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及时刹住随礼风，简办喜事好轻松，携手建
设新农村，快快乐乐奔前程……”2月16日，由
省精神文明办、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办，省文
化艺术研究院承办的辽宁省首届“推进移风易

俗、弘扬时代新风”小戏小品大赛优秀作品展演在沈阳举
行，拉场戏《礼尚往来》引得观众笑声阵阵，拍手叫好。此
次参加展演的7个优秀节目均为本次大赛获奖作品，从不
同侧面倡导时代新风，节目内容都取材于身边人、身边事，
生动展现了我省各地移风易俗工作成效，充分反映了新时
代乡村新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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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5 日，《鸭绿江》杂志“评
刊团”活动启动。杂志社联合高校
青年教师、博士生，对每一期所刊
文学作品进行阅读、点评、写评论文
章、录视频。作为文学界和学术界的
一种资源联合，该活动旨在将刊物引
进高校课堂、扩大刊物社会影响力的
同时，锻炼和培养青年评论人才。

作为文学大省，辽宁想要从文
学大省向文学强省迈进，需要年轻
力量持续发力。“评刊团”活动目
的是为辽宁文学的高质量发展蓄
势赋能。

面向文学现场
培养青年才俊

《鸭绿江》近期刊发工业题材
报告文学《奠基》，真实地再现了沈
阳在共和国工业化进程中筚路蓝
缕、艰苦奋斗、创业创新的辉煌历
史。作品引发读者的关注，随之

《鸭绿江》再就这部作品刊发东北
大学教授田鹏颖撰写的《描绘沈阳
厚重工业史的全景画》等评论文
章，还在其公众号上刊播诗人沈志
军围绕作品创作的叙事诗《走进国
之精华的璀璨》，让评论与创作互

相回响，作品在文学界进一步生发
共鸣。

现在，《鸭绿江》推出“评刊团”
活动，请高校青年教师和博士生聚
焦所刊的文学作品，以文学评论等
方式为作品“把脉”“剪刈”“燃
灯”。这样做，是文学界和学术界
的一种资源联合，既把刊物引进高
校课堂，扩大刊物的社会影响力，
又发挥高校的人才优势，锻炼和培
养青年评论人才。

在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
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贺绍俊看来，文
学评论，青年人下笔要更有力量。
文学行当不要主动追求横空出世，
年轻的评论家更要把眼光看向自
己的不足，保持“学而时习之”的状
态，要占据文学评论的前沿阵地，
就要从走向文学现场开始。

就此，贺绍俊说：“辽宁有诸多
文学刊物，也有不少文学专业的大
学，过去这些刊物闭门办刊，而大
学也侧重于做自己的文学研究，现
在逐渐地在辽宁形成了一个文学态
势，就是彼此为对方开门，把文学批
评吸纳到文学研究中间，这样让文
学研究能够面对文学现场说话，而
不是空对空的说话。另外，文学批

评也有了更坚实的理论支撑，所以
这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一个时期以来，面向文学现场
培养青年评论人才已成为省作协、
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发力点。
春晚已成为新春佳节的一道文化

“年夜饭”，网络时代应该如何共享
与传承春晚的文化功能？兔年伊
始，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组织“春
晚微评”活动，省内作家、评论家
及文学爱好者相继发表 76篇评论
文章，《人民的春天 创新的表达》

《春晚的共情场与话语叙事》《变与
不变——我看春晚》《一缕清香飘
年味儿》等一篇篇“微观察”被新闻
媒介网络平台刊发。

近期，《辽宁省作家协会特聘评
论家作品集》《鱼跃鸢飞：2020—
2021辽宁文学创作面面观》两部文
学评论集先后出版。前者收录了省
作协特聘评论家研究辽宁作家作品
的理论文章18篇，进一步加大对“文
学辽军”的总体研究和推广力度，省
作协特聘评论家制度已进行到第十
三届，今年上半年将评聘12名第十
四届特聘评论家。后者是辽宁文学
院的重要学术成果，作者群体是辽
宁文学院的作家和学者。在围绕具

体作品生发的评论中，他们既对作
品的优点不吝褒扬，也对存在的不
足直言不讳，体现出文学批评家应
有的见识和勇气。在《鱼跃鸢飞：
2020—2021辽宁文学创作面面观》
主编胡海迪看来，这部书产生于辽宁
文学发生的现场，是距离创作最近的
评介。如果把每一篇文学作品都比
作一个婴孩，那么，除了作为“父母”
的作者和“助产士”的编辑之外，这部
评论集中的述评，应当是呱呱坠地的
新生儿最初迎来的关切目光。

开展多种活动
壮大评论队伍

贺绍俊认为，《当代作家评论》
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就成为当代
文学评论的前沿阵地，几十年下来
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形态。而今，
辽宁文学评论的发展很健康，周
荣、张维阳、胡喆等一批年轻的评论
者在国内评论界已逐渐显示出实力。

今年将举办第四届辽宁网络
文学“金桅杆”奖·优秀评论（研究）
奖的评选，首次评选优秀网络文学
评论5篇（部），并举办面向全国的
网络文学研究高质量发展论坛。

省作协还依托与沈阳师范大学共
建的辽宁文学研究中心和与大连
大学共建的辽宁作协网络文学研
究中心，不断加强辽宁文学评论阵地
建设，做好青年文学评论人才储备。

辽宁文学院正在筹划一年一
度的“特约评论家论坛”“辽宁中青
年文艺评论骨干高研班”活动，论
坛将结合重要文学热点、时间节点，
邀请省内特约评论家、作家以及国
内学者参与论坛研讨；高研班主要
以《艺术广角》杂志为依托，通过开
展中青年文艺评论人才培训、读书
班、研讨会等活动，不断壮大辽宁文
艺评论队伍。今年高研班特点之
一，就是侧重对青年文艺评论人才
的扶持和培养，将扩大对省内高校、
科研院所和从事文艺评论的青年文
艺工作者的邀请，强化艺术与地域
融合，增强文学评论服务辽宁的能力。

在贺绍俊看来，辽宁正在努力
建设一个良好的文学批评生态环
境，建设一个立体化的、动态的、开
放的文学批评系统，不同的批评方
法、批评形态共同存在，相互之间
具有一种对话和互补的关系。相
信会有更多的青年评论人才在这
个环境下茁壮成长。

我省多举措培育文学评论新生力量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由省委宣传部、
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辽宁省庆祝党的二十
大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辽宁地方戏曲
专场”近日在大连上演。

辽宁地方戏曲专场演出，是辽宁所有的地
方戏曲剧种再次同台展示。参演作品以现实题
材为主，兼有革命历史题材和经典传统剧目，各
具地域风格特色。如描绘演绎辽宁“六地”革命
历史和红色记忆的新说唱《画辽宁》，主题鲜明，形
式新颖，催人奋进。表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
貌和新时代农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拉场戏《送兔》、
辽剧《村风送暖》、二人转联唱《乡韵乡情》、凌源影
调戏《百合芬芳》，地域特色鲜明，时代气息浓郁，
表达出人们对美好家园的热爱。最具代表性的
剧目评剧《小女婿》、海城喇叭戏《王婆骂鸡》、阜新
蒙古剧《乌银其其格》和马头琴演奏《万马奔腾》，
让人们领略了传统戏曲的醇厚韵味和经典作品
的持久魅力。

辽宁地方戏曲专场展演
在大连上演

以鲜活小事儿演绎树新风

作为文艺界的“轻骑兵”，小戏
小品一直深受广大群众欢迎。辽
宁省“推进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
风”小戏小品大赛，自去年 6 月开
始征集，共收到参赛节目 74 个，
经过专家评定和网友投票，最终

《礼尚往来》《终身大事》《风俗》
《跳龙门》《最美夕阳》《喜事新
办》《靠山屯的笑声》等 20 余个节
目获奖。获奖作品紧扣移风易俗
主题，以小故事讲大道理，内容
积极向上、题材新颖、具有较强
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充分体现了
爱党爱国讲奉献、革除陋习讲文
明等社会文明新风尚。

16 日下午，拉场戏《礼尚往
来》拉开了此次展演的序幕，李园
园、祁玉东等8名铁岭市民间艺术
团的演员，生动演绎了乡村生活中
各种奇葩的“宴请”，讽刺变了味儿
的份子钱现象，引得观众笑声不
断。祁玉东说，他和铁岭市民间艺
术团演员经常去农村演出，得知农
村请客送礼风气严重，老百姓苦不

堪言，所以创作了这个作品，推进
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辽宁是喜剧的沃土，培养了很
多优秀的小戏小品演员。辽宁的
小戏小品，一直是观众喜欢的艺术
形式。此次展演的小戏小品在内
容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
众，通过东北特色的语言艺术，将
生活小事、人生百态、丰富情感融
入作品中。小品《终身大事》通过
两代人关于彩礼的观念冲撞，倡导
了新时代的婚恋观。小品《风俗》以公
筷为切入点，告诉人们餐桌举止非小
事，一筷一勺显文明，最终传达“反对
浪费，文明节俭”的健康生活理念。

以喜闻乐见形式引导除陋习

舞台上，宝源、胡嵩石等表演
的小品《最美夕阳》讲述敬老院里
的3个老党员，就树葬和海葬展开
辩论，并集体选择器官捐献为社会
再做一点贡献的故事，用温情的
讲述拉近人与人的距离，传递人
间大爱；宋凯、宫景全等表演的小
品《喜事新办》讲述禁烧秸秆、保护
绿水青山，节俭办婚礼、勤俭节约的

故事，幽默风趣，让人们看到了乡村振
兴的美好未来。《最美夕阳》《喜事新
办》两个小品生动形象地阐释怎样
处理好“人与自己、人与他人、人与
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倡导文明
健康生活之风。

在农村开展推进移风易俗，弘
扬时代新风行动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要举措。舞台上，以文明
健康生活为主题的小戏小品，用生
动活泼的形式营造新时代新生活
的浓厚氛围，为社会文明注入了新
动力。评剧《靠山屯的笑声》揭露
了农村封建迷信活动愚弄群众、骗

取钱财、破坏邻里和谐的危害，倡
导人们养成健康向上的生活习惯，
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此次展演不仅有辽宁人
民艺术剧院、铁岭市民间艺术团、
鞍山市艺术剧院、阜新市歌舞剧院
等专业院团的演员，还有沈阳工学
院大学生的参演。他们参演的小
品《跳龙门》讲述了高考生抵制奢
华升学宴，不顾父母反对，一心报
考农业大学，立志学成归乡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的故事。

小戏小品，小故事讴歌大时
代，小人物抒写大情怀。7个获奖

节目题材各异，主题鲜明，笑料不
断，包袱满满，让观众在欢声笑语
中受到感染和鼓舞。

本次展演为推进移风易俗、弘
扬时代新风，提高全省社会文明程度，
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了新的动
力，同时也为广大戏剧艺术工作者
和文艺爱好者提供了展示才华和相
互学习的平台，促进了戏剧事业的繁
荣发展，打造了辽宁的文化名片。

据介绍，此次展演通过人民
网、新华网、网易新闻客户端、辽宁
文化云等9个平台进行同步网络直
播，点击量已达160.73万。

怎样“推陈出新”是传统文化一个永恒的话
题。年轻人把段子写成春联，把表情包刻成印
章，把《兰亭集序》临摹在蛋糕上……最近，这些
以“旧瓶装新酒”模式传播传统文化的行为，在
登上网络热搜的同时，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对伴随着互联网发展成长的 95 后年轻人
而言，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古董，而是能够激
发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源泉。有数据显示，兔年
春节期间，国风 IP礼盒订单量同比增长 300%，
其中中国传统元素、国潮风格是新春礼盒消费
者选择最多的产品元素，占62.2%。可以说，无
论是作为创作者还是消费者，年轻人都给传统
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但是，在年轻人玩转传统文化的同时，很多
人也敏锐地从中发现了一些问题。首先，部分
商家把消费者视为待收割的“韭菜”，没有练好

“内功”便急于“下场”。打开淘宝，定制各类印
章的商家甚至还推出了“少玩手机多看书”这样
的大白话，本来古意满满的篆刻图章，沦为了搞
怪。形象设计时，形式大于内容，片面地堆砌文
化符号，并没有真正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特
征与当代时尚元素进行充分有机整合，甚至还
有商家热衷于单纯的“山寨”或模仿，导致大量
相似的款式不断涌现，产品同质化严重，给消费
者带来了糟糕的购物体验。

其次，把传统文化纳入年轻人的话语体系，
是对传统文化解构重组的过程，或多或少地导致
了权威性的消解，从而出现导向性问题。比如在
创作春联时融入年轻人喜欢的“梗”，甚至全部用
表情包或者化学元素符号写成，乍看趣味横生，
但“富如东海长流水，瘦比南山小蛮腰”，横批“富
瘦双全”这种春联很容易让小孩子忘记春联的真
正含义和写法，从而消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含蓄矜
持的美感。就如同描述失恋的感觉，古人可以吟
诵出“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若是换成

“梗文化”的表达方式，大概就成了“我这心捧出来
跟饺子馅似的”……这不叫创新，而是轻慢。

当然，传统文化再博大精深，如果传播方式
不被受众接受，也将毫无意义。从这种意义上
来说，拓宽传统文化的传播渠道，必须在“坚守”
与“创新”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今年央视春晚
备受好评的创意节目《满庭芳·国色》，就非常好
地把握住了这个“度”。一方面，这个节目中蕴含
了丰富的传统美学，凝夜紫、海天霞、远山黛……
歌词中每种颜色的名字都印下了深刻的中国烙
印，网友直呼这是中国人才懂的浪漫；另一方面，节
目中又融合了现代的潮流时尚，将42种颜色巧妙
地嵌入歌词，用轻快的节奏通过演绎者的声音传
递出来，平面的颜色通过精心的制作剪辑，展现出
立体的效果和视觉冲击，直抵观众内心。

从《满庭芳·国色》的成功案例不难看出，弘
扬传统文化固然需要天马行空的创意，但没有分
寸感和边界感是不行的。只有把握好这个“度”，
传统文化的内核才能与现代的演绎方式完美结
合，为不同年龄段的受众接受，从而绽放光彩。

国潮创意
不能变成搞怪
李 翔

“推进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展演亮相沈阳

用小戏小品传递文明新风
本报记者 杨 竞

拉场戏《礼尚往来》因生动演绎奇葩随礼陋习收获了台下观众一片掌声。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