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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庄河有一群文化志愿
者。他们巡查文物、探寻老
街、整理口述，10年来，走进
了庄河的2000多个村屯，
采访了2000多人，编撰了
1600余万字的书稿，拓下
了150余块石碑，为中日甲
午海战“经远舰”水下考古提
供了佐证资料，对庄河的历
史沿革、民俗风情、山脉地
理、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人物
等进行了挖掘和梳理。他们
对文物保护浓厚的热情、对
留存家乡记忆持久的投入，
感染带动着越来越多人加入
其中，传承在走街串巷中悄
然而至。

最近，如何坐地铁、如何乘飞机、如何喝咖啡、
如何办理酒店入住、如何叫网约车等极具生活化
的科普内容在短视频里开始流行起来，让短视频
创作者“打工仔小张”在短短两个月涨粉 300 多
万，成了短视频传播的“话题之王”，更是被众多网
友戏称为“顶流”。

拍摄科普生活经验短视频，一点不多余。看到
“打工仔小张”的“科普”教学后，有网友大叫“这还用
教？”“多此一举！”其实，这种看上去有点小儿科的常
识供给，之所以能引起大量关注，正是因为这些知识
对不熟悉大城市生活的人来说，是“缺货已久”的必需
品。因为，真的有很多人没坐过地铁，没乘过飞机，没
打过滴滴，“打工仔小张”的短视频刚好体现了作者对这
类人群质朴的人文关怀，“你的习以为常，却可能是别人
生活的盲区”，现实中，总有一些人需要关注和帮助，分
享经验，就是在传达善意。

“如何如何”系列短视频，将平凡的生活常识
转变为生动的可视化文本，让习以为常的生活在

“被看见”的意义中走向社会关切的中心区域，增
强了人们的知识认同与情感共鸣。正是由于对日
常生活的科普性聚焦，“打工仔小张”等短视频博
主的价值才得以彰显。

平淡生活的“趣味性”。在人们惯常性的认知
中，日常生活实践充溢着琐碎、平凡、普通的意味，
以至于我们会无意识地忽略，甚至摒弃它的存
在。然而，看似平凡的日常生活却在短视频的呈现
中充满着无限的趣味性。因为短视频的理念之中渗
透“记录美好生活”“拥抱每一种生活”“点亮对生活的
好奇心”等思想，其本质意义在于将普通生活打造成
为趣味乐园。“打工仔小张”借由直观生动的讲解，对

“理发”“喝咖啡”“坐地铁”等看似单调的生活情景，赋
予了趣味性，不仅勾起了有过同样体验的人的回忆，
而且激发了“不知道的人”的向往。

熟悉场景的“陌生化”。生活经验的哲学告诉
我们，最熟悉的或许也是我们最陌生的。每个人
正在经历的日常生活正是如此，吃饭、乘车、上班
等诸多场景我们再熟悉不过。然而，这些熟悉的
场景一旦被短视频进行“陌生化”处理与加工，反
而让人们感受到久违的亲切与别样的体验。“打工
仔小张”的“如何如何”系列短视频，对人们熟悉的

“吃火锅”“理发”等生活场景进行了“陌生化”表
达，让人们在其塑造的各种“攻略”中，与自我的日
常体验进行对照，重新审视熟悉场景与媒介传播
的吻合度。这个自我审视的过程，从本质上经历
了从“熟悉”到“陌生”的一种内在变化，唤起了社
会大众对日常生活的回归性关切。

体验视角的“认同感”。无论是一日三餐，还
是购物消费，抑或旅行休闲，这些生活的价值只有在
体验的意义才能得以彰显。而体验的最根本行为主
体关涉着自我的叙述话语。因为自我通过切身经历
将日常生活进行内在转化，并经由叙事的传播路径，
实现意义的输出与价值的认同。“打工仔小张”拍摄的
视频之所以能够引发普遍关注，与其“第一人称”的体
验性叙事手法有密切关联。在每一个视频中，“小张”
都以“第一人称”叙事口吻讲述自己“坐地铁”“乘飞
机”“去医院看病”等各种生活体验，让受众在记录影
像的真实性感召下，深化对生活常识的再认识，从而
在身临其境的视觉体验中获得价值认同。

在短视频日益流行的今天，“打工仔小张”的
短视频凭借对日常生活的体验性关注与科普性传
播，成了媒介文化领域的“爆款”产品，同时也引发
了社会对日常生活的重新认知。

看似普通而平凡的日常生活，却蕴含着丰富
的价值体系，其不仅关联着每一个生命的体验过
程，更是指引人们不断前行的生活经验。期待更
多的短视频创作与日常生活发生真正意义地联通
与融合，让作品散发出持久的芬芳。

为生活科普视频
叫好
赵红勋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与时俱进阐释雷
锋精神。人民出版社、沈阳出版社联合推出的

《“新时代·学雷锋”书系（第一辑）》日前出版，丛书
重点放在学雷锋活动表现出的新趋势、新做法、新
理论等方面，通过“雷锋”这条主线串联，覆盖通俗
理论、文学传记、资料汇编等方面。

丛书第一辑包括3个分册，通俗读物《唱响新
时代的雷锋之歌》突出“新时代”主题，文学传记

《雷锋的朋友圈》从另一个角度刻画出丰满的雷锋
形象，资料汇编《新时代学雷锋大事录·2012-
2022》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据悉，随着该书系的出版，“新时代·学雷锋”数
智云平台已启动一期建设工程，云平台包括“雷锋
万方数据库”和“云上雷锋之家”两部分，将于
2025年年底实现上线运营。

《“新时代·学雷锋”书系
（第一辑）》出版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一
出经典好戏，如何留下它最美的时
刻？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
2023-2024 年度中国戏曲像音像工
程录制演员（剧目）入选名单，全国共
有102部剧目入选，其中辽宁2部剧
目入选，分别是沈阳评剧院周丹主
演的评剧《凤还巢》、鞍山市演艺集
团谷志刚主演的海城喇叭戏《墙头
记》。《凤还巢》《墙头记》是继冯玉萍
主演的《谢瑶环》、周丹主演的《小女
婿》、王筱萍主演的《杨八姐游春》、
肖杰主演的《马前泼水》之后，我省
再次入选该工程的剧目。

戏曲像音像工程是国家重大文
化工程，旨在挖掘保护地方戏曲文
化，通过选取当代戏曲名家及其代
表性剧目，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反复
加工提高，留下完美的艺术记录。
入选剧目要求能代表本剧种的经典
剧目，以及本剧种独有的濒临失传
的传统骨子剧目，剧目有传承价值，
思想内容积极向上，能体现中华优
秀传统美德、凝聚剧种表演艺术精
粹、展现戏曲艺术独特魅力。

评剧、海城喇叭戏是我省地方戏
曲剧种中仅有的两个国家级非遗项
目，此次入选的两个剧目都是这两
个剧种的传统经典剧目，两位主演
都是该剧种的非遗传承人。2021
年，海城喇叭戏被文化和旅游部列
入全国濒危剧种保护扶持名录。《凤
还巢》是韩派创始人韩少云最具代
表性的作品之一，从唱腔、身段、音
乐等多方面都表现出韩派特有的
朴实、深邃、细腻、优美、大方的特
色，颇受戏迷欢迎。海城喇叭戏《墙
头记》的故事因贴近百姓生活、传播
地域广、流传时间久而被众多剧种
排演，2017年创作复排后，更是受到
了观众的广泛喜爱。

据了解，2023—2024 年度中国
戏曲像音像工程录制演员（剧目）以
抢救整理改变优秀传统戏为主，兼
及优秀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不久
后评剧《凤还巢》和海城喇叭戏《墙头
记》的录制工作将陆续展开。省文化
和旅游厅艺术处处长高立军表示，将
配置优秀班底，以最佳面貌呈现两
部剧，高效优质完成录制工作。

在庄河，有这样三个人，走遍本
地山山水水，巡查文物，探寻老街，整
理口述。他们常年拿着相机和笔记
本，围绕着古街古迹转悠，无论寒暑。

10 年来，已有 1000 多人次参
与其中。他们呵护着庄河的历史、
文物，唤醒尘封的文化记忆。

他们是周美华、姜弢和孙德宇。

为“经远舰”考古
提供佐证资料

3月3日，记者在庄河见到了周
美华、姜弢和孙德宇，他们正在青堆
子古镇的老街上寻访。谈起青堆
子，土生土长的周美华滔滔不绝。
她说，别看青堆子巴掌大的地方，据
天后宫古碑文记载：唐贞观年间就
有渔船和商船在这里停靠，还修建
了庙宇，距今已有 1400 多年的历
史。青堆子古镇有保存完好的明清
建筑风格的老街，现存的清代古建
筑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辽宁少有。
此次他们采访了于龙飞、林本堂等
生活在老街上或熟悉老街历史的老
人，听他们讲述老街石牌坊、福庆和
贸易货栈、华家大院等老建筑物背
后的故事，进一步丰富青堆子老街
的口述史。

他们仨不仅在古镇老街上寻访
历史知情者，而且深入村屯乡间
地头。为从百姓口述里打捞历史记
忆，10年间，周美华、姜弢和孙德宇
三个人已经走了50多万公里。

庄河境内有处重要历史遗迹——
黑岛老人石。当年，中日甲午海战
经远舰沉没地在黑岛老人石海域并
未得到权威部门的认可，学界对于
庄河黑岛甲午海战沉舰地存在各种
争议。沉睡水下舰船的真实身份在
官方记载中仍然是个“百年未解之
谜”。2014年秋，周美华、姜弢、孙德
宇深入黑岛，走访了很多老人，老人
告诉他们，在黑岛工作的地方文史
爱好者赵克豪曾从黑岛渔民手中收
集到很多海底沉船遗物，他们找到
了赵克豪，赵克豪把他多年收藏的
沉船遗物拿给他们看，其中一块长
约13厘米、高为10厘米的长方形铜
质铭牌非常惹人注意，铭牌正面从
上到下分别用中文、德文和英文3
种字体标注，均为炮台之意。赵克

豪说，他曾经打听当地有经验的水
下老海碰子，老海碰子说在距离老
人石一海里附近确实有一艘沉舰，
他还通过一张中日甲午海战时日方
拍摄的一张经远舰老照片，看到照
片中有一道海岸线的轮廓与实际中
老人石附近的海岸线轮廓非常像。
借助这些海底沉船遗物，又翻阅了
有关中日甲午战争的大量史料，孙
德宇写了《甲午战争在庄河》一文，
引起学界的关注。中国海军史研究
会会长、甲午战争史研究专家陈悦
找到了他们。可以说2019年庄河
黑岛老人石海域“经远舰”水下考古
调查项目成功入选2018年中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有他们的一份功劳。

为留存古迹
拓下150余块石碑

除了用走街串巷的方式，留
下庄河的一些老城遗存，周美华、
姜弢和孙德宇还有序地清点了庄
河的一些古迹，增强了当地相关
部门的文保意识，留住了庄河更
多的历史记忆。

为了收集散落在庄河境内的
各种古碑，他们走遍了庄河的沟
沟坎坎，寻找功德碑、庙碑、纪念
碑、记事碑、烈士碑等。比如在庄
河长岭发现黄有泰墓碑，黄有泰为
岫岩领催（清朝八旗下级军官），碑
文详细记载黄有泰“嘉庆四年随军
征四川苗蛮至八年凯旋，由军功特
授三两领催”的事迹。从碑文内容
可知，庄河早期满族八旗驻防是怎
样到庄河来的？这些满族人都是
什么身份？对研究满族文化有着
极其重要的档案价值。

听说在庄河长岭佛爷岭过去
有一座石庙，庙里有一块功德碑，
埋藏在山下有个叫塘坊屯的河
里，为了把碑文拓出来，他们找到
村里知道埋碑地点的人，自掏腰包
雇人从泥沙中把碑找到、捞出来，把
碑文拓下来。2017年，在蓉花山小
峪沟的道旁发现几块散落的庙碑，
无人问津，他们把碑文一块块拓好，
并且联系庄河市博物馆收藏起来，
没想到当博物馆来人拉碑时，当地
村委会知道这些碑的价值，不让
拉走，要留在自己村子里给保护

起来。
在采访中记者得知，2016 年

至 2018 年间拓了 150 余块石碑，
1000 余张拓片，其中包括史春英
烈士的碑，战斗英雄都元和、宋文
桐的碑等。周美华说，拓碑是个专
业的活儿，因为没资金，开始时，他
们自己拓，拓的不好，只能自掏腰包
从洛阳请来两位碑拓师傅，将庄河
境内遗存的有史以来的古碑全部拓
下来，并将这些碑加以学术整理，准
备出一本《庄河碑志》，书中每一块
碑都由孙德宇、张传筠、白千魁释
文，不仅有释文，还对每一块碑过
去立在哪里，现在放在哪里都做了
详细的记录。

为老战士“刻像”
寻访700多位高龄老人

周美华、姜弢和孙德宇不仅
是文化志愿者，而且是文化传承
者。3 位志愿者 10年间寻访80多
岁以上的老人700多位，从这些老人
口述里梳理出庄河记忆。其中，22万
字的老战士口述史《烽火铸华章》是

为参加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
庄河籍的王绍轩、张忠道、曹殿麟、于
龙飞等50余位老战士做的口述史。

晴籁书院是 3 位志愿者工作
的地方，在这里，记者看到了他们
编著的《庄河文化遗产》《烽火铸
华章》《庄河风土记》《庄河故事》

《风物庄河》《英纳河畔》《庄河近
现代书画集萃》等书籍。这些书
籍的编著改变了人们对庄河有故
事无历史的看法，梳理了庄河自
有人类居住以来的历史文化脉
络，许多史料为首次呈现。比如

《庄河故事》里有讲述6500年前庄
河北吴屯遗址的《第一缕炊烟从
这里升起》及《城山古城的呐喊》

《庄河有位老红军》《回忆经远》
《大刀会风云》《八路军登陆庄河
挺进东北纪实》等文章。

周美华、姜弢和孙德宇对文
物保护浓厚的热情、对留存家乡
记忆持久的投入感染带动着越来
越多人加入其中，他们呵护着文
物、历史，也从其中感受着城市的
变迁，传承就在街角巷尾的寻访
中悄然而至。

巡查文物、探寻老街、整理口述

三个人 十余年 只为留住庄河的记忆与乡愁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核心
提示

3月3日，文物保护志愿者周美华、姜弢和孙德宇在庄河老街采访赵庆元老人（左一），听他讲述
青堆子老字号的故事。

评剧《凤还巢》、海城喇叭戏《墙头记》

辽宁两剧目入选中国戏曲像音像工程

海城喇叭戏《墙头记》剧照。（受访者供图）评剧《凤还巢》剧照。（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近日，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名
单发布。锦州作家李铁凭借长篇小说《锦绣》获中
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这是该书继入选“中国好
书”、第三届中国工业文学作品“光耀杯”大赛一等
奖后，再获殊荣，也是该书创造的连续3年3获国
家级奖项的喜人成绩。

长篇小说《锦绣》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内
容取材于锦州，以钛白粉项目为观察点，从新中国
成立初期筚路蓝缕的艰辛岁月、20世纪90年代国
企改制的阵痛，及 21 世纪的做大做强为切入口，
展现了冶炼、化工及东北工业的发展史，塑造了张
大河、张怀勇、牛洪波等产业工人和“大国工匠”的
新形象。本书入选中宣部 2021 年主题出版重点
出版物选题、国家“十四五”重点出版物规划选题、
荣获辽宁省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优秀作品奖。

蔡宝鑫 本报记者 谭 硕

《锦绣》获第八届
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像音像

“像音像”工程，是根据
舞台演出录制的音和像既可
分离、亦可合成的特性提出
的。即首先在剧场演出取像，
力求最好剧场效果；后在录音
室看像录音，以求最佳声音效
果；再由演员本人为自己的录
音配像，使音和像都达到最好
的效果。这一思路既保证了
主要演员主要唱段的声音质
量，又恢复了剧团先排戏、后
演出、再制作的习惯做法，还
有利于促使剧团在排练上下
功夫从而确保和提升演出的
艺术质量。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第一个“像”最后不用，
但其却是演员在录音室录音
时建立“舞台感”、启发情绪、
激发情感、调控节奏的基础，
只有“看像录音”“放开唱”，
才 能有情绪 、激情最好的

“音”，第二个“像”也才会有更
好的效果，从而留下尽可能完
美的记录。

链接

戏曲像音像工程是“经典中的
精品”，该工程在剧目选择、演员表
演、拍摄水准上都有很高的要求。辽
宁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处长高
立军介绍，入选中国戏曲像音像工
程，将为这两个剧种的传承与发展带
来新的机遇，也将促进辽宁地方戏曲
剧种在全国的传播与推广。

作为韩派的代表性剧目，评剧
《凤还巢》剧情是明兵部侍郎程浦有
二女，大女儿雪雁好吃懒做，相貌丑
陋，小女儿雪娥聪明美貌，知书达
礼。雪娥已许配穆公子，只未成亲。
孰料在程浦寿宴上雪雁私见穆公子，
丑陋之貌惊走了穆公子。当时南方
流寇作乱，穆公子投军扫流寇，荣立
战功，遂被封为将军，此时程浦再提
婚事，让他与雪娥完婚，穆公子误以
为雪娥是雪雁，于是洞房之夜上演了
一场啼笑皆非的喜剧。

周丹告诉记者，评剧韩派传
统剧目完整保留下来的特别少，

《凤还巢》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剧目
且保存得非常完整，成为非常珍贵

的传世经典。这出戏自上世纪80
年代韩少云、王琪珩从京剧大师梅
兰芳的剧本移植过来后，几经整理
修改加工，取京剧的优长，发挥评
剧的特色，删掉武戏，加大唱功的
分量，增加唱段，以唱为主，突出地
方戏曲接地气的特色。作为传统
剧目，海城喇叭戏市级非遗传承人
谷志刚在《墙头记》中扮演正义、多
谋的主人公抱不平，他塑造的舞台
形象个性突出，心理刻画细腻，观众
好评如潮。

对于评剧《凤还巢》、海城喇叭
戏《墙头记》的入选，鞍山市艺术
创作研究所副研究员萧忠伟认
为，关键在于这两部戏无论在唱
腔音乐、剧目文本还是程式化表
演上，都体现着剧种的本源。比
如，海城喇叭戏具有表演形式夸
张诙谐、曲调欢快优美、唱腔高亢
热烈、形式载歌载舞的艺术特点，
轻喜剧《墙头记》演绎的是子女不孝
令人心酸的故事。这出剧找到剧情
与海城喇叭戏的艺术特色的契合点，

二者有机融合，相得益彰，让观众笑
中有泪，充满温情。作为入选中国
戏曲像音像工程的经典剧目，一成
不变地复排不符合艺术发展规律与
时代审美需要，录制过程中，代表性
传承人要在结合本剧种特点的同
时，依照自身的舞台经验、表演技巧
对该剧目进行创新，展现了海城喇
叭戏独特的艺术魅力。

据鞍山市演艺集团党总支副
书记李明辉介绍，海城喇叭戏作
为地方小剧种曾经濒临失传，近
十几年在国家地方戏曲保护政策
支持下，才慢慢恢复生机。海城
喇叭戏传统剧目《马前泼水》《墙
头记》先后入选中国戏曲像音像工
程，对于这个剧种起到巨大的保护、
传承、发展与传播的作用。集团现
已复排海城喇叭戏传统剧目 6 部、
新创剧目12部。

采访时，两个剧目的主演周
丹、谷志刚都表示，特别珍惜入选

“像音像”这个机会，一定要更加完
美地呈现剧目，高效优质完成录制。

“经典中的精品”值得珍藏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新闻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