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2025年1月21日 星期二 编辑 张妍
文化

电话：（0431）88600592

在新时代的浩荡春风中，我省文艺事业以蓬勃之

姿，在广袤的黑土地上绽放出绚丽的花朵。日前，我省

雕塑作品《同唱》荣获第四届“中国美术奖”金奖，张朝

帅荣获第十三届中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宋旭安荣获

第八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铜奖……2024年，全省文艺事

业捷报频传，高层次奖项纷至沓来，文艺创作百花齐

放，文化供给精彩纷呈，文化惠民活动深入人心，为新

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凝聚起文艺力量。

扎根吉林大地

优秀作品百花齐放

一年来，我省广大文艺工作者以“创作优秀作品”

为中心任务，切实把“做人的工作”和“推动文艺创作”

深度贯通起来，以高品质的文艺作品和沉甸甸的文艺

成就抒写了吉林的万千气象。

荣获第四届“中国美术奖”金奖的雕塑《同唱》，是

吉林美术界时隔40年再一次斩获全国美展最高奖项。

走进作品，解放战争时期第四野战军文工团女兵群像

跃然眼前，她们的勇毅、坚定与无畏，以极具震慑心灵

的艺术张力呈现出来。谈起创作思路，作者孙妍娓娓

道来：“《同唱》追求简洁和谐的形式，用质朴而富有力

量的塑造语言，通过细腻入微的细节，构建起一幅触动

灵魂的精神画卷。雕塑艺术的魅力在于能直接冲击感

官，激发情感共鸣，在美育传播和历史文化传承上，有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获得第十三届中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的张朝帅，

在排练室度过无数日夜，对每句唱腔、每个身段都精雕

细琢，用坚持和汗水，诠释了对东北二人转艺术的执

着。在书法领域，第八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铜奖的获得

者宋旭安也有着同样的执着。“楷书以元氏墓志为基，

旁涉造像题记，参以行书笔意。隶书以汉碑精工典雅

一路为法，兼容他碑体势。笔锋刀锋，无所间隔，纵势

横势，妙善协调，自家特色具有较高的辨识度。”颁奖词

的评价，正是对他艺术造诣的高度认可。

这一年，吉林文艺全面开花。鼓乐作品《农乐长

短——庆丰乐》入围第十七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王莅翔的摄影作品《我的朋友》在第二十四届平遥国

际摄影大展中获奖；联合出品的电影《抓娃娃》《志愿

军：雄兵出击》屡获大奖；在第十四届全国美展、全国

第十三届书法篆刻展览等国内大展中，吉林作品入选

数量显著增加，成绩斐然。

不仅如此，地域特色文艺创作同样成果丰硕。文

艺工作者深入乡村，开展“百镇百歌”“村歌嘹亮”采风

创作，推出多首原创歌曲。大型原创话剧《唱唱儿》将

话剧与二人转创新融合，在大连的巡演中广受好评。

二人转《斗牛》《呼唤》等多部作品在各类展演中大放异

彩，展现了吉林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

整合文艺资源

文化供给精彩纷呈

只有文艺资源形成合力，精品佳作才能层出不

穷。我省积极对接中国文联优质文艺资源全面落地，

强化省际文联交流互鉴，推动省内资源整合，通过开展

高水平展览展演，全方位提升文化供给的质量与层次。

借中国文联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挂点联系吉

林的契机，一系列高规格文化活动落地生根。殷秀梅、

刘佩琦、李玉刚等40余位著名艺术家齐聚珲春，为当地

千余名百姓带来“东方唱响——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

务团走进吉林延边东方第一村文艺演出”，歌舞表演、

器乐合奏、情景讲述、访谈对话等形式多样的精彩节

目，舞出了延边人民的喜悦幸福，唱响了同心同德、团

结奋斗、勇毅前行的时代强音。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及20余位国内美术名

家走进珲春，开展写生采风活动。5天时间里，美术家

们的身影奔波在“一眼望三国”景区、敬信湿地、防川村

等地，创作百余幅“沾泥土、带露珠”的作品，充分展现

了我省历史底蕴、生态环境、民俗特色、民族团结和乡

村振兴等方面的独特风貌。“第一次到珲春，这里山川

壮美、风光秀丽。在这里采风，画着自己喜欢的风景，

江风吹过画布，我有了更多的灵感。”辽宁省美术家协

会副主席孙洪利如是说。

去年5月，延边工人文化艺术中心热闹非凡，全国

摄影大展、全国名家油画作品展、全国书法名家作品邀

请展同期在这里开幕。展览现场，汇聚了大批精品佳

作，吸引了众多观众前来参观。书法爱好者孟庆森说：

“这种高规格的书法展对爱好者来说简直是福音！现

场看和在网上看完全不一样，我们能近距离观摩到书

法线条运行的规律和方法，并从中领悟和学习到真正

受益的东西。”

此外，“赓续文化使命 谱写时代篇章”中国文联

2024年文艺名家宣讲、中国舞协“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主题实践、中国曲协“送欢笑到基层”专场演出等系列

活动相继开展，丰富了吉林的文化生态。

在省际交流上，吉林主动出击。“结对子共发展”河

南吉林新疆兵团书法联展，为书法爱好者带来多元艺

术视角；第七届东北三省魔术展演，让观众领略魔术的

神奇魅力；文化润疆活动将吉林文化带到新疆阿勒泰；

东北三省摄影艺术巡展、电影评论活动，促进了区域间

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省内资源整合同样成效显著。省文联与省民委、

省农业农村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科协、省残联等

多部门联合开展了“大地流彩——吉林乡村文化振兴

行动”“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寻访老兵足

迹”主题宣传活动、“文艺助残 幸福吉林”全国助残日

公益演出等活动。

同时，各类高水平展览展演接连不断，从校园戏剧

节、民间秧歌大赛，到美术、书法、摄影等专业展览，为

文艺爱好者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大餐，也为文艺工作者

搭建了广阔的展示平台。

走进基层一线

文化惠民深入人心

“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

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一年来，全

省文艺战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扎实

做好文艺志愿服务，让文化走进基层，贴近群众，服务

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去年9月，“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吉

林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惠民演出在安图圆

满落幕。短短3天时间里，省文联文艺志愿者们在走进

珲春、图们、安图等地，为1000余名边境百姓带来一场

又一场的文化盛宴。

演出现场，文艺志愿者们连接好音响设备，以天为

幕布，以地为舞台，用满腔的热情和昂扬的面貌全情投

入演出。“难忘的那一天，长白山彩云飘荡，你来到阿玛

尼洁白的村庄，就像亲人一样……”当熟悉的旋律在安

图县石门镇唱响，文艺志愿者走下舞台与现场观众亲

密互动，观众们有的跟着曲调节奏挥舞双手，有的直接

和着旋律围绕着文艺志愿者跳起舞来。一时间，歌声、

乐声、掌声、欢呼声汇聚成欢乐的海洋。“今天真的来值

了！现场氛围这么好，还有别出心裁的节目，我跟着不

由自主地跳起舞来，很开心！”观众李鑫说。尽管有着

多年的表演经验，省文联文艺志愿者庞忠海仍深深被

观众的热情打动，“作为一名文艺志愿者，我深刻地感

受到真正的艺术还要多走到老百姓身边，田间地头是

艺术的发源地，更是艺术的归处，贴近生活、歌颂生活

是每一位文艺工作者的不竭动力。”

这一年，我省大力推进文艺志愿服务，组建起金

达莱大美边疆文艺宣传队，开展强基工程——文艺助

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文艺志愿服务27场，“中华

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吉林省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主题惠民演出4次，“强基工程”——“同心

逐梦 文化兴边”吉林省文艺志愿服务边境村全覆盖

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覆盖54个边境村，惠及群众上万

人。举办音乐、舞蹈、曲艺、书法、文艺评论等多场公

益培训班，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专业素养得到有

力提升。

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我

省文艺事业正以坚定的步伐，扎根大地，服务人民，传

承创新，汇聚力量，书写着时代的文艺新篇。

为新时代吉林振兴汇聚文艺力量
——2024年我省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张丹 郭悦

冰，是大自然送给冬季最晶莹的礼物。冰是什么形状？方形的冰砖、圆形的

冰球、条形的冰柱……自然赋予它什么形状，它便是什么形状。而在冰雕设计师

商裔眼中，冰可以变成城堡、变成动物，也可以变成花朵：“冰能塑造成千万种形

态，这是人类为冬季注入的最浪漫的想象。”

随着这个冬季的到来，长春冰雪新天地里，宫殿楼宇、滑梯雕塑又一次拔地

而起。作为本次冬季园区中冰雕动漫城堡的设计者，商裔用冰雕琢出了许多人

的童年回忆。接触冰雪行业多年来，商裔很重视游客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他觉得

这也是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一次，他在雕刻一匹狼时，一个四五岁的小朋友问

他，“叔叔，你怎么知道有一只狼藏在冰里呢？”原来，小朋友以为雕刻出来的动物

是藏在冰里的，这份天真烂漫的想象，让商裔感觉到，原来这份工作可以守护住

孩子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于是，他设计出了动漫城堡，不仅要给孩子们的想象

插上翅膀，让那些成年人也能回想起自己美好的童年。

作为土生土长的吉林人，商裔对冬季的印象有小时候的打雪仗、堆雪人、冰

陀螺、雪爬犁，还有就是“猫冬”，随着近年来吉林冰雪产业的发展，“猫冬”变成了

“热冬”，“不仅本地百姓在冬天动起来了，南方的朋友们也会在冬天来到吉林。

冬季变成了旅游旺季，给年轻人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我就是‘半路出家’，加入

这个行业的。”

原本就有美术功底的商裔干起冰雕制作来如鱼得水，从创意构思、到图纸设

计，再到动手制作，每次开始创作作品，都让他觉得热情高涨。不过当回忆起自

己初入行时的故事，他坦言也发生过拉不动油锯的糗事。“所以说，做冰雕，练好

身体很有帮助，但是，如果有热爱在，身体弱些也没关系，一是可以练，二是团队

合作更加重要。”一件小型的冰雕作品尚能一人完成，两米左右的作品就需要两

至三人合作完成了，而更大的作品则需要一个团队来合力制作。

冰天雪地，呵气成霜，一群热爱冰雪的伙伴齐心协力，在蓝天雪地的环抱中，

筑起一座座冰房子，可这晶莹的冰块不比石头，建造起来总是要更难一些，因此

雕制的顺序格外重要，尤其是一些悬挑、凸起以及细长的造型，在冰这种脆滑的

材料上就会更难实现。“的确要十分小心，不过出了错我们也有补救的办法。”商

裔介绍道，“冰雕作品一般采用的是粘贴的修改方法，很多造型也是通过粘贴来

实现的。对我们来说，天气越冷越带劲儿。”

冰雕闪耀林立，望之犹如仙境，而这些“玉宇琼楼”对商裔和同事们来说，有

时也挺危险。“户外作业，衣着保暖透气、防水耐磨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穿一双

硬头鞋。”商裔说，他就曾被高处掉落的冰块砸坏鞋子，“幸好当时穿了一双军勾

鞋，保护了我的脚趾，鞋里面的钢板都被冰块砸弯了。”

“冰雪热”聚集起一批如商裔一般有才华、爱冰雪的年轻人，而这份火热却不

仅仅属于冬季。商裔告诉记者，他们除了冬季忙，其他季节也很忙，“现在很多地

方都会开设室内冰雪乐园，也会邀请我们去设计制作，等这个冬季结束，我们马

上又要投入到下个冬季的作品设计中。”冷季节，诞生了“热”产业，冰雪的魅力无

穷无尽，在这一年一年的刀削斧凿中，商裔和同事们刻画下了属于吉林冬季的美

丽画作。

刀削斧凿 冰上作画
本报记者 裴雨虹

每到冬天，“候鸟式”地飞回东北，是冰雕师石磊必须

要做的事。

石磊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长春小伙，现在定居苏州，从

事室内设计工作，做冰雕是他的爱好。每年冬天一上冻，

石磊无论多忙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扎进冰天雪地里做

冰雕。“东北孩子对冬天最直观的感受是看到雪花飘落、

河面结冰，所以到了冬天我看不到雪就觉得不是冬天。”

石磊对冰雪有着深深的眷恋，这源自他对家乡的热爱，

“每当飞机落地，鼻腔里吸入了东北的冷空气，看到洁白

的雪覆盖于黑土之上，就会给我满满的安全感和归属

感。”

在长春世界雕塑园，记者见到了正在进行冰雕创作

的石磊。隆冬时节，石磊跪坐在雪地里，小心翼翼地对着

一块冰反复打磨，冰铲每划过冰面一次，卷起细细密密的

冰碴，他怀中的冰也愈发薄透，直至冰块缩小到原来的五

分之一，一个细长灵动的“蛇信子”呼之欲出，而这已经是

石磊雕的第三块“蛇信子”。“由于冰本身会形成一定的裂

纹，加之雕琢过程中的力度和造型的要求，一个‘零件’需

要做很多次才能成功，这是很平常的事。”石磊告诉记者，

一件冰雕的产生，往往伴随着很多次的失败，需要更多的

耐心和细心，这也让他对冰雕艺术更加着迷。

石磊及其团队的作品，在冰雕群里很显眼，只见在手

指的环绕中，一条眼镜王蛇盘桓在月牙之上，蛇的头部高

高昂起，张着獠牙、吐出信子、蓄势待发，月牙上有一个小

孩子向眼镜王蛇飞奔而去，孩子的身后是一只匍匐着的

大蜘蛛。石磊说，他们正在雕的作品名叫《网》，当今人们

身处信息时代，互联网等科技信息媒介将生活编织成了

一个无形的“网”，带给人们前所未有的便利，也带来无尽

的束缚。作品通过象征手法来表现当下人们过度依赖网

络的现象，进而引发人们的反思和共鸣。“不知道你注意

到没有，手指外还有一圈又细又长的‘冰丝’，这就是我们

想表达的‘网’，月牙里还蜷缩着一个看手机的人，这个人

就是按照冰的状态，被我们放在的那个位置，锁在冰自然

形成的裂纹中狭小的空间内，以混沌的感觉表达很局促

的状态。”

冰是易碎的、容易消亡的，也是晶莹剔透的、美丽纯

净的，这种美是树脂、玻璃等其他材料难以企及的。由于

材料的特殊性，冰雕是一门基本只能做“减法”的艺术，且

需要根据冰自然的形态和裂纹，不断创新表达。“今年是

我第一年回到长春做冰雕，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特意把

父母带过来，让他们看看我的作品。”石磊说，父母从来没

有在现场看过他做的冰雕，这次父母的肯定在他的心中

泛起层层涟漪，更加坚定了他作为长春人，助力家乡文旅事业的决心和信心。

相信在下一个冬天，这个“东北候鸟”，一定会如约而至，再次回到东北，完成

一个又一个冰雕作品，为东北的冰雪文旅发展出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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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雕师石磊与其冰雕作品《网》合影。 本报记者 郭悦 摄

荣获第十三届中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的张朝帅

（右）在表演二人转《守望》。 （资料图片）

“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我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惠民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郭悦 摄

在文艺志愿服务惠民演出中，文艺志愿者与当

地村民亲密互动。 本报记者 郭悦 摄

观众们在全国摄影大展上观看巨型长卷摄影作品《吾土吾民》。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