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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演了10年，火了10年。4月7日，辽宁芭蕾舞团经典代表作、交响芭蕾《斯
巴达克》在北京与观众再次见面。该剧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连演3场，场场爆
满。演出结束，当辽芭的年轻演员们站在舞台上谢幕时，场下掌声雷动，经久
不息。

还记得，2013年12月9日，《斯巴达克》在国家大剧院首演。此后，一路走过国内多
个城市，并到俄罗斯、墨西哥等国家巡演。站在10年这个时间节点上，《斯巴达克》开启新
一轮巡演。这部舞剧为何能火10年？我们在与主创、演员、观众的交流中，寻找答案。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开始推行“四季村晚”
活动，鼓励和引导各地“村晚”活动常态化。所
谓“四季村晚”，就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都
有属于乡村自己的文艺晚会。

农民自编自导自演的“村晚”没有豪华的舞
台背景，也没有什么大牌明星助阵，但它表现的
是乡村振兴进程中的百姓生活，讲的是乡音、唱
的是乡情、舞的是乡韵，表达出了农村百姓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也增进了乡里乡亲之间的感情
交流。应该说，“村晚”的诞生，不仅仅为父老乡
亲送上了一场味道适口的文化喜宴，更是从多个
方面对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乡村振兴，文化先行。按照以往惯例，我省
多数“村晚”只在每年临近春节时举办。这不难
理解。对于东北乡村而言，冬季意味着冬闲，按
照传统，操劳了一年的广大农民在这个时候有
了放松的时间与心情。而且，随着春节临近、喜
庆气氛渐浓，原本就有团圆、喜庆、欢乐寓意的

“村晚”恰恰与这一氛围契合。再加之“春晚”对
“村晚”所产生的潜在文化联想，入冬看“村晚”
已经成为我省乡村一种文化习惯。

此次“村晚”由“一季”变“四季”，决不仅仅
只是增加了次数。仅就辽宁而言，位于东北南
端的我省四季分明，不仅季季有景，而且每一季
都有每一季独特且悠久的文化习俗。也就是
说，如果仅仅集中在冬季办“村晚”，优秀的乡村文
化元素固然也可以得到展示，但因为缺少了“季
节”这一最为生动的舞台背景，有些文化习俗的
呈现就会多少显得唐突。比如，在我省一些乡
村，有在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这天，高悬与互赠
香包的传统。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着浓郁民族韵
味的满族刺绣就会得到展现。但如果这样一个
夏季习俗出现在冬季晚会上，多多少少会有一些
违和感。

“四季村晚”则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将
不同季节的习俗与传统有机融合进每一季晚
会，既丰富了“村晚”内容，又实现了节气与季节
的相得益彰，让乡村的文化魅力得到彰显，进而
激发乡村活力，为乡村文化振兴持续添彩。

此外，由“一季”变“四季”还能形成村民文
化欣赏的惯性。“村晚”的实践效果已经证明，村
民自编自导自演，演身边事说身边人，乡土味
浓、人情味重的这一文艺形式广受农民欢迎，一
些人常常感叹“意犹未尽”。“四季村晚”的推出
则恰逢其时，节目季季看，演出季季有，这不仅
满足了农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求，长此以往，
还能形成文化生活惯性。我们进而还可以说，
以“四季村晚”为切入点，能更好地实现更大意
义上的乡村文化建设。

当然，不管是“一季村晚”还是“四季村晚”，作
为主导部门的各级政府都需要对这种根植于乡村
的文艺表现形式精心谋划，既保证“村晚”次数的可
持续，也保证“村晚”品质的可持续，由此让农民家
门口的这场文化盛宴历久弥新，回味悠长。

让“四季村晚”
为乡村文化持续添彩
朱忠鹤

用沙画讲古籍故事、借动漫呈
现宋代市井、现场制作线装书、体
验古籍修复绝活……正在热展的

“继往开来 国韵书香——辽宁省
图书馆古籍保护与传承特展”在策
划思路、设计元素、展陈方式等方
面都显示了出挑的创意，办得很

“潮”，力求降低古籍展观展的门
槛，让观展变得赏心悦目，让古籍
走近大众、融入百姓生活。

情景重现古籍
让多个展区成打卡地

古籍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走
进“继往开来 国韵书香——辽宁
省图书馆古籍保护与传承特展”现
场，如同进行了一次穿越，无比厚
重却又灵动鲜活的历史文化气息
扑面而来。

《聊斋志异》手稿展区吸引了
众多观众驻足欣赏。记者注意到，
观众中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包括
孩童。大人给孩子讲过《聊斋志
异》故事后，就会带他们到旁边的
投影墙，观看以投影的方式再现的
蒲松龄流连茶坊书肆，收集奇闻异
说作为创作素材的场景。孩子们
看得更加入神，沉浸其中，他们也
许还体会不到蒲松龄的创作艰辛，
却对他笔下充满奇幻色彩的故事
产生了物外之趣。

“这是黄道经纬仪，是南怀仁
于1673年设计制造，重2752千克，
高 3.492 米，最主要的功能是测量
恒星的黄道坐标……”清代《新制

仪象图》中记载的中国古代观测天
象仪器图像，在展柜旁的数字屏幕
上都有展示，观众可自主选择想要
了解的天文仪器，比如触摸屏幕上
的黄道经纬仪图示，屏幕上就开始
图文并茂地介绍该仪器的功能和
历史。

此次展出的珍稀古籍，宋椠明
刻，精写旧钞，具有极高的历史文
献价值和文物价值。如何让古籍
中的知识、故事、思想被观众理
解？展览营造出梦幻般的展陈环
境，用动漫视频的方式展示宋代的
街景市象，给观众提供身临其境的
代入式体验，融入鲜活的画面，观
众仿佛穿越时空，与古人同在一个
屋檐下。

在展厅不同区位，展览还配合

展陈内容设置了少儿古诗词朗诵、
沙画表演、名家朗诵、雕版拓印和
古籍修复体验等活动环节。按计
划，展期内还将邀请文化历史学者
围绕经典古籍开展专题讲座，引导
观众领略古籍文献的内涵。省图
古籍文献中心专家刘冰说：“与以
往陈列式传统展陈方式不同，这
一次，声、光、电交织融合的先进
展览设备和数字技术的运用，让
书写在古籍尘页上的文字跃然活
起来，给看展者带来了不一样的感
受。观众进馆看展，可以引导他们
去欣赏古籍的版本、印刷、装帧、藏
书章等。”

在展厅采访，记者看到最多的
画面有两种：一是观众认真观看展
览，凝神琢磨古籍中呈现的每一个

细节；一是同行者在数字画面前或
活动体验区拍照、录视频，这些地
方也成了打卡地。

可以说，正是因为刻意降低了
古籍展的门槛，力求通俗有趣，才
吸引了众多观众走进展厅，走近
古籍。

数字转化古籍
备受年轻人追捧

古籍保护是一个系统性的工
程，既包括古籍的收藏、保护、整理、
研究、出版、发行，也涵盖了古籍的
普及推广，其中古籍在普及推广中
如何推陈出新成为重中之重。“让原
汁原味的古籍突破时空，让古老的
中国故事余韵犹存，也真正让古籍

‘活’起来，从来都是古籍保护工作
绕不开的话题。”省图馆长、省古籍
保护中心主任杜希林说。

浏览省图的古籍“云阅读”，如
同漫步在历史长卷中。宋刻本《抱
朴子》《扬子法言》等文集有序排列
在电子书架上，点开一看，古朴厚
重的线装书一页一页、图文并茂地
呈现在眼前。用数字推动传统文
化的普及和传承，目前，省图已经
有 2500多部珍贵古籍实现了馆内
全文阅览。

对古籍进行数字化转换，不仅
方便学者研究，也能降低普通读者
接触古籍的门槛。那么，这些古籍
是怎样从图书馆库房被“搬”到网
络平台的呢？据介绍，古籍数字化
过程分为两步。首先，要将古籍进

行扫描。古籍扫描使用专用非接
触式扫描仪，加上高像素照相机，
确保图片颜色不失真。扫描完成
后，就要对这些原汁原味的图像做
数据化处理，做至少深入到第二层
级的标引，方便使用者按子目检阅
相关内容。

进入数字化时代，古籍的保护
修复、活化利用、普及传播都产生
了新的变化，但古籍中蕴含的思想
观念、生活情感，能穿过岁月长河，
与当代人产生心灵共振。杜希林
说：“我们做了大量尝试，多视角、
多元化展现、揭示古籍的传统艺术
魅力和深邃文化内涵，让蕴含中国
智慧、中国精神、中国价值的古籍，
走进大众视野。比如，与高校合作
举办‘跟我学做线装书’等体验活
动，对馆藏珍稀文献进行高清仿真
影印，设计书签、藏书票等一系列
文创产品。”

在杜希林看来，展览是让观众
亲近古籍的有效手段，省图举办了
各种古籍展览、展示活动，创新性开
展古籍雕版、修复、传拓等立体浸入
式体验活动，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
响。他说：“举办这次展览，我们再
度创新，首次集中展出了《聊斋志
异》手稿等天禄琳琅藏书，还向观众
展示古籍修复的过程，尝试用更多
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中华
文明‘既古老又现代’的独特魅力。”

正因守正创新，让展览广受青
睐，特别是受到了年轻观众的大力
追捧。他们纷纷点赞：古籍展也可
以办得很“潮”！

教做线装书、展示古籍修复绝活、播放宋代市井动漫

打开古籍展的“潮”空间
本报记者 赵乃林

在新一轮全国巡演中再获好评

辽芭《斯巴达克》演了10年火爆依旧
本报记者 朱忠鹤

舞台呈现之完美
业界罕有匹敌

4 月 9 日 ，北 京 天 桥 艺 术 中
心。这是辽芭代表作、世界经典芭
蕾舞剧《斯巴达克》在北京演出的
最后一场。此前两天，舞蹈演员们
已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连续演出
了两场，场场爆满。

对辽芭来说，这次 3 场连演
有着特别的意味。10 年前，世界
经典芭蕾《斯巴达克》版权由辽
芭引入中国，辽芭成为国内唯一
一个可以演出这一经典剧目的
舞团。之后，辽芭的演员们就在
北京开启了《斯巴达克》首场演
出。冲突激烈的剧情、粗犷豪迈
的风格、震撼人心的恢宏场景，

《斯巴达克》甫一问世，即轰动京
城。

《斯巴达克》是国际芭蕾艺术
家格里戈罗维奇的代表作品，于
1969 年在莫斯科首演。这部作品
以古罗马斯巴达克起义为背景，描
写了公元前 1 世纪奴隶斯巴达克
与女奴弗里吉娅冲破层层阻力，深
爱相恋的故事。

“自从2013年起，10年里，《斯
巴达克》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巡演多
场，足迹遍布多个城市，每到一处，

《斯巴达克》都受到观众的欢迎与
热捧。”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副主
任、辽宁芭蕾舞团团长曲滋娇自豪
地说。

如果说宏大主题、精彩编剧
为《斯巴达克》的成功奠定了坚实
基础，那么，年轻演员扎实的基本
功、国内罕有匹敌的充沛的舞台
呈现张力，以及对人物的深度理
解与演绎，也是这部世界级经典
芭蕾能够持续火爆 10年的重要原
因。

在这 10 年的演出中，年轻的
芭蕾舞蹈演员们用极具张力的舞
台表现，让独舞、双人舞、群舞等在

交响乐的烘托下相互交织，与全剧
浑然一体，展现出了史诗般的艺术
气质，荡气回肠。

在版权引进中国的第七个年
头，辽芭年轻的舞蹈演员们开启了
世界巡演。巡演首站放在了俄罗
斯。在这场演出中，《斯巴达克》获
得俄罗斯著名指挥家和马林斯基
剧院交响乐团鼎力支持，恢宏的现
场演出伴奏为演出增色，让这部经
典舞剧在俄罗斯大放异彩，获得无

数好评。
此后，这一经典舞剧又登上了

墨西哥的舞台。
演了 10 年，火了 10 年。站在

10 年这个时间节点上，《斯巴达
克》开启新一轮的全国巡演。今
年，《斯巴达克》将在国内演出 30
场次，届时，这部世界经典芭蕾舞
剧将走进更多城市，让广大芭蕾舞
爱好者可以近距离领略这一高雅
艺术的独特魅力。

新生力量一茬又一茬
确保主力10年不断档

“终于明白为什么叫史诗级的
舞剧了。作为一个业余舞蹈爱好
者和普通观众，这个剧真是全程抓
住我的注意力。”“辽宁芭蕾舞团真
的很棒！”……连续 3 天的北京演
出，《斯巴达克》获得无数赞誉。在
辽芭官方微博评论区，观舞之后的

北京观众留下如潮好评。
北京演出期间，在当今国际舞

坛颇为知名、被誉为“世纪舞者”的
弗拉基米尔·马拉霍夫到辽芭排练
现场探班《斯巴达克》。这位一手
打造出德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
柏林芭蕾舞团的全能型艺术家，
对辽芭年轻舞蹈演员能够完美演
绎与诠释这部经典作品赞不绝口。

与其他芭蕾舞的优雅、舒缓
不同，《斯巴达克》更强调男性的阳
刚与雄壮之美。整场演出以史诗
般的舞蹈气魄和简练粗犷的舞蹈
语言见长，被誉为“20 世纪新古典
主义芭蕾的不朽杰作”。由于排演
难度大、对男舞者跳跃及爆发力要
求高，世界范围内可以演出《斯巴
达克》的专业芭蕾舞团数量较少，而
辽宁芭蕾舞团恰恰具备这一基础条
件。能够饰演斯巴达克的辽芭首
席演员，多数雄壮有力，与“斯巴达
克”这一艺术形象十分契合。10年
前，《斯巴达克》版权刚刚引进国内
时，饰演剧中一个配角的男演员，
随着演出技巧日臻成熟，几年前，
已经开始承担起剧中主角重任。

在整场演出中，包括“斯巴
达克”在内的所有男性舞者都要
在舞台上十分精准地控制住身体，
连续完成回旋、跳跃、自转等高难
度动作，这对男性舞蹈演员的基本
功及演出技巧有着极高要求。对
张海东来说，他要根据剧情需要，
一连完成多个空中撕腿跳跃动作，
这不仅需要强大的爆发力，更需要
较强的体力。

辽芭多年来极其重视人才培
养和梯队建设。“我们有自己的芭
蕾舞蹈学校，新生力量不断涌现，
一茬下去，新一茬就补上来，这保
证了《斯巴达克》连演 10 年，主力
一直不断档。”曲滋娇说

据悉，今后 3 年，《斯巴达克》
这部经典芭蕾舞剧将在全国巡演
100场。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为纪念歌剧大师
朱塞佩·威尔第诞辰 210 周年，4 月 10 日，由沈
阳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贾鼐与男高音歌唱
家、中山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张喜秋联袂出演的
世界经典歌剧《弄臣》在深圳成功上演。这场令
现场观众沉浸于歌剧盛宴的精湛表演受到业内
人士的一致好评，深圳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毕宝
仪称，由贾鼐主演的这部被称为男中音“试金
石”的经典歌剧作品，展现了辽宁音乐人的歌剧
表演实力。

歌剧《弄臣》在世界歌剧史上是一部将艺术
性、戏剧性、欣赏性、感染力融为一体的优秀作
品。作为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最著名的歌剧之
一，它与《茶花女》《游吟诗人》并称为威尔第的
三大杰作，一个多世纪以来久演不衰。威尔第
在这部作品中追求将美声艺术发挥到极致，通
过声音的表现力将剧中人物内心的感情变化和
人物性格表现得极为深刻，对声区和音色的戏
剧性对比强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之所以
称其为男中音的“试金石”作品，是因为作品要
求男中音几乎唱满全剧，对演员演唱能力、机
能、体力是个极大挑战。

剧中，贾鼐饰演男主角、宫廷里的弄臣黎哥
莱托（男中音），他的演唱结实深厚，强化了声音
对戏剧内在的表现。贾鼐留学德国，获得德国
吕贝克国立音乐学院高级音乐家文凭，曾在德
国吕贝克、德累斯顿、彼尔纳等城市和捷克举办
多场个人独唱音乐会。在德国期间，参与歌剧

《塞尔维亚理发师》《费加罗婚礼》《托斯卡》《卡
门》等百余场演出。在沈阳音乐学院任教期间，
在大型民族歌剧《星星之火》中饰演孙晶石一
角。多年的教学积淀和舞台经验使他的表演流畅
自然又富有张力，能游刃有余地展现戏剧色彩。

据悉，这部世界经典歌剧将在今年登陆沈
阳舞台。

展辽宁音乐人实力
歌剧《弄臣》深圳唱响

辽芭演绎的《斯巴达克》粗犷豪迈，充满阳刚之美，获得了无数好评。（辽芭供图）

展览上，工作人员为孩子们讲解古籍绘本。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