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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核心
提示

“黄海渤海荡漾激情，捧起一
颗明亮的星，浪花槐花争相开放，
簇拥着年轻的滨城……”歌曲《大
连的海大连的风》是大连歌舞团创
排的大型音乐舞蹈情景诗《摇篮》
中的压轴歌曲，歌词平实，曲调优
美，真挚地表达了大连人对家乡的
礼赞和热爱。

《大连的海大连的风》的词曲作
者郑冰和郑军是一对兄弟，由大连
歌舞团团长雷恒大和张姝琪演唱。

山海养育了大连，人文滋养了
大连，美丽的大连融合了早期辽东
半岛文化、中原大汶口文化、龙山
文化及齐鲁文化，拥有极具地域特

色的人文风貌，这一切，使得大连
呈现出多元文化的风貌。雷恒大
说，《摇篮》将这些多元文化的色彩
融入其中，通过宏大的史诗叙事方
式，以大连城市的发展为主线，展现
了大连人 的精神风貌。而《大连的
海大连的风》作为《摇篮》中的压轴之
作，展现了大连人在依山傍海的宜
居环境中幸福生活的动人画卷。

《摇篮》采用乐章式结构，以
“苦难岁月”为序，用“远航”展望，
分为“奋斗牺牲”“创业奉献”“光荣
梦想”3个乐章，力图通过亲历者的
视野，运用诗、歌、舞等多种表现方
式，描绘大连走过的奋斗历程。尾

声要用一首歌曲来展现年轻的大
连，郑冰和其弟郑军因此创作了

《大连的海大连的风》。
郑冰是《摇篮》的音乐总监，他

和记者谈起《大连的海大连的风》的
创作时说，“作为大连本土音乐人，
近年来看到家乡的变化非常大。一
天晚上，我和弟弟郑军聊起生活了
几十年的家乡，大连半个多世纪的
发展变化像电影胶片般一帧一帧在
眼前浮现：海底隧道、填海机场、高
铁枢纽、梭鱼湾足球场等，两个人越
聊越兴奋，越聊越激动，创作灵感如
潮水般喷涌而出。我写词，郑军作
曲，当东方鱼肚泛白的时候，《大连

的海大连的风》创作完成。我就是
想用音乐来表达，让音乐走出大连，
让世界了解大连，让世界上更多的
人都能听到大连的好声音。”

大型音乐舞蹈情景诗《摇篮》首
演以来，好评如潮。“大海的海，大海
的风，最美大连更年轻，海的澎湃，海
的激情，乘风破浪奔向新征程 。”

《大连的海大连的风》词曲完
美地勾勒出了海与人、海与城的相
依相恋，形成了独特的意蕴和风
格，诠释了大连这座城市的浪漫和
海纳百川的胸怀。雷恒大说，每次
演唱这首歌，心境都会不一样，“希
望通过这首歌，让更多的人感受到

大连的美、大连人的好。”
张姝琪说，百年来，大连发生

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老厂
房、老建筑、老街区蕴含着大连这
座城市的文化元素，是城市最珍贵
的历史记忆。演唱这首歌时，她很
豪迈，有种自豪感，要用歌声赞美
大连这座浪漫而年轻的城市。

作为一座滨海城市，海洋文化
是大连的城市灵魂。源远流长的海
洋历史、别具特色的海洋饮食、蓬勃
发展的海洋旅游、繁荣兴盛的海洋港
口等赋予了这座城市更多的人文内
涵。而《大连的海大连的风》正唱出
了这座城市的精神文化内涵。

让更多人听到“大连好声音”
本报记者 杨 竞

“回忆杀”正在成为线上线下综艺以及演
唱会的好用招牌。上半年《乘风破浪的姐姐》
里的王心凌，去年《披荆斩棘的哥哥》中的李
承铉、林志炫一众男明星，都让人们津津乐
道。回首这几年的线上演出，许多淡出大众
视线的娱乐明星纷纷回归。崔健、罗大佑、孙
燕姿、刘德华等重量级明星让歌迷一边刷屏，
一边高呼“爷青回”。明星和老牌金曲就像一
部老电影中最鲜明的面孔和绕梁三日的主题
曲，成为人们回味中最鲜明的标签。

虽然曾经璀璨，但是过往歌坛群星重出江
湖，不一定是传奇再现，有时也会铩羽而归。
比如《披荆斩棘的哥哥》排出苏有朋、任贤齐、
潘玮柏、郑钧的阵容，并没有激起多少水花。

“回忆杀”的演唱会，在技术和传播领域也会有
缺陷，孙燕姿的线上演唱会甚至一度中断；而
直播间里，许多久违的明星复出带货，没人买
账的也大有人在。“回忆杀”，不是万灵丹。

“回忆杀”灵，首先是“实力派”强。影视
娱乐行业，翻拍经典，或者前辈出山，不是新
鲜事儿。歌坛老将蔡琴和费玉清，几乎只要
登台，就会一票难求；滚石30周年演唱会，所
到之处都是人山人海。那些在歌坛上口碑不
俗的实力派，不仅是人们青春回忆的画外音，
有的还是开创一个时代新风格的先锋。罗大
佑的歌曲，从创作初衷就走出了流行歌曲陷
于情爱幽怨的小圈子，写出了人生况味，寄托
了家国情思。这种“回忆杀”，已经不仅仅是
怀旧，更多的是对情感世界一次深刻的共鸣、
对精神世界一次豁然开朗的重温，是与成长
路上另一群同行者的重逢。

“回忆杀”灵，但不是永远灵，随时间流
逝，边际效应会递减。王心凌复出在“浪姐”
舞台上，虽然让一波当年少男如今中年的粉
丝追捧，但是，如果一直贩卖“怀旧”，恐怕不能
维持很久。毕竟，偶尔看看发黄旧照片回忆青
春，是心灵慰藉，但若天天回首过去，恐怕就是
矫情和逃避了。中年人看到年轻时的“甜姐
儿”依旧唱跳，兴奋捧场；但时过境迁，谁又能
一直看自己中学时代的少女组合而不觉得落
伍幼稚呢？而且一时一事热闹，不代表“回忆
杀”就人人适用。华语歌坛最具影响力的怀旧
型组合——纵贯线，成员中有“大腕”级别的
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还有一个晚辈张震
岳，为巡演特意创作新曲目《出发》《公路》，而且
纵贯线从创立之初就宣布组合只坚持一年，除
了各自工作的考量，也保证了不过分榨取“怀
旧”的价值。组合解散后，歌迷回味无穷。这
让纵贯线依旧是歌坛怀旧组合的天花板。而
后来跟风的一些组合，始终难望其项背。

“回忆杀”灵，也要讲究“传承”“积累”。
我们回过头来看20年前的明星，无论是刘德
华、罗大佑这样的实力派，还是王心凌、周慧
敏这样的颜值担当，他们走红总是有迹可循，
从比赛、被挖掘出道，到逐渐崭露头角，有几
部、几首过硬作品，参与众多演出，有了相当
的曝光度，再大红大紫，并持续相当长时间，
这样的走行轨迹，其实与普通人的职场发展
轨迹，逻辑是一样的。所以，他们才会长久地
陪伴一代人的生活，并且成为励志鼓舞人的
榜样。这与今天网红一夜成名，全靠粉丝刷
榜、空立人设、动辄塌方的明星完全不是一回
事。今天火爆 3 个月就销声匿迹的网红，将
来恐怕是无法带起“回忆杀”的。

长江后浪推前浪，始终是世界向前的动
力。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也是因为宝刀未
老，身怀绝技。时代变化，人们关心的某些话
题，关于爱、关于生命、关于承诺，虽然具有永
恒性，但是语境和聚焦的细节还是在变化。

“回忆杀”的力量，是因为“那一刻”，他们创造
了值得回忆的瞬间。

“回忆杀”
不是万灵丹
王海宁

“你要等冬梅老师说完这段台
词再走到她身边然后抱住她，要感
受到情绪的变化，要找到合适的节
奏。”排练现场，导演尤美懿边说边
指导着青年演员张础玥找到话剧

《曙光照耀莫斯科》桑尼亚这一角
色的位置。对22岁的张础玥来说，

“这不仅是一次排练，更是一次学
习。”

8 部经典话剧集中呈现，老中
青三代辽艺人同台演出，辽宁人民
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术剧院）戏
剧交响诗《以戏剧的名义》将于 12
月25日在辽宁大剧院上演，正式亮
相“大河之澜”演出季。日前，该剧
正处于紧张排练中。这是一台浓缩
着辽艺特色的戏剧，是一次对人民
艺术家李默然及辽艺众多艺术家前
辈的致敬，更是辽艺戏剧艺术传承
创新的新探索。

八部经典合成一部剧
凝聚辽艺之魂

戏剧交响诗《以戏剧的名义》
演出中将汇集《曙光照耀莫斯科》

《妇女代表》《日出》《红石钟声》《高
山下的花环》《报春花》《父亲》《祖
传秘方》8 部见证辽艺现实主义风
格创作历程的经典代表剧目，老中
青三代辽艺演员同台合作“飙戏”，
同时配以现代舞台设计，将为观众

呈现一场具有浓厚辽艺风格的戏剧。
70年来，辽艺推出了众多优秀

作品，成就了李默然、王秋颖、赵
凡、陈颖、赫海泉、魏华门、白居、辛
薇、白玲等深受人民喜爱的表演艺
术家以及一大批剧作家、舞台美术
家和著名导演，他们的名字与辽艺
经典作品紧密相连。

“大开大合与恬静细腻并用，
电闪雷鸣与薄云轻雾并用，奇峰突
兀与曲径通幽并用，大江东去与潺
潺流水并用。”辽宁人民艺术剧院
院长佟春光认为，李默然总结概括
的辽艺关东演剧学派艺术特点仍
然有着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口传心授四代接力
传承辽艺之技

经典需要传承，更需时代气
息，四代辽艺人在口传心授中见证
着一代代辽艺人的成长。从导演
到演员，再到舞台美术设计等，多
位辽艺中青年戏剧创作者积极参
与到《以戏剧的名义》中。同时，灯
光、大屏幕等现代舞台技术的运
用，也将赋予《以戏剧的名义》更多
的可能性。

在编剧孙浩看来，正是通过排
练 8 部剧里的经典片段，让他们和

前辈艺术家有了一次心灵的交流，
从中学习前辈是怎么创作的，自己
又如何再创作，最终将经典再一次
呈现在观众面前。对观众来说，这
是一次对经典的回顾，对年轻演员
来说则是一次深度学习，对创作队
伍来说更是一次极好的锻炼。

据介绍，《以戏剧的名义》6 位
片段导演中，有4位是中青年导演，
包括今年辽艺新招录的8位青年演
员也加入其中，他们是第一次以辽
艺演员的身份登上戏剧舞台。

据演员、总导演之一的高爱军
介绍，“《以戏剧的名义》有孙浩、宋
国锋、李龙跃以及齐昕欣、刘海霞
等多位资深戏剧创作者保驾护航，
特别是辽艺中年演员发挥了重要作
用。如今，他们正在将自己的所学
所感教给新一代演员，并和青年演
员同台合作，这就是辽艺的传承”。

“我刚刚从学生转变为演员，
这次将是我第一次以演员的身份
登上戏剧舞台，很期待。”张础玥
说，“以前是老师告诉你如何演，现
在院里的老师们会通过排练帮助
你，相对来说压力会少些，但仍需
要努力才行。排练现场前辈们也
会分享台词处理、人物情绪等很多
表演细节，可以说是一堂生动的辽
艺关东演剧学派现场课”。

如何在更好致敬经典的同时
让青年演员获得更快成长，是《日

出》《报春花》片段导演张明亮首要
思考的问题。他认为，给年轻人适
合其年龄特点的角色，使其获得更
多演出机会，这对辽艺青年演员艺
术能力的提升很有意义。

参与《日出》《高山下的花环》
片段演出的青年演员李林峰表示，
在排练场，导演指导分析人物，老
师们一句台词、一个动作地教。“每
天下午排练结束回到家，我自己都
会继续研究角色，写表演笔记，希
望能够塑造好角色，更好地站在舞
台上，更希望未来的自己可以真正
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创作出更多
展现时代发展的作品。”李林峰说。

“话剧《曙光照耀莫斯科》是辽
艺老一辈艺术家的经典之作，这部
戏剧作品的内核，即对美的追求，
是永恒的。”青年导演尤美懿说，

“我们一方面融入关东演剧学派的
特点，同时也借鉴了其他艺术形
式，以实现更具有戏剧化的效果，
最终期望通过扎实的表演、真挚的
情感感染观众、打动观众。”

距离戏剧交响诗《以戏剧的名
义》演出还有不到 40 天的时间，导
演、演员们正在紧张的排练当中。
在辽艺人来人往的办公楼大厅，

“戏比天大”四个大字在左侧的墙
壁上显得特别醒目，而在这四个字
背后辽艺人的努力也将让戏剧舞
台更为精彩。

“追寻英雄印记”档案资料捐赠仪式在沈举行

297件民间档案带你追寻红色记忆
本报记者 赵乃林

红色档案资料记人、记事、记录时代，具有存
史资政育人的价值。11月16日，沈阳市档案馆
举行“追寻英雄印记·典藏红色经典”沈阳市档案
馆助力英雄城市塑造档案资料捐赠仪式，今年面

向社会征集的297件档案资料在现场亮相，其中，35件带
有红色记忆的老照片、展现家国情怀的家书、军功章等为
首次面向社会公开展示。一件件从民间汇聚而来的珍贵
历史档案，引领人们走进英雄的世界，讲述着英雄的故事。

《雷锋在军舰上》首次公开

一件件新征集的档案资料都展
示在展墙上、展柜里。捐赠人中，有
的是父子，有的是母女，有的是夫妻，
有的是兄弟姐妹，有的是叔侄……他
们在逐一参观展出的档案资料后，又
都不约而同地回到自己捐赠的档案
资料前驻足凝望，仔细端详照片上的
人物表情、军功章上的点点锈迹，甚
至信笺上的黄斑和褶皱，睹物思人，
他们眼里闪动着泪光。记者被身旁
展柜内一组黑白老照片所吸引。“看，
这张尉凤英在车床前操作的照片拍
得多传神，逆光拍的，轮廓光勾勒出
她面目的轮廓，呈现立体感效果，侧
面还有闪光灯补光，使画面效果更和
谐……”指着展柜内母亲拍摄的照
片，67岁的董重对妻子说。

董重的父亲董哲是部队的摄
影记者、创作室创作员，母亲于兆曾
做过战地记者和新华社记者，是新
中国培养出的第一批女摄影家。这
一次，董重兄妹三人一起捐赠了当
年父母拍摄的作品《聂荣臻视察营
地》《审判日本战犯》《溥仪到庭作
证》《劳动模范尉凤英》《雷锋在军舰
上》《铸钢车间的早晨》等一批珍贵
老照片和历史资料。董重说，父母
用相机真实生动地记录了一个又一
个难忘的历史场景和重要时刻，为
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典瞬间。

每一张照片还原的都是岁月记
忆。“当年沈阳军区开团代会，雷锋

是团代会代表，会后雷锋到旅顺海
军基地去交流，我父亲当时是部队
摄影组的负责人，跟随前往。雷锋
登上军舰向战士们讲述自己在旧社
会的苦难经历，战士们团团围着他，
拉着他的手看着他手上的伤疤，父
亲按下相机的快门，就有了这张《雷
锋在军舰上》的照片。”董重说。

就在董重的身边，记者听到了
另一个“现场同期声”。

在新征集的沈阳籍开国少将
王振乾档案资料展柜前，85岁的王
德风带着儿子王松看着展陈的王
振乾的工作和生活照片、书信、书
籍，两人情不自禁地读出了声。老
人是王振乾的侄子，反复诵读，他
要读懂伯父浓浓的家国情怀。

“乡间生活，我尚记忆，在家我
老母一向勤俭成风，我等为母养老
以求永年，实不应苛求于二哥，而应
自责，我甘食暖衣常感内疚……”

“社会秩序早日安定，人民生活得以
改善，国家建设能够顺利进行。在
此种忠贞国家、为人民服务精神的
教育下，兄已不避艰苦，不凭兴趣，
欣然赴职，希勿惦念！”这是王振乾
分别在 1949年底和 1950年初写给
两个弟弟的两封家书的节录。而
今，展陈的家书被时光晕染后有些
泛黄，但上面的文字依旧清晰。

把红色记忆留给后人

为进一步丰富档案资源，今年
1 月，沈阳市档案馆向社会公开发

布了《关于征集“推进英雄城市塑
造”相关档案资料的公告》。“社会
各界热切关注、积极参与，我们也
接到了许多热心市民的电话，相继
收到了一些与英雄城市、红色记忆
相关的档案资料。”沈阳市档案馆
馆长张春风说。

此次征集到档案资料297件，其
中有记载和反映东北抗联方面的资
料，如东北抗联创始人之一李兆麟
传记、文献纪录片、照片等；有沈阳籍
开国少将王振乾捐赠的珍贵资料；
有记载和反映抗美援朝方面的资料,
如有关抗美援朝的照片、荣誉奖章、
书籍等；有沈阳冯庸抗战文化交流
中心团队捐赠的有关冯庸、中国空
军、黄埔军校等方面的资料等。“这些
档案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时代
风貌，而且对研究社会历史也有着

重要的参考价值。”张春风说。
著名抗日民族英雄李兆麟的

外侄孙子李涛这次捐赠了李兆麟
女儿李石与母亲李树春谈话记录

《兆麟的家世及青少年时代》手稿、
《李述堂简历 1950 年》照片、《李兆
麟传》书籍资料、李兆麟及家属各
个时期的历史照片以及专题纪录
片《李兆麟》等资料。李涛还捐赠
了他创作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
十四路军革命活动图、东北抗日义
勇军第二十四路军攻打奉天城地
图和奉天秘密联络点及活动图等。

时代呼唤英雄，英雄光耀时
代。采访中，董重说，捐赠的每一
张照片都牵动着他对父母的思
念。董重记得，母亲当年采访时摔
倒，腰都摔伤了，可相机还紧紧地
抱在怀里。父亲拍过一张冰天雪

地里战士在电线杆上护线的照片，
杆上挂着雾凇，战士脸上挂满冰
霜，这张《雪满边陲》照片获得联合
国亚太文化中心奖。“父母就是我
的人生榜样，我原来是搞计算机
的，退休后也拿起了相机，用他们
那种刻苦钻研的精神、精益求精的
精神学摄影，用光影为这个时代留
下美好的印记。”董重说。

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
所副所长王焯认为，文化记忆是有
形也是无形的，沈阳通过系列征集
活动，丰富了文字、图片、影像、地
点、活动等多重记忆存储媒介，为
唤醒并重构英雄文化记忆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同时，征集活动也扩
大了英雄文化的影响力，营造了崇
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
英雄的良好社会氛围。

把美丽辽宁唱成歌 ④

八部经典串成一台戏：来自辽艺的致敬
《以戏剧的名义》即将亮相“大河之澜”演出季

本报记者 谭 硕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1月11日，由
鲁迅美术学院主办的“破冰艺术计划2022——
聚核”在沈阳举行。《拾物》《文明》《玄武》等
200余件油画、版画、水墨、雕塑、影像作品，
展现了青年艺术家对当下艺术生态的思考。

本次展览分为“野蛮生长”“有限博弈”
“交叉的线”等五个单元。鲁迅美术学院人文
学院院长杨波说，破冰艺术计划已举办了两
届，是东北地域首个集展示、创作、教学为一体
的高端青年艺术项目。此次展览共征集到来
自国内外的1700位艺术家的7000余件作品。

200余件美术作品
亮相“破冰艺术”展

话剧《曙光照耀莫斯科》排练现场。（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一杯烧刀子
品尝人生百味，一条好汉街看尽世事浮华。近
日，大连话剧团演出的话剧《老酒馆》在大连人
民文化俱乐部进行首轮演出。作为大连今年
的重点文艺创作剧目，话剧《老酒馆》以著名编
剧高满堂的同名作品《老酒馆》为创作蓝本，结
合话剧舞台艺术特点，整合国内一流创作资
源，以话剧艺术再现大连传奇往事，以精品原
创剧目再创大连戏剧艺术创作高峰。

话剧《老酒馆》以大连好汉街为背景，以
老酒馆为核心，从一个个小人物的命运切入，
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篇章。以一种全
新的故事语境和艺术范式，进行了多维度的
延展扩充和全方位的升级表达，将“后闯关东
时代”的小人物大情怀，全景式、立体化地搬
上话剧舞台，带给观众心灵的震撼和戏剧的
美学体验。

话剧《老酒馆》
再现大连传奇往事

首次公开的摄影作品《雷锋在军舰上》。 董 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