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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核心
提示

“进前忙把
仙姑敬，金壶玉
液仔细斟。”除
夕之夜，大连京

剧院的戏曲《麻姑献寿》选
段登上央视春晚，演员俊俏
的扮相、婉转的唱腔，给全
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评剧《谢瑶环》到京
剧《麻姑献寿》，再到歌曲
《如意》，辽宁多个舞台艺
术作品成了央视春晚“硬
菜”。那么，辽宁出品能够
连续登上央视春晚的深层
原因何在？本报记者进行
了多方采访。

本报讯 记者刘海搏报道 近日，文化和
旅游部办公厅公布了 2025 年全国“四季村晚”
示范展示点名单，辽宁共 12 地入选，将分别举
办春、夏、秋、冬“村晚”示范展示活动。

其中，入选春季“村晚”示范展示点的 3 地
是，鞍山市千山区东鞍山街道对桩石村、丹东凤
城市东汤镇、铁岭开原市松山镇康屯村；入选夏
季“村晚”示范展示点的 3 地是，丹东市宽甸满
族自治县下露河朝鲜族乡三道河朝鲜族民俗
村、沈阳市沈北新区兴隆台街道单家村、抚顺市
抚顺县救兵镇马鲜村；入选秋季“村晚”示范展
示点的 3 地是，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
香磨村、盘锦市大洼区王家街道石庙子村、营口
市鲅鱼圈区红旗镇达营村；入选冬季“村晚”示
范展示点的 3 地是，大连市普兰店区大刘家街
道洼子店社区、锦州市义县城关乡西地村、朝阳
市朝阳县北四家子乡唐杖子村。

文化和旅游部要求，各地要精心策划组织
实施“四季村晚”活动，注重运用新媒体传播推
广，展现乡村新风貌，繁荣乡村文化，推进移风
易俗，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辽宁12地入选
2025年全国“四季村晚”

1996年，第一次在北京龙潭庙
会上捧起一等奖奖杯时，巴恒金还
是一名16岁的少年，那时的抚顺地
秧歌不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他也不
是该项目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如
今，30年过去了，再次拿到龙潭庙会
全国优秀民间花会展演金奖的他，
声音中仍有掩饰不住的兴奋。

30 年有多久，久到抚顺地秧
歌这支曾经流传在辽宁抚顺的民
间舞蹈，在 2006 年入选了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久到
巴恒金从参加展演的 16岁普通少
年，成长为抚顺市地秧歌民间艺术
团团长、抚顺地秧歌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30 年间，这项民间艺术不
断传承发展，演出形式推陈出新，
舞蹈编排火爆热烈又幽默滑稽，演
出服装从被面升级为珠光纱，台下
观众的面孔从单一的中老年人变
为“老中青幼”齐聚一堂……2月 5
日晚，在 K95 次列车上，巴恒金通
过电话向记者讲述了他与抚顺地
秧歌“进京赶庙会”的故事。

28人秧歌队北京连演7天

“腊月二十八从抚顺出发，除
夕当天中午抵达北京，下午就去彩
排了，大年初一上台表演。除了每
天两场正式演出，我们还在初四、
初六、初七这三天在公园‘走街’，
与游客互动，现场气氛热烈，掌声

不断。”虽然演出已经结束，巴恒金
的声音中仍透着兴奋。队伍“走
街”的队形像蛇一样蜿蜒盘旋，今
年正好是蛇年，演员们现场动作表
情活灵活现，地域特色尽显，因而
格外受欢迎。

台下互动如此热烈，正式演出
更是欢呼声不断。音乐喜庆、服装
鲜艳、表情讨喜，这些都是观众喜
爱抚顺地秧歌的原因。大年初一，

《欢腾的满乡》在北京龙潭庙会上一
亮相，台下的观众就被充满民族风
情的表演吸引，纷纷举起手机拍摄。

据介绍，抚顺市地秧歌民间艺
术团有演员 60 余人，此次共 28 人
赴京参加展演。因为现场观众热
情高涨，演员们劲头很足，都拿出
了最好的状态。“龙潭庙会每年都
邀请我们参加展演，现场观众一起
扭动，演出气氛比平日更好。”巴恒
金说，有北京的“铁粉儿”每年都专
程去庙会看他们演出，有外国游客
在欣赏完演出后到后台同他们合
影。抚顺地秧歌在庙会上受欢迎
程度可见一斑。

从少年到传承人的蜕变

巴恒金与龙潭庙会有着很深
的缘分。“我出生在秧歌世家，父亲
是打鼓的，伯父跳反串。从5岁开
始，我就跟着家人在田间地头扭秧
歌了，7岁第一次上台。1996年，16

岁的我还在上初中，放假期间跟家
人去北京参加龙潭庙会，那时候还
是普通演员，别提多兴奋了。”巴恒
金说，早在1992年，地秧歌还没被评
为非遗项目，长辈们就已经开始参
加龙潭庙会了。那时庙会以相关部
门举办比赛的形式开展，地秧歌从
1996年到2000年连续5年获得一等
奖。那时候，他们要到现场参加预
赛，现在选拔阶段只需邮寄光盘即
可。那时候是大机器拍摄，巴恒金
家里还留着当年比赛的录像带。

从2001年开始，比赛变成了展
演；2006 年，抚顺地秧歌被列入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巴恒金从一名普通的少年演员，逐
渐成长为抚顺地秧歌的国家级非
遗传承人。庙会形式变了，演员身
份变了，展示效果也有所变化。“现
在国家越来越重视非遗，政策好，
我们演出的机会多，各个方面都更
精致了。最开始我们的道具简单，
服饰简朴，2005年演出服还是被面
材质，现在的服装是珠光纱，在阳
光的照射下色彩变幻，舞台效果很
好。”巴恒金说。

大量年轻观众成地秧歌拥趸

参加了 30 年庙会展演，让巴
恒金感触最深的，就是喜爱地秧歌
的年轻观众越来越多。“很多年轻
父母带着四五岁的孩子站在台下，

小朋友骑坐在父母肩头拍手叫
好。看到这样的画面，我心里非
常感动，更认识到传承的重要性，
这也是我每年坚持来到这儿的动
力——把家乡文化带到更多地
方，带到更大的舞台。”巴恒金说，
为了让年轻人喜爱地秧歌这种传
统文化，他不停探索创新方式，编
排舞蹈，让抚顺地秧歌在保留传统
的基础上，更符合年轻人审美。

“扬、蹲、摆、颤、奔、盘、跺、跃，
地秧歌的八字口诀不能丢，我们的
节目开场、二人场都是原汁原味的
地秧歌。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观众

人群的改变，节目中也要融入新内
容，通过艺术创新将传统与现代元
素融合，营造出火爆热烈又幽默滑
稽的表演氛围。”巴恒金说。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观众看地
秧歌仅图个热闹，现在很多人会探
究其文化内涵。“很多观众知道这个
项目是国家级非遗，对抚顺地秧歌更
是格外关注。今年，北京一支秧歌队
负责人看到演出后，专程到后台找我
要联系方式，邀请我去交流秧歌技
艺。”巴恒金说，大家了解得越多，这
个项目传承保护得就越好，这是他
作为传承人最愿意看到的。

创新传承：名家赢得喝彩

在 1 月 31 日举办的央视戏曲
春晚舞台上，一段经典的评剧《谢
瑶环》选段，如同一股清新的春风，
吹进了观众的心间。“到任来秉圣
命把豪强严办，一霎时正气升春满
江南……”熟悉的旋律响起，婉转
悠扬的唱腔、韵味十足的曲调，让
现场观众沉醉其中，如痴如醉。而
带来这精彩表演的，正是中国戏剧
三度梅花奖获得者、中国剧协副主
席冯玉萍以及她的 4 位徒弟——
邵迎华、汤文萍、孙明月、田玉丽。

多年来，冯玉萍一直致力于评
剧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此次，她带
着自己的弟子们登上央视戏曲春
晚的舞台，意义非凡。邵迎华回忆
起与师傅一起排练、演出的时光，
满是幸福与感慨：“我们像小鸡雏
围在鸡妈妈身边一样，台下，看着
师傅化妆，一起天南海北聊戏聊事
业，特别开心。”师徒几人在舞台上

默契配合，用扎实的功底和真挚的
情感，将评剧《谢瑶环》中的故事生
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赢得了阵阵
掌声和喝彩。

对于此次登上春晚舞台，冯玉
萍有着更深的期许：“从教弟子们
学戏的那一天起，我就告诉她们永
远要做最好的那一个自己，唱好评
剧、做好评剧传播者。这次表演

《谢瑶环》，我们打破了以往的唱段
模式，重新设计，加入了和声，让唱
腔丰富饱满。”在她看来，春晚舞台
不仅是展示艺术才华的平台，更是
传播评剧文化的重要窗口。通过
这次演出，她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
解评剧、喜爱评剧，让这一古老的
艺术形式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

机与活力。

新锐力量：绽放青春光彩

当新春钟声敲响，阖家团圆的
时刻，在央视春晚戏曲节目《声动
梨园》中，大连京剧院95后演员杨
鹏程与另两位演员表演的京剧《麻
姑献寿》选段惊艳了全国观众。

“杨鹏程唱念俱佳、文武兼备，
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青年艺术人才。”
省戏剧家协会秘书长刘正国介绍。
此前，杨鹏程在央视总台首届青年
京剧演员大会上就有突出表现，是
辽宁省唯一闯入该赛事第三阶段的
青衣演员。谈及参加央视春晚的
感受，杨鹏程感慨万千：“真的很

累，每天化妆排练，脸都快烂了。
但一想到全国观众都在看你，能够
给这么多人带来喜悦和美好，我就
会觉得非常值得。”正是这份对艺
术的执着和对观众的责任感，让杨
鹏程在春晚的舞台上绽放出了属
于自己的青春光彩。

融入时尚:契合当下审美

在蛇年央视春晚上，舞蹈表演
历来都是观众热议的焦点。大连
歌舞剧院演员们参演的开场歌舞

《如意舞步》、歌曲《如意》、零点时
刻舞蹈、歌曲《难忘今宵》4 个节
目，赚足了全国观众的目光，这也
是大连歌舞剧院连续两年亮相央

视春晚舞台。
近年来，大连歌舞团高度重视

原创节目的生产和创作，始终坚持
本土化创作，积极扶持本土创作，
培养艺术表演人才。大连歌舞剧院
院长雷恒大说：“相比去年，在今年的
春晚上，我们参演的舞蹈作品通过创
新肢体动作，加快舞蹈节奏，融入时
尚元素，让观众在可观可感的诗意表
达中，体会舞蹈之美的同时，也更加
契合了当下年轻观众的审美。”

此外，1 月 29 日，由沈阳杂技
演艺集团创排的杂技剧《先声》片
段，参演了央视文艺中国 2025 新
春特别节目。多年来，辽宁不断出
精品、育人才、创品牌，使“辽字号”
文艺作品在全国叫响。此次辽宁
文艺工作者纷纷亮相央视春晚，不
仅展现了辽宁文艺创作的实力，也
推动提高了辽宁文艺在全国的影
响力，让辽宁舞台艺术在全国观众
面前大放光彩，为新春佳节增添了
浓厚的文化氛围。

今年春节档电影，最大的爆款无疑是动画片
《哪吒之魔童闹海》（通称《哪吒2》），随着它的快速
“爬榜”，多个预测机构一直在上调它的总票房，成
为中国影史票房冠军早在意料之中，大家更为关
心的只是这个数字最终会停留在多少。

延续了第一部的精美画面，《哪吒2》给观众
带来的视觉愉悦自不必说，但令观众掏不菲的票
价一次次走进影院（不止一位年轻朋友已经在二
刷三刷了）的动力，绝不仅仅是欣赏动画的美感。

《哪吒》爆火原因众多，从内容到制作再到市场定
位和营销，都可圈可点。但肯定有一个原因，在

“魔童”这一设定上。
“魔童”之意有双重，一重代表着哪吒在影片

中的基本身份设定——一颗祸乱人间的“魔丸”，
另一重代表着他的性格设定——天生反骨。前
者是令人放飞想象的神话，后者是令人可以共情
的现实。一个性格叛逆的小孩在成长的道路上要
历经多少磨难？又丑又凶却内心善良、敏感的小
哪吒被人喜爱、被人同情，也被人投射了百般人生
体验。我们爱哪吒，爱的是自己也有或者曾经有
过的那颗不甘和抗争的心。

从第一部《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我命由我不由
天”，到第二部《哪吒之魔童闹海》的“小爷是魔，那又
如何”，反抗的主题始终延续，甚至更加强烈。第一
部中的抗争还是在承认既有规则的前提之下进行
的，到了第二部，哪吒已经在质疑那个“天”的合法
性，神与魔、仙与妖该由谁定义，又该如何定义？

反抗一直是中国神话宇宙中一个重要主题，
无论是《封神演义》里的哪吒、《西游记》里的悟空，
还是牛郎织女、许仙与白蛇、梁山伯与祝英台，都
是在与远超过他们的力量对抗。这种力量有可能
是有形的旧制度、旧体制，也有可能是无形的成
见、偏见与腐朽观念，后者更为普遍也更难摧毁，
就像《哪吒》中申公豹所说：“人心中的成见，是一
座大山，任你怎么努力，也休想搬动。”

千余年来，这些反抗者的故事被艺术工作者
以各种形式不断敷衍。仅是动画片来看，从20世
纪90年代的经典动画片《大闹天宫》《哪吒闹海》，
再到今天的两部《哪吒》，可以说，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悟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哪吒。时代不同，创作
者投放到作品中的视角和解读方式会发生变化，
但反抗的主题依旧。今天的《哪吒》让我想起了二
十多年前的《悟空传》，悟空的那句“我要这天，再
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要这众生，都
明白我意，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与哪吒的“我
命由我不由天”“是魔又如何”何其相似！

借由打破来实现新生，是反抗的故事最令人
着迷之处。老版的哪吒以剔骨还父、割肉还母的
决绝，向父权挑战，也向旧制度挑战，留下了鲜明
的时代印迹。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接受这样“冷
血”的行为，新版《哪吒》里的李靖夫妇更像今天大
多数父母的形象，严父慈母，家庭生活充满温馨。
但即使在这样有爱的环境下，一个孩子的成长，仍
会有需要挑战的观念、需要搬走的“大山”，新一代
的年轻人同样需要借由反抗来让自己获得自由。
以叛逆者形象出现的哪吒，代表的正是不同时代
的年轻人“打破”的勇气和创造新世界的愿望。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讨论部分年轻人躺平、
啃老的行为，可看到影厅里满满的年轻人和儿童，
你就会发现，年轻人的热血一直都在。倒是希望
更多的年长者能进入影院看看《哪吒》，回忆起自
己曾经为《大闹天宫》《悟空传》激动的时光，以宽
容的眼光看待今天的年轻人，像鲁迅先生所说，

“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
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
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

为啥人人爱哪吒？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刘海搏报道 春节期间，沈
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开展了“红领巾讲解员”春
节志愿讲解活动，活动不仅提升了观众的参观
体验，展现了“红领巾讲解员”积极向上的志愿
服务精神风貌，也为红色文化传播注入新活力。

2月2日（大年初五），“红领巾讲解员”站上讲
解岗位，引领观众走过一个个展厅，追寻那段光辉
的红色记忆。他们年纪虽小，却展现出了自信大
方、认真负责的态度，深情讲述着先烈的英勇事迹
和烈士遗物背后的感人故事。他们的精彩讲解令
人动容，赢得了观众的高度赞誉。

据悉，截至 2月 3日（大年初六），沈阳抗美
援朝烈士陵园接待了来自全国 77 个城市的观
众，其中外省观众占比37.8%。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红领巾”春节上岗讲解

本报讯 记者谭硕报道 2025
年春节档电影市场火爆异常，迎来
开门红。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5
年春节档（1月28日至2月4日）电
影票房达95.1亿元，观影人次突破
1.87亿，刷新春节档票房和观影人
次纪录。我省观众也踊跃观影，欢
度新春佳节。猫眼专业版数据显
示，2025 年春节档我省票房超 2.7
亿元，观影人次超 540 万。其中，

《哪吒之魔童闹海》在我省收获了
超1.26亿元的票房，位居榜首。

春节档已成为电影市场的重
要档期。今年春节期间，我省 334
家影院 2243块银幕全面开放。记
者走访大连百丽宫影城，现场氛围
热烈。观众排队检票、购买爆米
花，并在电影海报前合影留念，观
影已成为春节欢聚的新方式。

我省多家影院负责人表示，
《哪吒之魔童闹海》《唐探1900》《射
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封神第二

部：战火西岐》《蛟龙行动》《熊出
没·重启未来》6部新片各具特色，
吸引大量观众。数据显示，《哪吒

之魔童闹海》《唐探 1900》《封神第
二部：战火西岐》位列我省春节档
票房前三。

“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
力。”“剧情精彩，笑点与感动并
存！”观众观影后纷纷表达喜爱之
情，不少观众甚至观看了多部影
片。“好电影多，时间充裕，和大家
一起观影的感觉太棒了！”一位大
连观众感慨道。

保利国际影城沈阳 K11 店总
经理卢山介绍，许多观众大年初一
早早来到影院，且多为全家观影。
为满足需求，该店9个放映厅全部
开放，延长营业时间，并开启 4 个
售卖窗口和 6 台自助取票机。统
计显示，该店初五前票房同比超去
年，观影人次增长28%。

沈阳中街光陆电影院不仅吸

引本地观众，而且迎来了许多外地
游客。“我们推出了15项便民服务，
如游客导引、免费行李寄存等。”沈阳
电影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杨菲介绍。

万达影城在我省共有 33家影
院，春节期间观众络绎不绝。据统
计，大连万达影城经开店、万达影
城辽阳店跻身全国春节档影院票
房前十。

电影热还带动了周边消费。
观影之余，观众购买饮品、聚餐、购
物。大连百丽宫影城旁的咖啡店
销量照比平日增长4倍。

从线下观影热到线上话题热，
今年春节档为电影行业注入信
心。多家影院、院线工作人员表
示，期待春节档热度延续，更多观
众走进影院，更多好电影与观众见
面。

我省春节档票房超2.7亿元

从评剧《谢瑶环》到京剧《麻姑献寿》从开场歌舞《如意舞步》到歌曲《如意》

辽宁出品为何能连续登上央视春晚
本报记者 杨 竞

“30年，我和抚顺地秧歌进京赶庙会”
本报记者 刘海搏

身边的文化故事

在央视“2025年春节戏曲晚会”上，冯玉萍和徒弟表演的评剧《谢瑶环》选段，以俊美的扮相、甜润的唱腔和
细腻的表演惊艳全场。 本文图片为受访者供图

除夕夜，在央视春晚上，大连
京剧院 95后演员杨鹏程与另两位
演员表演的京剧《麻姑献寿》选段，
给全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年初一，抚顺市地秧歌民间艺术团表演的《欢腾的满乡》在北京龙潭
庙会上一亮相，就营造出火爆热烈又幽默滑稽的表演氛围。 受访者供图

今年春节档，我省334家影院2243块银幕全面开放，观影人次超540万。
本报记者 谭 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