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9月27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丁春凌 视觉设计：黄丽娜 检校：孙 广 张 勇文化新闻
WENHUAXINWEN

14

简讯JIANXUN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9月23日，“箫韶九成——中国古
代音乐文物展”在辽宁省博物馆正
式拉开帷幕。该展览创造了两个

“第一次”：辽博第一次牵手河南
博物院联合办展；辽博第一次围
绕中国古代音乐文物举办展览。

当 天 的 启 幕 仪 式 别 开 生
面。展厅前，身着古代服饰的多
位演员奏响了古代乐器，或欢
快，或沉稳的乐曲吸引了不少观
众前来观展。除了启幕仪式上
的精心设计外，展览当晚还开设
了夜场。夜中静赏古代器乐，让
观众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欣赏方式。

据展览策展人、辽博学术研
究部负责人王忠华介绍，“箫韶
九成——中国古代音乐文物展”
展期为 3 个月，集合了辽博与河
南博物院收藏的古代音乐文物
珍品 185 件，以历史发展脉络为
序，呈现了数千年来中国音乐艺
术起承转合的发展图景。

为了丰富展览内容，9 月 23
日开幕当晚，河南博物院华夏古
乐团专门为此次展览推出“历史

的回响”专场夜场文艺展演活
动。观众既可以到展厅欣赏静
态文物，还可以到多功能厅欣赏

“活起来”的古代雅乐，这样的活

动设计，让不少观众大呼过瘾。
该展览依据中国古代音乐

文化发展的历史阶段性特征共
分为 5 个单元，分别是“上古遗

音——原始社会音乐”“金声玉
振——夏、商、周三代音乐”“华
夏正声——两汉魏晋南北朝音
乐”“燕乐大曲——隋唐音乐”和

“雅俗同和——宋元明清音乐”。
陈列展示了新石器时代至

清代各历史时期的代表性音乐
文物，其中包括新石器时代贾湖
骨笛、春秋郑公大墓出土特镈、
北宋大晟南吕编钟、《清乾隆大
驾卤簿图卷》等重点文物。另
外，展览还辅以丰富的图文内容
和场景设计，充分运用多媒体展
陈手段，多层次阐释了中国古代
音乐文化的发展与演变。

作为此次展览中的重点文
物，中国最早的乐器、出土于河
南省贾湖遗址、距今8000年前的
一件骨笛也在展览中亮相。贾
湖骨笛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
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这支
骨笛以鹤类动物的尺骨钻孔而
成，被誉为“中华音乐文明之源”。

中国古代音乐文物作为古
代音乐文化的物质载体，积淀了
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中华音乐
文化内涵，它穿过历史的浩荡激
流，见证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与历久弥新，体现着中华民族最
深沉的精神追求。

185件音乐文物带你“聆听”汉乐之美

本报讯 记者谭硕报道 9
月 24 日，由郑州市文物局、沈阳
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主办，
郑州博物馆、沈阳市文博中心承
办，河南博物院、河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支持的“天地吉金——
郑州地区夏商周青铜器特展”在
沈阳博物馆开展。

本次展览共展出郑州地区出
土的夏商周青铜器 84 件/套（共
139件），包括兽面乳钉纹铜方鼎、

“阝舌”卣、蟠虺纹鼎等多件国家
一级文物，是中原地区夏商周青
铜器第一次成体系亮相东北。

本次策展非常注重对历史
脉络的梳理以及历史知识的传
播。沿着观展路线，观众可以清
晰地看到夏商周各具其文化代
表性的青铜器，同时，也可以通
过相关展板了解到丰富的青铜
器及其相关历史知识。郑州博
物馆副馆长郭春媛介绍，此次展
览是郑州博物馆自 1957 年建馆
以来的首次大规模成体系的青

铜器外展，希望通过这个展览，
能让人们了解到中原地区辉煌
灿烂的青铜时代文化。

本次展览的策展人王闯说，
此次展览精选出了具有不同时
代文化特点的青铜器，通过器物
可以更直观地“讲述”夏商周的
历史文化。结合展品，王闯介

绍，出土于荥阳西史村遗址的我
国最早出现的青铜酒器之一的
菱形纹铜斝，器形朴素，纹饰简
单，可以说这一时期奠定了中国
早期青铜器铸造的审美倾向。到
了商代，郑州地区位于王朝统治
的中心区域，此时的青铜器制造
水平日臻成熟，器物风格神秘瑰

丽、狞厉威严，彰显青铜文化的巅
峰状态。兽面乳钉纹铜方鼎就是
商王朝国家权力的象征。舌韦亚
爵作为殷商酒器的典型器形，更
展现出商人对酒的热衷。至周
代，礼制鼎盛。以洼刘遗址、郑韩
故城为代表的考古遗址出土了大
量青铜礼器。展览现场，新郑郑

韩故城出土的周代最高规格青铜
礼器九鼎八簋、郑国公侯配享的
高等级成套乐器首次在辽宁展
出，同时，郑韩故城出土的兵器，
也验证着“天下之强弓劲弩，皆出
自韩”的历史赞誉。

此外，结合常见青铜器种类
及其字的读音，本次展览特别设
计了知识拼图墙，也成为许多观
众“打卡”互动的必备选项。“簋、
斝、钺、罍、盉、铎……这些古奥生
僻的名字来主要自北宋《博古图》，
它为传世的青铜器命名，并沿用
至今。从观展开始，观众可以学
习认识这些文字，并在观展后参
与拼图游戏再次‘温习’。”王闯说。

此次展览现场，出土于郑州
商城窖藏的3件青铜方鼎也在出
土后首次相会于沈阳，吸引了许
多观众的目光。“希望通过此次
展览展现中国悠久厚重历史文
化的同时，也让历史走进更多人
的内心。”王闯说。

该展将展至2024年1月20日。

周代青铜器九鼎八簋现身沈阳

本报讯 记者谭硕报道 9月
25日晚，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
儿童艺术剧院）“抗战三部曲”收官
之作——话剧《天算》亮相辽宁省
第十二届艺术节，在大连大剧院
成功上演。作为省艺术节压轴大
戏，《天算》以辽艺独特的关东演
剧学派表演风格，给全省观众献
上了扎实、精彩、带有北方大地气
息的好戏。

大幕拉开，一出好戏开场。上
世纪 40 年代奉天北市场，在了然
居相馆，由宋佳伦饰演的抗日英雄
鲁宗舜隐姓埋名，换名白凤岐，以
相师的身份作掩护，与北市场百姓
一同奋力抗争，抵抗着日本侵略
者。一束光照在舞台上，《天算》带
领观众走进了那段值得铭记的历
史岁月。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天
算》是继《祖传秘方》《开炉》后，辽
艺创作的“抗战三部曲”收官之作，
于2022年6月首演，以戏剧艺术充
分展现东北人民的抗战精神，备受
全国观众喜爱。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佟春
光表示，回望历史，从延安鲁艺走
来，辽艺一直坚持着为人民服务的

艺术创作方针。70 多年来，辽艺
创作了《日出》《高山下的花环》《报
春花》《父亲》《祖传秘方》等众多优
秀戏剧作品，并在以李默然为代表
的一代老艺术家们的努力下，形成
了独具辽艺风格的关东演剧学
派。此次，在辽宁省艺术节的舞台
上，辽艺带来了《天算》这部关东演

剧学派的经典作品。“我们希望通
过作品本身，能够让全省观众看到
戏剧精品，感受到作品中蕴藏的精
神传承。未来，辽艺也将在勇攀艺
术创作高峰的进程中，携手全省更
多文艺工作者，一同奋力前行。”佟
春光说。

至今，《天算》已在全国多地演

出 50 余场，但对于这些有着丰富
舞台经验的戏剧人来说，每一场演
出都要精益求精。9月24日，在舞
美搭建的间隙，《天算》全组演员在
大连大剧院排练厅进行了一次台
词演练。导演、编剧、演员以及相
关工作人员围坐在一起，在两个多
小时里，演员们将早已烂熟于心的
台词再次反复打磨。当天晚上，全
剧组进行了测光、走位等演出前的
舞台调试工作，并在第二天上午联
排。辽艺副院长、国家一级演员齐
昕欣表示，全身心投入，找到最佳
的表演状态，为观众呈现最好的演
出是演员的责任，希望通过这部戏
剧作品，让更多观众感受到戏剧的
魅力。

舞台背后，场地、舞美、灯光等
各个工作有序进行，但每次也都需
要根据场地重新调整。“‘月光’要
有清澈那种感觉，你们再调整一
下。”导演宋国锋对工作人员说。
他所说的是位于舞台上方的用灯
光配合布景打造出来的一轮“月
亮”。“因为这场戏，主人公白凤岐
确定了婚事，同时他曾受过伤的眼
睛看见了亮光，他心也豁亮了。所

以，这个时候舞台是需要呈现一种
意境，如果是小小的没有光泽的月
亮，就没有那种舞台效果。”宋国锋
解释说，“你总是要把它调到最佳
效果，艺术就应该是这样的。”

白珍珍的扮演者、国家一级演
员顾玲玲为克服脚伤特地将剧中
高跟鞋的扣子往外挪了挪，以便能
穿上。两个多小时的演出里，她坚
持以一以贯之的精彩演绎展现出
辽艺演员高水准的二度创作能力。

在细微之处丰满立体地刻画
人物，舞台上宋佳伦强有力的台词
表现和语轻意重的回缓，以及在情
节激烈进展中形体动作的相应表
达恰到好处，让观众记忆深刻。“作
为辽宁人，很荣幸能参与到《天算》
的演出中，用我的表演来回馈家乡
养育之恩。”宋佳伦说，“对于表演
而言，我认为真诚地表达特别重
要。站在舞台上，在全体剧组的密
切配合下，以人物出发，把这一台
戏完整地呈现出来，把那段东北人
民的抗日历史呈现出来，作为文艺
工作者，我们有义务去让更多的人
感受到先辈们的热血，感受到他们
的付出和奉献。”

《天算》让观众再次感受话剧魅力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文化润疆行，共
舞新时代。近日，辽宁省文联赴新疆开展两大
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包括“艺术为人民 辽疆一
家亲”文艺志愿演出和“文化润疆 辽塔情缘”创
作讲座辅导交流活动。一台台文艺演出，一幅
幅书画作品，不仅架起了新疆与辽宁沟通的桥
梁，也为新疆与辽宁文化艺术交流写上了生动
的一笔。

“艺术为人民 辽疆一家亲”演出活动第一
场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白杨市小白杨文
化中心精彩上演。东北秧歌、评剧、杂技、魔术
等形式多样的节目，给师市职工群众带来了欢乐。

表演队伍中，来自沈阳师范大学的双胞胎
姐妹花周可心、周可意引人注目，她们为大家带
来了《东北风情》《唐印》等节目。周可意说：我
们是第一次来新疆，能为大家表演舞蹈，我们很
开心。

在“文化润疆 辽塔情缘”活动中，书画家先
后到铁列克提村、裕民县、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
县、乌苏市等地进行创作。“扎根边防，蓬勃向
上”的小白杨精神和吾哈斯·苏莱曼医生守边行
医40年的事迹深深感动着书画家，他们现场创
作《中华民族一家亲》《巴尔鲁克山下的白衣天
使》作品赠送给苏莱曼医生。

在新疆期间，省美术家协会、省书法家协会
还组织书画家在塔城市第三小学举办了 2023

“赓咏辽塔情 走进油画城”“文质相含 意趣相
谐”“油画探索之路”等公益讲座。通过示范的
方式让学员了解书法、美术，提升书法和美术艺
术水平。

“作为一名书法爱好者，今天听讲座我收获
很多。我会继续通过书法教育让学生了解中华
优秀文化，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第三小学教
师吴建红说。

辽疆两地虽远隔千里，但辽宁省文艺志愿
服务活动加深了两地人民的情谊，深入推进两
地文化交往交流交融。

省文联赴新疆
开展系列文化润疆活动

假期去看展

聚焦辽宁省第十二届艺术节 YISHUJIE

本报讯 记者谭硕报道 9月
22日，为期5天的辽宁电影编剧人
才高端训练营在锦州落下帷幕。
训练营由辽宁省文联主办，辽宁省
影协承办，我省 20 位有着丰富编
剧经验或从业经历的中青年编剧会
聚于此，通过学习交流，积极提升编
剧创作水平。

此次训练营是我省首次举办的
专业电影编剧培训课程，特别邀请
了全国知名编剧芦苇、王兴东、彭大
魔、张珂、班宇为学员授课，邀请我

省优秀编剧陈昌平、李铭面对面为
学员修改剧本。同时，就如何讲好
辽宁故事这一话题，探索辽宁电影
发展的新思路、新路径，大家积极建
言献策，为辽宁电影发展积蓄力量。

近几年，我省创作出了《钢铁
意志》《守望青春》《黄玫瑰》等一批
优秀影片。同时，《离开雷锋的日
子》《钢的琴》《夏洛特烦恼》《我和
我的家乡》（《神笔马亮》单元）等一
些反映东北地域文化的电影也收
获了许多人的认可。

“广袤的辽沈大地上，正在上
演着生动的振兴发展新图景，希望
通过这样的训练营，更好地培养我
省编剧人才，推出更多的优秀作
品，讲好辽宁故事。”省文联党组成
员、副主席林喦说。

作为《离开雷锋的日子》《建国
大业》《辛亥革命》《孔繁森》等电影
的编剧，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
兴东认为，通过电影可以再现历
史，再现当年历史人物的信仰，可
以让辽宁“六地”红色文化更好地

传承。
曾创作出《霸王别姬》《图雅的

婚事》《狼图腾》等电影作品的芦苇
说，“东北的语言、人情风俗，人和
人之间交流的那种感觉，都有着这
个地域的独特性，非常迷人。”作为
辽宁作家，班宇曾参与过中国金鸡
百花电影节的剧本创投工作，他认
为，创作可以把眼界放得更宽一
点，不是局限于自身的故事。

作为喜剧电影导演、编剧，彭
大魔创作的电影《夏洛特烦恼》《西

虹市首富》《我和我的家乡》（《神笔
马亮》单元）备受观众喜爱。在他
看来，不论从辽宁整体的语言环
境，还是人们对听故事、讲故事的
喜好追求，辽宁未来一定能出现更
多的优秀编剧。

学员们在听课后，纷纷交流了
自己的感受。他们希望能够将这
次训练营的收获融入到未来的作
品中，努力推出更多温润心灵、传
递温暖、激励人心的精品力作，更
好助力辽宁文化艺术发展。

我省开办电影编剧人才训练营

知名编剧来辽分享电影创作经验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声乐流淌，歌声
悠扬。9月 23日晚，辽宁省文化馆青年宫剧场
灯火璀璨，座无虚席，“奋进新时代 唱响新征
程”2023辽宁群星合唱团专场音乐会在这里上
演，演出精彩纷呈，观众掌声不断，极大地丰富
了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本场演出不仅有《定军山》《娄山关》《灯火
里的中国》等弘扬主旋律的红色主题作品，更有
诸如《这世界那么多人》《你鼓舞了我》等青年听
众喜爱的流行歌曲。演出还将《在那遥远的地
方》《梨花又开放》《乘着歌声的翅膀》等民歌做
了很好的融合，以重新编排的方式为观众带来
了全新的合唱艺术呈现。现场掌声不断，观众
们共同陶醉在美妙的合唱歌声中。

辽宁群星合唱团
专场音乐会上演

周代青铜器九鼎八簋首次来沈。 本报记者 谭 硕 摄

“箫韶九成——中国古代音乐文物展”拉帷当晚，辽博推出了与古代器乐相关的文艺演出。(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商越报道 9 月 23 日，新时
代红色档案文化学术研讨会在辽宁大学召开，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辽宁省档案局、
辽宁省档案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渤海大
学、辽宁科技学院、沈阳市档案馆、辽宁大学等
十余个单位的 60 余名专家学者与优秀硕博研
究生代表，围绕“文化传承发展背景下的红色档
案文化研究”这一主题，展开了广泛热烈的交流。

本次研讨会由辽宁大学与沈阳市档案文
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重点研究并关注了红色
档案文化的传承创新与传播、红色档案如何
助力文旅融合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红色档
案资源的整理与开发情况以及如何将红色档
案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程等项议题，为促进新
时代红色档案文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诸多有
益的思考。

挖掘红色档案的时代价值，是相关工作者
的时代责任和历史命题。省档案馆研究馆员杨
守忠介绍，从 2021 年开始，省档案馆在全省范
围内广泛收集红色档案资料，将各级各地档案
馆保存的红色档案资源进行系统整合。截至今
年9月，除了省档案馆藏540多万件红色档案之
外，已征集到省内12个市级档案馆的红色档案
2万余件，共计4万多页。因红色档案的数量太
多，全省总数还在摸底中。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霄羽说，当下红色旅
游与红色档案逐渐成为热点，梳理我国较为著
名的红色旅游景区可以发现，它们并非是对革
命历史遗迹的简单留存与保护，而是对其中各
类红色资源的系统整合，形成以生态景区、革命
文物、历史档案等集于一身的资源综合体。因
此要提升红色档案的开发利用，发挥档案凭证
价值，挖掘潜在的文旅品牌，打响当地红色文化
品牌，赋能文旅融合。

研讨会上，辽宁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现场
表演了由该校改编导演的思政情景剧《现代花
木兰》，引发与会同仁的精神共鸣，这部情景剧
就是从辽沈战役女战斗英雄郭俊卿的红色档案
中挖掘出来的。该剧以辽宁籍战斗英雄郭俊卿
女扮男装参加八路军屡立战功，并获得“全国女
战斗英雄”“现代花木兰”等荣誉称号为创作背
景，用大学生群体熟悉的语言来创作贴近他们
思想实际的内容，滋润学生的心田，很好地完成
了价值观的缔造。

红色档案以独特的教育和文化价值，正成
为高校思政课建设的原始优质资源。与会高校
学者还就如何发挥红色档案在“课程思政”中的
思想育人功能、红色档案资源融入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课程的实践路径等问题，提出了未来
发展的方向和建议。

红色档案学术研讨会
在沈召开

9月25日，《天算》亮相大连大剧院，老中青三代辽艺人以精湛的演技
征服了现场观众。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