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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本报讯 记者张颖 张晓丽
报道 9月 15日，位于沈阳新民市
兴隆镇弓匠堡子村的新民市文学
传承基地正式揭牌，其中的马加故
居和马加生平陈列馆两个展厅同
日对外开放迎客。

弓匠堡子村是中国当代作家
马加的出生地。马加，原名白永
丰，东北作家群代表人物之一。
1928 年初入文坛，先后创作《秋之
歌》《火祭》《寒夜火种》《江山村十
日》《开不败的花朵》《红色的果实》

《北国风云录》等作品，在当代文学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000 年 2月，
90岁的马加被省政府授予“人民作

家”荣誉称号。
秋高气爽，碧空万里。当天的

弓匠堡子村热闹非凡，村民早早地
来到村委会院内，等候参观即将开
放的马加故居和马加生平陈列馆。

故居与陈列馆同位于一个北
方典型的四合院里，院中央打了一
眼水井，墙边种了一溜儿小白杨树，
复原了马加当年在这里生活的场
景。走进马加生平陈列馆，以多媒
体影像资料作为背景音，墙上布满
了介绍马加生平事迹的照片和文
字，贯穿了其从青年时期至90岁高
龄的整个创作生涯。展览分为四个
篇章，分别是“动荡与追求”“救亡与

革命”“回到东北”和“晚霞璀璨”。
另外，展柜中还陈列了马加的部分
手稿、信件和明信片等物品。

马加故居则以展陈其生前使
用过的物品为主，还原了当时新民
人民的生活环境和马加在这里的创
作环境。左侧的书房里摆放着马加
生前使用过的桌椅和办公文具等；
右侧的房间颇具生活气息，房梁上
吊着一个儿童悠车，炕上摆着一张
炕桌，炕梢的柜子上整齐地叠放着
马加生前使用过的被褥和衣服。
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北平的马加为
了能写出反映东北真实状况的作
品，于1932年重新回到家乡弓匠堡

子村，亲身感受沦陷区人民的苦
难，创作了多部表达爱国情感的作
品，如《火祭》《寒夜火种》《家信》

《潜伏的火焰》等。解放后至他创
作生涯后期的《开不败的花朵》《红
色的果实》《北国风云录》等也都有
家乡的影子。

马加故居和马加生平陈列馆
负责人林巍说：“故居和陈列馆真
实地还原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马
加 回 到 新 民 深 入 生 活 的 场 景 。
1958 年 10 月，马加全家搬到新民
县兴隆公社，马加兼任新民县委副
书记，他的孩子也在这里上小学，
这里有他生活的影子。”

“这里是父亲的出生地，是他
一生魂牵梦绕的故乡。他对这里
的一草一木，甚至地里的一穗苞米、
一株高粱都充满着迷恋之情。父亲
创作的文学作品中，那浓醇的北国
农村的气息，北国的风情习俗大多
取材这里，家乡曾多次激起他创作
的灵感。”马加长子、辽宁社会科学
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白长青说。

马加就是在这里一边深入生活，
一边创作《红色的果实》的。白长青
说，当年全家搬到新民县兴隆公社
后，在那里生活了3年，全家就住在公
社旁的一座红砖平房里。家乡对马
加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民作家”马加故居向公众开放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近日，由省书
法家协会主办的“辽海书风——国展入选作
者书法篆刻精品展”在辽宁美术馆举行。该
展共展出作品212件，展示了近5年来辽宁书
法创作者在全国各项书法展赛上取得的优异
成绩和创作成果。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展览，省书协要求
所有参展作品一律使用白色宣纸书写，没有
任何染色装饰，目的在于尝试解决因过分追
求拼接、染色从而导致形式至上、偏离传统等
现象，真正把功夫和心思用在提高自然书写
能力上来。在当前书坛普遍追求“视觉效应”

“展厅效应”的背景下，举办“素颜”书法展极
其鲜见，体现了我省书法创作者对传统经典
的尊崇，对书法创作本体规律的顺应与探究。

“辽海书风”书法篆刻
精品展沈阳开展

本报讯 记者谭硕报道 9 月 16 日，辽
宁省第十二届艺术节第一次剧目研讨会在大
连举行。

本次研讨会围绕艺术节开幕至今上演的
音乐剧《国之韶华》、舞台思政剧《光荣梦想》、
大型拉场戏《姑嫂城的传说》、音舞诗画《江山
情·中国风》、诗画音乐剧《不朽》、话剧《千金
寨》、海城喇叭戏《玉石沟》等 7 部剧目，与会
专家逐一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分析与研讨，
充分肯定了参评剧目突出的特点与长处，同
时也对剧本创作和舞台表演中存在的问题提
出意见以及后期提高的建议。

本届艺术节期间，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
院还将陆续举行 4 次剧目研讨会，按演出先
后顺序阶段性地对参演剧目进行深入研讨，
以进一步提升我省文艺作品创作水平，助力
我省文艺繁荣发展。

省艺术节剧目研讨会
在大连举行

本报讯 记者吴丹报道 赓
续红色基因，演绎峥嵘故事。在九
一八事变爆发92周年之际，中共满
洲省委旧址纪念馆推出沉浸式情
景剧《九一九宣言》，于9月18日进
行了首演。

上午10时，沈阳市和平区福安
巷 3 号，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
一间硬山式青砖瓦房内，几个身穿
长褂的青年人眉头紧蹙。“北大营
发生爆炸，日本人是真的动手了！
老詹，他们几个都通知到了吧？”

“张书记，已经都通知了。现在街
上挺乱的，刚才还有枪声，看样子
咱们沈阳城不能消停了。”短促的
对话，不时响起的枪声，立刻把人
带回到92年前四面楚歌、满目疮痍
的沈阳，压抑、悲痛的气氛笼罩在
每个观演者的心头。

1931 年 9 月 18 日 22 时 20 分，
随着一声巨响，日本侵略者制造了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紧急关
头，中共满洲省委主要领导人——
书记张应龙、组织部长何成湘、宣
传部长赵毅敏、秘书长詹大全、军
委书记廖如愿彻夜未眠，9月 19日
上午召开常委会紧急会议，研究党
如何针对日军侵占满洲而进行斗

争。红色情景剧《九一九宣言》的
故事就从这里展开。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馆
长刘秀华介绍，该剧旨在让观众了
解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共满洲省委
第一时间作出的正确决策，以及中
国共产党如何带领广大东北民众

在白山黑水间反抗日本侵略。为
了确保剧本反映史实的真实性、准
确性，纪念馆组织相关人员深入研
究史料，走访党史专家学者，用了3
个月的时间反复研讨、打磨，最终
将史实浓缩成一部情节紧凑的红
色情景剧。

《九一九宣言》在叙事上将会
议的过程和内容置于旧址场馆和
历史语境中，建构起1931年的历史
时空，再现了宣言起草、排版印刷、
发放传单等一系列关键细节。

“刚刚组织上发来命令，我们
要第一时间代表党发出声音！”

“对，要让老百姓都明白，我们一定
要斗争，用我们的抗争去‘驱逐日
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
空军’!”大家越讨论越激动，怒火和
斗志在胸腔里燃烧。会议刚一结
束，赵毅敏奋笔疾书，以最快的速度
根据讨论意见在起草文稿的基础上
修改完善了一份更有力量的宣言——

《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
领满洲宣言》，即《九一九宣言》。这
就是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

演员们移步到隔壁房间，开始
马不停蹄地刻印宣言。蜡纸刻字，
涂抹墨油，手摇转轮，一张又一张
的宣言印了出来，化为震耳欲聋的
怒吼和呐喊。透过木窗，观众们聚
精会神地观看瓦房内发生的一幕
幕，手中的拳头也不禁握紧了，“同
仇敌忾、抵抗侵略”的决心也写在
了他们的脸上。

这是一场沉浸式的演出，打破

了观众与演员的界限。没有传统
舞台，没有观众席，观众或立或
走 ，构 建 行 走 式 的 互 动 观 演 模
式。演出接近尾声，《松花江上》
如泣如诉的音乐响起，几位主演
手拿印好的《九一九宣言》传单，
快步走到观众们中间发送。“给我
一份！”“我也要！”演员和观众的
情绪在此刻达到了强烈共鸣。辽
宁广告职业学院学生辛燃表示，
通过观看这部红色情景剧，仿佛
触摸到了鲜活的历史，身临其境
般地感悟党带领人民进行艰苦卓
绝抗战的历程。

该剧演员都是纪念馆的年轻
讲解员，饰演赵毅敏的朱嘉轶平日
行走在馆内无数次讲起《九一九宣
言》的故事，如今亲身演出来，使他
对这段历史有了更深的感悟。“对
我来说，这也是一堂沉浸式行走的
党史教育，沿着时光的记忆，回到
峥嵘岁月。”朱嘉轶表示。

在沈阳这片热土上，抗战素材
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中共满洲省
委旧址纪念馆将继续运用沉浸式
情景剧等多元传播手段，生动演绎
红色记忆，让历史与新创之声交相
辉映，让该馆红色底蕴更加丰厚。

沉浸式情景剧再现第一份抗日宣言诞生时刻

9月15日15时，本溪湖工业遗
产博览园。锈迹斑驳的1号炼铁高
炉巍峨挺立，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
更显沧桑厚重，高炉前偌大的广场
上歌舞翩跹，欢乐的气氛瞬间拉
满。一场舞蹈艺术与工业文明深
度对话的视觉盛宴在这里启幕，本
溪主会场和抚顺、大连等九市分会
场万名舞者的联动，让群众舞蹈在
与工业历史的守望中腾跃在更宽
广的时空。

现代舞、红歌创意组合
诠释新时代雷锋精神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
于党……”一首传唱了60年的经典
老歌响彻广场，“绿叶对根的情意”
辽宁省群众舞蹈展演震撼开场。

台上，本溪市实验小学 200 名
小学生组成的队伍让人眼前一亮，
孩子们的眼睛里闪着光，雷锋精
神已在幼小心灵深处扎根、发芽。
曲风一转，孩子们跳起街舞版的

《学习雷锋好榜样》，奔放、热烈，舞
中带着崭新的时代气息，时尚街舞
与久唱不衰的红歌的奇妙组合，也
成为对永不过时的雷锋精神的生
动诠释。

“ 不 眠 的 炉 火 啊 ，把 夜 空 染
红。”青年歌唱家汤非深情质朴的
歌声把人们带回到电影《钢铁意
志》的火热场景。头戴红色安全
帽、身穿橘黄色T恤的近百名本溪
文艺志愿者和广场舞队员，以颇具
难度的动作和不断变换的队形演
绎了“铮铮铁骨也饱含柔情”的主
题。汤非表示，钢铁意志就是一种
时代精神，如铁水般炽热，如钢铁般
坚韧。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演唱与群
众舞蹈融合的形式，让更多的人了
解钢铁人，让钢铁意志代代传承。

与音舞诗画《钢铁爱人》的柔
美形成强烈反差，本钢集团百人队
伍带来的《咱们工人有力量》舞蹈
表演则充满了力量感。年轻的小
伙子们穿着平常的工作服，脖子上
搭着普通的白毛巾，高喊起口号，
震天动地。从没跳过舞的他们站
在广场C位还是显得有些紧张，但
完成度非常高。取材于铸钢作业
的舞蹈动作，让表演凸显真实性和
贴近性，生动展现了辽宁钢铁人的
风采，汇聚起推进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的磅礴力量。

民俗、民风巧妙融合
展现辽宁人精气神

省舞协主席吕萌介绍，本次展
演以辽宁“六地”文化为创作主线，
意在把光荣的辽宁历史、蓬勃的辽
宁大地和奋进的辽宁人民通过舞蹈
艺术充分展现出来。省舞协青年编
导团队秉承“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的创作理念，广泛选材，新创作出16
个作品用于全省普及推广。这些作
品舞种丰富，编导手法充满创意，把
民俗民风、地域特色等巧妙地融合
进来，形成了适合老中青等不同年
龄段群众的鲜明风格。

幸福舞蹈与时代之花一同绽
放，大地飞歌和绿水青山交相呼
应。《春风十万里》《我们的祖国歌
甜花香》等作品舞出老百姓满满的
幸福感，将新时代新风貌镶嵌进万
人共舞的一招一式、一跃一动，成
为人们观照中国式现代化辽宁实
践的直接镜像。《山笑水笑人欢笑》

运用了东北大秧歌元素，广场舞团
的大妈们系上粉丝巾、转起红手
绢，浑身上下散发着自信，对幸福
生活的满足感写在脸上。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从《欢腾的蒙古贞》《红太阳
照边疆》到《美丽大连》，从《新沂蒙

山小调》到《太平女儿鼓》，由阜新、
抚顺、大连、沈阳和本溪等各市舞
协带来的作品，充盈着浓郁的地域
色彩和民族风情，以极具特色的舞
步和艳丽的服装造型展现了各美
其美、美美与共的画面。

群众舞蹈在强身健体、丰富生

活、凝聚人心、提振精神等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我省群众舞蹈事
业蓬勃发展，仅本溪市就有至少10
万人的广场舞大军。作为基层的
群众舞蹈推广者，省舞协副主席、
本溪市舞协主席张琪对此深有体
会。“我们每年在基层办广场舞培
训班能够发现，阿姨、姐姐们的学
舞速度越来越快，审美意识大大提
升，而且对自身也有要求，要加大
难度，不满足于简单的舞步，越来
越向专业方向靠拢。广场舞如今
在社会上如此流行，也与人民群众
文化自信的增强息息相关，优秀传
统文化和丰厚地域文化使广场舞
有着源源不断的素材资源。此外，
很多专业舞者投身广场舞的创作、
推广，经常录制作品发布在新媒体
平台，或者身体力行地深入群众中
进行具体指导。”张琪说。

在展演活动主会场，人民艺术
家和群众舞蹈之星共舞成为一道最
美的风景线。吕萌、刘福洋、李德戈
景等名家分别领舞了《学习雷锋好榜
样》《志愿者之歌》和《再唱山歌给党
听》，展现了高超的舞蹈技艺、大气的
舞蹈风格和“永远与人民心手相连”
的艺术追求。似握枪勇毅前行的战
士、翱翔雪山之巅的雄鹰，又似驰骋
草原的骏马，在顶尖舞者的带动下，
涌动起来的人潮生机勃勃，气势如
虹。“只有始终保持对人民的真挚热
爱，坚持‘为人民而舞’，才能打造出
有生活、有温度、有激情的舞蹈精
品。”吕萌说。“为群众舞蹈语汇赋予
时代意义，是当下广场舞创作的一个
方向。”刘福洋说。“走到群众中去，跟
群众互动、共舞，是艺术工作者的自
觉。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如何出发，为
谁而舞。”李德戈景表示。

本次群众舞蹈展演活动是近
年来我省群众舞蹈艺术发展最新
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广大艺术
家、群众用舞蹈凝聚奋进力量，助
力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
的具体实践和真切情感表达。

这是一个翩翩起舞的时代。
省文联、省舞协将继续带领全省广
大舞蹈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扎根
时代沃土，立足火热实践，推出更
多优秀舞蹈作品。“裹挟泥土的芬
芳，用心浇灌艺术的枝繁叶茂，用
情讲述‘绿叶对根的情意’，是我们
孜孜以求的目标。”省舞协副主席、
秘书长刘思展表示。

东北作家群及东北流亡文学，一直是文
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九一八事变后，东北
作家群用自己滴着血泪的作品喊出中华民族
抗战文学的第一声，为当时的文坛吹来一股
战斗的风。

又是一年“九一八”，有关东北作家群的
纪念活动再次掀起高潮。9 月 15 日，位于辽
宁省新民市兴隆镇弓匠堡子村的马加故居正
式开馆；9月18日，本报推出九一八事变爆发
92 周年特刊《笔作枪》。我们将视线重新投
射在东北作家群身上，细读他们那些或激昂
或悲切或平实的作品，令人叹惜宝藏近在咫
尺而不自知，一时竟爱不释卷。

何以不自知？历史的长河中，几十年弹
指一瞬，于个人而言却是沧桑巨变。我们印象
中的东北流亡文学，一定是满纸蘸着血与泪写
就的沉痛过往。在那些作品中，有活生生被折
磨死的妇女，有在泥泞中急行军的抗日战士，
有失去祖国的孩子，有苦命挣扎的农民、矿工……
这些人物形象，距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已经太
远。生长于和平年代的我们，对当时的历史环
境和文化环境缺乏切身感受，十分生疏。因
此，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初衷、写作技巧，东北流
亡文学的内蕴情感、创作意义，都是当下许多
人无法把握得当，甚至不感兴趣的。

不知其身，不知其痛。正因为不感兴趣，
也就使得我们对东北作家群及东北流亡文学
设置了认知的藩篱，使得人才济济的群像中，
我们清楚识得的面孔只有寥寥数人；使得慷慨
激昂的文字中，我们细细品读过的只有最著名
的那几本。仿若看过电影《黄金时代》，读过萧
红的《呼兰河传》《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
村》，就算了解了东北作家群。

又何以爱不释卷？因为当我们走进文本
深处细细品读，都会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惊
叹：他们写得真好！

一种“好”，是他们的文字生动、真实。他
们书写“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写
沦陷区的生活，尤其是人民的抗争，激流涌
动，如萧红的那句：“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
人，死是中国鬼！”那些如战鼓擂动的句子，带
领我们真正置身于上世纪30年代，去了解中
国现代史上那灾难深重的一页。

另一种“好”，是他们笔下的东北与今天
枝蔓相连、血脉相通。他们书写“失去的茂
草，高粱，蝈蝈，蚊子”，写一年四季的东北，尤
其是东北的雪，姿态万千，如高兰的那句：“十
月里雪花大如掌，锦绣的河山，一片白茫茫。
到处是玉树银花！再也分不出庐舍田庄。路
上的行人哪，像一个寒鸦飞进了白云乡！”这
些充满思乡情愫的文字，我们今天亦可感知。

走进萧军的“乡村”、萧红的“呼兰小镇”、
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马加的“弓匠堡
子村”……我们寻找当年作家们文学活动的
轨迹，有的还清晰地屹立在那里，等待人们去
认识，有的已经随着历史变得模糊，甚至湮灭
了。在他们的文字中，我们再次回到流亡者
的故园，却意外发现，这里没有意料的沉闷与
匮乏，反而时时点缀着会心一笑的温暖和泪
流满面的感动，令我们产生共鸣。

有人说，东北作家群是那个年代的北斗
七星，在星空中也许并不起眼，但它们总是坚韧
地围绕北极星转动，高悬于北方，给人以温暖。
今天的我们，身处东北这片热土，若能拂去历史
的尘封，重新认识东北作家群和东北流亡文学，
一定会满载一船星辉，并在星辉斑斓里放歌，歌
咏那不变的“祖国之爱”与“故园之思”。

为东北作家群
“以笔作枪”叫好

张晓丽

“绿叶对根的情意”辽宁省群众舞蹈展演在本溪举办

“歌甜花香”中舞出百姓满满幸福感
本报记者 吴 丹

核心
提示

以欢乐的歌声为号角，以轻盈的舞姿抒豪情，以铿锵的鼓点催奋进。9月15
日，第三届“绿叶对根的情意”辽宁省群众舞蹈展演在本溪市精彩呈现。本次展演
活动由省文联、本溪市委宣传部、省舞协主办，以“奋进新征程，文艺创新篇”为主
题，集中展示14个新创作的优秀舞蹈作品，组织动员了全省万名群众舞者共同参

与，用优秀的舞蹈作品和广泛的群众实践礼赞新时代。

音舞诗画《钢铁爱人》深情演绎了火红年代无数“钢铁人”的奋斗之美。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孙海涛摄

本溪群舞《太平女儿鼓》铿锵的鼓点、欢快的舞步展现了舞者对家乡的热爱。

沉浸式情景剧《九一九宣言》尾声处，主演饰演的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人
及热血青年走到观众中间发放宣言传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