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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3年来6个门类文学作品集体检阅。近日，第十一届辽宁文学奖中篇
小说奖、短篇小说奖、诗歌奖、散文奖、报告文学奖和第十二届辽宁优秀儿童文
学奖评奖结果揭晓，其中胡世宗以“辽宁文学六地题材创作”获特别奖，《冷锋
过境》《执子之手》《往回走》《折叠世界》《风雨惊堂·田连元传》《世界上没有真

正的空房子》等30部作品获奖。

核心
提示

本报讯 记者商越报道 今
年是雷锋在鞍钢工作 65 周年。近
日，鞍钢博物馆推出“做一颗永不
生锈的螺丝钉 ——追忆雷锋在鞍
钢的423天”特别展览，精选83件实
物、65张照片，制作 105块展板，重
温雷锋在鞍钢的工作历程，让观众
近距离感受雷锋支援鞍钢建设的家
国情怀，向雷锋精神致敬。

此次特展以“鞍钢工人雷锋”
为主线，以“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
丝钉”为主题，以雷锋日记为佐证，
围绕“我坚决要当工人，到鞍钢去”

“青春只属于永远忘我劳动的人”
“一朵鲜花打扮不出美丽的春天”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
人民服务之中去”“我要永远保持
自己历史鲜红的颜色”五部分展
开，多层面展示雷锋在鞍钢成长为
具有“螺丝钉精神”“钉子精神”和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优秀品格的产
业工人的奋斗历程，诠释鞍钢在雷
锋的成长道路上发挥的重要作用。

记者在展柜中看到一套雷锋
在鞍钢化工总厂期间使用过的钳
子等工具，还有一份当年雷锋填写
的《鞍钢招收工人登记表》，上面那
独特的字体清晰地写着：现名“雷
锋”，曾用名“雷正兴”，记录了雷锋

到鞍钢改名言志的一段往事：1958
年 10 月，年仅 18 岁的雷锋响应党
中央发出的“全国支援鞍钢建设和
发展”的号召，主动报名到鞍钢参
加工作，将原名雷正兴改为雷锋。
据和雷锋一起报名到鞍钢工作的
老乡张建文回忆：“当时雷锋向公
社领导请了假，与我一起去县招待
所报名……雷锋十分神往地说：

‘全党全民大炼钢铁，我又想去鞍
钢当工人，我想我的名字应该改得
既与钢铁结缘，又要表达我打冲
锋、争先锋的心愿。我觉得叫雷锋
蛮好。’在招工表姓名栏里，他郑重
地写了‘雷锋’二字。”

开展当天，雷锋的老乡、工友
易秀珍特意赶来参观，看到一件件
展品非常激动，想起65年前与雷锋
坐一趟火车来到鞍钢工作的一幕
幕往事眼含热泪。展厅里还展出
了一份雷锋绘制的推土机电路图，
鞍钢博物馆布展管理部部长陈永
向记者介绍，这是 1958年 11月，雷
锋被分配到鞍钢化工总厂洗煤车
间当学徒工、学习驾驶推土机时的
成果。雷锋在《我学会开推土机
了》一文中，回顾了这段经历。起
初雷锋有点想不通，找到车间主任
于明谦说：“我是一心一意为祖国

炼钢来的，为啥偏偏让我开推土
机？”于主任说：“鞍钢这么大的企
业，就像一台大机器，每个工厂、每
个车间、每个工种，就是这台机器
上大大小小的零件和螺丝钉，缺少
了谁机器也开动不起来啊！”雷锋
茅塞顿开，当场表示：“我就甘当螺
丝钉了，党把我拧在哪里，我就坚
守在哪里！”

从 1958 年 11 月至 1959 年 12
月底，雷锋在鞍钢工作的423天里，
3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5次被评为
标兵、18次被评为红旗手等。很多
人关心的是，在这些荣誉的背后，
年仅十八九岁的雷锋经历了怎样
的心路历程？

展板上有两篇大家耳熟能详
的雷锋日记，其一是“对待同志要
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
天般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
风扫落叶，对待阶级敌人要像严冬
一般残酷无情。”其二是：“人的生
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
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
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雷锋思想发生转变升华的关
键时期，是在鞍钢工作阶段。”鞍钢
博物馆馆长吴峥说，在雷锋1959年
10月的一篇日记中，记录了他的心
思，刚开始他只是“一个抱着感恩的
思想埋头苦干的工人”，后来，在鞍
钢各级组织的教育下，先学孟泰、王

崇伦，后来挤时间学习《毛泽东选
集》，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
籍，人生观和世界观发生了很大转
变，从关心老乡开始，到关心工友、
关心不认识的人，进而把“为人民服
务”当成自己最大的理想，这其中有
内在清晰的思想发展脉络。

鞍钢是雷锋精神孕育和形成
的地方，特展以“中国红”为主基
调，融入了雷锋雕塑、雷锋用品、雷
锋在鞍钢的照片、油画、雷锋日记、
事迹报道、讲话录音、小电影等形
式，重温雷锋在鞍钢工作的红色记
忆，激励人们把理想信念转化为具
体行动，在平凡的工作中，作出自
己的贡献。

83件实物讲述雷锋在鞍钢的故事

本报讯 记者吴丹 王荣琦报道 10
月7日，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市文化和旅
游局联合主办的“2023 大连艺术节”在大连
大剧院开幕。大型舞剧《醒狮》作为开幕大
戏，融合了舞蹈、武术与醒狮技艺，为观众展
现了带有浓厚地域特色的恢宏场面。

“2023 大连艺术节”将持续至 10 月 28
日，引进了12部19场国内外高品质优秀舞台
艺术剧目，如广州歌舞剧院的大型舞剧《醒
狮》、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话剧《无人生还》

《完美陌生人》《人世间》，徐涛、韩童生、张秋
歌三位艺术家跨界呈现的朗诵诗剧《何幸相
逢》，以及西班牙、加拿大、俄罗斯、白俄罗斯
等乐团、舞蹈团带来的高品质、高水准节目。

展演活动进行的同时，还将举办多场系
列文化活动，包括：以“向海逐梦·搏浪同行”
为主题的辽宁沿海经济带六城市文化旅游交
流年会，邀请业内专家开展学术交流，共促辽
宁沿海经济带各城市文旅合作、协同发展；以

“观物澄心”为主题的5场特色美术作品展览
和 5 场“秋日沙龙”公益艺术赏析活动，让观
众尽享艺术的独特魅力。

《醒狮》等优秀舞台剧
齐聚大连艺术节

一方舞台,浓缩人生百态；涓滴
老酒，汇成历史巨澜。10 月 9 日、
10日晚，由大连话剧院创排的话剧

《老酒馆》亮相辽宁大剧院，演绎了
动荡时代下无数小人物的命运沉
浮，舒展出大气恢宏的历史画卷。

话剧《老酒馆》根据著名编剧
高满堂的同名电视剧改编，剧作家
黄维若担纲编剧，集合国内一流创
作资源，以话剧艺术之魅再现大连
传奇往事。

小酒馆里交织家国大义

大幕拉开，苍凉的旋律将人们
带回1945年的寂秋。舞台一隅，一
个酒架孤零零地立着，老年的陈怀
海边念叨着一个个故去亲友的名
字，边擦拭着大大小小的酒坛。

灯光一变，照亮“老酒馆”的招
牌，电影般的叙事场景让时光闪回
到1931年底，定格于大连好汉街上
的 山 东 老 酒 馆 。《老 酒 馆》通 过
1931 年至 1945 年抗战期间老酒馆
掌柜陈怀海谋生计、释大义的故
事，展现了关东地区波澜壮阔的抗
日斗争史和民族精神史。闯关东
的陈怀海在沦为殖民地的大连好
汉街开酒馆。嫉恶如仇的陈怀海
由此结识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
说书人方先生，劝说了东北军官马
旅长重回抗日战场……中共地下
党员谷三妹来到老酒馆，把这里变
成了党的地下交通站。在谷三妹
影响下，陈怀海自发投身于党领导
下的抗日救亡运动，他的女儿小棉

袄也因此壮烈牺牲。
该剧以小酒馆反映大时代、用

小事件承载大历史、借小人物展现
大情怀，既塑造了大连热土上可歌
可泣的中华儿女形象，颂扬了厚植
于中国人民心中的家国情怀，又以
充满悲壮豪迈且不失细腻幽默的
艺术表达，表现与再现相结合的舞
台呈现，展现了豪放、包容、豁达的
地域文化与精神气象。

满架酒坛串起历史巨澜

对角色的理解有多深，表演就
能引发多大的共鸣。话剧《老酒
馆》的演员们深谙此意。演员李铎
饰演的陈怀海是贯穿全剧的重要

人物，作为闯关东的好汉形象代
表，其身上体现了不同的特质，既
有仁义、热血、爱国的一面，又有柔
情、细腻、宽厚的一面。塑造该角
色，他也遇到很多挑战，比如为配
合剧情，两个半小时的演出中要换
装15次，对保持整体贯穿的情绪造
成一定影响。为了演绎出有鲜明
质感的男一号，他反复揣摩人物特
点，通过与其他角色的接触、互动，
展现出陈怀海身上的多面性。“在
这部剧里演得很过瘾，但是也很煎
熬，对我是一个历练。”李铎坦言。

饰演谷三妹的江佳奇平时走
起路来就带着风风火火的劲儿，和
剧中泼辣、能干、飒爽的人物非常
贴合。身为地下党员的谷三妹是

梨园行出身的刀马旦，要完成好这
一角色，江佳奇除了按照情节走向
去塑造人物，还要考虑如何表现戏
曲演员的做派。“把戏曲范儿和地
下党员、酒馆帮工、陈怀海恋人等
多重身份糅合在一起，于我而言是
个挑战。”江佳奇说。

众所周知，高满堂的同名作品
拍过电视剧，在全国热播。如何用
话剧艺术特质来呈现充满戏剧张
力的《老酒馆》，酿出同样绵密醇
香、令人回味的老酒，主创团队运
用了巧思。“话剧有自己的创作规
律，要在两个多小时里演绎一部长
篇小说和 46 集电视剧的内容是有
困难的。编剧黄维若提取了作品里
的精华，即富有个性的人物、具有戏
剧张力的情节。”导演廖向红介绍。

话剧《老酒馆》运用了独特的
角度和结构方式，按照陈怀海的意
识流动来闪回过往的主要人物和
情节，使舞台时空里的“老酒馆”更
为凝练集中。话剧中出现的 20 多
个人物是编剧精选出来的，像人物速
写一样依次登场，演绎各自的人生。

精巧转台转出百态人生

主创团队遇到的最大难题是
如何把剧本里近 30 个片段和瞬间
顺畅连缀起来。最终，舞美设计运
用了转台装置，把老酒馆切割成酒
馆内外的不同空间，置于转台之
上，沿着陈怀海思绪的流动，在舞
台上转动，转出时间流逝，转出百
态人生，转出不同的戏剧场面和情节

故事。这也成了该剧的一大亮点。
该剧充满了动人的情节，塑造

了一大批深刻、独特、鲜明的人物
形象，生发出绵延悠长的英雄谱系
链条。小棉袄就义前与父亲痛饮
一场，告诉父亲：“您在酒架上也给
我存一坛酒，想我时就喝一口！那
酒要不浓不烈，润开舌头慢往下
走，那酒就叫小棉袄！”当枪响过
后，天光一片血红，陈怀海高呼：

“我这闺女是迎着风来、带着雨走，
浑身是响儿。棉袄啊，爹从今儿个
起，不掉一滴泪！”

粗犷而悲凉的主题曲在尾声
再度响起：“走千里啊不回头，好汉
不恋热炕头；走万里啊不回头，走
到关东白了头。”人物跌宕起伏的
命运，和着荡气回肠的音乐直击人
心。两场精彩的演出给观众带来
强烈震撼和深切共鸣。曾 20 次上
高原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贾成武
在观剧后表示：“《老酒馆》带给我
的冲击不仅是视觉上的，也有音
乐和美学上的。它呈现了一群有
血有肉、敢爱敢恨、重情义、有担
当的平民抗战英雄形象，引发了
我对家国情怀、生命意义的更多
感悟，使我更加珍惜现在和平幸
福的生活，也更加坚定了强国强
军的信念。”沈阳市沈河区慧丰环
卫一所所长王喆说：“作为一名 80
后，对抗战的历史记忆多来自书
本和电视剧，而这部话剧带我直
面历史，舞台上的人物深深打动了
我。我要更好地为建设富强国家
贡献力量。”

话剧《老酒馆》演绎大连好汉街传奇
本报记者 吴 丹 文并摄

地域题材写作成为主流

省作协主席滕贞甫介绍，这届
文学奖中，突出了讲辽宁故事，突
出了“六地”题材的创作，起到了很
好的导向作用。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诗歌散文
报告文学评委会主任贺绍俊明显
感觉到这届辽宁文学奖中的诗歌、
散文、报告文学门类都有所突破，
有所创新。这届文学奖中佟丽霞
的报告文学《绣春风》让贺绍俊眼
前一亮。他说：“写法非常新鲜，她
把散文笔法带入报告文学写作中，
把自己的情感、采访的感受经历，
与写作内容很好融合起来，读起来
非常亲切。”贺绍俊认为宋晓杰的
报告文学《渔雁小镇》虽然是直接
反映乡村振兴的现实题材作品，但
采用散文结构来书写渔雁小镇，同
样体现出了创新。

省作协副主席、中短篇小说评
委会副主任于晓威认为这与东北
近些年来的文学传统密不可分，这
届中篇小说与短篇小说门类获奖
作品，大部分仍旧体现了以东北地
域为文化特征的关于人性、人情以
及人伦的叙事。

省儿童文学学会副会长、儿童
文学评委会副主任王立春说，这届
儿童文学作品体现出了思想性、艺
术性和儿童性的统一，这也是奖项
最重要的评定标准。“这届获奖作
品体现出作家高超的写作技巧，他
们不仅做到了个性化表达，作品辨
识度高，而且获奖品类覆盖儿童小
说、童话、诗歌、儿童绘本。”王立春
补充说，辽宁儿童文学已经形成令
人羡慕的老中青少完整作家梯队，
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受人瞩目，不仅
做到了获奖作品多，而且中间也有
畅销大卖之作。

贺绍俊认为，这次评奖是评委
们通过充分讨论，评选出了相对优
秀的作品。他以王重旭的报告文
学《风雨惊堂·田连元传》举例，这
是一部传统报告文学，没有玩新技
巧，但作者长期跟踪田连元的生
活，采访、收集材料，抓住了生活中
的精巧细节，完成了整部作品的文

学叙述，展现了很强的创作能力。
这届文学奖中的诗歌、散文创

作也体现出多样化：王雪茜散文集
《折叠世界》体现出散文的意境之
美；张瑞散文集《圣地工人村》有种
朴实美；东来的诗集《掠过弹孔的
风音》把军人性格带入诗歌，有柔
美也有阳刚。于晓威说，本届参选
作品更加注重现实主义创作、当下
的时代场域和审美节奏。于晓威
比较喜欢获奖作品中牛健哲的短
篇小说《对她好》，以及未能获奖的
解良的短篇小说《隐身记》。

多名作家跨界写儿童题材

儿童文学获奖作品中，王立春
最欣赏的是50后作家盖尚铎的《一
定要等月亮出来》。“盖尚铎能一辈
子坚持儿童诗歌写作，数十年不改
初衷，作品不仅艺术功力深厚，赢
得了所有评委的投票。”另外一部

让评委眼前一亮的儿童文学作品
是 80 后作家肖云峰的《猫王子》。

“猫王子写作手法娴熟，肖云峰笔
下营造的文学氛围，他对幻想文学
的理解及对儿童读者的观照，平衡
得非常好，这种写作技法，在儿童
文学领域里也是很高级的。”王立
春补充说，之前专注成人文学创作
的多位作家进入儿童文学领域，也
带来了新气象。

写作千人千面，但评委会每位
专家的审美取向和写作经验，会直
接帮助年轻作家写作风格的塑造
和其后的职业生涯。对已经获奖
或刚进入大众视野的年轻作家，他
们也给出了自己的专业建议。

贺绍俊表示，“今天我们读很
多年轻作家的作品，乍一读很成
熟，但是看多了会发现作品相似性
很大，有同质性，因为他们都在学
习相似的经典作品。”他认为，新一
代的年轻作家相较前辈，有更好的

文学教育经历，更充足的文学准
备，有机会阅读更多文学作品，摆
脱前辈们“经验式写作”的窠臼，但
这种高起点也意味着“知识性写
作”的路径依赖。“知识性写作”就
意味着要发展，要把作家自己的生
命、经历、体验融合其中，生成有生
命力的发展。

辽宁儿童文学一直在全国处
于强势地位。由于市场需求很大，
很 容 易 让 儿 童 文 学 作 家“ 飘 起
来”。王立春建议，切勿快写作，这
样无法真正打磨出经典作品。她
建议儿童文学作家们进行“慢写
作”，写出具有经典品相的儿童文
学作品。第二个建议是作家要形
成自己独特的文学叙述方式，让作
品更有辨识度，具有文学审美的独
一无二性。只有锤炼好自己的叙
述方式，才有可能提升到诗意的境
界。三是要理解儿童文学作品的
群体指向，创作时一定要心里装着
孩子，只有如此，才能满足不同年龄
段孩子的不同需求，做到有的放矢。

“埋头写作，只顾耕耘”是于晓威
的建议。他说：“优秀的作品永远属
于孤独的、仿佛是暗夜里手持烟花的
那些人——人们看不到他们是否
活跃，唯能看到高处绽放的烟花。”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革命人永远
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长青。他不怕风
吹雨打，他不怕天寒地冻……”10 月 8 日晚，
沈阳音乐学院“国韵新声”中外经典作品音乐
会在延安大剧院上演。今年是沈阳音乐学院
建校 85周年，在这一时间节点上，唱响时代
强音，传承鲁艺精神。

本次音乐会曲目有鲁艺时期创作的《黄
河怨》《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延安颂》《我和我
的祖国》等歌曲，也有《唱支山歌给党听》《翻
身的日子》《鸿雁》等当代创作的经典歌曲与
器乐作品。

《黄河大合唱》是一部经典的艺术作品，
雄浑铿锵的旋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其
中选段《黄河怨》更是《黄河大合唱》中的经典
唱段。“风啊，你不要叫喊！云啊，你不要躲
闪！黄河啊，你不要呜咽！”李琳琳如泣如诉
的演唱，让现场的观众身临其境。而梁莹演
唱的《我爱你中国》，那激昂的旋律让观众产
生了强烈的共鸣，掌声热烈。

延安作为鲁艺的发源地，有着深厚的文
化底蕴，沈阳音乐学院与鲁艺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作为重要的文化传承阵地，创作了一
大批脍炙人口的歌曲，其中《我和我的祖国》
更是唱遍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我和我的祖
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
出一首赞歌。”这熟悉的歌词，动人的旋律，让
现场的观众和歌唱家们一起演唱，将音乐会
推向了高潮。

“国韵新声”音乐会
延安唱响

本报讯 记者谭硕报道 日前，由沈阳
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主办、中共满洲省
委旧址纪念馆、沈阳博物馆承办的“百年肇
新”专题展览在沈阳博物馆展出。观众纷纷
走进沈阳博物馆，回顾历史，了解百年前辽宁
民族工业发展。

本次策展人、张学良旧居陈列馆副馆长
赵菊梅介绍，1923 年，抗日爱国志士杜重远
在沈阳创办肇新窑业公司。肇新窑业公司的
成立，填补了中国机制陶瓷的空白，开创了辽
宁民族工业的新局面，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
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今年，适逢杜重远先生创办肇新窑业公
司 100 周年。此次展览特别分设三部分，包
括为国情深·杜重远与肇新窑业、自立自强·
肇新窑业的产品与技术、推陈出新·公私合营
后的肇新窑业，共展出杜重远生平相关文献
文物资料及肇新窑业产品 170 余件套，包括
日用瓷、工艺瓷、订烧瓷等。

展览现场，青花灵芝纹碗、青花鱼藻纹碗
等精美的日用瓷一一展出。赵菊梅介绍，作
为肇新窑业的主要产品之一，日用瓷的纹饰、
工艺等方面的创新发展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喜
爱。产品类型包括杯、碟、碗、壶、盒等几乎所
有日用品类型，多种多样，并以青花为主要釉
色，别具传统韵味。

“百年肇新”专题展
沈阳开展

第十一届辽宁文学奖、第十二届辽宁优秀儿童文学奖揭晓

30部作品获辽宁文学最高奖
本报记者 刘臣君

本报讯 记者吴丹报道 10 月 4 日，第
七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在北京园博园落幕。作
为辽宁地方戏曲尤其是稀有剧种的代表，鞍
山市演艺集团携复排的海城喇叭戏传统剧目

《墙头记》《王婆骂鸡》和新编古装剧目《夫妻
和》3部作品亮相“戏韵园林·地方园地方戏”
板块，为全国戏迷展现了海城喇叭戏的独特
风采。鞍山市演艺集团荣获本届中国戏曲文
化周优秀组织奖。

海城喇叭戏是东北地区最早形成的民间
剧种之一，距今有 300 多年历史。园博园晋
中园的明朝古戏台上，海城喇叭戏演员们高
亢的唱腔一起，就引来一片叫好声，戏迷们大
饱眼福，连呼过瘾。演出前后，演职人员还结
合剧目看点、剧种特色等为大家普及相关知
识。此番进京演出的 3 部作品，以展现家庭
和谐、亲情孝道为主，艺术性和观赏性突出。

海城喇叭戏《墙头记》
亮相中国戏曲文化周

雷锋当年绘制的推土机电路图。
本报记者 商 越 摄

雷锋在鞍钢化工总厂工作期
间使用过的工具。

男女主人公的相识相知从对饮开始，话剧《老酒馆》中，酒是桥梁和媒
介，为戏剧中人物行动的展开提供了铺垫，也成为了人物灵魂的映照。

雷锋在鞍钢化工总厂工作期间
的职工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