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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核心
提示

雷锋精神在辽宁孕育、淬炼、升
华，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
富。多年来，辽宁出版人将记录、传承
和弘扬雷锋精神作为主题出版的重要

着力点，挖掘、梳理、提炼辽沈大地上丰富的雷锋
文化资源，已累计出版雷锋相关书籍 800余
种。今年，我省将再出版雷锋图书83部，系统阐
释雷锋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特征，并以多样化
传播形态扩大作品社会影响力。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师
者永洁，“燃灯”人生。3月4日下午，
原创话剧《永洁老师》在辽宁石油化
工大学的大学生活动中心礼堂首演，
该剧以真人真事改编，紧扣辽宁石油
化工大学理学院原基础数学教研部
主任路永洁无私奉献的教学生涯，讲
述了她在从教生涯中为学生成长成
才所付出的艰辛努力、给予的关爱引
领，真实刻画了她舍小家为大家、朴
实而高尚的红烛人生。从教 23 年
来, 路永洁一直工作在教学一线，先
后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高等数学》
等8门课程，年均完成的教学工作量，
超过规定教学量的 3倍以上，身患重
病后，仍坚持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终
因劳累过度，2009年1月16日突发心
脏病去世，年仅 45 岁。路永洁去世
后，被追授为辽宁省“师德楷模”“职
业道德十佳标兵”。

话剧《永洁老师》在细节刻画上
感人至深，“她”为了照顾坐在教室最
后一排的学生，每次上课都尽量提高
嗓门。“她”为了提高学生的成绩，总
是把教室前两排的座位留给成绩不
理想的学生。“她”为了让工作一段时
间的学生能重新考上研究生，甘愿放
弃自己的休息时间，义务为学生补
课。“她”为了让沉迷于网络游戏中的
学生重新燃起学习的兴趣，不厌其烦

地开导他 20 多次……学生们问“她”
为什么对他们这么好？“她”说：“我对
我的学生什么样，将来我的孩子就会
遇到什么样的老师！”

舞台上的“她”就是现实中路永
洁真实的再现。崔笑宇当年就是路
永洁的学生，现在是这所学校的老
师。看剧时，他和身边的同事不时地
拭着眼泪。“我忘不了路老师教学的
认真劲，那时她给十几个班级上高数
课，作业却批改得及时、详细。路老
师影响着我，毕业之后我坚定地留校

从教，想成为像她那样的好老师。”崔
笑宇说。

整部话剧在舞台呈现上以蜡烛、
书本为支撑点，通过一张张学生留给
路永洁的明信片作为道具串场，进行
时空转换，将一桩桩感人故事带到观
众面前。灯光、音乐的设计都是演出
亮点。以暖色调为主的灯光设计，烘
托师生间的温暖情感，但在表现路永
洁与女儿之间的矛盾时，以蓝光来展
现妈妈不被理解，同时展现女儿内心
的孤独。这部话剧的主题音乐选择

了以大提琴为主的弦乐，以表达深刻
的意义和强烈的情感冲击力，深深打
动着观众。

结合学校育人方向，多年来，辽
宁石油化工大学坚持学习“三个榜
样”，即学习雷锋好榜样，弘扬雷锋精
神；学习王进喜好榜样，弘扬艰苦奋
斗、攻坚克难的铁人精神及新时代的
工匠精神；学习路永洁好榜样，弘扬
精益求精、报效祖国的奉献精神。为
学生打好人生底色，路永洁先进事迹
已成为这所学校的思政教材。让这
部思政教材“活”起来，学校党委组织
师生创作、排演话剧《永洁老师》，在
舞台上展现路永洁的动人形象，追忆
榜样，致敬榜样。

这场演出的特别之处是台上的
演员就是这所学校的老师和学生。
剧中路永洁女儿萌萌的扮演者、大学
生曲文清说：“对我来说，参演这个剧就
是一次最切身的教育，演剧首先要学
着做路老师那样的人，把她的先进事
迹学好，才能艺术地表现出来，也才能
感染更多的同学。”路永洁生前的学生
罗晓雷说，“观看演出，剧中女主人公第
一句话讲起我就开始流泪，那个声音
真的太像路老师了，尤其是给学生补
课的那段，那个补课的对象就是我。
在我的人生路上，路老师一直展现着
榜样的力量。”

省师德楷模的“燃灯人生”被排成话剧

《永洁老师》在抚顺首演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新时
代文艺作品如何塑造雷锋形象？3
月3日，由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省文
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聚焦‘辽
宁六地’：雷锋形象在当代文艺作品
中的锻造”论坛在沈阳举行。专家们
以我省创排的芭蕾舞蹈组诗《榜样》、
清唱剧《雷锋》为例，展开深入研讨。

在雷锋故事的不断书写中，雷
锋精神的当代性如何体现？辽宁大
学广播影视学院教授马琳认为，雷
锋故事是个人的故事，但也是时代
的故事，中国的故事。雷锋形象应
该由个体形象而延展至群体形象。
艺术创作中塑造具有丰满个性的雷
锋形象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他
身上找到普遍性，这个普遍性是其
形象能够与当代人获得有效呼应与
共鸣的根本原因。

李铭是芭蕾舞组诗《榜样》的编
剧，论坛上，他分享了在《榜样》中学
习“榜样”这段经历，他说，越是这样

被千家万户耳熟能详的人物和事迹，
写成文艺作品反倒是很难再引起热
度，这就需要每一个文艺工作者敞开
思维，不能创作同质化严重的作品。

当下雷锋歌曲的创作缺少更多
传得开的好作品，《音乐生活》杂志
执行主编崔健认为，沈阳师范大学
原创清唱剧《雷锋》以历史视角再现
了一名普通党员的光辉事迹，展现
了雷锋吃苦耐劳、舍己为人、求真务
实的高尚品格，这也正是中华民族
世代继承发展的美德和精神。

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负责人赵亮
直言，雷锋题材的表现需要实现当
代性，包括价值观的当代性、审美的
当代性。雷锋题材是一个富矿 ，近
年来有很多红色题材进行多艺术门
类转化的成功案例。艺术作品要以
雷锋事迹和雷锋精神感召当代人，
就需要在作品中呈现鲜明的当代
性，才能让雷锋形象与精神的魅力
穿越时空，与后辈们相遇。

“雷锋形象的锻造”论坛在沈举行

在上映 20 余天之后，《中国乒
乓之绝地反击》（以下简称《中国乒
乓》）的放映接近尾声，虽然该片已
无法取得预期的票房，但是豆瓣网
7 分的评分并不低。应该说，突破
了诸多套路的《中国乒乓》注定会成
为体育电影鲜活的样本。

《中国乒乓》展现了国球发展历
史上可谓一代人集体记忆的走出低
谷绝地反击的史实，在题材上，有开
拓意义。在人物塑造套路突围上，

《中国乒乓》颇有可取之处，尤其是
通过陈文这一形象把幕后英雄——
陪练运动员搬到了银幕上。片中，
已成为烧烤摊老板的陈文在电视上
目睹队友击败瑞典队后放声痛哭的
一幕，令所有熟知竞技体育残酷性
的人心有戚戚焉。这种浓厚的人文
关怀意味，让《中国乒乓》超越了“胜
利”“励志”“战胜自我”这样的固有
言说方式，为中国体育电影话语体
系的重新建构提供了突围机会。当
然，这些尝试还远远没有达到理想
的效果，但尝试本身值得肯定。

当然，作为一部商业片，《中国
乒乓》存在“先天不足”的问题。影
片 的 主 要 情 节 限 定 在 中 国 男 乒
1991 年兵败千叶到 1995 年天津夺
冠之间，剧中主要角色都有现实生
活中的原型，涉及的比赛都有影像
资料可查，胜负和比分不能改变，甚
至现场运动员、教练员的每一个动
作都要尽可能还原，这样一来，留给
影片主创发挥的空间就非常有限。

抛开这种共性的难题，《中国乒
乓》还有一个额外的难题，那就是如
今主流电影观众大多没有经历过那
段历史，在他们眼中，中国乒乓几乎
是“无敌”的同义词，人们更熟悉的
是“全国冠军比世界冠军难拿”的段
子，是“中国队再度包揽所有金牌”
的常态，是“六边形战士在赛场独孤
求败”的寂寞。所以，当电影片头刚
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位年轻的观众
扑哧一笑：“中国乒乓还需要‘绝地
反击’吗？”在观众对于剧情甚至片
名都缺乏代入感与情感认同的前提
下，“票房大卖”对《中国乒乓》而言，
注定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除“先天不足”之外，《中国乒
乓》“后天”也存在一些硬伤。从电

影结构来看，该片大量篇幅花在了
哥德堡世乒赛之前教练怎样抛家舍
业，队员怎样埋头苦练，但在哥德
堡，中国队折戟决赛，观众正在期
待留任后的戴敏佳是怎样带领国
乒“绝地反击”的时候，镜头一转，
画面切到了天津世乒赛，仿佛这两
年凭空消失了。这种处理手法，不
仅让影片的结构显得“头重脚轻”，
也让观众的情绪从积累到爆发之
间，缺少了合理的过渡，从而影响
观感。

在影片思想情感的表现手法
上，《中国乒乓》选择了简单的“煽
情”，这样做可以保证影片的下限，
但也失去了追求上限的机会。而且
因为叙事结构和思想观念上的自我
矛盾，影片的“煽情”效果也不够理
想。《中国乒乓》最核心的一句话，就
是那句“瑞典队也许练了一千次，但
我们练了一万次。”因为无论是女排
还是国乒，“三从一大”才是胜利的
保障，但这确实不适合用电影语言
呈现，尤其是商业电影。所以影片
做了一个套路化的处理：在决战登
场之前，戴敏佳对黄昭说“放下胜
负，享受比赛”。《夺冠》也用过，但体
育电影的结局，终究要落到“胜利”
上来，这和“享受比赛”本质上是矛
盾的，多部中国体育电影都没能解
决好这对矛盾，《中国乒乓》也不例
外。刻苦训练、不言放弃、团结一
心、争取胜利，等等，都是体育精神
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体育电影一
贯主题，《中国乒乓》承袭了这些内容。

自 1957 年的《女篮 5 号》开始，
体育一直是中国电影中的一个重
要题材，遗憾的是，几十年来，体育
题材电影始终处于不温不火的境
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
国体育电影始终在体育范畴内打
转，无法尽情施展。备受好评的印
度体育电影《摔跤吧！爸爸》，其实
是以体育为载体，亲情为内核，将
故事娓娓道来，因而具备打动人心
的力量。相比而言，中国体育电影
在叙事风格、处理个性化的人物内
心戏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
中国体育电影需要努力的方向，也
是《中国乒乓》对中国体育电影类型
探索的积极意义所在。

乐看《中国乒乓》套路突围
李 翔

12

我省“雷锋书系”再增83部

成体系多角度呈现雷锋闪亮人生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商越报道 为讲
好辽宁红色故事，赓续红色血脉，3
月 6 日，省委宣传部、省妇女联合
会、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举办的“振
兴新突破 巾帼勇争先”辽宁省巾帼
红色讲解员大赛决赛在沈阳市举
办。全省“六地”文化资源场馆、红
色旅游景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
场馆积极推荐专业讲解员和志愿讲
解员，经层层选拔，共有 19 名优秀
选手晋级省级决赛。

在决赛现场，19名选手各展其
能，深入挖掘辽宁红色资源，全方位

展示辽宁红色故事，奉献了一场场
专业的讲解；在第二部分命题讲解
环节中，参赛选手通过现场选题方
式抽取自己的考题，现场作答，考验
着红色讲解员们的业务水平和知识
储备能力。

经过激烈角逐，抗美援朝纪念
馆江赫、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田
烯彤获得一等奖。

此次比赛充分展示了我省巾帼
红色讲解员的良好形象，切实发挥了
典型示范和榜样带动作用，有助于传
承红色基因，弘扬“六地”红色文化。

我省巾帼红色讲解员决赛落幕
3月4日下午，话剧《永洁老师》在辽宁石油化工大学首演。本报记者 赵乃林 摄

多角度重温雷锋故事

一直以来，记录、传承和弘扬雷
锋精神就是辽宁出版集团的重点策
划题材。早在1963年，春风文艺出版
社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了

《雷锋的故事》，成为宣传介绍雷锋事
迹的第一本传记文学，将雷锋精神传
遍中国大地，激励了无数人。

可以说，雷锋精神包含的哲学意
蕴和人生智慧，就蕴藏在雷锋的一篇
篇质朴厚重的日记中，体现在一个个
感人至深的故事里，读雷锋日记和听
雷锋故事是我们感悟雷锋精神最直
接的方式。为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
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辽宁出版集团
以真实、准确、全面为原则，做了重新
编排，持续推出再现《雷锋日记》、解
读雷锋故事等相关出版物，让广大读
者走近雷锋的生活，走入雷锋的精神
世界。辽宁人民出版社联合抚顺市
雷锋纪念馆出版《雷锋日记》，将82篇
雷锋日记手迹进以全彩印刷的形式
呈现在书中，让读者跨越时空距离，
感受雷锋饱含真挚情感的文字。同
时还将日记全文翻译成英语，以中英
文对照形式排版，把雷锋精神呈现给
广大的中外读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推出的《雷锋日记（增补版）》收录了现
存雷锋文字及讲话的全部内容，分为
日记、讲话、书信、散文、诗歌、小说、年
表几个部分，所收录文本更新更全。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邀请被人们称为

“雷锋活辞典”的作家华东方编写
《〈雷锋日记〉导读》，从时间、地点、背
景等方面对雷锋留下的162篇日记逐
篇进行解读，使读者通过阅读进一步
了解雷锋日记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如何让人们走近一个更加完整、
鲜活、真实的雷锋，更好地感悟雷锋
精神的精髓，万卷出版公司的少儿读
物《雷锋的故事》、展示抚顺市雷锋纪
念馆宝贵展品的《永恒的丰碑——雷
锋生平事迹暨全国学雷锋成果展陈
列画集》，辽宁美术出版社的文学作
品《雷锋，我们需要你》、再版的经典
连环画《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雷锋三字经》
等图书，均以深度的思考、有温度的
文字、珍贵的照片、经典的画作等不
同载体讲述雷锋故事。辽海出版社

《洪流放歌》是一部歌颂雷锋、弘扬雷
锋精神的原创纪实文学作品，反映60
年来全国学雷锋活动开展的轨迹，见
证了雷锋精神在60年间被广为弘扬、
赓续传承的历史进程。辽宁人民出
版社“漫画雷锋系列”用几百幅青少
年读者喜爱的漫画形式来呈现雷锋
的生平故事，是国内第一套关于雷锋
的“篇幅最长”的红色漫画丛书。

成体系阐释雷锋精神

60年来，雷锋精神早已在理论维
度、学习维度及实践维度形成了清晰
的体系和定位，雷锋主题图书也需要
在深意上、新意上下功夫，全方位、多
层次、成体系地呈现雷锋谱系，系统
深入地阐释雷锋精神的内涵。

2017年，沈阳出版社结合多年来
雷锋主题出版的相关经验，策划了

“永远的雷锋”复合出版项目，入选原
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
目库，并获得文化产业专项资金（重
大项目）的资金扶持。以此为契机，
沈阳出版社继续深入挖掘雷锋资源
富矿，在雷锋主题出版上着重发力，
整合各方资源，形成雷锋图书出版合
力。在文学作品、通俗理论读物、学
术著作、文献整理等方面，推出雷锋
精神研究和普及系列新成果。《致敬
雷锋：诗选100首》首次将歌颂雷锋的
诗歌汇编成集，用诗人的语言回答了

“雷锋是谁？”“什么是雷锋精神？”昭
示着新时代，我们为什么要继续发扬
和学习雷锋精神。纪实作品《雷锋在
沈阳》以朴实生动的笔触记录了雷锋
生动的感人事迹及雷锋精神的形成传
播与沈阳密不可分的故事。

解读雷锋精神
新内涵，沈阳出版社
的《雷锋精神永恒
论》《永恒的丰碑》和

《新时代雷锋精神简
明教程》3 个雷锋主
题 出 版 项 目 均 已 完
成。采访中，沈阳出版社
总编辑闫志宏说：“雷锋精神滋养
着每个人的心灵，我们要用更多的
精品力作让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
去。”

借融媒体点亮雷锋形象

连日来，辽宁教育电子音像出版
社的融媒体图书《雷锋！雷锋！》进社
区、进校园、进工厂，诵读诗集，聆听
诗歌，人们的脸上无不溢满对雷锋的
景仰之情和崇敬之意。这部由著名
作家萨仁图娅创作的雷锋诗集，书中
百首诗歌全部配有 H5 朗诵音频，百
位艺术家、知名主播、学雷锋标兵、中
小学生等深情朗诵，文字与声音交
融，让读者在读诗品鉴中感受雷锋精
神的无限魅力。

全媒体时代，辽宁出版人着力探
索雷锋主题出版新模式，综合运用三
维可视化、视频、音频、动漫等新技
术、新载体、新形式，让群众沉浸式认
知雷锋，领悟雷锋精神的发展脉络。
辽宁人民出版社的《你的样子——讲
述雷锋》既是一部纪实文学力作，也
是首部雷锋主题图书的融媒体作品，
纸质图书、电子读物和新闻APP视频
作品同步推出，读者可以扫描图书中
二维码观看同步视频，聆听雷锋的生
前原声，看到文字讲述人真实采访的宝

贵画面。由辽宁日报主创、辽宁人民出
版社出版的《雷锋地图——辽宁雷锋文
化资源大数据可视化读本》为全国首次
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对一个地区的雷锋
文化资源进行整体扫描，以时间、地点、
人物、历史遗存为轴线，通过深入的采
访调查，将雷锋精神在辽宁地区传承，
由雷锋精神的传承而延续的物质文化
资源，以及对雷锋生前战友、同事的采
访，形成丰富的图表、图示、图解，生
动讲述雷锋在辽宁的故事。书中融
入大量融媒体信息，通过可视化呈现
方式，对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进行深
入阐释、权威解读。

此外，《洪流放歌》《雷锋日记（增
补版）》等图书推出有声读物，通过省内
外众多新媒体平台传播弘扬雷锋精
神。著名军旅作家胡世宗说：“我写雷
锋60年，《洪流放歌》是我写雷锋的第10
部书，也是这当中的第一部有声书，声
音的传播，把这部书变成了立体，更有
震撼力、感染力和凝聚力。”

创新传播手段，让雷锋故事在多
样化的传播形式中常讲常新，以时下
的多种传播方式去展现雷锋精神，深
刻认识雷锋精神的永恒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