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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近日，由鲁迅
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大连）学院承办的第十八
届“中国好创意”暨全国数字艺术设计大赛学
术论文类国赛评审圆满结束。鲁美人文学院

（大连）学院学生分别夺得国赛高校组一等奖
3项、二等奖3项；省赛高校组一等奖2项、二
等奖1项、三等奖4项。

第十八届“中国好创意”暨全国数字艺术
设计大赛是入选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
布的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赛项，也
是我国第一个以数字艺术设计、数字创意及
数字媒体、数字技术创新领域各专业综合类
规模大、跨学科、多专业、参与院校多、影响广
泛的权威赛事。

在本次大赛中，鲁美人文学院（大连）学
院除了组织大赛学术论文类国赛评审外，学
生们参加了论文赛道和实践赛道的比赛，表
现出色。

“中国好创意”大赛上
鲁美学生夺金

本报讯 记者刘海搏报道 日前，文化
和旅游部公布了第二届全国民族器乐展演参
演乐团和乐种组合名单。我省由沈阳音乐学
院申报的五弦室内乐团入选。

全国民族器乐展演是我国民族器乐水平
最高、影响力最大、覆盖面最广的国家级音乐
展演活动之一。第二届全国民族器乐展演将
于11月在江苏无锡举办，共选出包括上海民
族乐团、山东民族乐团等在内的10个民族乐
团，以及包括上海音乐学院江南丝竹昕悦组
合、中国音乐学院国音雅韵组合在内的32个
民间乐种组合。届时，入选的10个民族乐团
将演出10台民族管弦乐音乐会，32个民间乐
种组合演出3台民间乐种组合音乐会。我省
入选的五弦室内乐团由沈阳音乐学院教授贾
晓莉指导，民族器乐系学生组成，演奏乐器包
含伽倻琴、古筝、笙、竹笛、二胡等，将参加民
间乐种组合展演。

据悉，本届展演将有民族音乐和相关领域
专家、艺术家现场观演，并为每个参演乐团和
每台民间乐种组合音乐会举办一次研讨会。
同时，将围绕民族管弦乐作品创作演出情况和
民间乐种传承发展情况进行专题研讨。

我省五弦室内乐团
入选全国民族器乐展演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
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文艺工
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年来，全省文艺战线和广大
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不断推动辽宁文艺从
高原迈向高峰，创作出一批“辽字
号”文艺精品，接连斩获全国大奖，

有1400余件作品、1700余人次在国
家级评奖、推优、展赛中获奖、入
围，不断叫响辽宁特色文化品牌。

文艺群体的竞争力，是一个地
区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求
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
者，必浚其泉源。溯源、梳理辽宁
文艺的光辉过往以及灿烂今天，也
是追寻明日竞争力的绝佳之径。

辽宁文艺从诞生伊始，就传

承着老鲁艺人的红色基因。新中
国成立后，马加、安波、吕骥、李劫
夫、刘炽、张仃、张望等大批延安
鲁艺文艺人才来到辽宁，种下文
艺的火种，成为辽宁文艺事业开
创性代表人物。辽宁更是不断涌
现出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力的代
表作品。如果以“影响时代特征
的艺术才是最高境界的艺术”为
标准，辽宁文艺无愧于时代。

大木百寻，根积深也；沧海万
仞，众流成也。75 年间，辽宁文
艺传承有序，人才辈出，在时代发
展大潮中，辽宁文艺从未缺席，并
在不同阶段成为全国文艺的引领
者，继而为中国乃至世界培养了
诸多艺术家；75 年间，辽宁文艺
群星闪耀了时代。

卓越的艺术家们能够创造出
顺应时代、响应时代、引领时代的

优秀作品。作为时代中的目光犀
利者，其行动、思想、创见、作品都
是时代大潮的典范，时代的火花
经由他们淬炼、沉淀下来，感染着
一代又一代人。

即日起，辽宁日报、辽宁省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推出《辽海谈艺
录》专题策划，与辽宁艺术大家对
谈，吹响文艺号角，唱响主旋律，汇
聚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

艺海星空大家说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日前，在辽宁

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文馨苑内，一场汇聚全
省古琴艺术精髓的专场展演盛大开幕。本次
古琴艺术专场展演，是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迄今为止举办的规模最大、阵容最强的
古琴盛会，古琴艺术、金州古琴音乐、锦州古
琴艺术三大古琴项目首次同台亮相，充分展
示了我省不同流派的古琴艺术魅力。

整场展演分“古韵流芳”“月弦思乡”“琴
念九州”3个篇章。在“古韵流芳”篇章中，观
众仿佛穿越千年，聆听到《渔樵问答》的淡泊
名利、《梅花三弄》的高洁傲岸；在“月弦思乡”
篇章中，古琴与诗朗诵、器乐伴奏相融合，将
思乡之情化作绕梁之音，让听众在优美的旋
律中感受家的温暖；在“琴念九州”篇章中，演
奏者借古琴动人的音色，吟咏出对锦绣山河
的无限热爱。

本次展演在内容与形式上实现了大胆创
新与突破，通过跨界混搭的方式，将古琴与香
道、茶道、木偶戏、舞蹈、武术等多种艺术形式
相结合，展现了古琴艺术在薪火传承中的融
合创新。

辽宁三大古琴项目
首次同台亮相

“拉起你的手向世界说‘嗨’，
出发吧就现在，奔向未来！”10月19
日晚，在北方女子民歌合唱团优
美、昂扬的歌声中，“歌声里的祖
国”辽宁省合唱展演系列活动在沈
阳音乐学院音乐厅落下帷幕。

本次活动由省文联、沈阳音乐
学院主办，3天里，举办了开闭幕式
演出、童声合唱嘉年华、专家培训、
合唱工作坊等多项活动，千余名演
员 17 支合唱团参与，吸引了 4000
名观众现场观看，线上同步直播，
浏览量累计超30万。如此规模大、
水准高、参与人数众多、内容丰富
多元的合唱展演活动是我省近年
来首次举办。

早在 10 年前，沈阳便提出打
造“北方合唱之都”的口号，以沈
阳为原点，合唱艺术在辽沈大地
发挥了巨大的辐射力，展示出蓬勃
生机，各种合唱季、合唱节、合唱
展演成为我省亮丽的文化名片，多

维度展示辽宁形象。站在新的时
间坐标，如何持续奏响和鸣之音，
擦亮合唱之都名片底色，是这次全
省合唱展演活动带给我们的触动
和思考。

“叮叮滴哩滴哩滴哩……”美
妙的男女混声交织在一起，仿佛马
蹄在沃野上轻快地驰骋。开幕式
演出现场，身着艳丽民族服装的阜
新朝乐蒙合唱团刚一亮相，就牢牢
吸引了众人目光。他们用蒙古语
演绎的《八骏赞》在舞台上刮起强
劲的草原风。作为我省唯一一支
蒙古语合唱团，该团以传承民族文
化、讴歌美丽家乡为己任，排练了
大量脍炙人口的合唱作品，在网上
也非常“出圈”。对于如何立足特
色，推动合唱事业的发展，他们有
自己的清晰定位和思考。阜新市
音协主席齐玮告诉记者：“朝乐蒙
合唱团所在地是‘阜新东蒙短调民
歌’之乡，我们将蒙古语合唱与非

遗艺术结合起来，融入马头琴、呼
麦等民族音乐文化，打造更多原创
作品。”

“我们为什么要参与合唱？并
不是为了比赛、为了拿奖，而是为
了获得快乐。”“合唱团里没有我，
只有我们。大家要共同发出一个
最好的声音，所以一定要学会互
听、互找、互让、互靠，在这‘四互’
中寻找团队合作的意义，寻找美育
与艺术的真谛。”10月 19日的合唱
工作坊活动中，面对我省基层合唱
团骨干代表，中国音协合唱联盟群
众合唱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王信义
以手把手、面对面的方式，进行有
针对性地指导。台上认真教，台下
认真学。讲到中午饭点，大家仍觉
得意犹未尽，将老师团团围住，请
教指挥的要领。

省音协主席刘辉介绍，我省现
有合唱组织5000多个，本次展演活
动得到全省各地的积极响应，军

人、教师、学生以及新文艺群体等
各行各业音乐爱好者纷纷参与，共
有55支合唱团队报名，涵盖了广泛
的年龄段，充分展示了我省合唱艺
术的蓬勃生机与深厚底蕴。

“现在我省的中小学和高校基
本都有自己的合唱团，达到了一校
一团，社区中老年群体合唱团的基
数也非常大，青年合唱队伍有迅速
增长之势。”省合唱协会理事长孙
雷认为，我省在沈阳“北方合唱之
都”的基础上，打造合唱文化品牌，
有很大优势。近年来，在“小金钟”
等全国性重要赛事中，我省合唱团
队基本都拿过最好成绩。“大家对
合唱艺术水准的追求更高，曲目、
表演形式更多样化，年轻指挥越来
越多，辽宁地区的合唱事业正处在
更新换代的阶段，喜欢合唱、参与
合唱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省音协
开办的星火筑梦中青年合唱指挥
骨干培训已培养出了 30 余位基层

优秀指挥人才，这都推动了我省合
唱的良性有序发展。”孙雷说。

“辽宁合唱爱好者基数庞大，
而且东北人腔体条件普遍较好，这
是先天的优势。我认为在理念和
创作上需要坚持守正创新，在反映
更深厚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等方
面再加一把力。”中国音协合唱联
盟副主席兼指挥表演委员会主任
阎宝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辽宁
合唱事业的发展寄予厚望，他同时
表示，参天大树一定是根扎得越
深，才能长得越高，所以强调一定
从孩子抓起，让更多孩子从合唱的
合作中体会增值的幸福。

“合唱是洒在孩子们心间的一
束光。”大连市童声合唱团指挥翟
芮这样说，“我经常被他们对音乐
的那份渴望而感动，看到他们眼里
的光，就像看到了希望。”她的期
冀，就是辽宁合唱事业熠熠生辉的
未来。

辽宁省合唱展演活动在沈落幕

千余人唱响“歌声里的祖国”
本报记者 吴 丹

如果没有社会事务，每天上
午 9 时之前，聂成文都会准时来
到他的工作室，开始“上班”到下
午5时。

近日，聂成文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聊聊辽宁书协的临帖班 40
年，中国书法的终极境界，以及自
己的“10年”变法。

根植传统
临帖班培养出海量人才

本报记者：您在辽宁省书法
家协会工作期间，推动了辽宁省
书协临帖班的诞生，如今临帖班举
办到第四十届，已培养出辽宁书法人
才集群，其中有17人次获中国书法兰
亭奖，60人次获辽宁省书法兰亭奖。可
以说我省成名于上世纪80年代后
的书法家均受益于此，堪称泽被
后学的开创性举措，您能否谈谈
临帖班的创立及推动过程？

聂成文：1982 年辽宁省书协
成立后，沈延毅担任书协主席，杨
仁恺是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为了
促进辽宁书法发展，从中青年书法
家和骨干入手，以屈原的“九畹”为
题，举办了“九畹”和“十五人”书法
展，轰动一时，尤其是“九畹”，引发
了很多年轻人的“横向取法”。

当时我们举办了一个全省展
览，展览上的书风雷同，很多作者
向省书协提意见，认为这种倾向
会阻碍辽宁书法的健康发展。

作为辽宁省书协驻会工作人
员，我首先听到了这样的声音，这
引发了我的思考。当时，我是“九
畹”中最年轻的，年长一些的孙德
洲、李仲元也不到50岁，我们都在书
法学习的过程中，不值得大家直
接取法，而是以学古代大家为好。

上个世纪80年代初，辽宁的
书法根基较弱、书风混乱，各种写
法、各种形式都有，在这种情况
下，辽宁书法面临如何提高和发
展的问题。我听了诸多意见后，
动了召开理论研讨会和创作研讨
会的心思。

1984 年春，辽宁省书协在铁
岭龙首山召开骨干会，当时大家
群情激奋，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会
议一直开到凌晨。我起草了一篇
文章，大意是解决横向取法和各
市书法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必须
从学传统和临帖入手。

紧接着，在抚顺，又召开了全
省书法创作会议。会上有两种意
见，一种意见是不同意临帖，理由
是临帖是起步阶段，不适合“九畹”
等骨干，“九畹”主要是创新；另一种
意见是不论新老骨干都应该临帖，
打好基础，谁也不能例外。

“学书不参透古碑，书法终不
古，为俗笔多也。”沈延毅、杨仁恺

两位临帖，“九畹”有人临颜真卿，
有人学张旭、怀素，这才是书家的
根本，他们的成功也证明了临帖
的必要性。

就这样，虽然研讨会上争吵
不停，甚至针锋相对，但1985年5
月，第一届临帖班还是在辽阳举
办，招收60多名学员。临帖班强
调只能临古代碑帖，老师只能引导
临帖。实践印证了临帖班的正确
性，很多临帖班出来的年轻人第一
次参加国展便入选。于是第二届
临帖班120多名学员，今年是第四
十届临帖班，500多名学员参加，这
标志辽宁书法不断有新人涌现。

可以说，临帖班改变了辽宁的
书风，也涌现了很多人才。后来，
中书协培训中心的培训方法也源
自我们辽宁的临帖班经验，从辽宁

推广至全国，
取得了显著
成效。

我始终
坚持开办临
帖班，即使
书协换届，
临帖班一届
没停，而且
规模越办越大，效果越来越好。

本报记者：您那时很有朝气，
正是这种朝气，才能让您和书界
同仁在沈阳推动举办了“全国第
一届书法展览”，开创了中国当代
书法史的新纪元。

聂成文：这是天时地利人和
的一件事。1979 年辽宁省书协
还没成立，我在美协工作，到北
京办事，当时中国对外展览公司

的谢德萍打算举办一次全国性
的书法篆刻展。我回沈阳后，和
辽宁美术馆馆长王冠汇报，他说
行，就在辽宁美术馆办吧，一句
话就定下来了。

在北京开过筹备会后，确定
每个省派出至少两三名代表携带
作品来沈，就这样展览的规模越
来越大。杨仁恺和我到中国文联
汇报后，得到中国文联的支持，变
成了全国性的官方展览活动。开
幕式非常热闹，全国各地的代表
有100多人参加了活动。

这次展览不仅是一个展示平
台，也是一个交流学习的机会。
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都非常有
意义，不仅推动了辽宁书法与外
界同仁的交流，对我个人的成长
和事业也有很大的帮助。

“自然而然”
“我自写我肝与肠”的变法

本报记者：您在《我自写我肝
与肠》的自述中，描述自己的学书
和创作分为三个阶段，请介绍一
下三个阶段的变化及标志。

聂成文：我自己划分第一阶
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
代初。我性喜奔放，当时杨仁恺
建议我写《圣教序》，我有些排斥，
但写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受益无
穷，尝到了临帖的甜头。

上世纪 80 年代，我参加“九
畹”展后也写了许多作品，但内容
较杂，回头看很是稚嫩。总起来说
就是艺术方向和领悟不明确，取法
混乱，作品中火气盛，缺乏含蓄。

这一阶段主要是调整学书方
向和创作方向，入帖学帖，亦碑亦
帖,碑帖融合，调整写法，克服火
气、作气、生硬气和拘谨之习锻
炼、摸索得宜的写法，是为打基础
的阶段,以沉稳平和为基调。上世
纪90年代初，书风变得流畅自然。

第 二 阶 段 是 从 1996 年 到
2014 年。这一阶段写法上调整
变化,变为开张、狂放,融入画意
和多种手法，胆子更大、更奔放、
更激烈。特别是狂草，放笔挥洒，
盘旋震荡，随心所欲，不计工拙，
满写满贯，毫无禁忌，尽皆拿来，
只求大效果、大宣泄、大奔涌、大
节奏。1998 年我写了一首草书
歌，对书写狂放草书时的情景和
心境作了具体描述，其中有句“管
尔法度为何物，我自写我肝与
肠”。开张狂放可以说是我近时
期的主打风格，是前两个阶段长
期积淀的结果，最能体现和代表
我的性情与个性。

当时书法界崇尚明清时的大
开大阖、烂漫自然，我的作品《将
进酒》参加 20 世纪中青年书法

展，取得了轰动效果。此时书风
与我个人的性情、年纪、书法追求
和紧密相关。

第三阶段，我的书风从 2014
年开始一直“收”。10 年时间一
直收到现在，边收边放，我的心结
放得更扎实、更精到、更有内涵。

本报记者：您的书法境界离下
一层还有多远？您觉得书法最高境
界会是什么样？您刚才描述的是否
可以理解为孔子那句“从心所欲不
逾矩”，自由在“法度”之内？

聂成文：书法艺术是有法度、
有规则的。这个规则就是矛盾统
一，即所谓的阴阳冲和、刚柔相
济。首先书法必须有矛盾，如顺
与逆、提与按、走与留、使与转、疾
与缓，构成了书法艺术的基本内
涵。其次是必须矛盾和谐，恰到
好处。没有矛盾便会简单平白，
毫无味道，而不和谐、不统一便会
支离浮躁，令人生厌。

今年 9 月开始，我集中力量
“放开”，使用长锋羊毫，把笔提起
来，而且写法上更开一点儿，强调把
字的开合起落连贯起来。最近两
个月，我终于感受到有新气象，相较
过去又向前走了一步，离我的理想
境界还差一点。你要问这一点多
久能到，也许要用一个月时间，也许
是一年时间，但总是有希望的。

孙过庭《书谱》中说，书法一
开始可以追求平正，但不能止步于
平正，要向前追求奇异险绝，还要把
这种奇异险绝表现得不是刻意为
之，而是自然写来的。“自然而然”，
就是收放自如，进入了自由境界。

齐白石在临终前画的画，看
似四不像，但行内人看已出神入
化。那时候他的状态基本上是半
明白半糊涂，但他的艺术家本能
让他画出了上品。同样的感受是
看沈延毅临终那年的作品，看着
玍古，非隶非碑，歪歪扭扭写得像
小孩玩耍，但仔细研究却味道十
足，那种自由境界我们很难企及。

所以你要真正达到那种境
界，“从心所欲不逾矩”，需要深厚
的功力素养、心境素养，也需要长
时间的积累，欲速则不达。最近
我写过“放怀写豪兴”“老而未老
翁”，正是我当下心境的写照。

人物简介

聂成文:1946年生，曾任
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五、六
届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
草书委员会主任，辽宁省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辽
宁省书法家协会第二、三、四
届主席。现为中国书法家协
会顾问、一级美术师。

聂成文：放怀写豪兴 老而未老翁
本报记者 刘臣君 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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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成文说：“最近两个月，我终于感受到相较过去又向前走了一步，
只是离我的理想境界还差一点。”

本报讯 记者吴丹报道 10月18日，辽
宁大剧院高雅艺术嘉年华——“芭蕾·交响”
演出季启幕，将一直持续至新年。

10月 18日、19日晚，刚刚在国家大剧院
秋季演出季震撼亮相的辽宁芭蕾舞团独家
定制版《天鹅湖》在辽宁大剧院上演，“双首
席+实力女主”的全新搭档赋予了经典作品
无限新意。让观众感到惊喜的是，来自辽宁
交响乐团的5位青年演奏家在现场进行了暖
场演奏，为《天鹅湖》注入了新的活力，极大地
提升了演出的品质和观赏性，成为演出中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据悉，在新年前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观
众会欣赏到享誉世界的辽宁芭蕾舞团以及辽
宁交响乐团奉献的芭蕾舞剧《天鹅湖》《胡桃夹
子》、交响音乐会“永恒的经典”“柴可夫斯基之
夜”等多场精彩演出。值得一提的是，芭蕾舞
剧《胡桃夹子》将由辽宁交响乐团现场伴奏演
出，让观众在享受曼妙芭蕾的同时，感受世界
经典交响乐作品的震撼魅力。

此次演出季特别邀请杨又青等中外知名
指挥家执棒。艺术家们欢聚一堂，共同演绎
经典名作，展示辽宁文艺的深厚底蕴和艺术
风采。

目前演出季各场演出已定档，惠民票价
低档仅 30 元。主办方特推出多项购票优惠
政策，如套票优惠：购买演出季内的“任意一
场芭蕾舞剧+任意一场交响音乐会”演出票，
享 7折优惠；储值卡优惠：购买价值 500元的
演出季储值卡，内含 6张 180元演出票，可选
择演出季内任意场次的演出。

辽宁大剧院
芭蕾·交响演出季启幕

放怀写豪兴，火力大集中。墨飞逾丈低，笔运超长锋。奋迸千钧
力，疾布骤雨风。银钩铁画劲，横空巨石崩。奇幻不可测，淋漓神鬼
惊。似醉却不酒，老而未老翁。 聂成文的草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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