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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核心
提示

12 月 21 日，“悠然十载，雪韵冰
魂”画展在中国同泽美术馆举行。本
次画展汇集了省内 60 余名作者百余
幅冰雪画作品，以新颖独特的技法描
绘纯净的雪中美景，展现人们在冰雪
世界体会到的惬意与美好，表达了对
东北地域文化的真情实感，以及创作
者对中国冰雪画艺术的探究成果。

此次参展的冰雪画作品，从雪
景、花鸟、人物 3 个角度展示了北方
冰雪世界的无限魅力和创作者对祖
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眷恋与赞美。其
中，马学鹏的《瑞雪图》，画中横卧的
树木在大雪覆盖之下柔韧不屈、雪
松苍凉劲直，展现了银装素裹的北
方景观。吴成槐的《浴寒独自来》
中，红色的梅花在白色的冰雪中怒
放，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让人感受
到北方这块热土给予人们的馈赠。

从古至今，冬日浪漫总少不了
冰雪的装扮。“忽如一夜春风来，千
树万树梨花开”。雪后万物银装素
裹的美妙景色令人陶醉。此次画展
参展作者为辽宁冰雪画研究会的画
家，每幅作品都倾注着创作者对冰
雪艺术的无限深情，或雄浑大气，或
灵动飘逸，酣畅淋漓的笔触，描绘出
北国冰川雪原的独特景色。穆瑞彪
的《冬景寒林图》、马成梁的《山村飞
雪》、王丹忱的《山村瑞雪》、朱国良
的《漫花飞雪》倾心描绘多娇的北国
山水，笔力活灵，冷中见暖，画面意境
深远，可以让人充分领略冰雪神韵。

冰雪，有着大自然的纯净之美。

如王政佳的《银雪霜凌》，白云萦绕，
雪山巍峨，着力表现了北方雪景山
水的大气和苍茫。远山雾气以衬雪
山之高，山脚点缀雪屋以示雪山之
阔。无论是对近处树林的细描，还
是对群山的塑造，作者都是在运用
留白法描绘雪景山水，颇具东方山
水意境。而张成思的《瑞雪》、张雨

声的《塞北的雪》将作者心灵的纯美
转化为绚烂的艺术之魂。张振环的

《雪原情》、任耿聪的《东北人》则将
人与自然交融在冰雪世界里，让观
众可以充分体验冰雪与艺术交汇的
无穷魅力。

吴鸿鹏的《吉祥如意图》是展现
动物的画作，在寒冷的冬季依然灵

动 的 玉 兔 ，展 现 出 自 然 的 和 谐 之
美。而花艳的《初雪染芳菲》中粉紫
色的花，带给人们更多美好的艺术
享受。

从 2013 年辽宁省冰雪画艺术研
究会成立，到创作者遍地开花，如
今，为时代放歌、为人民抒写的辽
宁冰雪画，正生机勃发。

“雪韵冰魂”画展在中国同泽美术馆举行

百幅画作绘北国风光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报讯 记者张旭报道 12
月 26 日，朝阳博物馆新馆正式开
馆。朝阳博物馆由原南塔广场搬迁
至燕都新区三燕路2号。新馆建筑
面积 1.36 万平方米，展览面积 6023
平方米，文物库房及研究用房面积
2000 平方米。核心功能区分为历
史主题展览区、专题展览区、临时展
览区、公共服务区、文化休闲区等。

“三燕春秋”专题展设慕容肇
兴、燕都龙城、鲜卑印象、农桑人家、
融合之路 5 个单元，列展文物 296
件，以“金步摇、马鞍桥包片、马镫”
等一批珍贵文物为代表，体现三燕
文化在促进民族融合中发挥的巨
大作用。“凌河记忆”通史展以“大通
史、小专题”的方式，系统展示朝阳
的发展历程。按照时间顺序共分远
古足迹、文明曙光、方国古城、开疆
设郡、北域枢纽、繁荣兴中、凤鸣朝
阳 7 个单元，列展文物 1453 件。代

表文物有玉猪龙、勾云形玉佩、“燕
王”铭文直刃剑、黄釉舞马、唐三彩、
定窑黑瓷斗笠碗、影青贴塑蝴蝶结
执壶、凤首瓶等，这些文物在国内外
具有较大的影响。“文明曙光”展区
集中展示红山时期“牛河梁”文化。

朝阳博物馆是展现朝阳特色历
史文化的重要窗口，是朝阳打造特
色鲜明的休闲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支
撑。朝阳博物馆展陈引进数字化创
作理念，展览整体设计融入朝阳地
域文化内涵，致力打造既体现历史
厚重感又具有时代氛围的展览空
间。结合雕塑、绘画、多媒体数字技
术等手段，通过沉浸式场景展现“中
国·朝阳”“三燕春秋”“营州出行”等
历史事件。以裸眼 3D 数字技术再
现“龙腾苑”千年皇家园林风貌。通
过创新与突破，推出了精准展示朝
阳历史文化，弘扬朝阳人文精神的
高质量展览。

朝阳博物馆新馆正式开馆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12
月24日晚，辽宁芭蕾舞团创排的新
古典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正式
结束在国家大剧院连续 4 场的演
出 。 这 是 该 芭 蕾 舞 剧 首 次 亮 相

“2023国家大剧院舞蹈节”。
新古典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

由国际知名编导帕特里克·德·巴纳
为辽宁芭蕾舞团量身打造。辽芭知
名舞蹈演员张海东、敖定雯、王占峰
等担当主演。从 12 月 21 日至 24
日，辽芭连续４天的演出，获得观众
的称赞。“舞台布景很漂亮，芭蕾舞

蹈演员们的表演也很出色。”走出剧
场，一名北京观众连连称赞。

相较于传统芭蕾舞，新古典芭
蕾舞剧《巴黎圣母院》将古典与现
代元素融会贯通，舞台设计以法
国著名画家的油画为灵感，音乐
则是将古典与当代风格中的多个
不同流派有机整合，将大家熟悉
的故事情节放在不同空间排列、重
组，兼具中世纪特点和现代风格，
在写实与抽象之间，以符合时代审
美的现代芭蕾语汇，呈现出独一无
二的经典力作。

辽芭《巴黎圣母院》亮相国家大剧院

火起来：
辽宁省新年音乐会领衔跨年

新年音乐会的密集趋势从前期
预热中可见端倪。11月上旬，省内各
剧场关于新年音乐会定档、开票的预
热宣传就已启动，进入 12 月持续升
温。从微信公众号的推介文案，到针
对团体的营销手段，再到面向广大观
众的惠民政策，可谓用尽心思、花样
翻新。“这个乐团凭啥让乐迷们为它
疯狂？”“时隔4年，血统纯正的维也纳
约翰施特劳斯管弦乐团携全新曲目，
再度来沈！”对音乐爱好者尤其是顶
级乐迷来说，这样的文章标题很难让
人不心动。

据了解，从今年 12 月 20 日到明
年 1 月 1 日，仅沈阳的辽宁大剧院和
盛京大剧院，就至少有 8场新年音乐
会演出，其中不乏欧洲的国家级乐
团。最让人期待的当数12月29日晚
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省公共文
化服务中心主办，辽宁歌剧院（辽宁
交响乐团）承办的2024辽宁省新年音
乐会。这场演出分为“奋进歌声”“节
日欢颜”“逐梦豪情”三大乐章，管弦
乐《激情燃烧的岁月》、独唱《多情的
土地》、交响民谣《茉莉花》、钢琴协奏
曲《黄河》、交响合唱《阔步新时代》等
精彩节目交相辉映，奏响“中国旋
律”，传播“辽宁声音”，展现了我省人
民在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中的
昂扬气势。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中国
爱乐乐团常任指挥、著名指挥家夏小
汤执棒，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
小提琴演奏家李秋担任首席。一众
实力派艺术家将用歌的激情、梦的交

响，陪伴观众欢乐跨年。从2003年创办
至今，辽宁省新年音乐会已成为我省响
亮的文化品牌，对满足人民群众高层次
的精神文化需求起到积极作用。

此外，艺术人才荟萃的高校也纷
纷涌入新年音乐会大潮中。大连艺
术学院2024新年音乐会于12月25日
和 26 日在大连开发区大剧院与人民
文化俱乐部推出两场。《红旗颂》《红
色娘子军组曲》等经典作品奏响，慷
慨激昂的旋律带领观众感受音乐的
魅力。沈阳师范大学新年音乐会则
以“赓续文化血脉 共襄时代盛举”为
主题，东北民歌《看秧歌》以欢快悦耳
的唱腔为演出增添了浓郁的地域风
情；优秀校友和来自俄罗斯、泰国等
国家的留学生共唱《我爱你中国》，充
分展现了学子风采、文化自信。

在本溪等地，同样有其接地气的
新年音乐大餐。本溪交响乐团正在
紧张排练的《花好月圆》《瑶族舞曲》

《农民波尔卡》等中外经典乐曲和《话
说本溪》等原创交响诗乐，为“乐动山
城”新年音乐会做足准备。由本溪市
委宣传部主办的这一活动到今年是
第十届，为推动城市文化发展作出了
努力，深受山城人民的喜爱。

演起来：
乐迷由衷感叹“好听，过瘾！”

12 月 20 日晚，随着《轻骑兵序
曲》轻捷明快的旋律在辽宁大剧院奏
响，第21届“中国北方新年音乐会”的
首场演出正式开启。从洋溢着盎然
生机的《春之声圆舞曲》，到流淌着浪
漫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从曲调幽
默俏皮的《无穷动波尔卡》，到色彩充

沛、富有活力的《吉普赛男爵序曲》，
施特劳斯久负盛名的圆舞曲与波尔
卡曲目接连上演。一名 60 岁的乐迷
由衷感叹“好听，过瘾！”

“踩着嘎吱嘎吱的厚厚白雪，奔
向音乐殿堂，这样一场新年音乐会给
了我在深冬寻找幸福的理由。”音乐
会中场休息期间，潘女士发了这样一
条朋友圈。尽管12月20日的沈阳夜晚
达到了零下24℃的低温，但寒冷依旧抵
挡不住乐迷们奔赴热爱的脚步。

音乐会结束后，退场的人群里，
还有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人。“来沈阳
看雪景、逛早市、游故宫，再看场新年
音乐会，满足了！”从南方来旅游的小
方形容新年音乐会让他认识到了沈
阳人的文化气质，也感受到了扑面而
来的迎新气氛。

动起来：
至少三成票拿出来惠民

借着沈阳今冬旅游火爆的势头，
把一场场有特色、有内涵的音乐会、
文化演出作为持续强化文旅融合的
手段，实现音乐流量和游客流量、经
济增量的相互转化，正是沈阳一些演
出机构和场所的想法。“今年我们接
了很多好的演出项目，确实有一些观
众从上海等地特意过来追剧，因为在
沈阳看的话，性价比相对更高。看一
场超值的演出，成为他们来沈阳的一
个理由。这也给我们启发，对新年音
乐会的策划更早更精心，引进来的乐
团各具风格和特色，预热造势也用足
了招数。目前，12 月 29 日和 31 日的
票已售罄，乐迷的支持让我们对音乐
会的盛况有了信心和期待。”盛京大

剧院有关负责人盛晴表示。
在大连，各种规模和主题的新年

音乐会也很密集。仅大连文化产业
集团旗下两大剧院——大连大剧院、
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在今年 12月 23
日至明年1月3日期间就安排了6场，
预计有近2万名观众享受新年音乐会
的盛宴。除了俄罗斯国立模范交响
乐团等国外乐团的演出，还有当地乐
团的倾力呈现，如大连城市国际交响
乐团的“你好2024”跨年音乐会、大连
爱乐民族乐团的“国乐飞扬”新年民
族音乐会，展现传统民乐之美和中西
合璧之妙。“今年新年音乐会的场次
多，品质升级，我们就是希望让老百
姓听个够。无论是喜欢民乐的，还是
喜欢交响乐的，都有地方听。”大连文
化产业集团艺术总监张荣荣说。为
了让百姓走进剧场成为常态化，他们
将每场音乐会30%或40%的票拿出来
以惠民价格出售，惠民票几乎被一抢
而空，这说明百姓对惠民演出有强烈
的需求。

四处开花的新年音乐会将点燃
人们的热情和希望。辽宁大学艺术
学院教授回宝昆认为，新年音乐会密
集呈现，反映了文化市场的活跃。音
乐爱好者越来越多，他们普遍看重新
年音乐会的演出阵容和质量，养成了
一种消费习惯。此外，亲民票价和品
牌效应也对他们形成了一定吸引
力。所以，新年音乐会的“火”是必然
的。为了更好地培养高雅艺术受众，
有必要加强引导，比如乐团、剧场等
开设免费的艺术普及课，增加惠民演
出频次，构建百姓身边触手可及的文
化生活圈；同时提升音乐会的品质，
办出特色，打造品牌。

口碑两极，这句话用在最近热
播的职场剧《新闻女王》上，并不为
过。从开播一片叫好，到本周打分
下降，冰火两重天。争论焦点集中
在《新闻女王》的权谋争斗爽感十
足，可是“职场”专业度让人大跌眼
镜。甚至制作者 TVB 自家前主播
和记者，都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吐槽
背离新闻行业基本常识，“记者全员
开宝马好富贵”“主播敢于临直播
前，拒绝播报威胁老板，太夸张”。
这些“槽点”虽然并没有妨碍《新闻
女王》继续蹿红，却终究没能避免近
几年职场剧常犯的通病——即使制
作精、演技好、节奏快、撒糖甜、宫斗
狠，可是剧中人一旦开始正经“上
班”“生活”就露怯，常识欠缺，华美
的刺绣缺少结实的底布，表面璀璨
夺目，实则千疮百孔。

职场剧，背离专业常识，角色充
满塑料感。前不久另一部职场甜宠
剧一度被观众吐槽“被尬喂饱”。女
主角定位新锐财经女记者，为封面
头条采访投资精英，财经金融话题
在全剧中蜻蜓点水，每次不过是标
签化说一点金融术语，主角会一脸
得意地说出“投资公司不会与科技
公司竞争”之类如同过家家般的外
行台词，对专业性敷衍至极。女主
角除了偶尔坐在电脑前敲敲键盘，
大部分时间在偶遇、误会、撒糖。男
主角作为创业者，要么紧锁双眉看
业务报表，要么就是跟叔叔伯伯开
一些“表决心”“许诺言”的看似冲突
激烈，其实言之无物的工作会议。
由于没有专业性加持，主角充满塑
料感，装腔作势格外可笑，剧情也就
显得幼稚而没有说服力。编剧对金
融领域、对财经新闻制作常识的无
知，让一部包装奢华，充满靓女俊男
的甜宠剧，只剩下齁嗓子眼儿的甜，
而毫无回味。《新闻女王》中，为了体
现全员搞事业的氛围，让所有人在
职场中为了攀爬无所不用其极。为
了表现权力斗争冲突，主播在直播
前提出条件，威胁上司答应，这不是
职场斗法，而是铤而走险。任何人
违反了基本职业伦理，结局不是得
偿所愿，而是被扫地出门才符合常
识。这让人想起更早的《欢乐颂》，
为了表现安迪商战杀伐决断，台词
中居然有“我开始做你对家，你做
多、我做空，你做空、我做多。你不

用关心我会不会自己亏钱，我宁可
自损一千，换你八百。”这种凭一己
之力搅翻百亿市场的无知狂妄，让
专业人士看完都只能爆笑尴尬。编
剧滤掉常识，让人物基本人设崩塌，
霸总显无知，精英变外行，剧情只能
强行凹造型。

职场剧，背离生活常识，观众既
无法共情，更难以共鸣。这几年，一
些职场剧另一个特点是全员精致生
活，一边喊着北上广新人不易，一边
剧中一线城市打工新人均两室两
厅。真实职场里新人领着最低薪
水，往往干着最烦琐的工作，在一线
城市生活更是重重困难。职场剧中
的新人年龄不过30岁，人均住房面
积超过100平方米。现实中当然有
条件好的，入职后迅速积累财富的
例子，但国产职场剧里的打工人动
辄站在家里宽敞落地玻璃窗前看着
核心地段的灯红酒绿，为情所困暗
自神伤，实在让为生活奔波的观众
难以共鸣代入。戏剧当然可以虚
构，也可以极端，但既然是职场，职
场的基本生态总要有个现实基础，
滤掉常识的职场剧，只能漏洞百出。

职场剧，背离审美常识，让人物
苍白化、情节模式化。从《小时代》
开始，就形成了一种慕强叙事审美
模式，剧中主角的美貌、道德水平与
财富水平成正比：富人美貌慷慨天
真，收入低的人平常呆笨心机，这种
模式被平移到了职场甜宠剧中，背
叛女主的前男友和介入感情的第三
者，都是家境差，想逆天改命的普通
人，第三者的舅舅是给霸总男主开
车的司机，两人的房子也狭窄逼仄，
开的车也低端，相貌也是二流水
平。让弱者做小丑，让强者赢得荣
耀幸福，这种“穷生奸计，富长良心”
的审美逻辑，背后是叙述者势利的
眼光，慕强的心态。

职场剧的悬浮，说到底一方面
是从业者懒得下功夫讲述有专业度
的故事，另一方面为了让故事甜宠
丝滑无痛，却失去了生活本来的真
实质地。人们需要童话，但不能只
有童话。人们喜欢八音盒，但是更
尊重复杂深刻的交响乐。甜点能赢
得一时的喜欢，营养却不能缺少坚
韧的纤维，常识就像剧情的维生素，
一直缺少，再精美的大餐，也会让人
因营养不良而放弃。

职场剧缺乏专业度
就会有塑料感
王海宁

本报讯 记者谭硕报道 在日
前结束的第十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
上，我省12部作品获得本次电影节

“金海棠”奖。其中，《一“网”情深》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漠上草原》获
剧情片好作品奖，《遗珠》《西塔奶
奶》获纪实好作品奖，《看见》获文明
之光最佳作品奖，《扛米进山的第一
书记》获乡村振兴优秀作品奖，《雾
里寻青》《凯旋》获乡村振兴好作品
奖，《阿姆贾德眼中的绿色中国》获

青春力量最佳作品奖，《厚道阜新·
心中有你》《时代的光芒》分获“中国民
政”单元和“中国税务”单元好作品奖。

亚洲微电影艺术节由中国电视
艺术家协会主办，是亚洲区域内具
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微电影盛会，
每年举办一次，展现了亚洲地区特
别是我国微电影创作的最高水准和
最新趋势，亚洲微电影节“金海棠”
奖也成为亚洲影视领域具有广泛影
响力的微电影奖项。

我省12部作品获“金海棠”奖

风格多选择多氛围拉满 惠民票惠民卡回馈百姓

我省多台新年音乐会欢乐奏响
本报记者 吴 丹

岁序更替，华
章又新。年终岁
尾，多台新年音乐
会在全省各地渐

呈密集上演之势。国有、民
间以及高校院团等各种规模
交响乐团的倾力呈献，十余
支国外乐团的受邀加入，使
新年音乐会之热闹程度超过
往年。

尤为让人欣喜的是，票
价惠民力度的加大、惠民卡
兑换政策的便利、低价位场
次的增多使得百姓有了亲近
高雅艺术的更多机会，营造
了全民同庆、人人共享的艺
术氛围。对于广大音乐爱好
者以及渴望用一场仪式感满
满的音乐会高高兴兴跨年的
观众来说，今年的选择更多，
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更强。

12月25日，大连艺术学院新年音乐会上，《白毛女组曲》《红色娘子军组曲》等经典作品再次奏响。 高新宇 摄

《银雪霜凌》 王政佳 作 《瑞雪图》 马学鹏 作 《吉祥如意图》 吴鸿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