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近4年精益求精的艺术创
作和打磨，由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出品、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
排演的原创歌剧《邓世昌》9 月 21
日在辽宁大剧院成功首演。这部
具有中国气派的英雄史诗在歌剧
舞台上激情唱响，震撼全场。剧场
座无虚席，观众掌声经久不息。演
员多次谢幕。历史人物邓世昌身
上炽热的爱国情感与现实中人们
的呼唤交织融合，激起观众的情感
响应和情感爆发。

在歌剧《邓世昌》中，海水的意
象、反复响起的主题曲、音乐的抒
情性和悲剧性的展现等成为观众
关注的焦点。对此，主创主演有怎
样的设计和阐释，观众又有怎样的
感受和解读呢？

“照在邓世昌身上的
光，折射着他的期待”

“真温暖啊海水，我永远要在
这里了，这归宿正合我心。”“前仆
后继走下去，好光景必将会来临，
到那时民富国强，建设起强大的海
军，看中华繁荣昌盛欣欣向荣！”台
上的邓世昌、何玉娘及歌队纵声歌
唱，台下观众随着昂扬的旋律、铿
锵的节奏鼓掌打拍。

如此动容的一幕出现在 9 月
21 日首演现场的尾声处。邓世昌
以身殉国，魂归大海，温暖的海水
将他围裹。“舞美绝了！当翻涌的
浪花归于平静。阳光透过很厚很
深的海水照在他身上，那束光折射
的就是邓世昌的内心。他心中不

灭的是光，是对未来的期待、对中
华民族强盛的期待。”中国儿童艺
术剧院原院长欧阳逸冰看过演出
后如此评价。

《邓世昌》是一部史诗性的历
史正剧，将历史性、民族性、悲剧性
有机融合，使历史与现实相互映
照，生发出通达现代人内心世界的
审美价值。该剧以其精巧的艺术
构思、精湛的音乐语言、丰富的舞
美手段，为民族英雄邓世昌谱写了
一曲悲壮的生命之歌。

《邓世昌》在视觉、听觉上多次
使用了大海的元素。“邓世昌是一个
彪炳史册的民族英雄，一个至今仍
守着祖国海疆的不朽英魂。这样的
形象，我认为只有大海能与其媲
美。我们尽力用意象化的手段来塑
造这一人物。”导演曹其敬表示。

“邓世昌的胸怀像大海般宽广

壮阔，他的气节像大海般高尚超
脱。大海的深沉、宽厚、怒吼，都是
对邓世昌灵魂的生动展现。”沈阳
南昌新世界学校语文教师侯伟感
受到该剧对海的诗性表达。

海是这部剧的魂。很多剧情都
发生在海上，但舞台艺术很难像影视
剧那样表达得那么真实，战斗没办法
真枪实弹地打，所以该剧用了写意的
方式来表现战争。“当最后致远舰没
有能用的炮弹了，舰上官兵决心撞向
吉野号的时候，我们结合多媒体等手
段以疾驰的舰艇滑开海水、浪花像被
刀劈开一样的情境来表达将士们的勇
敢和战斗的惨烈。”曹其敬说。

如此含蓄的艺术处理触发了
观众的想象。“我在脑海里建构出
10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泛着血光的
巨浪像拍打在我的心上，深深刺痛了
我。我恨当时朝政的腐败、贪官的无

耻，更为邓世昌壮烈殉国的壮举和深
切的爱国之情而动容。”身为某通信
公司技术人员的王凌飞说。

邓世昌身上带着悲壮之气和
豪壮之情，其人物故事跟中华民族
危机最深重的年代相结合，自然有
很大的抒情余地。“用歌剧来塑造邓
世昌的抒情的人物形象，是本剧一
个重要的出发点。”编剧黄维若说。

“我写过很多歌剧，《邓世昌》
在音乐风格上属于壮怀激烈的那
种。”作曲家孟卫东如是说。“用歌
剧形式来抒写甲午海战这个主题，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表达波澜
壮阔的悲情的时候，歌剧更容易用
一种形象的震撼方式来冲击观众
的内心。”指挥家许知俊表示。

富有张力和抒情性的旋律传
达出邓世昌对祖国的爱，也把这种
家国情怀传递给了观众。“当《你是
大海上的朝阳》主题曲响起，我胸
膛最深处、最澎湃的那个心灵，一
下子就被触动了。”说到这里，观众
秦巍的眼中噙满泪水。

“我辈必以邓将军为
榜样，护我中华”

“饰演邓世昌对我来说最难的
是如何找到人物内心的支点，以及
如何以此为起点，将爱国精神和民
族气节具象化。”演员傅伟林告诉
记者，经历过甲午海战遗址采风
后，他对邓世昌所言的“吾辈从军
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
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生威弗
替，是即所以报国也”这段话，有了

更深切的感悟。
观众的掌声是对该剧最大的

肯定。记者在演出现场看到，观众
的年龄跨度很大，既有白发老人，
也有年轻一代。75岁的观众何晓兵
对电影《甲午风云》记忆犹新，他说：

“我就是想来看看歌剧是怎么演绎
邓世昌的，我认为，这部剧生动地展
现了邓世昌的报国志向、忧患意识、
铁骨柔肠和刚烈性格，也讲述了他
为人所不熟知的故事，很吸引人。”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学
生徐梓茗和同学结伴来看剧，他表
示以前只是在课本上了解邓世昌在
甲午海战中的壮举，如今第一次以
看歌剧的方式走近邓世昌，内心受
到很大的震撼，“作为新时代的大学
生，我必以其为榜样，学好知识，护
我中华。”徐梓茗说。

《邓世昌》的一大亮点还体现
在实现了民族化与当代性的互为
标注，吸收了很多当代艺术的元
素，但是保持了民族化的内核。很
多观众都对剧中奕譞和李莲英、丁
汝昌和邓世昌两组人物的四重唱
印象颇深。“剧中奕譞和李莲英、丁
汝昌和邓世昌两组人物的四重唱，
在同一个时间的两个空间进行，音
乐非常丰富，设计非常巧妙，听来
让人耳目一新。”沈阳市第二十中
学学生刘俣辰说。“在李莲英的音
乐中插入地方小调，带有强烈的反
讽和滑稽意味。这段小丑式的歌
唱预示了历史的走向。纵使当时
有 100 个邓世昌，在如此腐朽的朝
政统治下，国力必然衰退，反抗外
敌的战争必然失败。”欧阳逸冰说。

现场座无虚席 演员多次谢幕

歌剧《邓世昌》引发观众强烈情感共鸣
本报记者 吴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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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臣君报道 9 月 23 日，
由辽宁大学主办，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承
办的第七届中国·沈阳国际青年影像节闭幕
式暨颁奖仪式在沈阳举行。本届影像节以

“新青年、新影像、新力量”为主题，着眼于新，
立足于实，培育创意新秀、提升艺术涵养、为
青年创作者打造影像展示与交流平台。来自
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各高校的学者和国内一
线导演、编剧、制片人以及省内各相关指导支
持单位的负责人参加了颁奖典礼。

中国·沈阳国际青年影像节在推动青年
影像文化交流互鉴中，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
赢得了业界和学界的高度关注。

本届影像节自 2023 年 5 月启动征片，共
收到来自国内外205所高校学生及青年电影
创作者包括影视作品、影评、短剧本作品在内
的 1127部作品，涵盖多类题材。经过 3个多
月的筛选，初审，复审及终审，评委会最终评
选出包括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摄影、最
佳录音、最佳剪辑、感知智能最佳传播效果等
7个单项奖和最佳纪录片、最佳剧情片、最佳
动画片、评委会特别奖4个综合类大奖，最佳
短剧本、最佳影评两个文本作品奖项，以及根
据中国电影之父任庆泰（字景丰）的名与字命
名的“丰泰奖”，用来奖励在电影领域为中国、
为辽宁作出贡献的电影人。

沈阳国际青年影像节
获奖名单公布

辽宁农民画
屡获国家级奖项

辽宁农民画实力颇强，在国内
外多次展览和比赛中斩获大奖。
此次参加展出的大连庄河市文化
馆美术部主任倪真礼就曾经拿到
过国家级农民画展的金奖。

倪真礼自豪地说，每次参加全
国的农民画展，庄河市都能有三五
个人入展，而且必有奖项。“比如说
今年的洛阳全国农民画展，收到近
千件作品，入展的150多件，我们庄
河就有六七件入展，还有拿到金奖
的作品。”拿到金奖的就是倪真礼，
他今年还要抽时间去洛阳领奖。

作为基层文化辅导干部，倪真
礼对农民画的作用感触颇深。他
举了一个特别案例：一幅画调解夫
妻纠纷。庄河市栗子房镇地窨河
村有位八旬老太，平时就喜欢在旧
挂历背面绘画，画完之后就贴在家
里墙上。有次儿子儿媳吵架，迟迟
不和好，她画了一群小鸟，围绕在
小夫妻头顶，表示夫妻之间一定要
和气，不要吵架。两个人最终和好
如初了。这件事后来传遍了乡里，
还登上了当地日报。

这件事给倪真礼很大触动，他
后来和同为庄河市农民画领军人
物的于同乐探讨时也说，农民画除
了能够为农民提供娱乐方式，也有
教育功能，不仅如此，还能够在各
方面起到激发、促进的作用。从
2017 年起，据他不完全统计，已经
培训了五六百人。他笑说，有人问

零基础能不能学？七八十岁能不
能学？他一律回答：只要手指头分
漏儿，那就能学。

据统计，30年来庄河市民间绘
画作品在全国及省市各类比赛、展
览活动中，入选、获奖多达500余人
次。2005年，作品《农家》获辽宁省
现代民间绘画展一等奖；2006 年，
20余幅作品被辽宁画院收藏；2007
年到 2014 年间，先后参加浙江嘉
兴、义乌等多地举办的民间画乡大
展 20 余次，作品《咸咸的海风》获

“青山绿水中国梦”全国农民画展
金奖，另有50多幅作品被浙江美术
馆等各类美术机构收藏。

像庄河这样的农民画乡，辽宁

省还有鞍山岫岩、丹东东港、本溪桓
仁、沈阳苏家屯、大连金州等地，可见
辽宁农民画的实力。

省文联副主席冮强表示，作为
一项重要的民俗文化活动，举办辽
宁农民画展意在用农民画这一农民
自己的艺术语言描绘乡村振兴火热
场景，表达农民振兴发展的真挚情
感，不断激发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新
活力，培育乡村文化建设新动力。

搭建交流平台
让辽宁农民画走得更远

省民协秘书长杨东乐全程参
与了这次画展，他认为农民画的概

念已经从以画家群体的定义方式
逐渐转向以绘画风格来定义，大量
的作品在传统民间绘画的基础上
不断丰富、发展，既具备传统民间
美术造型夸张、色彩鲜明、构图饱
满的特点，也突破了一些传统的对
称、均衡的程式，采用夸张、大胆的
造型，甚至是近似“荒谬”的艺术逻
辑来表达淳朴、厚实的朴素情感，
但却能引起受众的共鸣。

在本次农民画展中，内蒙古
民协推荐的农民画即是如此引发
共鸣。王秀春创作的《乡村振兴》，
牧民们围绕着载歌载舞，形成了炽
热的欢庆氛围；斯琴达来的《浪漫
草原》，一对男女纵马于开满鲜花

的草原上……来自吉林、山东和辽宁
的农民画家们都感叹说，内蒙古的农
民画以版画的形式呈现了草原风情、
游牧文化，形式和内容达到了完美结
合，也成为展厅内最引人注目的作品。

于同乐说，能在辽宁参加农民
画展是一种享受，画展能够与辽
宁、全国各地的优秀画家艺术交
流、思想碰撞，还能与全国的顶尖
农民画家进行风格上的碰撞。倪
真礼说，像青岛西海岸选送来的作
品，让人一眼即能闻到海味，这种
作品的鲜明风格，和内蒙古的那种
草原味，都传递着地域文化的鲜明
特色。他希望这样的画展越多越
好，参与的人多，才有可能被人关
注，继而发掘出更优秀的画家，出
更好的作品。

杨东乐表示，此次辽宁举办农
民画展，一方面是给农民画搭建交
流的展示平台，为被称为“东方毕
加索”的农民画家的发展助力赋
能。另外，农民画既保留了民间美
术的特点，同时也吸收水彩、油画
等艺术特点，能够用农民画的艺术
表达乡村振兴的火热场景，更具亲
近感、体验感。他希望借此激发农
民画家们的创作热情和文化使命
感，创作聚焦生活，注重地域特色
文化的再现，正如中国民协主席潘
鲁生所说“坚定文化自信，守住民
间特色，关注变化发展的生活，成
为新时期农民画的创作主题。”

本次画展展至9月28日，随后将
在大连、沈阳、丹东、铁岭等地开始巡
展，让更多人感受到农民画之美，激
发文化赋能农村振兴新活力。

我省首届农民画展在葫芦岛市拉帷

百幅作品“画”说美丽乡村
本报记者 刘臣君

核心
提示

9月22日，由辽
宁省文联主办的“美
丽乡村、美丽生活”
辽宁农民画展在葫

芦岛开幕。作为辽宁首届农
民画展，共展出农民精品画作
102件，包括中国民协中国农
民画研究中心、黑龙江民协、
吉林民协和内蒙古民协推荐
的优秀作品42件，展出作品
以明快的色彩、饱满的画面、
真挚的情感、夸张的造型展现
出丰富多彩的农村生活和乡
土记忆，展示了农村生活翻天
覆地的变化，表达了农民对美
好生活的朴素追求。

歌剧《邓世昌》通过对爱情、亲情和家国大爱的阐释，一步步将剧情
推向高潮，引发全场共鸣。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启航新征程》（农民画） 于同乐 作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9 月 20 日，来
自全国 118所院校的 400多位图书情报信息
专业的专家学者齐聚辽宁大厦，共商“数”

“智”时代背景下高校信息素质教育大事。
本次研讨会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

指导委员会主办，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
工作指导委员会馆员队伍建设工作组、辽宁
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辽宁中医
药大学图书馆承办。为期４天的研讨会上，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深圳北理莫斯
科大学图书馆馆长刘万国、中国科学院文献
情报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初景利等专家，分
别就信息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信息素养与
数字素养的历史考察、数字化转型的信息素
养教育、数字学术服务等方面做主题报告。

此次研讨会在知识赋能发展、服务东北
振兴的时代背景下举行，不仅有助于推动全
国高校图书馆信息素质教育工作的理论创新
与实践探索，而且将有助于发掘前沿信息，全
方位服务于东北振兴。

全国高校信息素质教育
研讨会在沈召开

本报讯 记者刘臣君报道 9 月 22 日，
在一望无际的稻田边，《田间逐梦：科技小院
15年助农实践》（以下简称《田间逐梦》）新书
发布会在盘锦市大洼区二界沟举行。

《田间逐梦》是我省作家杨春风创作的一
部报告文学。在过去一年间，她深入全国各
地农业生产一线，挖掘科技小院创始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锁及其团队，以及中国
农业大学十几届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助农实
践，讲述了科技小院从无到有、从有到兴，不
断挑战和突破自我的15年历程，记录了师生
紧跟国家发展步伐，勇担时代使命，在田间地
头和村屯农家解民生、治学问，助力中国农业
强国建设的逐梦者风采。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副总编方艳表示，
《田间逐梦》是全国记录科技小院助农模式的
第一部报告文学，是对科技小院师生15年奋
斗历程的一次精彩的文学表达。目前已确定
以阿拉伯文“出海”，并于 9月 29日在沙特首
都利雅得举行版权输出的签约仪式。

杨春风说，书写科技小院的故事是一个
令人愉快、令人感动的过程，也是令人持续坚
定信念的过程，因为科技小院在持续15年的
助农实践中，不仅助力了国家的脱贫攻坚，而
且培养了一批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新
型科技人才，相信科技小院的师生还会在乡
村振兴中作出卓越的贡献。

《田间逐梦》新书发布会
在盘锦举行

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
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辽宁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
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单位：人民币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3年9月26日

序号

1

2

3

4

5

借款人名称

沈阳兴隆大家庭购
物中心有限公司

盘锦兴隆大厦二百
有限公司

铁岭兴隆百货有限
公司

辽宁金穗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

辽宁客来多购物广
场有限公司

合计

借款合同

2017信辽银贷字第722241171029
2017信辽银贷字第722241171030号

2017信辽银贷字第722241171028

2017信辽银贷字第722241171027

（99）信沈营贷字第184-1号

（99）信沈营贷字第188-1号

担保人及担保合同

李维龙、孙莹签署的编号为“2015信辽银最保字第72224115104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盖州兴隆大家
庭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签署的编号为“2015信辽银最抵字第722241151044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李维龙、孙莹签署的编号为“2015信辽银最保字第72224115104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盖州兴隆大家
庭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签署的编号为“2015信辽银最抵字第72224115104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李维龙、孙莹签署的编号为“2015信辽银最保字第722241151046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盖州兴隆大家
庭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签署的编号为“2015信辽银最抵字第722241151046”《最高额抵押合同》

沈阳银泰房产开发有限公司、辽宁辽影商贸开发中心签署的编号为“（99）信沈营贷字第184-1号”《人民
币保证借款合同》/沈阳银泰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的编号为（99）信沈营贷字第184-1号《抵押合同》

辽宁祥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编号为“（99）信沈营贷字第188-1号”《抵押合同》（抵押物已处置）

未偿本金余额

139,999,698.23

79,999,889.38

49,999,127.25

3,000,000.00

5,214,098.50

278,212,813.36

备注

债权债务关系以（2018）辽 01民初 1462号民事
判决书确定的内容为准

债权债务关系以（2018）辽 01民初 1460号民事
判决书确定的内容为准

债权债务关系以（2018）辽 01 民初 1461 号民事
判决书确定的内容为准

债权债务关系以〔2006〕沈中民（3）合初字第 90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为准

债权债务关系以〔2003〕沈中民（3）合初字第829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聚焦辽宁省第十二届艺术节 YISHUJ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