材艺术”的概念，
为下一步的创作和研究蓄积了宝贵的
财富。来自省内中青年文艺评论工作
者深入艺术现场，开展观摩和研讨活动。

“砥砺奋进·再铸辉煌——辽宁新
工业题材优秀美术作品展”通过对辽
宁新工业题材美术作品创作的历程与
现状的呈现和梳理，多元而立体地再
现辽宁工业文明和美术创作的变迁
史，折射出不同历史阶段美术创作的
时代表现形式和创作方法的变化，进
一步剖析了辽宁社会变革同美术风格
演变的内在逻辑。展览凸显了辽宁新
工业题材美术创作的地域特色，有效
促进了新时代文艺语境下新工业题材
的美术创作实践与理论思考的融合互
进与当代性进程。

与会专家围绕辽宁本土新工业题
材美术作品的现状分别就题材、艺术
表现形式、辽宁工业美术的当代价值、
所呈现的文化谱系及其精神内涵进行
深入研讨，指出“新工业题材艺术”是
新时代重要的艺术表征，值得作出进
一步探讨和深入研究。

新工业题材美术作品展
研讨会在沈举行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作为
沈阳市艺术惠民“双百万”工程公益演
出重要内容，沈阳交响乐团 11 月 7 日
起面向市民推出多场公开排练、惠民
演出，排练和演出的曲目丰富多样。

按计划，沈阳交响乐团近日将分
别在沈阳市沈河区山东堡社区、凯旋
社区、正义社区演出。演出曲目有铜
管五重奏《中国军魂》《卡门》《军魂》、
弦乐四重奏《金蛇狂舞》《相思河畔》

《我和我的祖国》《匈牙利舞曲》《唱支
山歌给党听》《一步之遥》《卡门》《瑶族
舞曲》、木管五重奏《飞跃彩虹》《阿里
山的姑娘》《天堂电影院》、小提琴独奏

《梁祝》等。此外，11 月 8 日至 13 日，
每天还在沈阳交响乐团排练场地“开
门”排练，为市民免费上公开课，公开
排练的节目有《长风破浪》《熠熠中华》

《高山流水》《把一切献给党》等。据介
绍，为让市民对交响乐有更多的了解，
沈阳交响乐团不仅让市民欣赏到精彩
的演出，而且还利用排练机会，敞开课
堂大门，请市民前来“听课”，为市民讲
解交响乐相关知识，以提高市民的欣
赏水平。

沈阳交响乐团
推出多场惠民演出

文化七日谈 QIRIT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