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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杂技节目创演出现同质
化现象，但可喜的是，随着杂技领域
品牌意识增强，杂技艺术创演从音
乐、道具、服装、舞美到戏剧大多呈
现独创性、独特性，实现了“一戏一
品”的艺术追求。

在多元艺术形式影响下，杂技
如何以超强艺术感染力为观众呈
现丰富绚丽的舞台艺术？答案就
是创新！现代杂技创作“有作品，缺
精品”，说明杂技团体原创能力和创
新意识不够，作为院团的负责人或
管理者这是急需改变的观念。

创新要引导编创者在杂技本
体上打破传统，融合其他艺术在传
统技巧方面进行大胆尝试，比如杂
技与舞蹈、戏剧、故事相结合，演员
可以借助道具让演员进入全新的
表演场景里，通过肢体技巧讲述一
段故事。《双人升降软钢丝》就是通
过肢体技巧讲述一段故事。在讲
故事的同时，也要注重从艺术上、表
演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多方面去创
新，提高杂技节目的意境。

要想让辽宁杂技走出去、叫得
响，首先要不断创新，要有自己的原
创品牌。

安宁：中国杂技家协会副主
席、辽宁省杂技家协会主席

杂技叫得响
就要不断创新

放眼当代文艺评论界的“捧骂”
文章，或许吸引了眼球，但却离真正
的文本渐行渐远。因此，无原则吹捧
或恶意挤压的文艺批评不仅无助于
艺术的健康发展，反而有害，其结果
会损害文学艺术的品格，进而造成受
众群体对文艺的疏离。

此次张学昕凭借评论专著《中
国当代小说八论》摘得鲁迅文学奖文
学理论评论奖，给文艺评论的从业者
带来很多思考，作家作品论本身是一
个比较传统的理论评论类型，如何写
出新意？就是回到具体的文本，也就
是说要实现对文本的充分细读。

要想让作家和艺术家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接受你的解读和批评，其实
就是对文本的细读，细读了才能跟艺
术家或作家对话，才能与对方产生真
正的碰撞，也才能让我们的批评及
物，说真话，也就是说批评才能够有
的放矢。

文学批评要引导创作、多出精
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首先须建立
在讲真话的基础之上，这是文学批评
的初心。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才能
从批评中看到真实的反馈和评价，从
而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

马琳：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主席

《中国当代小说八论》
回到了文本本身

辽宁是曲艺大省。今年，铁岭
市民间艺术团演员张春丰喜获中国
曲艺牡丹奖表演奖，沈阳师范大学教
师崔晓创作的东北大鼓《一只皮箱》、
辽宁科技大学青年教师裴冠红分别获
得了本届牡丹奖文学奖和新人奖提
名奖。

《抢地盘》继承了辽宁喜剧小品
时代感强和接地气的艺术风格。在
选材上抓住了美丽乡村建设中，老
年人跳广场舞和青年要直播来推销
绿色农产品的一个矛盾，题材有新
意，不落俗套。表演上，张春丰采取
反串形式，扮演了一个老年健身舞
的组织者。反串来源于传统大秧
歌里的喜剧性人物。张春丰扮演
的东北老大娘具有那种泼辣、喜庆
和直爽的性格特征。在情节发展
中，自然融入了喜剧化的表演，增加
了东北秧歌的一些特点，不生硬，很自
然，增强了喜剧小品的表现力。

曲艺工作者要关注时代、关注
现实生活，创作创新精品力作，推出
新人，用优秀文艺作品塑造辽宁文化
的新形象，再创辽宁曲艺新辉煌。

崔凯：辽宁省曲艺家协会名
誉主席、国家一级编剧

《抢地盘》胜在不落俗套

文艺辽军，风头正劲。2022年，我省除了6部作品获中宣部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
秀作品奖外，《中国当代小说八论》《抢地盘》《双人升降软钢丝》《蒲公英·远方——蹬伞》4部作品还先后
斩获鲁迅文学奖、中国曲艺牡丹奖、中国杂技金菊奖等国家级重要奖项。一部部思想性、艺术性俱佳
的精品力作，在全国舞台夺目绽放，展现辽宁文艺工作者蓬勃原创力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辽字号”
品牌的辨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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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辽军展现强劲原创实力
本报记者 杨 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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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抢地盘》。

杂技《蒲公英·远方——蹬伞》。 《中国当代小说八论》张学昕著。

杂技《双人升降软钢丝》。

“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有精品意识，深
入到火热的生活中，深入到人民中去。”辽
宁文艺工作者始终牢记既要心系人民、书
写时代，又要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的高标准，讲好辽宁故事，葆有
艺术原创力。只有用更多优质作品“造
血”，文艺作品才能延续传统、开疆拓土、
充实未来。

坚持党的领导是繁荣发展文艺事业
的根本保证，也是我省文艺创作不断推出
精品力作的主要原因。

在省委的领导下，在省委宣传部具体
指导下，我省广大文艺工作者以精湛的艺
术和多样的表现形式反映社会生活，为人
民放歌，无论是杂技、曲艺，还是文艺评
论，在每一个历史节点上，都产生过在全
国有影响的现象级原创作品，为中国文艺
的发展作出了辽宁贡献。

文艺原创力意味着作品要从生活中
来，通过具有思想穿透力、艺术感染力和形
式创新力的方式呈现出来。以“新难奇美”
著称的辽宁杂技，多年来，坚持将提升文艺
原创力贯穿到文艺创作的各个环节中，以
扎根本土、深植时代为基础，提高作品的精
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辽宁杂技首
创的杂技节目“飞车走壁”和“环球飞车”曾
轰动全国，对全国各地发展飞车节目起到
推动作用，而杂技节目《腾空飞杠》是世界
首创。

新时代的辽宁杂技如何激发原创
力？此次获中国杂技金菊奖杂技节目奖、
承载着辽宁杂技人对传承经典不断追求
的《双人升降软钢丝》《蒲公英·远方——
蹬伞》，给出了答案。

软钢丝是世界杂技领域里最具难度
的项目之一，辽宁独创的双人升降软钢丝
更是难上加难。李维表演的《升降软钢
丝》曾获莫斯科国际青少年马戏节金奖、
第 32 届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金
小丑”奖。在《双人升降软钢丝》中，130
斤的李维和80斤的周晓汶，200多斤的两
个人，站在离地面7米高、0.8厘米粗的钢

丝上，能站住都很难，更别说做抱顶、肩
顶、大摆翻下这样高难度的动作了，可是
他们硬是精、准、稳地完成了全国乃至世
界首创的双人对手动作，以具有时代气
息、原创魅力的艺术表演，生动讲述了电力
工人将光明和温暖送到千家万户的故事。

推原创，这三个字，说来容易，真正实
现须久久为功。在两年的排练里，李维和
周晓汶每天在钢丝上的训练都超过10个
小时，到比赛前，他们已练坏了 30 多双
鞋、20余副手套。正是凭着坚强的毅力和
决心，两名演员才打造出这一原创力作。

原创性体现在意境上的《蒲公英·远
方——蹬伞》，将杂技道具——伞拟化为
蒲公英，极富想象力。“蒲公英虽不如鸟儿
般遨游在天地间，可它却为了自己的梦想
踏上了远方的征程”，这种诗化的意境为

《蒲公英·远方——蹬伞》提供了丰富的想
象空间。舞台上，每一把伞都仿佛活了起
来，幻化成一朵朵飘扬的蒲公英，在舞者的
手中传递，在音乐的节奏中跃动，在主演的
脚上翻飞……它们像一个个富有生命的
精灵，在鲜活的生命律动中，迎接着远方
的召唤，成长为一束束充满朝气的绒花，
再随风飘散将生命与希望带去远方。整
部作品中，“伞”与“蒲公英”的互文意味，
在技巧性与艺术性的交融中相映生辉，彰显
出人物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审美理想。

辽宁曲艺界会创作、敢创新的传统同
样在全国为人所称道。在省委宣传部、省
文联大力支持下，省曲协每年都组织创作
笔会，坚持了30多年，选出了好作品再举
办相声、评书、小品、二人转大赛，促进人
才成长和梯队建设。比如辽宁喜剧小品，
通过央视春晚的广泛传播，成了辽宁的文
化品牌。去年获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
的《抢地盘》，就是铁岭市民间艺术团演员
张春丰自编、自导、自演的原创作品。作
品中，他反串一位现实版广场舞大妈，在
人物的多次反转中，把控舞台节奏、与观
众互动，从而拉近了表演者与观众的距
离，获得满堂彩。

激发原创力量，用更多优质作品“造血”

辽宁文艺创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多的
丰硕成果，不仅在原创能力的开掘上，更在
创新上。在一定限度内，文艺作品的审美
价值同创新元素成正比，其创新元素越多，
审美价值就越高。论难度，双人升降软钢
丝是杂技领域里最具难度的项目之一。但
是，辽宁杂技人没有停留在一味的炫技
上。《双人升降软钢丝》在保留艺术精髓的
基础上，改变了传统软钢丝的表演形态，很
好地解决了“技术”与“艺术”的冲突，让高
难度的杂技表演为人物、故事服务，最终达
到了杂技与戏剧表演的完美融合，充分展
示了辽宁杂技雄厚的创新能力。

技术要创新，思想立意也要创新。同
沈阳杂技演艺集团一样，大连杂技团也一
直走在创新之路上。在绚丽的舞台上，《蒲
公英·远方——蹬伞》表演者从蹬起一把伞
开始，将伞一把一把叠加，最终手脚并用完
成 15 把伞的蹬转表演。1 把伞时“跑伞边
大 跳 ”、3 把 伞 时“ 双 手 转 伞 双 脚 小 开
花”……15 把伞时“双手转伞双脚叠伞捻
转 540 度”等技巧来自主演和创作团队长
达十余年的摸索、积累，既彰显技巧难度又
富于艺术美感，成为该作品一举“摘金”的
优势所在。

更为重要的是，《双人升降软钢丝》《蒲
公英·远方——蹬伞》两部作品的创作者没
有停留于浅层的人物形象塑造，而是沉潜
于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挖掘，并以隐喻、象征
等手法深化其思想内涵。同时，在思想立
意上也进行大胆创新，以杂技讲故事，将人
物情感与时代精神相融，怀着对国家、时代
的深厚情感，深入现实，以高蹈的思想升华
现实，直观地展现人物的丰富情感层次，使作
品呈现出正大气象，传达杂技的艺术魅力。

舞台表演艺术的创新必须具备时代气
息，表演艺术创新首先要汲取时代的精华,
打破传统观念对艺术的束缚。讲述驻村

“第一书记”帮助村民致富的小品《抢地盘》

独特创新之处是在表演常规小品的过程
中，把传统二人转的唱段很好地融入作品，
既增加了地域文化色彩，又不显得节奏拖
沓，区别于拉场戏，尤其结尾部分加入的秧
歌舞蹈，把喜庆气氛推向高潮。嬉笑中是
真诚感动，误会后是惊喜反转。张春丰告
诉记者，此次能获奖，离不开两点，一是在
传承中苦练，二是在苦练中创新。他以二
人转最基本的手持道具手绢为例作解读，
二人转演员所使用的手绢通常是 50 厘米
直径，随着表演需要而使出各种花样，经过
数年的反复摸索练习，他将手绢直径做到
180厘米，最大的直径达320厘米。正是这
种不断创新，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赞誉。

去年，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学
昕凭借评论专著《中国当代小说八论》摘得
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这是本届鲁
迅文学奖东北地区唯一的获奖作品。《中国
当代小说八论》是8篇“作家论”的结集，是
关于莫言、贾平凹、阿来、格非、迟子建、苏
童、麦家、余华 8 位中国当代作家的评论。
关于这些作家的作品评论很多，但该专论
独到之处是以整体性视角统观各作家几十
年的文学历程，立足于作家们的写作发生
和各自的地理版图，阐释了他们作品的独
特美学意义和重要文学价值。同时，张学
昕也在思考8位作家的写作及其作品与时
代、社会、民族的聚合，深入人性史、灵魂史、
精神史中最深切的部分，阐释出作家及作品
对整个社会与人类命运的思考与关注。

创新不存在既定路径，在现实细微处
捕捉创作灵感，于丰富题材中彰显艺术格
局。我省 2022 年在各领域斩获的优异成
绩，必将成为激发全省文艺工作者原始创
新能力的重大机遇。在省委的领导下，辽
宁文艺工作者将继续以辛勤的劳动投身创
作，坚持文艺创新，拥抱新时代。把心、情、
思沉到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
脉搏、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人民放歌。

保留艺术精髓，从时代发展中找到创新灵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