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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戏韵绕梁，
诸腔同台。6月
12日，“菊苑流
芳”第九届辽吉

黑蒙四省区地方戏曲优秀
剧目展演在沈阳启幕。本
届展演由辽宁省牵头举
办，10天内，6台大戏、10
部小戏将组成16场演出，
让辽沈戏迷过足瘾。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日前，展现我省
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览“出将入相——戏
曲文化展”在辽宁省博物馆拉开帷幕。该展览由
辽博和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辽宁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共同主办。

该展览依托辽博珍藏的戏曲文物以及我省入
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京剧、评剧和辽
宁地方戏曲，从物质载体和非物质载体两方面诠
释戏曲文化，借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方式，展现
戏曲艺术的萌芽、成熟、繁盛历程以及辽宁地域戏
曲多元发展的盛景。展览中，文物与非遗项目交
相辉映，共同呈现一场戏曲文化的盛宴。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戏
曲底蕴深厚且魅力独特，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瑰
宝，更是世界文化的宝贵财富。该展览的举办不
只是为了普及戏曲知识，还为了唤醒内心深处久
远的文化记忆，探索戏曲文化“文物+非遗”的表
达方式。

辽博推出“出将入相——
戏曲文化展”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6 月 14 日，由辽宁
省文化馆（辽宁省青年宫）与大连市文化馆共同主
办的“群贤运境——辽宁群文美术作品展”在大连
美术馆开幕。本次画展汇集辽宁省群众文化美术
骨干以及美术爱好者的70余幅优秀作品，这些作
品风格丰富多样，题材广泛全面，囊括了中国画、
油画、版画、水彩（粉）画、雕塑等众多艺术门类。

展览现场，一幅幅色彩斑斓、风格迥异的画作
吸引着众多艺术爱好者和市民。70 余幅作品既
有展现辽宁自然风光的秀美，也有表现民俗文化
的独·特韵味，还有描绘辽宁历史建筑的庄重典
雅，同时也不乏对辽宁那些充满烟火气的小巷街
道的细腻刻画，生动地反映了当代辽宁人民积极
向上的精神风貌。

辽宁群文美术作品展
在大连举办

近日，沈阳美术馆举办“法国
版画百年特展——二十世纪艺
事”，展出的 50 余位艺术家的 90
余幅版画作品，均属珍贵原版，其
中包括莫奈、梵高、塞尚、马蒂斯、
毕加索、罗丹等最具影响力的画
家、雕塑家的原版版画作品，以及
著名作家雨果亲自创作并签名的
原版版画作品。

走进沈阳美术馆，《闪电》《蓝
色海岸》《田野之丘》《星与夜》等，
一幅幅纯朴清新、色彩艳丽的版
画让人惊叹，画中异域感极强的
生产生活场景，让人仿佛置身于
法国的乡野田间。

毕加索是20世纪现代艺术的
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蓝色海岸》
是毕加索于 1962 年创作的，他巧
妙地运用了蓝色等清新色彩，简
洁明了的图形设计，生动地展现
了里维埃拉海岸的魅力。

莫奈是法国印象派领军人物
和创始人之一，以对光与影的精
湛掌握和表现技巧而著称。莫奈
热爱大自然，广袤的田野、潺潺的
流水、变化无穷的天空都是他心
中的画。在展览现场，记者见到

了青年画家刘旭，他说：“莫奈描
绘的花草树木如光的闪烁、水的
波动、空气的透明、风的颤动。这
是莫奈风景画的迷人之处。”

展厅中，梵高的《花瓶与十四
朵向日葵》十分抢眼。在画中，他将

鹅黄、暖橘和咖啡色混合使用，使花
朵凸出、立体，正如他所说：“我只想
找一种特别的、雕刻般的笔触来表
达这整幅画强而有力的生命。”

此次展出的版画作品还有描
写人物的，如 《雨果肖像》《多蕾

茜》《黑领带的女人》等。
值得一提的是雨果的版画

《闪电》。雨果是法国19世纪前期
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他
创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
等作品在世界上有着广泛的影响

力。很少有人知道，雨果在绘画方
面很有天赋。这幅《闪电》以独特
的视角和深刻的内涵，展示了雨果
对世界的独特理解和感悟。

记者在展厅见到很多从外地
来观展的观众，观众们从作品中
不仅感受到跨越时空的艺术对
话，还了解到国外艺术家的创作
才华与艺术风采。“此次展览，展
现版画艺术的魅力和价值，让我
们在欣赏作品的同时感受中欧文
化的魅力。”鞍山观众王铭说。

沈阳书画院院长、沈阳美术
馆馆长于晨说，本次展览是“2024
爱沈阳·夏日享清凉”系列活动之
一，也是“中法文化之春——中法
建交 60 周年特别呈现”系列活动
之一。沈阳美术馆此次将法国优
秀的版画作品引进国内展出，一
方面促进中法文化艺术的交流与
互鉴，另一方面也能够切实提升
沈阳公共文化服务品质。展览期
间，沈阳美术馆将会组织与版画
艺术相关的系列体验活动，使沈
阳市民及游客能够更好地了解、
体验版画艺术的魅力。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沈阳美术馆展出莫奈、梵高、毕加索等50余位艺术家90多幅作品

观赏法国名家经典 感受版画艺术魅力
本报记者 杨 竞

新作首演
戏曲、青春热情相拥

6月12日19时，辽宁大剧院大
剧场里流光溢彩，一首热情洋溢的
带有浓郁东北风的戏歌拉开开幕式
演出帷幕。本场演出由精选自辽吉
黑蒙四省区10个戏曲剧种的优秀
节目组成，四省区地方戏曲院团骨
干演员组团献艺。开场和压轴曲目
均为新近创作并首次亮相的东北风
戏歌，展现出对传统戏曲的赓续传
承和创新演绎。

大屏幕上铺展开黑土地的壮阔
画卷，青年演员们踏着欢快的旋律
从观众席中走来，以朗朗上口、韵律
十足的新说唱赞颂东北，这种新奇
的亮相方式立刻引来如潮掌声。原
创戏歌《欢迎您到东北来》以东北二
人转、东北民歌、东北大秧歌为主基
调，融入了演唱、说唱、舞蹈等多种
表演形式。唱词集中描绘了东北的
优美生态和丰富人文，“来到东北不
用问，小鸡蘑菇就是炖，棒打狍子瓢
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满满的
东北味道，让人身临其境。戏中有
歌，歌中有戏，使戏曲艺术与新时代

年轻观众的审美产生共鸣，也让戏
曲与青春热情相拥。

粉墨缤纷，霓裳锦帛，名家名派
轮番上阵，共唱梨园弦歌。辽剧《加
林与巧珍》充满辽南地方乡土特色，
唱腔丰富；海城喇叭戏《赵匡胤打
枣》文武兼备，极具观赏性；评剧经
典剧目联唱囊括了《花为媒》《王二
姐思夫》《黛诺》等名段，引得戏迷拍
手叫好；凌源影调戏《回家》、铁岭秧
歌戏《不了情》、阜新蒙古剧《妙方》
均展示了辽宁独有剧种的鲜明特
色，演员的表演细腻传神，唱舞俱
佳，富有感染力；吉剧戏歌《幸福花
开好家园》绘就新时代乡村振兴的
大美气象；龙江剧《鲜儿》选段充满
诗情画意，情景交融；内蒙古自治区

二人台传统小戏《走西口》旋律起伏
跌宕，唱调凄婉动人。

“唱念做打，人间百千象；手眼
身法步，菊苑永流芳。”辽宁戏歌《菊
苑永流芳》将晚会气氛推向高潮。
该作品由我省各戏曲院团青年拔尖
人才联袂表演，是以辽宁所有戏曲剧
种共同完成一个作品、集中展示剧种
鲜明特色的大胆尝试，唱出了辽宁广
大戏曲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投身文
化强国建设的豪情壮志。

公益惠民
十天四城好戏连台

作为集中展示四省区传承发展
地方戏曲最新成果并具有极高专业

性、群众性和美誉度的品牌活动，
“菊苑流芳”辽吉黑蒙四省区地方戏
曲优秀剧目展演已成功举办八届。
由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于2015年
发起，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
省区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轮流
在四省区举办。其间，共有评剧、辽
剧、吉剧、龙江剧、海城喇叭戏、二人
台、阜新蒙古剧、凌源影调戏、铁岭
秧歌剧等剧种的70余台剧目参演，
有力地促进了四省区地方戏曲的交
流互鉴。

据了解，本届展演活动于6月
12日至21日在沈阳、抚顺、本溪、锦
州四个城市举办。参演作品广泛，
含评剧、辽剧、吉剧、海城喇叭戏、二
人台、阜新蒙古剧、凌源影调戏、铁

岭秧歌剧等剧种，共有大型剧目6
台（其中辽宁3台，吉林、黑龙江、内
蒙古各1台），同时遴选10部辽宁小
戏（折子戏）组成2台节目。每台演
出2场，共演出16场。面向基层公
益惠民，一律实行低票价，部分场
次面向群众免费赠票，以吸引更
多人走进剧场欣赏戏曲、爱上戏
曲、传承戏曲。

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副司长
黄小驹表示，辽吉黑蒙四省区地
方戏曲底蕴丰厚、特色鲜明，在全
国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近年
来，四省区通过出台扶持政策、举
办优秀剧目展演、设立戏曲名家
工作室、开展系列培训活动等方
式，大力推动戏曲艺术传承发展，
推出的优秀作品和人才多次入选
文化和旅游部实施的新时代系列
艺术创作工程及全国戏曲会演、
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全国戏曲
表演领军人才培养计划等项目和
活动，戏曲事业呈现蓬勃向上的
发展态势。

6 月 13 日、14 日，沈阳中华剧
场里，鞍山市演艺集团创排的海城
喇叭戏《玉石沟》成功演出，与此同
时，抚顺雷锋大剧院里，锦州市评
剧团复排的传统评剧大戏《双罗
衫》博得满堂喝彩；6 月 15 日、16
日，锦州大剧院内，黑龙江省评剧
艺术中心带来的评剧《走过暴风骤
雨》将“中国粮食、中国饭碗”的时
代主题演绎得淋漓尽致……“好
听，好看，过瘾！”被戏曲圈粉的观
众走出剧场如此感叹。

大戏小戏仍在上演。搭起交
流之桥，共促戏曲繁荣，为东北全
面振兴贡献文艺力量，这是本届
展演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必将达
成的坚定目标。

本报讯 记者吴丹报道 日前，由辽宁省文
化和旅游厅组织创作的宣传辽宁文体旅丰富资
源的歌曲 MV《欢迎您到辽宁来》正式上线。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 2024 辽宁省高品质文
体旅融合发展大会精神，发挥歌曲传播途径广、
速度快、效果好的优势，省文旅厅组织我省优秀
词曲作者和基层文艺院团、艺术院校实力演员，
推出原创歌曲《欢迎您到辽宁来》。通过传唱这
首歌曲，宣传展示辽宁底蕴丰厚、内容多元、特色
鲜明的文体旅资源，实现“唱一首歌推介一个景
区、唱一首歌宣传一座城市、唱一首歌塑造一个
品牌”的目标，展示新时代辽宁形象，推动辽宁文
体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辽宁全面振兴、全方
位振兴。同时，也增强辽宁人对家乡的热爱之
情，进一步激发全省人民建设家乡的豪情壮志。

歌曲《欢迎您到辽宁来》由李洪旭、高立军作
词，李洪旭作曲，集合了铁岭市民间艺术团，沈阳
师范大学附属艺术学校，铁岭县剧团，开原市、昌
图县民间艺术团的一批优秀歌唱演员表演。

歌曲唱词通俗易懂接地气，朗朗上口有韵
律，既有自然风光、人文情怀，又有丰饶物产、灿
烂文化。“大连的果鞍山的梨，丹东的草莓绝对
毙，铁岭的葱开原的蒜，沈阳的老雪倒一片！”

“打起鼓来敲起锣，二人转要唱起来，浪不溜丢
大秧歌真叫美，欢迎您到辽宁来”，满满的辽宁
味道，伴着乡音乡情，让人身临其境，热血沸
腾。“我的东北基因动起来了，这就是我向往的
诗和远方！”观看歌曲 MV后，一位南方网友说。

以此为蓝本还将打造多个版本，突出各地
特色，曲调不变，调整部分歌词，如《欢迎您到沈
阳来》《欢迎您到大连来》《欢迎您到桓仁来》等，
把这一作品系列的宣传触角延伸到市县乡村，
广泛传唱家乡好风光。

宣传辽宁文旅歌曲
《欢迎您到辽宁来》上线

本报讯 记者吴丹报道 日前，《山海有情
一起聊辽》全媒体文旅综艺节目宣布启动。这档
节目由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与辽宁广播电视集团

（台）共同打造，邀请极具人气的辽宁籍文体名人
和粉丝量突破千万的抖音大V，走遍辽宁14座城
市，以风趣幽默的访谈和真人秀形式，鲜活呈现辽
宁各地的山水、宝藏、历史文化和特产风物，在欢
声笑语中体验辽宁文旅的独特魅力。

发布会上，省文旅厅、辽宁广播电视集团
（台）、制作团队的相关人员和辽宁各地的网络大
V齐聚一堂，介绍节目创意和内容，将辽宁丰富的
文体旅资源娓娓道来。

据了解，活跃在大银幕、热播综艺中的辽宁籍
文体名人将踊跃参与这个节目，郎朗、林更新、马
丽、张小斐、张睿、郭艾伦……这些让人眼前一亮
的明星将给观众带来连连惊喜。同时，粉丝量突
破千万的抖音大V们也将纷至沓来。他们将携手
走进辽宁 14 座城市，进行家乡话题的趣味访谈、
户外真人秀的网络直播。节目将以新颖的方式，
生动直观地宣传推介辽宁重点景区、城乡风貌、非
遗项目、风物特产等文旅资源。

节目计划于 2024 年内制作完成，将在抖音
及腾讯视频同步播出。出品方表示，希望通过这
档文旅综艺节目，为辽宁提热度、聚人气，深入挖
掘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资源和项目品牌，开发规
模化、特色化的文旅产品，促进文化和旅游产业
的融合发展，提升辽宁文旅及各个城市的品牌形
象，传承和保护传统文化，实现“文旅搭台，经济
唱戏”。

《山海有情 一起聊辽》全
媒体文旅综艺节目启动

“菊苑流芳”第九届辽吉黑蒙四省区地方戏曲展演启幕——

十个剧种十六场好戏唱出热烈“东北风”
本报记者 吴 丹

近一段时间，来辽宁省博物馆
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在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当天，观众尤其多。10时，悠
扬的音乐在一楼响起，两侧扶梯上，
两队身着白衣、裙袂翩翩的舞者摆
出优雅灵动的造型，顺梯而下，迈着
轻快的舞步奔向大厅正中。观众被
这一情境吸引，呼啦啦地围过去，忙
不迭地拿出手机拍摄。

这时，几块巨大的石青色纱幔
从空中高悬下来，以简约的意向将
现场幻化为具有东方美学气韵的舞
台。踏着舒缓婉转的旋律，伴着浑
厚悠长的吟诵，青年演员们以仙鹤
之姿展翅、亮相。石青满染，斜射的
阳光投映在纱幔上，舞者头上发髻
顶端那抹鲜艳的红，以及颤动的白
色羽毛，甚为醒目。

“这不是跟《瑞鹤图》上鹤的姿
态、分布位置一模一样吗？”有观众
一眼就认出来，跟身边人说。

开场和结尾处，20名男女演员
的两次定格完美还原了传世名画

《瑞鹤图》中瑞鹤与祥云萦绕飞舞的
景象。尤其是由李博和马连慧二人
扮演的落在端门的两只鹤，惟妙惟

肖——左者昂扬，如君子振衣；右者
静立，若处子出尘。

约3分钟的快闪表演呈现的是
《国宝辽宁》系列中第二个精品舞蹈
节目《国宝辽宁·瑞鹤篇》的部分片
段。该舞蹈以辽博镇馆国宝之一
的《瑞鹤图》为创作蓝本，以男女群
舞形式呈现群鹤昂扬展翅的力量
之感与祥瑞之意。画中的仙鹤跨
越时空飞入当代，化作俊朗的少年
和袅娜的少女，挥袖起舞间有刚劲
之力和灵动之韵，让“翼翼金甍绕彩
霓，鹤仙二十恰来仪”有了生动具体
的表达。

“《瑞鹤图》创作于公元 1112
年，作者是宋徽宗赵佶。那一年的
正月十六，他在端门参加活动，突
然天空中出现群鹤，他认为这代表
了祥瑞，就画了下来。”辽博副馆长
董宝厚介绍，《瑞鹤图》表现了群鹤
翻飞的百变姿态，画面构图、色彩
与技法精妙绝伦。“如何用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式，让《瑞鹤
图》与观众产生更多的互动，是我
们一直思考的问题。这次以舞蹈
的形式还原了《瑞鹤图》的神韵，相

信会给观众带来观画之外的特别
体验，对宋代美学产生更深刻的认
识。”董宝厚说。

辽宁歌舞团（辽宁民族乐团）党
委书记、副团长马玉丽表示，这个作
品的创排于去年下半年启动，力求
在形象塑造和肢体语言表现上更像
高洁的鹤，更重要的是突出中国人

的精神气质，体现人们对美好事物
的无限向往和不懈追求。舞蹈既具
有宋代传统美学气韵，也融入了当
代人对历史文化的理解，是更加符
合现代观众审美的创新表达。“终于
把这个舞蹈跳给观众看了，我们非
常兴奋，大家的掌声是对我们最大
的鼓励。作为文艺工作者，讲好辽

宁故事、推广宣传辽宁国宝，是我们
义不容辞的责任。”演员李博说。

“瑞鹤篇”舞蹈快闪活动带给观
众沉浸式体验，拉近了古画与现代
人的距离，唤醒了更多年轻人内心
的文化自信和情感共鸣。“看完之后
深受震撼，演员们的表演活灵活现，
感觉像有仙鹤在身边飞翔。同时也
激发了我对古画的兴趣。”观众王谦
激动地表示。

据了解，为了把资源优势转化
为发展胜势，加快培育壮大文体旅
领域新质生产力，努力走出一条具
有辽宁特色的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
展新路线，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
心依托辽宁的文物和文献资源，组
织辽宁歌舞团、辽宁省博物馆共同
创排系列舞蹈精品《国宝辽宁》，以
舞蹈艺术诠释文物精髓，用跨界融
合的方式让辽宁国宝活起来。目前
该系列初步选定了6个书画类、6个
器物类国宝作为创作题材。“我们以
玉猪龙为核心贯穿整个系列，把《国
宝辽宁》的多个精品节目串联在一
起，打造成一部高水准的文艺作
品。”马玉丽说。

《国宝辽宁》推新作 白鹤翩跹出画来
本报记者 吴 丹

“瑞鹤篇”舞蹈快闪活动让传世名画“动”起来。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本次展演汇聚辽吉黑蒙10个戏曲剧种，让辽沈戏迷过足瘾。图为收尾曲的演出照。 受访者供图

《闪电》 雨 果

《田野之丘》 莫 奈

《蓝色海岸》 毕加索 《星与夜》 梵 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