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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满族剪纸基地、满族秧歌基地、全国第一个少
数民族乡村美术馆、全国“村晚”示范展示点……
这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让新宾满族自治县老百
姓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感。近日，全国51个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公布，抚顺市新宾
满族自治县入选，反映出我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
展的生动实践和创新成果。

“绝望的文盲”一词最近挺火，用来形容一
名影视演员。

很讽刺的一件事。在已经实施九年制义
务教育多年之后，“文盲”这个对今天的年轻人
已经显得有些遥远的词出现在了娱乐圈。

被网友们群嘲的这名演员，不仅对角色的
理解一问三不知，而且一段简单的微博文字错
漏百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可以写错。与他
同时并列为“绝望的文盲”的还有一名女演员，
出演了一部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故事的大戏，
采访中居然认为自己演的是建党初期的角色。

其实，娱乐圈里因为文化水准不高而出糗
的大有人在，远一点的还有不知道抗日战争持
续了几年、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的。如果是喜
爱看综艺的人就更会发现，综艺节目里一个屡
试不爽的赚取收视率的环节就是让艺人回答
各种简单的常识问题，有 100 以内加减法都算
不明白的，有最常用的成语都不懂的，有最简
单的英语单词都读不准的。对他们的无知，网
友们其实早已见怪不怪了，还发明了一个词

“九漏鱼”来形容他们——九年制义务教育的
漏网之鱼。

但是，为什么这一次“绝望的文盲”事件引
起了如此大的讨论呢？笔者认为，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在于，在嘲笑了很多年轻演员面瘫脸、
演技烂之后，我们一直把关注点放在他们的敬
业态度上，以为只要他们对表演有敬畏心、不
怕吃苦就够了，现在才发现，文化底蕴或许才
是让他们无法贡献出精湛演技的更为重要的
原因。常常有演员会说，自己在表演前会用心
读剧本、用心揣摩角色，可是，要能把角色吃
透，又岂止“用心”可以做到？光是阅读剧本，
文化功底不同的人从剧本中读到的东西会完全
两样。一部作品中，人物生活的时代背景、作品
的语言风格、人物的内在情感动机，都是演员必
须烂熟于心的，可是要把这些内容“读”出来，不
仅考验的是演员文本阅读的能力，而且更需要他
们调动已有的知识积累。刚进入影视圈的很多
年轻演员，或者还可以本色出演一些单纯的角
色，把无知隐藏起来，也会赢得一些叫好声，可随
着演员的年龄渐长，必须去挑战更复杂的角色
时，他只能成为“绝望的文盲”了。

人们之所以对艺人的文化功底一直持有
包容心态，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表演艺术绝对不
能唯学历论，演员是必须有灵气和悟性的，不
是学历高就能成为好演员的，老一辈的演员很
多是戏班子出身，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
现在当红的演员中也有学历不高的，一样可以
演技精湛。但是，如果看他们的成长经历，还
是会发现，他们在弥补自己知识不足上所下的
功夫是巨大的。说到底，观众可以包容他们的
起点，并不意味着可以接受他们一直这样“无
知”下去。

不过，也算是好事，“绝望的文盲”事件所
提醒的不光是娱乐圈的年轻演员们要加强文
化修养，对于那些把他们当作偶像的青少年来
说意义更大，只靠一张脸就可以当演员、出大
名、赚大钱的想法可以休矣。

不敬业的人走不稳，文化积累不够的人走
不久。这一点，还不只适用于演艺行业，从事
任何一个行业也都如此。

演员没文化
走不稳也走不远
高 爽

“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
春吐芳华”“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
也穿过人山人海”…… 2月18日、
19日，辽宁大剧院，一段段熟悉的
旋律在经典影视金曲专场音乐会

“流金岁月”的舞台上奏响。作为
首届“大河之澜”演出季的收官演
出，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电
声乐团创作的“流金岁月”以美妙
的音乐带领现场观众领略了一次
完美的怀旧之旅，赢得满堂彩。

“大河之澜”演出季由省委宣
传部、省文旅厅、省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主办，从 2022 年 9 月启幕至
今，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四大院团
在半年里一共演出 17 部剧目，32
场演出。在辽宁振兴发展的浪潮
中，四大院团不断创作出增强人民
精神力量的文艺作品，为全省观众
献上一场场精彩的精神文化盛宴。

20余首金曲再现影视经典

舞台，光影交错；音乐，诉说岁
月。《1900’s Theme》《一步之遥》

《绒花》《平凡之路》《人世间》《如
愿》……一首首国内外影视经典音
乐在“流金岁月”现场奏响。

演出开场，幕布缓缓拉起，辽

艺演员、扮演讲述者的贾毅宁回忆
着与电影放映员爷爷的观影时光，
串联起不同时代的影视音乐作
品。辽宁电声乐团团长阎波介绍：

“本场音乐会融合了国内外20余首
经典影视音乐作品，其中以电影音
乐为主。同时，打破作品时间界限，
融入戏剧表演，以情感为主线串联
起整台演出。演出阵容上包括洪之
光、王紫凝等实力歌手，以及王晓
明、于水元、王一丁等多位优秀音乐
人，并邀请到指挥家金成浩作为彩

排指挥。我们期望回归音乐本身，
展现音乐本身最动人的部分。”

舞台上，300平方米的 LED 屏
环抱着多层立体舞台，带给观众视
觉上的震撼，更丰富着音乐的感染
力与表现力。“流金岁月”执行导演
安宁介绍：“整台音乐会的演奏以
电声为主、融入弦乐，并运用合成
乐，呈现出更具感染力的现场效
果。灯光舞美与现场表演相互呼
应，增添了音乐现场的感染力，赋予
了经典音乐更多时代气息。”一段融

入架子鼓、中国大鼓等打击乐的《夜
斗》震撼全场，这是电影《卧虎藏
龙》中的一段展现武打场面的经典
音乐，鼓手王晓明、李明、刘帅的精
湛表演备受现场观众喜爱，收获着
持续热烈的掌声。

借音乐语言讲时代故事

“流金岁月”以一种更能抓住
时代灵魂的音乐语言，抓住了观众
的心，讲述着时代的故事。

从《珍珠港》到《人世间》《如
愿》，观众回味着、感受着不同年代
的亲情、友情、爱情。导演许曼地
认为，“流金岁月”中有爷爷家的老
院子，有看过的第一场电影，也有
行走在旅途上的青春……观众听
到的不仅仅是音乐，更是记忆中珍
贵的瞬间。几位年长的观众对于

《叶塞尼亚》《简·爱》等一些经典音
乐别有一番感慨，“再次听到年轻时
那些耳熟能详的音乐让我想起了自
己的青春”“看见了自己曾经的爱
情”。27岁的高先生则更喜欢《一生
所爱》，并更为直接地表达着“因为
我的一生所爱就坐在我的身边”。

音乐折射着时代的变迁。辽
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术剧

院）党委书记、院长佟春光认为，以
音乐记录时代就是要通过具有时
代性的文艺作品展现时代，不同时
期的音乐作品中蕴藏着不同的时
代记忆，可以成为不同代际沟通的
桥梁。我们期望通过舞台艺术记
录时代，展现时代，与时代共鸣，感
动更多观众。

一首经典电影插曲《一步之遥》
在舞台上唱响，洪之光以坚实优美
的音色、具有感染力的表演让这首
独具阿根廷风情探戈名曲深入人
心。青年男中音歌唱家洪之光认
为，作为歌手，我们既要还原作品的
经典内核，也要融入对作品当下的
理解。他希望通过作品传递给观众
悦耳的旋律、心弦上的触动，希望观
众能在剧院里享受音乐，收获美好
的感受和感悟。

此外，在“流金岁月”18 日的
演出现场，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宣
布第二届“大河之澜”演出季即将
重磅开启，将组织辽宁交响乐团、
辽宁民族乐团、辽宁电声乐团以及
国内外知名乐团联袂打造“辽宁之
春”音乐节，融合古典音乐与现代
音乐，汇聚东方音乐与西方音乐，
为辽宁观众继续奉上更多更精彩
的音乐会演出。

首届“大河之澜”演出季圆满收官，专场音乐会——

“流金岁月”如歌 致青春致岁月致时代
本报记者 谭 硕

特色“村晚”
为村民搭建交流舞台

“大红灯笼挂起来了，欢快的
舞蹈跳起来了，优美的歌曲唱起来
了……”元旦春节期间，新宾满族
自治县永陵镇红旗村的“村晚”让
很多老百姓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

据了解，红旗村每月15日和月
底都要举办一次“村晚”，逢传统节
日和重大活动还要加场，算下来，一
年里要举办“村晚”三四十次。“村
晚”节目内容根据主题选定，不重
样，有歌曲、舞蹈，也有乐器演奏、诗
朗诵等受到村民的欢迎和喜爱。

红旗村党支部书记王亚斌说，
从第一次办“村晚”到现在，村里已
经举办了 205期，参演人员也从最
初的二三十人扩充到现在的 100
多人，很多老演员没事时就琢磨表
演，一些新秀也跃跃欲试，闲暇时
或唱或跳，为的是把自己拿手活儿
练得更好。新老演员还经常交流，
农家院、村部活动室、田间地头都
是村民们的排练场，大家的文化生
活越来越丰富多彩。

“全省持续举办的‘村晚’活动
及结合当地文化和乡村旅游特色办

‘村晚’等，形成一村一特色的‘村
晚’公共文化品牌，让农民群众从台
下走到台上，从观众成为主角，收获乡
村振兴的喜悦与文化滋养。”省文化和
旅游厅公共服务处处长舒晓燕说。

村美术馆
为百姓打开多彩世界

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的“村
晚”活动，只是我省基层公共文化

服务建设的一个缩影。
不断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设

施网是我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高
质量发展的基础。统计显示，近年
来我省已创建 28 个县级图书馆、
文化馆示范点及 240 个乡镇综合
文化站示范点和 480 个村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示范点。

“每次开展文体活动、看书都
要来镇上，路远了点，活动场地少
了点……”之前，新宾县的不少村
民表示，“能不能让文化设施离我
们更近一些？”于是，新宾县探索
把文化服务点搬到了老百姓家门
口。新宾县永陵镇嘉禾村建了村
文化馆、村史馆、美术馆、图书室
等。村史馆，通过一幅幅村容村
貌、人文特色、历史沿革、农村生活
变迁等图片和实物的展示，让村民
追溯曾经的记忆，感受到时代的巨
大变化，从而更爱自己的家乡。

嘉禾村以文化馆为依托，成立
了辽宁省内首个村级文化团体——
嘉禾民族文化艺术联合会，吸纳了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剪纸
传承人关长胜等文化艺术爱好者
50余人，涵盖文化、音乐、书画、根
雕、摄影等。嘉禾美术馆也成了辽
宁首个乡村美术馆、全国第一个少
数民族乡村美术馆，极大地丰富了
周边村民的文化生活。

说起嘉禾美术馆，嘉禾村驻村
“第一书记”姚铁石很自豪。他说，馆
内陈列着许多以满族历史文化、传
说、习俗为题材创作的书画、剪纸、陶瓷
等民间艺术作品，已成为当地中小学
课外艺术活动基地及部分高校的创
作、教学基地。“馆里收藏的那个代表满
族历史的‘金代大瓮’，高70厘米，上口

直径50厘米，中口直径60厘米，底口直
径30厘米，展示了女真人的历史文化
遗韵，吸引许多人来看了。”姚铁石说。

文旅融合
为群众铺平致富路

为了让更优质的公共文化服
务进一步延伸到基层，我省各地
以精细化服务满足个性化需求，
积极培育青少年、老年等文化社
群，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活
化利用，打造高品质特色文化乡
村，持续推进群众家门口基础设施
建设。新宾县围绕各乡镇非遗资
源，建立了新宾镇满族剪纸基地、
永陵镇满族小学剪纸基地、平顶山
镇中心校剪纸基地、北四平乡中心
小学剪纸基地、平顶山镇大琵琶村
满族秧歌基地等。在保护传统村
落的基础上，打造了永陵镇赫图阿
拉村、上夹河镇腰站村、木奇镇大
房子村、新宾镇蓝旗朝鲜族村等一

批保留民族建筑、工艺、习俗的特色
村寨。

文旅融合，既传承保护了民俗
文化，又促进了农民增收，使广大
群众成为乡村文化的主角。新宾
赫图阿拉村位于国家4A级旅游景
区赫图阿拉城脚下，依托厚重的清

前文化和浓郁的满族风情，将现有
民居、庭院升级改造成特色民宿，
连续多年举办满族农庄过大年等
特色民俗活动，发展满族风情乡村
游；依托特色农业资源，开发生态
休闲游。通过文旅融合，引领该村
村民逐步走上了致富路。

新宾入选全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把文化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本报记者 杨 竞

2 月 19 日，辽宁省图书馆“辽
图讲坛”由学者范存生主讲“运动
与健康”讲座。此间，听讲的读者
被请上讲台，跟着做动作，进行相
关体能测试。当日，在这里的文学
少年阅读创作基地举办的小读者
沙龙上，作家程云海边讲边与孩子
及家长互动，甚至请孩子走上讲
台，分享其写作体悟。这些天，来
省图看书的读者发现，这里举办的
各种文化活动又增多了，展览、讲
座、影音欣赏、少儿活动、特殊群体
读者培训多种多样，而每样活动都
有互动和体验的环节。

今年，省图将举办“继往开来·
国韵书香——古籍保护与传承特
展”“学雷锋志愿服务系列文化活
动”“辽宁省图书馆第十二届全民
读书节系列文化活动”“为中华之
崛起而读书——周恩来的求学生涯
展”等10项重大读者活动。记者注
意到，每一项活动即使是展览也都
安排有互动和体验内容。

为更好地赓续中华传统文化，
让珍贵古籍走近读者，增强人们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省图
今年举办“继往开来·国韵书香——
古籍保护与传承特展”。展览分为

“珍贵古籍”“名山事业”“重焕新
生”3 个部分，其中“重焕新生”主
要向读者展示修复师用不同技法
修复的严重破损的各类珍籍，并展
出修复过程中使用的材料和工具，
让读者不但能观赏重要典籍，而且
可以了解大国工匠的技艺。

办展期间，为了进一步推动古
籍修复工作的开展，省图将举办古
籍修复座谈会，安排读者体验古籍
修复操作工艺。“这样的交流、体验
活动，把喜欢古籍修复的爱好者聚
集在一起，有利于我们相互交流、学
习古籍修复经验，也能让更多的人

了解古籍修复的意义。”省图阅读推
广服务中心主任王方园说。

“零点书房”空间再造项目是
今年省图实施的一项重大举措。
这个项目以射频识别技术为基础，
实现新颖的管理方式和智能家居
化管理；采用智能书架、智能办证
设备、智能无感借阅设备、书目查
询设备、视听资源体验设备等，实
现自助借还书、查询馆藏及活动指
南、公告、数字资源等智慧服务。
由此，建成互联网+24小时自助的
智慧书房，以最大限度便捷读者，
带给读者阅读新体验，满足读者多

样化的阅读需求。数字技术赋能
图书馆，将进一步增添读者“悦”读
的新体验。

“现在图书馆推出的各种文
化活动都注重提高读者参与度，
由以往的‘我讲你听’‘我展你看’
变为‘你我互动’‘参与体验’，在增
强互动体验中，让活动更有温度，
也让读者提升需求满足感、文化获
得感，这是一种认知的升级，更是
一种文化传播方式的升级。”王方
园介绍，如今的年轻读者更趋向于
互动和体验，进而感觉城市里的
慢生活。

省图十项读者活动邀你来体验
本报记者 赵乃林

大人孩子围坐在一起，跟满族剪纸非遗传承人学习剪窗花。（资料图）

2月18日，“流金岁月”音乐会在辽宁大剧院唱响。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嘉禾美术馆是全国第一个少数民族乡村美术馆。（资料图）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2 月 21 日，由
阜新市委宣传部、阜新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
局主办的阜新市第十五届“百花迎春”优秀“百
团”文艺演出在阜新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国家
公共文化云、辽宁省文化馆云、微信视频号、抖
音等多平台同步直播，为省内外观众呈现一场
文化盛会。

2007年以来，阜新市每年都组织群众文艺
团体开展“百花迎春”优秀文艺节目展演活动，
旨在繁荣当地群众文艺创作，活跃群众文化生
活，促进基层文化活动健康发展。一年一度的

“百花迎春”文艺演出，作为阜新市最具影响力
的群众文化品牌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 14 届。
本次活动以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和阜新全面振兴为主题，由“满庭芬芳”“厚
道阜新”“天下一家”“锦绣中华”4个篇章构成，
有歌曲《茉莉芬芳》、舞蹈《马兰传说》、京歌《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器乐组合《草原的太
阳》、模特表演《千年之约》、少儿音乐快板《美丽
阜新我的家》等14个精心编排的原创节目。

“百花迎春”展演
上线国家公共文化云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纪念毛泽东等
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题词60周年，以党的二十
大精神为指引，全面展示奋斗在各行各业的辽
宁人民拼搏、进取、创新、实干的时代精神和积
极乐观、服务人民、心向阳光的奉献精神，2 月
17 日，辽宁省文化馆启动“奋进新时代——纪
念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 60 周年
暨辽宁省群众文艺原创季”征文活动。

征文旨在繁荣发展群众文艺创作，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讲好中国故事，凝聚奉
献、担当的正能量，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
原创优秀作品。征文对象为我省群众文化工作
者和业余文艺创作爱好者。作品须主题鲜明，
思想积极，内容健康向上，艺术性与思想性相融
合，贴近生活、贴近时代，须未在报纸、杂志公开
发表，未参加过评奖、展演的原创作品，形式包
括小戏、小品、相声、快板、诗歌、散文、小说、歌
词。征文截止日期为7月30日。

省文化馆“向雷锋同志
学习”征文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