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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6月30日

本报讯 记者刘臣君报道 9月
16 日，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聚
焦珍贵史料和馆藏文物的《杨靖宇：
立志“靖宇”平国难》等10集音频节目
上线。该节目以声音为媒介，再现了

“抗日战争起始地”上那些波澜壮阔
的人、事、物，即日起以每周两集的频
率陆续推出。

“1905 年，河南省确山县一户马
姓农民家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父
母给他取名叫‘马尚德’。当时谁也
不 会 想 到 ，这 个 叫‘ 马 尚 德 ’的 男
孩，日后会成为一个气壮山河的民
族英雄。”记者扫码，进入了人物篇
的第一集《杨靖宇：立志“靖宇”平
国难》页面，按下播放键，东北抗日
联军在“抗日战争起始地”上的悲壮
抵抗，以杨靖宇为主视角缓缓展开。

从土生土长的农民马尚德一路
成长到最后化名为“杨靖宇”，音频
节目介绍了一位英雄的成长史，一
个民族的苦难史。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社
教部主任石任华介绍，这是博物馆
品牌电台的第二季节目了。在这次
推出的两个专辑中，人物篇包括《杨
靖宇：立志“靖宇”平国难》《赵尚
志：效马援，裹尸还》《赵一曼：一封

家书励后人》《王德泰：身先士卒的
虎威将军》《张凤岐：从戎报国不投
笔》5 集，以珍贵史料讲述抗日英雄
的成长经历和战斗豪情；馆藏篇包

括《国画作品——八女投江》《碳化
的月饼》《东北竞存中学校旗》《左
秀海狱中书简》《鱼水深情黑陶罐》
5 集，重现的则是每一件文物背后
的曲折故事和蕴含其中的不屈不挠
的斗争精神。通过对这些馆藏品的
介绍，深入挖掘历史事件，深度还原
历史真实，让无声的文物发出历史
的声音。

石任华介绍，沈阳“九·一八”历
史博物馆于 2021 年和主流音频平
台合作建立了品牌电台后播出了第
一季“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主题专
辑，分别讲述《残历碑的自白》《逆
风而行的“九君子”》《听，妈妈的
话》《中国父母》《沈阳审判》等历史
故事。节目播出后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反响，每集的播放量和读者收听
量均在 2 万次以上。

从两年前的“铭记历史 珍爱和
平”专辑，到如今的第二季 10 集节
目，这是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
馆全面盘活博物馆红色资源，主动
策划、制作适应全媒体时代传播规
律的全新音频产品，以期进一步讲
好红色故事，深化爱国主义教育。

据介绍，人物篇和馆藏篇共 10
集的音频节目，要从馆藏品中选出

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人
物、事件以及展品，再进行抗日英烈
和馆藏文物的文案撰写、专家审核、
专业主播音频录制和线上推广后陆
续播出。

随着博物馆数字化新模式不断
涌现，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也更加注重结合数字化提高活动的
新鲜感、体验感、互动性，未来数字
文博的新型模式，将逐渐为广大观
众提供更优质的文博服务。

辽宁“六地”红色文化以“抗日
战争起始地”为首，见证革命传统、
传承红色基因，记录着中华儿女砥
砺奋进的伟大征程。沈阳“九·一
八”历史博物馆馆长范丽红表示，本
次策划推出的 10 集音频节目，是博
物馆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和网络平台
而进行的“进一步盘活红色资源、用
好革命文物、讲好红色故事”的生动
实践，旨在通过更便捷的平台和更
广泛的传播，使博物馆红色资源社
会价值最大化。沈阳“九·一八”历
史博物馆始终肩负历史和时代使
命，用好珍贵史料和馆藏文物，持续
讲述红色故事、赓续红色血脉，弘扬
伟大抗战精神，推动东北抗联精神
走进千家万户。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录制的《杨靖宇》《赵尚志》等音频节目上线

以声为媒 讲述“抗日战争起始地”故事

三楼排练场，一下子挤进去八九十
人。40人的男歌队和36人的女歌队迅
速找准位置，站定。墙上，“铭记甲午历
史，弘扬民族精神，勇担文化使命，助力
全面振兴”的条幅甚是醒目。

身着披风，腰佩长剑，身高 1.92 米
的青年演员傅伟林站在斜坡舞台的顶
端更显气宇轩昂。得知父亲去世噩耗，
又闻法舰偷袭马尾港、水师伤亡惨重，
邓世昌喊出“军人的天职就是赴死沙
场”的豪言；浑身是血的邓世昌听到水
兵惊呼炮弹没了，坚定地高唱：“虽然没
有炮弹了，还有我们的血肉精魂！”男歌
队悲壮的歌声随之响起，“撞上去，把吉
野号撞沉！血与泪交织着不屈，唤一声
爹娘亲人，我们再也不回来了！”悲剧的
气氛到达了顶点，每个人都眉头紧锁，
眼里冒着火，崇高的人格精神、炽热的
爱国情怀在这一刻释放。虽然是普普
通通的一次联排，演员们没有化妆，效
果已足够震撼。

“沉到海底后，仍得保持英雄气概，守
着致远舰、守着炮，有朝一日还要去杀敌
人！”82岁的导演曹其敬对演员进行着细
致的指导，目光灼灼，声音洪亮而坚定。

“我希望把这部剧做成一个充满英
雄气概的悲壮的正歌剧、大歌剧。邓世
昌身上的英雄主义和以身殉国的壮举，
是这部剧在风格上所追求的。”曹其敬
说。任何英雄人物的成长都是有过程
的，这部剧讲述了邓世昌从18岁立志从
戎到为国捐躯的经历，选取了其中几个
闪光节点，包括他与何玉娘相知相恋、相
互支持的爱情佳话，面对父亲病故，在尽
忠还是尽孝问题上的艰难选择；在国外
采购军舰时以智慧解救流落海外的中国
劳工……故事性很强，具有深刻的反思、
启迪意义和激人奋进的艺术力量。

《邓世昌》有4个主演，歌队则充当
了“第五角色”。“歌队具有多功能的性
质，可能是叙述者、参与者，也可能是旁
观者，可以进入剧情，也可以跳到剧外，
更有利于叙事和抒情，这是该剧的一大
特点。”曹其敬表示。

辽宁歌剧院 分场排练
“唤一声爹娘亲人，我们再也不回来了”

前不久，《2021—2035年国家古
籍工作规划》中的重点项目——“尚
古汇典”正式亮相。作为古籍数字
化综合服务平台，“尚古汇典”可以
为海内外读者提供古籍阅读、检索、
征引等多项数字化服务。

这是一条让人愉悦的消息。中
华文明绵延五千年，在历史长河中，
一部部帛书简册、经史子集、术数方
技，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知
识体系和思想价值，这些彰显深邃
智慧的典籍不仅为中华民族源源不
断地提供精神养分，而且这些典籍
所蕴含的文化基因注入我们的血
脉，最终沉淀为深植于一代代中华
儿女内心的文化种子。由此可见，
古籍在文化传承、价值理念传递等
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然而，古籍的价值体现有别于
其他文物。像我们熟悉的大多数可
移动文物，只需摆放在博物馆的展
柜里，观众就能近距离通过其造型、
质地、色泽领略东方文化之美。

古籍则不然。它的价值主要通
过其所承载的内容来体现。但与内
容提取相悖的是，作为文物的古籍
因为纸张的脆弱性，又恰恰十分需
要小心呵护与保护，最大限度地限
制对其反复翻动。“用”与“藏”之间，
需要找出一条破解之路。

数字化恰恰是转换“用”与“藏”
的一把钥匙。仍以“尚古汇典”为
例，登录这个数字网站，读者能在这
个平台上轻松查阅 1677 种珍贵典
籍上的每一页内容。这些数字古籍
不仅保留了内容信息，还保留了古
籍书页真实的面貌。也就是说，不
用翻动原版典籍，读者就能在数字

平台上反复查阅原汁原味的古代书
籍。据说，这个数据库仍在不断填
充古籍版本内容。

“尚古汇典”只是我国古籍数字
化保护和利用的一个平台。近年
来，正因为有了众多平台对我国卷
帙浩繁、浩如烟海的古籍进行数字
化呈现，那些原本沉寂在书架上的
典籍才能重新铺展在读者面前，焕
发出无尽魅力。

让书写在典籍里的文字活起
来，让蕴含在典籍里的内容生动表
达，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
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
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应
该说，古籍的数字化是一项基础性
工作。如何结合当代人的审美习惯
与生活方式，在基础性工作的基础
上，继续对蕴藏着古人智慧与精神
思想的古籍进行活化利用，则为新
时代的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

近些年来，不论是辽宁日报策
划推出的《数珍·辽宁古籍新闻》《典
籍·二十四节气》专题策划，还是一
些中央级媒体推出的《典籍里的中
国》《中国诗词大会》等综艺文化类
节目，都在用独特的视角与表达，用
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对古籍内容进
行诠释，让古代与现代、历史与今
天，通过古代典籍进行链接，让古籍
成为滋养人们心灵、提供精神给养
的重要源泉。

古籍虽古，但历久弥新。只要
我们不断加大古籍保护和活化利用
力度，古籍必将成为赓续中华文脉、
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重
要力量。

插上数字翅膀
让古籍历久弥新
朱忠鹤

辽宁歌剧院重磅打造新剧9月21日上演

记者直击歌剧《邓世昌》最后排演
本报记者 吴 丹 文并摄

崩裂的大海，血染的天空，倾
斜的战舰……甲午海战中，北洋水
师将领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杀
敌，以身殉国。辽宁歌剧院（辽宁
交响乐团）四年磨一剑，集结《苍
原》主创打造歌剧《邓世昌》，浓墨
重彩地刻画了民族英雄邓世昌的
形象。该剧是如何发挥歌剧艺术
特质，以巧妙的构思、丰满的人物、
富于变化的音乐展现厚重历史主
题的呢？本报记者以 3 个月来的
跟组式采访，为您揭秘。

28 年前，辽宁歌剧院排演了
堪称中国歌剧史上里程碑式的作
品《苍原》。如今《苍原》主创再聚
首，该剧院与导演曹其敬、编剧黄
维若、舞美设计高广健、灯光设计
邢辛再度合作，并携手作曲家孟卫
东、服装设计阳东霖，秉承锻造精
品的意识，启航新时代。歌剧《邓
世昌》将于 9 月 21 日至 26 日在辽
宁大剧院演出。

目前，该剧已进入剧场合成阶
段。

大鹿岛东山，沿着104级台阶
缓步而上，映入眼帘的正是苍松翠
柏掩映下的邓世昌墓。歌剧《邓世
昌》作曲孟卫东和几位主演神情肃
穆地鞠躬祭奠，为魂归于此的邓世
昌和甲午海战无名将士们献上鲜
花。西南5至11海里处，便是当年
甲午海战的遗址，主创们乘船出
航，在海浪的拍打和船的颠簸中，
北洋水师官兵和来犯倭寇的厮杀
声仿佛在耳边响彻。“滚滚的黄海
波涛，埋葬着甲午忠魂……”他们
轻轻吟唱起歌剧中的片段，热血在
身上沸腾奔涌。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艺术
创作的必修课。为更好地创作歌
剧《邓世昌》，作曲家孟卫东风尘仆
仆地来到甲午海战发生地采风，寻
找灵感，收集素材。他认为，走近
历史、走近英雄，对这部歌剧的音
乐创作大有益处。

听讲解员讲述打捞致远舰将
士遗骨的经过，一字一句地念起邓
世昌雕像铭文……各种历史细节
纷至沓来，主创们深受教育，感触
颇多。该剧主要角色由青年演员
担纲，傅伟林饰邓世昌，姚亚端饰

何玉娘，孙艺宁饰少年邓世昌，张
元军饰刘忠。在参观结束后的剧
本研读会上，年轻演员声情并茂地
朗诵剧本，读到动情处，眼角湿润
起来。“通过采风对甲午海战和邓
世昌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为日后
角色塑造奠定了坚实基础。再唱
起《你是大海上的朝阳》，心潮澎
湃，唱词从心底就往嗓子眼儿里
涌。”姚亚端说。

“甲午海战发生在辽宁海域，
讲好辽宁故事是辽宁文艺工作者
的使命。”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乐
团）院长田剑峰表示，在进行宏大
叙事和表现重大历史事件方面，歌
剧艺术具有独特的优势。“布景用
的货物用大货车运了6车，装台花
了4天时间，参与本剧的演职人员
逾200人。无论从题材、体量还是
主创实力、演出阵容、舞美手段上
看，这都是一部气势恢宏的大歌
剧，丰满而壮阔，深沉而广大，磅礴
且浑厚。邓世昌和致远舰水兵们
在甲午海战中以身殉国的这种血
性，如滴血杜鹃惨烈绽放。我们敬
仰民族英雄邓世昌，试图在歌剧的
大舞台上再现他的人生道路、英雄
气概和精神世界，以不忘历史、激
励后人。”田剑峰如是说。

东港孤山镇 采风
“唱词从心底往嗓子眼儿里涌”

近百名演员面对指挥坐好，曲
谱和水杯成了桌上的标配。中国
音乐学院国乐系主任、指挥家许知
俊优雅地扬起手臂，银白色的发丝
根根飞扬，随着指挥棒的起伏，乐
声和歌队合唱交织相和。在调配
钢琴演奏的同时，他的眼睛也紧盯
着面前演员的表情，耳朵搜索着声
音中的差异之处。

“歌剧排练被称为艺术门类里
的航母，它投入非常大、流程很多，
急功近利是不行的。只有经过无
数次磨合，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品
质。”许知俊说。正是源于对这部
歌剧深刻的悲剧性及强烈的抒情
性的追求，他在演员对人物形象的
塑造、乐手对音准节奏的把握等关
键问题上，有着严格的要求。

许知俊告诉记者，要在舞台上
具象化展现出有血有肉、感人肺腑

的英雄人物形象很难。作曲扩大
了何玉娘的音乐篇幅，突出了何玉
娘作为丈夫精神支柱的有力作用，
让邓世昌铮铮硬汉的形象多了几
分柔情，使英雄行为有了深刻的人
性根基。

长久以来，歌剧创作存在一个
误区，即过于注重音乐技巧的展
示，而忽略了旋律的美感，普通观
众听不懂、不爱听。“为了让这部剧
好听好看，我们邀请了孟卫东担任
作曲，他因创作《同一首歌》《今夜
无眠》和《新闻联播》片头曲等而家
喻户晓，作品以旋律性强见长。”辽
宁歌剧院副院长、该剧执行导演殷
之声介绍，本剧共分六幕，演唱上
采用了咏叹调、宣叙调、二重唱、四
重唱、女声合唱、男声合唱、混声合
唱等形式，作曲还融入了广东音
乐、北洋水师军歌等元素以衬托剧
情、体现地域风情，让歌剧这个舶
来品有了更多中国文化的内核。

辽宁歌剧院 音乐排练
“剧中‘航母’排练容不得一分偷懒”

7月10日

服装间内，专为歌剧《邓世昌》而定
制的近 200 套各式服装挂满了长杆。
阳东霖一趟趟地折返于服装间、导演工
作室之间，为几十位演员试装、测量、调
整。身为中国歌剧舞剧院首席服装设
计师、大热舞剧《只此青绿》主创的他此
次担纲《邓世昌》的服装设计。

从阅读剧本、分析人物、建立独属
于该剧的美学观，到出设计稿、与主创
团队沟通、制作和改装，阳东霖和团队
花了很长时间。“歌剧服装更强调体积
感和造型性，但中式服装更多地强调平
和整，如何让它在符合东方美学的同时
又能满足歌剧这种源于西方的艺术形

式的要求，是我们着力解决的问题。”阳
东霖说。

“导演不希望演员服饰太写实，更
希望其作为流动的色彩出现。因此，对
女歌队服装，我们使用了海浪的概念，
融合了满族服饰的特点，形成流淌的海
水的画面。”阳东霖说，如同汹涌的海浪
一样，具有民族气节的无畏勇者，终会
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印记。剧中邓世昌
有4个阶段的服饰，每套都契合其当时
的身份特点。他有3件披风，银灰色披
风在海蓝色的浪里格外醒目，红色披风
凝结了他强烈的家国情怀，灰白色披风
陪他一路征战残破了，浸染血迹，随风
飘动，此刻它不再是一件普通披风，更
多的是承载着他的英雄情结。

辽宁歌剧院 定妆拍摄
“浸染血迹的披风在浪里飘动，海的元素无所不在”

8月30日

8月29日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近
日，由辽宁省文化馆（辽宁省青年宫）
主办的“流动青年宫”美育进校园活动
走进开原市业民镇中心小学，开展美
育进校园活动，进行合唱、美术、糖画
制作等方面辅导，丰富了孩子们的校
园生活，让孩子们不出校园就享受到
了专业的美育教育资源。

当一个个美丽的花篮、活灵活
现的飞禽走兽糖画做完，孩子们都
兴奋不已、爱不释手。在糖画制作
课程上，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李氏糖
人代表性传承人李凤艳手把手教孩
子们制作糖画。李凤艳还根据孩子
们的不同喜好，教授了各式各样栩
栩如生的糖人。在合唱辅导训练
中，老师通过和声、音色、音量、音

准、气息、吐字、声音共鸣、强弱的控
制等训练，让学生们感受到合唱之
美始于人心。在美术辅导课上，手
绘报的设计制作深深地吸引着学
生们，老师教给学生们最实用的临
摹图案，用相对应的色彩在白色的
纸面上进行全手工绘画，锻炼了学生
们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及审美的能力。

自2018年以来，“流动青年宫”
一直行走在我省偏远的乡村小学，
开展公益文化服务活动。辽宁省文
化馆馆长郑直说，下一步，省文化馆
将继续拓展青少年美育覆盖面，弘
扬中华美育精神，遵循美育特点，坚
持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
更好提升孩子们的审美素养，陶冶
情操、温润心灵。

“流动青年宫”走进开原校园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9 月
15日，东亚文化与科技融合高质量
发展研究论坛在东北大学举行。作
为东北大学百年校庆重点活动之
一，论坛以“东亚文化与科技融合高
质量发展研究”为主题，围绕中华优
秀文化海外传播、东亚视域的大学文
化与城市文化的互融共生、区域文化
构筑与科技创新发展等内容开展高
水平学术交流。来自国内外的行业
领域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代表共
54人出席本次论坛，孙雷、陈凡、李美

睿、卢林、柴红梅、施晖等专家学者在
论坛上以“大学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互
融共生”“技术社会化与技术哲学的
中国化”“传承泰山文化与弘扬中国
精神”“书法在传统文化中的作用及
海外的影响”等为主题进行发言。

当日，东北大学东亚研究院揭
牌仪式举行，研究院聘任10位优秀
学者为东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东
北大学东亚研究院是隶属东北大学
的科研机构，于 2022 年 6 月获批为
辽宁省科技创新发展智库。

东北大学东亚研究院揭牌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黄
河魂 沈水情——郑州画院、沈阳
书画院美术书法作品联展”于 9 月
15 日在郑州美术馆展出。两地书
画家共100件美术作品在同一个空
间展出，两地艺术家和其所传达出
的更深层次的地域文化也在此交
流、碰撞。

此次联展由沈阳书画院和郑州
画院主办。展出的书画作品，涉及
油画、中国画、书法等，集中展示了
沈阳、郑州两地书画创作成果，是辽
宁书画家与河南书画家的首次对

话，也是东北地域文化与中原文化
的一次对话。

郑州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
地，黄河从郑州穿城而过，奔腾的黄
河水诉说着中华文明记忆。沈阳有
着“共和国长子”和“东方鲁尔”的美
誉，有沈水之称的浑河从沈阳穿城
而过，孕育出新中国老工业基地无
私奉献的长子情怀。两地书画家们
分别以不同的艺术视角、不同的艺
术形式，浓墨重彩地表现家乡美，讴
歌新时代，绘出动人的大美画卷，书
写出厚重的时代篇章。

沈阳郑州两地书画家同台“对话”

本报讯 记者商越报道 沈阳
现代化都市圈博物馆联盟历史文化
系列图片巡展首场即将开始。9月
21 日，由沈阳市文博中心、阜新市
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办，沈阳博物
馆、阜新查海遗址博物馆、鞍山市博
物馆承办的“玉龙故乡 文明发端——
阜新8000年查海文化展”将在沈阳
博物馆与广大观众见面，展期两个
月，随后将赴鞍山市博物馆继续巡展。

查海遗址位于辽宁省阜新市，
是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距今约8000年，出土了全世界已知

最早的真玉器；查海先民在聚落中
用石块堆砌而成的龙形堆石，全长
19.7 米，呈腾空飞舞之姿，栩栩如
生，是中华民族龙崇拜的渊源。阜新
也因此而得“玉龙故乡”的美誉。

展览期间，由阜新查海遗址博
物馆馆长李井岩主讲的《走进查海
古村 探寻万年文明——谈查海遗
址聚落形态与文化内涵》，将带领观
众探寻查海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过
程，解析查海聚落形态、查海人的衣
食住行，同时以龙崇拜和玉文化为
切入点，剖析查海先民的精神世界。

阜新查海文化展明日开展

歌剧《邓世昌》海报。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推出
的音频节目封面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