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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核心
提示

逛展览，看晚会，与文物“对话”。1月28
日，历时近4个月的“和合中国”主题文物展在辽
宁省博物馆落下帷幕。当晚，本次展览的压轴戏
“又见辽博——‘和合中国’”主题晚会，以歌舞演

活国宝，用“文物+文艺”的方式，让观众再次体会到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

“黄河北岸有两座高山，一座
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这两座
高山太大了，方圆700里，高有8000
丈，单表高山的对面有个村子，村
子里的人要出门儿可就麻烦了……”
1月 30日 8时 30分，央视戏曲频道

“名家书场”栏目正在播出我省评
书表演艺术家许同贵的新编长篇
传统系列评书《成语传奇》，这一段
讲的是《愚公移山》。

从今年大年三十开始，许同贵
的评书《成语传奇》作为新春贺岁
特别节目在央视“名家书场”开播，
已播出《愚公移山》《嫦娥奔月》《负
荆请罪》《鸡犬升天》《陶侃龙梭》

《开天辟地》《女娲补天》等段子。
这些天，每天上午播书时间，许同
贵都会和家人静坐在电视机前观

看他表演的评书，他会记下这一段
编创及表演上的得失，家人们也会
一起点评他这一段讲得如何。每
天观书，一家人的眼里都是喜气，
但观后的点评有时还会唇枪舌剑。

许同贵是喀喇沁左翼蒙古族
自治县民族文工团的评书演员，自
编自演的评书《成语传奇》是他用
传统评书艺术解读成语条目、演绎
成语故事的一种新的艺术尝试，去
年 8 月 先 期 在 央 视 录 制 完 成 24
段。据介绍，评书《成语传奇》的创
作，按照优中选优、精益求精的规
则选择符合时代精神要求、适合评
书表演的成语条目，如爱国的、励志
的、治学的、德孝的题材，创作蓝本注
重思想性、知识性、艺术性的融合。

“在演绎《成语传奇》时，我注

重突出多种艺术元素，力求呈现综
艺式的表演风格。如说《愚公移山》
时，说愚公吹响了集结号‘嘟……’
这个地方来了一个口技，要召开家
庭民主生活会，号召家人大干苦干
加巧干，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张蓝
图绘到底。说《女娲补天》时，女娲
造人造家畜，鸡鸭鹅狗满圈跑，骡
马成群，牛羊肥壮，叫驴嗓门高，
喊一嗓就好像火车拉汽笛一个
样，组成了庄稼院的大合唱，这地
方就用口技表演六畜兴旺。”许同
贵说，老书新说用了当下的生活
用语，新词加口技拉近了时代与
观众的距离。

61岁的许同贵说，他的评书表
演，有家传又有师承。他的老家山
东惠民有一个闻名中外800年历史

的胡集书会，二祖父许英武、二祖
母小白鞋和母亲洋凤凰都是山东
有名的西河大鼓艺人。家风、乡风
的熏陶，使他走上艺术之路，他拜
评书大师刘兰芳为师，在山东故乡
除说书外，他还演过山东豫剧，其
后加入辽宁喀左民族文工团。这
是一个综合性的专业艺术团体，在
这里他成长为一专多能的“艺术万
金油”，演过十几年的评剧丑角儿，
说快板、评书、相声，唱东北大鼓、
西河大鼓、京东大鼓，演小品、演话
剧，还演过电视剧等，有了“关东山
里红”“帅怪双杰”的美称。

去年秋，在央视“名家书场”栏
目录制完成系列评书《成语传奇》
24 集、《包公挂帅》25 集后，又回家
乡在喀左县文化馆改编录制补齐

60集的《喀左东蒙民间故事》。“《喀
左东蒙民间故事》是首批国家级非
遗项目，曾获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

‘山花奖’。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
档案、心灵的史记，是百科全书式
的重要著作，几乎包括了中国故事
的各种类型。”许同贵说，这也是他
录制此书的缘由。

“评书是表演艺术，它不仅是
属于案头的纸质文本，更应是活在
舞台上的立体活态艺术。僵则死，
变则通，说书艺术应求新求变，继
承是基础，创新才是出路。当下国
家出台了一系列保护、传承、恢复
优秀传统艺术的好政策，评书艺术
正在复兴，呼吁社会各界多多呵护
这一古老的艺术，使之永葆艺术青
春。”许同贵说。

评书艺人许同贵把“成语”说到央视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为深入发
掘、展示、活化利用沈阳地区红色资源，沈阳
市档案馆（沈阳市文史研究馆）举办的“英雄
精神 城市丰碑——沈阳英雄人物档案史料
展”网上展览近日正式上线。网上展览作为
实地展览的有效补充，借助“印象沈阳”档案
文化全媒体服务平台，全面呈现沈阳各个时
期的英雄群体、英雄业绩。

为办好此次展览，沈阳市档案馆从数十
万卷（件）档案资料中仔细筛选、积极策划，以
档案资料、实物、图片、影像等方式，向人们全
面、系统、立体展示沈阳城市的英雄印记。所
展出的老照片中，有1959年刘胡兰母亲胡文
秀、黄继光母亲邓芳芝、董存瑞父亲董全忠等
革命先烈家属的珍贵合影；所展出的专题纪录
片，包含了从中共满洲省委第一任书记陈为人
等抗日英烈，到“毛主席的好工人”尉凤英等全
国劳模，直至魂系海天的航空工业英模罗阳等
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光辉事迹；展出的档
案史料汇编，除《沈阳解放档案汇编》等“英雄
之城”系列丛书，还包括抗战三部曲《九一八事
变前日本在奉天的侵略活动档案汇编》《日本
的侵略与沈城的抗争档案汇编》《黑土地上的
红色记忆——东北抗日义勇军 抗日联军亲历
者口述档案汇编》等。此次展示和可查阅图片
达300幅，展出100余件实物以及80段视频、十
余项沈阳市档案馆编研成果。

沈阳英雄人物
档案史料展上线

我省首届新春戏曲晚会——
“菊苑流芳”将于农历正月十三、十
四这两晚在辽宁大剧院演出。与
以往晚会不同，这次晚会既首次集
中了辽宁地区所有戏曲剧种，又汇
聚了全省的名家名角。为让更多
戏迷走进剧院看戏听曲，首届新春
戏曲晚会实行惠民票价，并同时推
行“直播看戏”新模式，以此来扩大
辽宁戏曲的影响力与传播力。

多个地方戏曲剧种齐聚沈城

农历正月十三、十四这两天，
我省戏迷将迎来“戏曲盛宴”——
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公共文化服
务中心共同主办的“菊苑流芳——
2023辽宁省新春戏曲晚会”将在辽
宁大剧院正式开场。

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发展处
负责人高立军介绍，这是我省首次
举办新春戏曲晚会，今年的晚会由
沈阳市文旅广电局承办，沈阳市公
共文化服务中心（沈阳市文化演艺
中心）、沈阳评剧院协办。

我省历史久远，地域文化厚
重。正因如此，诞生于这片土地上
的辽宁戏曲既有着浓郁的地域特
色，也有着鲜明的艺术风格。通过
戏曲这种艺术形式，可以领略我省
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社会风貌。

以武戏见长的辽宁京剧，涌现
了以唐韵笙（“唐派”）为代表的一
批京剧名家，推出了《雁荡山》等
一大批优秀剧目，在京剧界享有
盛誉。

评剧是在我国北方影响广泛
的地方戏曲剧种，辽宁评剧产生了
以韩少云、花淑兰、筱俊亭为代表
的三大艺术流派，创作演出了《小
女婿》等一大批优秀剧目，在全国
具有广泛影响。

本台晚会除演出京剧、评剧经
典作品外，广大戏迷还将欣赏到辽
宁独有的其他地方戏曲剧种，可谓

“辽宁戏曲艺术的一次盛宴”。
在今年的新春戏曲晚会上，所

演出的 12 个节目除了京剧、评剧
外，还有辽剧、海城喇叭戏、阜新蒙
古剧、凌源影调戏、二人转等辽宁
地方戏曲剧种。

由凌源影调戏剧团演出的《婆
婆还乡》作为第9个出场节目，将呈

现原汁原味的辽西影调戏风格。
目前，演职人员已经做好了登上全
省首届新春戏曲晚会演出的准
备。凌源影调戏也叫“活人影”，是
在凌源皮影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独具特色的地方戏曲，也是我省主
要地方戏种之一。经过近百年的
探索和实践，凌源影调戏现已成为
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独特魅
力的舞台艺术形式。

近年来，多部演出时间短、演
出规模小、被称为凌源影调戏“小
戏”的作品，比如《寡妇门前》《红
柳湾的笑声》《香槐树下》《香槐
岭的笑声》《婆婆还乡》等在亚洲
微电影节、“群星奖”评选、辽宁
省艺术节等大型活动及赛事中获
得殊荣。

据了解，参演此次戏曲晚会的
演员来自我省沈阳、大连、鞍山、锦
州、营口、阜新、铁岭和朝阳等戏曲
院团，这既是我省各戏曲剧种的一
次集中展示，也是“全辽班”的一次
集体亮相。

12个节目名角荟萃

记 者 获 悉 ，“ 菊 苑 流 芳 ——
2023 辽宁省新春戏曲晚会”围绕

“庆新春，闹元宵”主题，12 个节目
生动展示辽宁戏曲艺术魅力，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营造喜庆祥和、幸
福美满的节日氛围，为辽宁振兴发
展提供精神力量。

晚会将以京剧、评剧和辽剧联
唱《梨园春色》开场，此后，名段不
断，既有海城喇叭戏《夫妻和》、评
剧《花为媒》选段、京剧联唱《红娘》

《望江亭》《穆桂英挂帅》，也有评剧
“韩、花、筱”经典剧目联唱《杨门女
将·寻营》《谢瑶环·花园》《江姐·绣
红旗》，以及二人转联唱《乡韵乡
音》、京剧《将相和》等。

“名角荟萃”是我省首届新春
戏曲晚会的亮点之一。本台晚会
汇集了我省诸多戏曲名家——“梅
花大奖”获得者冯玉萍、“梅花奖”
获得者杨赤、李静文、常东、周丹、
凌珂，京剧梅派第三代传人肖迪，

“牡丹奖”获得者张春丰，以及京剧
唐派，评剧韩派、花派、筱派、新派、
白派等优秀传人都将登上舞台，可
谓名家云集，新人担纲。

为了让我省更多戏迷走进剧
院看戏听曲，“菊苑流芳”新春戏
曲晚会在票价上推行惠民举措，
100 元以下的惠民票数量达到50%
以上。

据了解，为了扩大辽宁戏曲的
影响力与传播力，此次新春戏曲晚
会还将同步在辽宁文化云平台上
直播。

京剧、评剧、辽剧、凌源影调戏将集体亮相辽宁大剧院

我省首届新春戏曲晚会让你过足戏瘾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晚会重数
“和合中国”展览亮点

“又见辽博——‘和合中国’”
主题晚会由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主办，辽宁省博物馆、辽宁歌
舞团、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文
化艺术工程中心共同承办。舞蹈《春
山踏歌》拉开晚会序幕，随后，充满古
意的吟诵《千古诗经》让人感受古风
古韵，而歌舞《普天吉祥》展开了绵
延的历史画卷……

舞台上，辽宁歌舞团与辽宁人
民艺术剧院的演员们结合“和合中
国”展主题设计理念，以古典舞蹈
艺术的诗性、抒情性描摹国宝的形
态与意蕴，伴着古筝、琵琶的演奏，
展现国宝之美，让玉器、青铜器、瓷
器、丝绣、书画等文物与观众展开
跨时空对话。在那个瞬间，《五代
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北宋宋徽宗
草书千字文卷》《清徐扬姑苏繁华图
卷》《金张瑀文姬归汉图》等书画作
品已不再是简单的瑰宝画作，更是
一种精神世界与文化情怀的展现。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跟随
舞台上演员的诗词吟诵，台下小朋
友与父母一起轻声附和，中华传统
文化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中植入了
童年的美好记忆。

“悠悠千载，万千气象，天地一
片吉祥……”歌曲《和合中国》曲调
优美、朗朗上口，是专门为这次晚会
创作的。晚会导演马玉丽说，歌曲

《和合中国》解读了“和合”文化所蕴
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
观，体现了“和合”文化在中国的源
远流长及中国智慧，让人回味无穷。

歌舞添彩
文艺成“圈粉”强劲力量

为让文物“活”起来，辽博不断
打破原有办展模式，在办展思路上
大胆创新。沈阳歌舞团以辽博珍品
书画《簪花仕女图》为蓝本的古典舞

《簪花仕女》，生动再现了唐人生活；
省杂技家协会组织创作的魔术节目

《汉乐神韵》，以辽阳汉魏壁画墓群
中的“百戏歌舞”场景为蓝本，艺术
再现了汉魏时期辽阳地区文艺繁盛
的生活场景。近年来，连续推出“又
见大唐”书画文物展、“唐宋八大家”
主题文物展、“和合中国”主题文物展
等，均成为全国现象级大展。这些展
览的成功，在于打破了固有的单纯
文物展的模式，让附着在文物背后
的文化成为吸引观众的强劲力量。

本台晚会是继“唐宋八大家”
主题文物展“群星璀璨的历史天
空”诗歌晚会之后，又一次在辽博
举办的主题晚会活动。当晚现场
观众 1000 多人，鲁迅美术学院教
授满懿说，能为一个展览，专门打
造一台主题晚会，足见该展览的特
殊性和重要性。“和合中国”展出期
间，她来过 4 次，面对这些经典作
品，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体验和收
获，观书法，观画作，观人文情怀。

此次又以一台高质量的主题文艺
晚会做闭幕式，吸引广大市民专场
观看，更突出了这次展览的观赏
性。晚会所编排的歌舞都充满了
浓浓的历史文化感，声光电数字屏
幕与吹拉弹唱念舞等精湛技艺融
为一体，赋予了文物以新的生命表
现状态，令人神往。

辽宁省博物馆馆长王筱雯说，
“和合中国”展能够成为继“又见大
唐”“又见红山”“唐宋八大家”展览
后的又一个现象级大展，“主要在
于我们除了深入挖掘文物与当代
价值、世界意义的契合点外，还通过

‘文物+文艺’等形式，进一步展现
‘和合’的思想内涵，让展览变得更
有活力、更有温度、更加吸引人”。

“又见辽博”主题晚会为“和合中国”展作结

以精湛技艺赋予国宝新的生命
本报记者 杨 竞

春节期间，一只来自重庆的“兔子”意外
走红。从网友纷纷留言被这个造型独特的兔
子灯饰“丑哭”到当地相关部门匆匆将其拆
除，争议声不断。无独有偶，南宁最近展出的
兔子灯饰同样引发“吐槽”，被网友戏称“直接
胜出”。这些现象的背后，反映的其实是创作
者的临时性思维，对于公共艺术品设计缺乏
敬畏之心。

节日装饰大多是临时性的，但如果创作
者的思维也是临时性的，往往会带来不少的
麻烦。重庆兔子灯饰，就因为创作者的临时
性思维，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消耗：这样的巨
型灯饰，无论是搭建还是拆除，都要付出不菲
的人力和财力成本，而拆除的灯饰成了废品，
物资回收站会参照废品的标准而非艺术品的
标准或其采购、制作成本来衡量其价值，艺术
品变废品，成了讽刺。

更重要的是，以这种方式冲上热搜，无论
对于沙坪坝三峡广场还是重庆这座城市而
言，都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在事件的整个过
程中，大家发现了太多“槽点”，即便灯饰迅速
被拆除，质疑之声都没有随之烟消云散，关于
一拆了之是否会导致创作失去活力，从而影
响寻求公共艺术多元化呈现的声音依然在网
络上发酵，而这一切，都是创作者临时性思维
引发的后果。

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每一位艺术创作
者都希望给作品打上自己的烙印，体现独一
无二的辨识度，这无可厚非。兔子灯饰创作者
的出发点或许是创新，是对传统的解构，但却忽
略了一点：兔子在人们的心目中已形成了固有
形象，如果将兔子灯饰弄成不伦不类的形象，从
艺术的角度来讲，并不是一种创新，而是一种搞
怪。即使是网络上最温和的批评，也认为这件
灯饰“过于低幼，缺乏美的创意”。

诚然，在“美”与“丑”的判断上，可能有着
明显的主观倾向性，每个人对每一件艺术品
的定义和审美标准都不一样，但从社会学角
度而言，兔子灯饰属于公共艺术品，而公共艺
术品的一大功能就是提升城市品位，滋养民
众审美。如果是艺术创作者自己展会上的作
品，那以临时性思维创作是没什么问题的，即
便得不到大众认可，最坏的结果无非是被雪
藏。但这种公共艺术品的设计却不能挑战大
众的审美习惯，如果过于追求个性化，甚至为
了博出位、吸引眼球而故意挑战大众的审美习
惯，带来的消极影响会很大。

平心而论，想要找到艺术个性与审美公
共性的融合点并非易事，但对于灯饰这种公
共艺术品来说，不能过度夸张，把“审美”变成

“审丑”，否则，得不到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可。
正如相关专家所言，想要避免类似重庆兔子
灯饰“一拆一建”引发的争议，就需要创作者
摒弃临时性思维，在设计源头上综合创意灵
感、大众审美和公共情绪，使作品具备并实现
公共艺术品的存在价值。

公共艺术品设计
别挑战大众审美
李 翔

歌舞《普天吉祥》演绎的古风古韵，深受观众喜爱。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春节假期，参观者来辽博看“和合中国”展。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凌源影调戏《婆婆还乡》将登上首届新春戏曲晚会。（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谭硕报道 春节期间，辽
宁人民艺术剧院通过线上展演打击乐音乐会

《碰撞·融合》和原创儿童剧《爱孝总动员》，与
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共度春节，以此送上新
年祝福。

据介绍，辽艺积极整合剧院的文化资源
优势，精心剪辑制作了新年线上节目。《碰撞·
融合》《爱孝总动员》两部作品在欧中之声、财
视澳洲、加拿大共生国际传媒、阿根廷华通
网、迪拜新闻网、世界侨网、南非华侨新闻网、
美中文化经贸促进会、南亚在线等20个国家
和地区的海外华侨华人网站、平台播出后，广
受欢迎。无论是带给观众耳目一新感觉的打
击乐音乐会《碰撞·融合》，还是采用古今穿越
形式传递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创儿童剧《爱孝
总动员》，都呈现了庆新年的喜悦氛围，彰显
了中华文化的魅力。

辽艺上线两部作品
与华人华侨共度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