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米韵熹）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近期，由延边大学郑律成音乐研究中

心编著、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郑律成选集》推出。该书首次

全面总结郑律成辉煌的艺术生涯与卓越贡献，不仅为音乐界提

供了深入研究郑律成优秀音乐文化遗产的宝贵资料和重要文

献，而且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

郑律成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事业的开拓者和杰出作

曲家。他的一生创作丰富，尤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最为人

所熟知，该曲展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的革命激情、战斗精

神和英雄主义。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指出，郑律成的音乐既是民

族的，也是世界的。他将西方作曲技法与东方音乐传统融合，

创作出《江上的歌声》等兼具战斗性与艺术性的声乐作品，“这

种跨文化表达，正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团结精神的绝佳体现。”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

周年之际，推出《郑律成选集》，正是以音乐之名向那段峥嵘岁

月致敬，传承和平的火种。该书分为四卷，第一卷收录了郑律

成在不同历史时期创作的独唱与齐唱作品；第二卷为合唱作

品；第三卷收录了以《望夫云》作为代表作歌剧作品；第四卷主

要收录了郑律成所撰写或与其相关的回忆性、纪念性文章，以

及对其创作特征及作品分析研究或评论的文章。目前，该书

已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的“‘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

被人民音乐出版社评选为“2024年度出版物奖”、被《音乐周

报》评选为“2024年度十大音乐图书”。

日前，“战歌嘹亮”交响音乐会、“音乐里的抗战”校园行、

数字纪念馆上线等多场以《郑律成选集》为主题的活动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郑律成选集》的出版，既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珍

贵文献，也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注入了艺术感染力。”人民

音乐出版社总编辑说。

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革命精神
作曲家郑律成作品首次全面集结

本报讯（记者郭悦）5月27日晚，吉林省宾馆内座无虚席、

掌声如潮，由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出品，太原市实验晋剧院

有限责任公司打造的新编晋剧《庄周试妻》在此精彩上演。作

为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该剧目前

正在长春、沈阳、哈尔滨、天津多地巡回演出，旨在传承和推广

晋剧艺术，促进不同地域间的文化交流。

晋剧《庄周试妻》由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

演员，斩获多项重磅戏剧大奖的谢涛领衔，汇聚了著名剧作

家徐棻，著名导演艺术家、中央戏剧学院博士生导师曹其敬

等全国众多顶尖艺术家，集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全院之

力精心打造。

演出现场，随着舞台灯光渐亮，婉转悠扬的晋剧唱腔

响彻剧场，观众们目不转睛，沉浸在跌宕起伏的剧情之

中。该剧创作灵感源于明代冯梦龙小说《三言》中的《庄子

休鼓盆成大道》，讲述了半人半仙的庄周为验证妻子田氏

是否移情别恋，借仙术化身楚王孙试探，最终似有所悟欲

还妻子自由的故事。每当演员们展现出精湛的表演技艺，

现场便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与喝彩声，叫好声此起彼伏，将

演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观众刘亚丽说：“时隔多年再

看晋剧，真让我眼前一亮。开场的音乐、舞美加上演员的

表演一下就把我带入进去。希望能有机会欣赏到越来越

多的好戏。”

在艺术创作上，该剧将寓言性、虚幻性、浪漫性与现实性

巧妙融合，深度挖掘人性，引发观众深刻思考，其思想性、创造

性与观赏性俱佳，创造了极富现代性的戏曲舞台风貌。主演

谢涛更将三大表演体系有机融合，带来精彩绝伦的演绎。在

舞美设计上，回归传统戏曲的一桌二椅和检场，简约却不失现

代感。

晋剧《庄周试妻》凭借深刻的主题、精湛的表演和独特的

艺术风格，在戏曲舞台独树一帜。此次来长春巡演，为当地观

众奉上了一场视听盛宴，让更多人领略到晋剧的独特魅力与

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新编晋剧《庄周试妻》在长春演出

从7000平方米“三无”单位蝶变为近5万

平方米的国家二级博物馆，从露天喇叭课堂

升级成现代化大讲堂……二十余载光阴流

转，长春市文庙博物馆实现华丽蝶变。每逢

节日、节点、纪念日，这里变身“文化会客厅”，

主题公益活动轮番上演，众多市民纷至沓来；

千余期“国学大讲堂”邀请专家学者，将传统

文化精髓娓娓道来；传统服饰体验、手工艺品

制作等社教研学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

化魅力，为古老文明注入鲜活生命力，续写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篇章。

国学大讲堂

让百姓共享文化之美

在长春，有这样一处文化驿站，它以最

质朴的方式，让千年智慧浸润百姓心田；用

深入浅出的讲述，搭建起传统与现代的桥

梁。这里就是长春市文庙博物馆的“国学

大讲堂”。

2005年的长春文庙，首届“国学大讲堂”

开讲时，国学大讲堂主创者之一、长春市文庙

博物馆馆长王洪源带着7名员工，支起了露

天课堂。“百姓坐在草坪上，老师站在前面讲，

一块小黑板，一只大喇叭，就开讲啦。金海峰

教授讲《论语》很生动，大伙儿听得入神，蚊子

叮一身包也不舍得走。”回忆初创时艰辛，王

洪源笑道：“‘国学大讲堂’设立的定位就是把

高深的学问用最平常、最朴实的语言讲出来，

让百姓听得懂。”

自开讲以来，国学大讲堂受到许多有识

之士的关注。在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下，长春

文庙复建了文昌阁（现改名为明伦堂）作为国

学大讲堂讲座的报告厅。在这里，每周六上

午9点半，一场场国学讲座如期举行，风雨无

阻。由省内外知名学者、高等院校的教师、长

春市孔子研究会的会员等组成的高素质讲师

团队，以深入浅出、诙谐幽默的方式，将传统

文化经典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让古老的智

慧焕发出新的光彩。

作为国学大讲堂的老朋友，市民于霞告

诉记者：“这里的老师们太厉害了！他们讲

得特别生动有趣。把那些老祖宗留下的经

典，用我们生活里的事儿一解释，一下子就

明白了。尤其是讲到古诗词和各种书籍的

时候，我感觉就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现

在大讲堂就是我的精神寄托，每次听完讲

座，心里都特别充实，也更有劲儿去面对生

活了。”

这份双向奔赴的热爱，支撑着“国学大讲

堂”走过二十余载春秋。“百姓的认可，是我们

的力量源泉。”据王洪源介绍，截至今年5月

24日，国学大讲堂已累计举办讲座1030期，

受益市民达50余万人次。在这里，白发长者

与垂髫稚子同堂，经典著作解读、儿童启蒙教

育、历史故事等多元内容交相辉映。讲师们

以精湛的讲解，让听众在传统文化的浩瀚星

河里畅游，悄然提升着整座城市的文化气质

与精神高度。

“坚持二字最重要，做一件事，要么不

做，要做就要坚守到底。”王洪源站在明伦

堂门口，望着熙攘人群感慨地说：“当初席

地而坐的‘草根课堂’，如今成了百姓心中

的文化殿堂。只要有人听，我们就会一直

讲下去。”

“我们的节日”

让传统节日文化浸润人心

当新年的第一缕晨光洒落，长春市文庙

博物馆沉浸在一片祥瑞之中。大年初一，皑

皑白雪映衬下，红毯蜿蜒、红灯摇曳，工作人

员笑意盈盈地为游客系上红围巾，声声祝福

传递着新春暖意。礼仪人员引领众人踏着

青石板，穿过棂星门、大成门，在大成殿前庄

严肃立，三鞠躬礼敬古圣先贤，齐声许下新

年愿景，传统仪式的庄重感扑面而来。而去

年端午，原创沉浸式戏剧《问月》惊艳亮相。

46首古诗吟诵贯穿全剧，依托文庙实景，月

下对饮的诗意、绣球选亲的浪漫、擂鼓出征

的豪迈依次上演。武打与歌舞交织，观众更

能参与对诗互动，仿佛穿越千年，亲身体验

古人风雅。

“现在过节，第一反应就是来长春文庙！

元旦的红鸡蛋、腊八节的腊八粥，还有小年的

灶糖、大年初一的大馒头，给了我满满的仪式

感。”市民田先生说，他经常坐在明伦堂门口

晒太阳，也会参与到活动中，看扭大秧歌扭得

热火朝天，时不时还有音乐会和舞蹈表演，热

闹又惬意。“在这儿，传统文化不再是书本上

的文字，而是能摸得着、尝得到、玩得开心的

鲜活体验，每次来都觉得时光都慢下来了，特

别治愈！”

长春文庙推出的“我们的节日”系列公益

文化活动，已经成为和长春市民的固定约会，

每逢农历小年、春节、中秋、国庆节、国际博物

馆日等节日，长春文庙都会举办公益文化活

动。“我们根据每个节日的特色，以丰富多元

的形式呈现传统文化魅力，既有展览展示、民

俗课堂等经典内容，也有沉浸式演出、歌舞展

演等创新形式，更引入AR体验，让游客能亲

身感受传统习俗，与文化深度互动。”据王洪

源介绍，这些活动不仅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丰富内涵，也通过新颖表达拉近了大

众与博物馆的距离，在传承与创新中凝聚起

深厚的文化力量。

公益社教活动

让优秀文化教育落地生根

近年来，长春市文庙博物馆化身传统文

化的“摆渡人”，以多元社教活动为舟楫，搭载

着千年文明驶向大众心间。从社教研学、线

上科普课堂，到承载人生仪式感的成人礼、启

蒙礼；从“把传统文化带回家”“古建千载文明

传”精品研学课程，到“红领巾宣讲员”实践活

动与“小小讲解员”培训计划，再到深度参与

“十进”“艺游长春”等文化惠民行动，一场场

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让传统文化走出典籍、

贴近生活。

随着长白山“新三宝”——人参、矿泉、

松花砚的持续出圈，长春市文庙博物馆还

开展了相应的主题研学社教活动。活动现

场，空气中飘着淡淡的药香，工作人员一边

讲述长白山采参习俗与人参的传奇故事，

一边展示人参的药用价值，参与者听得入

神，随后亲手将人参、艾草等药材填充进香

包，细细缝合间，仿佛握住了“百草之王”的

千年底蕴。而松花砚拓片制作区更是热闹

非凡，在老师手把手指导下，参与者们小心

翼翼地将宣纸铺在松花砚上，轻刷墨汁、慢

慢揭取，当带着独特纹理的拓片成型时，赞

叹声此起彼伏。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劳动节，长春市文庙

博物馆的石磨豆浆劳动主题社教研学吸引了

广大游客踊跃参与。活动中，20组家庭深入

了解豆浆的起源与发展历程，并亲手操作石

磨制作长白山矿泉豆浆，在豆香四溢中感受

传统工艺的魅力。“这次活动太有意思了！亲

手转动石磨制作豆浆的过程，让我深刻感受

到古人的智慧和劳动的魅力。看着一粒粒豆

子慢慢变成香浓的豆浆，满满的成就感，这种

体验太珍贵了，感觉自己和传统文化的距离

一下子拉近了。”市民袁先生说。

“传统文化要‘活’起来、传下去，就得让

人能触摸、可参与。”馆长王洪源的话语道出

了文庙博物馆的初心。在这里，孩童指尖触

碰的是松花砚的温润，老者耳畔聆听的是国

学讲堂的深邃，节日里万家共享的是文化仪

式的温暖。让古老文明化作城市跳动的精神

脉搏，在时代浪潮中焕发蓬勃生机，长春市文

庙博物馆正以“文化会客厅”的姿态，续写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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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四合，永吉县文化馆里却灯

火通明、热闹非凡——每周五晚6点，

一场专属永吉人的“光影之约”准时上

演。

曾经“看电影靠碰运气”的露天放

映已成过去，如今这里的电影公益放

映变身集视听享受、文化互动于一体

的沉浸式体验，成为县域公共文化服

务的“新招牌”。

从“看得到”到“看得好”

观影体验大升级

过去，露天电影常被天气、场地、

蚊虫等问题“拖后腿”，群众观影难免

“磕磕绊绊”。

如今永吉县“对症下药”：把放映

场搬进文化馆演播大厅，固定每周五

晚6点“准点开场”，让街坊邻居从此

有了“每周盼头”。

更贴心的是开启“群众点单”模

式——通过社区工作群、文化馆公

众号征集想看的影片，《万里归途》

《你好，李焕英》等50多部主旋律大

片和热门商业片“按需上映”，彻底

实现从“站着凑合看”到“坐着舒适

看”的跨越，把文化服务真正送到百

姓心坎里。

当电影遇见文明实践

小银幕成了“大课堂”

在永吉，电影公益放映不只是“放

片子”，更成了文明传播的“传送带”。

每场电影开场前，5分钟的“文明小课堂”准时上线：移

风易俗宣传片、微宣讲等“轻量级”内容，让文明新风潜移默

化入人心；放映现场同步“解锁”多元体验——书画展、非遗

技艺秀、文艺培训、电影知识问答轮番登场，观众既能沉浸

剧情，又能逛展、互动、长知识，真正实现“看一场电影，享多

重文化大餐”。

打造“周五观影IP”

激活县域文化圈

“周五来永吉，免费观影零距离”正成为本地人的文化共

识。通过“爱永吉”App、短视频平台提前剧透影片亮点、幕后

故事，每场放映都成了“社交话题”。

数据显示，今年3月至今，永吉县已举办9场主题放映，场

均吸引超200人参与，最高单场达300人，上座率稳定在80%，

累计惠及群众超2000人次。

这一IP不仅带火了文化馆，更辐射带动了县博物馆、

图书馆等周边文体场所，形成了“以影聚人、以文化人”的

良性生态。

未来可期

更多“电影+”场景即将解锁

永吉县的“电影文章”还在续写：接下来将探索“电影+乡

村振兴”“电影+节庆活动”“电影+研学教育”等融合模式，带来

更多沉浸式、互动式体验。

同时，好经验也将向全县乡镇推广，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站）、文化站等阵地，让优质文化服务覆盖更多角落。

这个周五，不妨走进永吉县文化馆，在光影交织中感受

“家门口的文化盛宴”——电影公益放映的正确打开方式，原

来可以这么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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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剧《庄周试妻》剧照 （资料图片）

①游客走过泮桥，在长春市文庙博物馆参

加公益文化活动。

②游客在长春市文庙博物馆参加社教活

动。

③2006年，“国学大讲堂”的露天课堂。

（资料图片）

（本栏图片除资料图片外均为本报记者郭

悦摄）③③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