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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本报讯 记者郭星报道 “抚顺
孝良艺术馆自开馆以来，多次承办国
家级、省级摄影展来抚顺巡展，免费
接待学生、工人、军人、摄影会员等参
观者5000余人次，为百姓欣赏艺术展
览打开了一扇窗。”12月5日，孝良艺
术馆创办人刘孝良对记者说。

近年来，我省新文艺组织和新文
艺群体得到快速发展。它们在丰富
群众文化生活、推动文艺事业繁荣、
壮大文化产业规模等方面发挥着积
极作用。抚顺孝良艺术馆是新文艺
组织的代表之一。

何 谓 新 文 艺 组 织 、新 文 艺 群
体？据省文联负责人介绍，新文艺
组织主要是指在民政、工商部门登
记注册的，由民营资本主导或民间
人士自发组织的，从事文艺创作生

产和服务的营利或非营利性文艺文
化机构；新文艺群体主要是指没有
在民政、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由民
营资本主导或民间人士自发组织的
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各类民间文化艺
术群体。也有专家以新文艺组织、
新文艺群体、新文化艺术园区和新
文艺个体从业者（简称文艺“四新”）
来界定当下我国文学艺术发展的新
情况、新形态。

为摸清我省新文艺群体的发展
状况，2017年10月和今年以来，省文
联进行多次调研，掌握了全省新文艺
组织和新文艺群体底数，并绘制了辽
宁省2018年新文艺组织、新文艺群体
分布图谱。

截至目前，全省新文艺组织、新
文艺群体数量共计3332个。其中，新

文艺组织 1503 个、新文艺群体 967
个、新文化艺术园区22个、新文艺个
体从业者 840 个。沈阳市盛京满绣
坊、鞍山市兰开美术馆、抚顺市孝良
艺术馆、锦州市锦绣阳光艺展中心、
营口市泰顺祥曲艺茶楼、朝阳市龙翔
书院、锦州市中国结创研基地等都是
新文艺组织中突出和典型的代表。

作为满绣第四代传人，沈阳市
“盛京满绣坊”的创办人杨晓桐将传
统工艺与时代元素相结合，兼收并蓄
其他技法，在刺绣表现手法、制作工
艺等方面不断出新，已经研发了七大
类盛京满绣衍生品。

“在我计划建设艺术馆时，得到
了抚顺市文联的全程扶持帮助。”刘
孝良表示，“我将继续引领新文艺群
体，发挥艺术场馆服务大众的功能。”

总体上看，我省新文艺组织、新文
艺群体分布于全省各市，涉及艺术门
类齐全。它们存在较强的市场意识和
创新精神，发展中也面临一些问题需
要不断解决。

为引导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
体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
量，省文联启动了对新文艺群体的加
强联络、培训教育、项目创作、吸纳入
会、职称评定、党建工作等十个方面
的工作，其中包括很多实际的帮扶举
措。如，在省、市文联和各协会主办
的评奖推优评比活动中，适当增加新
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的申报参评
比例；明年举办针对新文艺组织和新
文艺群体的专题培训班；广泛吸收新
文艺群体加入文艺家协会等，都将促
进我省文艺“四新”的健康发展。

我省文艺“四新”家底摸清：3332个
评奖推优将增加新文艺群体比例

今年沈阳国际青年影像节学术
论坛的主题是青春叙事，主办方让
我在论坛上发言。准备时，我随手
把我喜欢的青春片列出，国内的影
片有《青春祭》《阳光灿烂的日子》
等，国外的影片有《情书》《西西里
的美丽传说》《天才枪手》《比利·林
恩的中场战事》，这只是乍一想能
想起的，我喜欢的青春片比这多得
多。我惊奇地发现，我认为那些值
得反复看的电影中，青春片占有多
数。这个发现倒让我有几分心安，
一个六十几岁的人参与讨论青春
叙事，我真有些犹豫。成长是人一
生的事。如果说青春叙事主要是
叙述成长，那么，不同年龄的人都
会对成长叙事产生共鸣。青春片
不只属于青年人，它属于所有人，
因为在欣赏青春叙事中，人们在经
历成长。

我列出这些影片后，仔细琢磨
每部影片中的门道，寻找它们耐看
的理由。这些影片都触及到了年轻
的内核，所以我才喜欢它们。

我们每个经历过年轻或者正在
经历年轻的人，可能都知道年轻的
内核是什么，可是又难以把它表达
清楚和全面。有次活动坐在评论家
刘恩波旁边，他是一个永葆青春的
人，我一直尊敬他。我在笔记本上
写下“年轻的内核是什么？”然后递
给他。他想也没想，提笔写下“对生
命饱满的爱”。乍一看，我觉得他的
答案太圆满了，可冷静一想，这只是
他的答案，是一个中年人的答案，而
且饱含对青春的眷恋。假如我把同
样的问题向当下的年轻人提出，答
案肯定是另外的，也会五花八门。
每一个青春生命的年轻内核都是独
一无二的，不可复制。许多人在讨

论青春叙事时愿意引用作家莫里亚
克的话：你以为青春是好的吗？青
春如同化冻中的沼泽。玩味一下

“化冻中的沼泽”，想象一下置身于
“化冻中的沼泽”的感受，就会意识
到年轻内核的混沌和复杂。在年轻
的生命里，叛逆、自由和独立杂糅，
理想、浪漫和欲望交织，从而生成奔
放自在、天马行空、恣行无忌的生命
活力。叙述青春的作品，只要它表
达了年轻的生命诉求，它就能够
吸引不同年龄的人，就有了永恒
的可能。

就电影来说，青春片作为类型
电影，流行的元素很多，演员的偶像
因素、影片建构出的青春范儿、电影
语言形态等，都直接影响着影片的
传播。但是，作为青春叙事的电影，
年轻内核是最根本的流行元素。有
研究者指出，青春剧从新世纪之初
的《士兵突击》《奋斗》，到现在的《甄
嬛传》《如懿传》《延禧攻略》，其文化
想象由阳光下的励志和奋斗变成了
黑夜中的“腹黑”和权斗，“宫斗”成
为当下一些年轻人想象历史和言说
现实处境的重要方式。有一种说
法认为，今天的青春片几乎成了烂
片的代名词。姑且不说这些判断
准确与否，有个现象确实值得注
意，那就是在今天的青春叙事中，
青春被悬置，青春剧和青春电影中
少了年轻的内核。

正因为这样，我作为一个观众，
才渴望看到那些书写真实存在过的
青春自身的作品。我强调“真实存
在过的”，是在说明青春叙事中对生
命的想象要落在实处，作品中得有
特定的环境，得有切肤的感觉，得有
人物的内心疼痛和炽烈愿望，一句
话，得有生命质感。

书写真实存在过的青春自身
洪兆惠

本报讯 记者郭星报道 近
日，辽宁大学“传承红色基因·弘
扬国学经典”第三届国学节在蒲
河校区新大学生活动中心开幕。
本届国学节由“明德讲堂”报告
会、青春学子国学荟、“国风古韵”

赏析周、“国学经典”诵读会、“礼
敬中华”悦享汇等主题活动组成。

自2016年开始，辽宁大学已举
办三届国学节，旨在倡导辽大学子
读经典，诵国学，为青年学生的美好
人生打下鲜明的中国底色。

辽宁大学举办第三届国学节

本报讯 记者郭星报道 近
日，由辽宁歌舞团打造的大型舞
蹈诗《月颂》在辽宁大剧院连演三
场，受到观众好评。很多观众表
示，《月颂》以优美的诗文、曼妙的
舞蹈、精巧的杂技，展开一幅画面
唯美、情感浓郁、意境深远的画
卷，特别是在舞蹈、服装设计上令
人眼前一亮，印象深刻。

据 介 绍 ，《月 颂》是 辽 宁 歌
舞 团 原 创 舞 蹈 诗 ，主 创 人 员 阵
容 强 大 ，由 著 名 编 剧 黄 伟 英 编

剧，著名作曲家郑冰作曲，总导
演由辽宁歌舞团副团长马玉丽
担任。

《月颂》以“颂月”为主题，融
合 舞 蹈 、器 乐 、声 乐 、杂 技 等 艺
术 形 式 ，展 现“ 月 ”的 不 同 形
象。该剧依托现代化的舞台技
术 ，对 中 国 古 典“ 月 文 化 ”所 蕴
含的画、境、情、意、韵、美，进行
当代艺术思考后的全新诠释，表
达了中国人千百年来最朴素、最
真挚的情感。

《月颂》连演三场受好评

本报讯 记者高爽报道 今年
是沈阳音乐学院建校80周年，众多
知名校友会聚校内，与在校师生共
庆母校八十华诞。近日，沈阳音乐
学院音乐教育学院民族声乐讲师、
艺术硕士、辽宁省音乐家协会会员
李雯靓，在校内音乐厅举办了一场
名为《歌声嘹靓》的独唱音乐会，感

恩母校栽培之情。
当晚，李雯靓优雅绚丽的舞台

形象、悠扬婉转的歌声以及娴熟的
演唱技法引来在场观众阵阵喝彩。
气势磅礴的《昭君》、婉转悠扬的《越
人歌》等多首演唱风格迥异的歌曲，
把观众带入音乐的世界，感受艺术
的无尽魅力。

李雯靓独唱音乐会举行

40 年辉煌岁月，化为动人的音
符和旋律。将近两个小时的音乐会
包括“春潮澎湃”“燃情岁月”“长子情
怀”“时代放歌”四个乐章，由十余首
精挑细选的管弦乐作品、声乐作品和
交响诗组成。《在希望的田野上》《在
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春天的故事》

《我们走在大路上》《旗帜》等经典歌
曲，《绒花》《人民万岁》《激情燃烧的
岁月》《追寻》等电影音乐以及中国四
大名著电视剧主题曲，都是人们耳熟
能详的音乐作品，经过全新改编之
后，旋律更加丰富，既带给观众耳目
一新的视听感受，又唤起了观众最深
切的情感记忆。

第三乐章“长子情怀”，由两首原
创作品组成。沈阳音乐学院教授、作
曲家刘聪创作的管弦乐作品《长子情
思》，取材于东北民间音乐元素，时而
深沉凝重，时而激昂豪迈，配合背景屏
幕上钢花、铁水、矿山、机车这些最具
辽宁特征的工业符号，既凸显了辽宁
往日的辉煌，又以一种昂扬的姿态催
人奋进。花腔女高音与乐队配合的
曲目《阳光·大海》，让人联想到阳光

照耀下的海面，波澜壮阔，风光无限，
一幅今日辽宁和谐美丽的画卷。

田剑峰介绍，这两首作品都是为
本场音乐会专门创作的。改革开放
40年间，辽宁有过辉煌，也遭遇到困
难，所有这一切都是辽宁人共同经历
的。40 年，风雨兼程，砥砺奋进，我
们见证了中国的崛起，也感受到了辽
宁的巨变，希望能够通过音乐反映这
个历程，更表现出辽宁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敢闯敢干、锲而不舍的意
志，激励辽宁人民在新时代辽宁精神
的鼓舞下再创佳绩。

音乐会的最后一首曲目是电影
《建国大业》的主题歌曲《追寻》。“抚平
冉冉逝去的光阴，又见过去岁月如歌
的年轮。一页页一篇篇刻骨铭心的画
面，我心驰神往，不懈地追寻心中抹不
去的那一片云彩，属于我们的那份无
悔和忠贞。我苦苦追寻，那人世间的
大爱无疆，大道无垠……”一曲终了，
余音未绝。田剑峰说，以《追寻》作结
寓意深远，象征着我们在辽宁振兴发
展之路上的无限追寻，也表达出我们
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无限追寻。

用音乐激励辽宁人民再创辉煌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交响音乐会在沈演出

用音符唤起40年的岁月记忆
本报记者 高 爽

12月5日
晚，由辽宁歌
剧院（辽宁交
响乐团）重磅

打造的“长子情怀——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交响音乐会”在辽宁大
剧院精彩上演。

音乐会以交响诗
《我的祖国》开场，一幅幅
代表着中国改革开放40
年沧桑巨变的画面在
LED背景屏幕上依次展
开，乐曲恢宏激昂，画面
壮阔豪迈，把观众带入了
浓浓的历史情思之中。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
步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
由之路。”40年，弹指一挥间，改革开
放成为中国发展最显著的特征，是
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与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40
年，一段如歌的岁月，无数个难忘的
记忆深刻地存留在每一个人的心
中。40年，一段光辉的历程，中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成果惠
及千家万户。

辽宁歌剧院院长田剑峰表示，
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与共和
国共同成长，一起走过峥嵘的岁月、
繁荣的时光，见证了共和国的发展
与强大。改革开放惠及方方面面，
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作为文
化单位，在改革开放的岁月中发展
变化，不断提高，不断前进。“推动文
艺繁荣发展是文艺工作者不可推卸
的责任，这正是我们打造这场交响
音乐会的初衷，希望以音乐人特有
的方式，向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艺
术地展现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辉
煌成就，讴歌伟大祖国 40 年来的沧

桑巨变。”他说。
音乐会的阵容堪称“豪华”。指

挥由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艺术
指导、常任指挥刘凤德担任。他是
当今国内外乐坛最活跃和最受欢
迎的指挥家之一，曾多次应邀赴德
国、法国、俄罗斯、匈牙利及中国
香港、澳门等地巡回演出，先后与
美国林肯交响乐团、欧洲音乐节
青年交响乐团及中国交响乐团、
中央歌剧院、北京交响乐团、深圳
交响乐团等合作演出了大量不同
时代、不同领域的音乐作品，曾任
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指挥并演绎了
三代、四代、五代大型民族歌剧《江
姐》的超百场演出，还曾指挥著名
歌剧《茶花女》、海顿清唱剧《创世
纪》、大型民族歌剧《原野》《天鹅》
及《黄河大合唱》《长征组歌》等经
典作品。钢琴独奏由沈阳音乐学
院教授、钢琴家冯子祥担任。他师
从于张芳、亚历山大·布加耶夫斯
基等名师，曾在 1999 年第四届乌
克兰“二十一世纪艺术家”国际钢
琴比赛中荣获第一名。

用音乐的形式礼赞改革开放

核心
提示

“长子情怀——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交响音乐会”演出现场。 邱陆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