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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
瘦》热播，比电视剧还热的是由它产
生的话题。

相关文章的标题就充满着网
文特有的煽动气息。先是台词的
硬伤“气死了”中学老师：大量古装
剧常犯的谦词敬词错误，还有更离
谱的“手上的掌上明珠”“听过一些
耳闻”“恃宠不娇”。接着就是最近
这一拨的“气活了”李清照：剧中的
主题曲所用歌词是宋代词人李清
照的词《如梦令》，可一条朋友圈的
评论认为，这是现代人的仿古风歌
曲，作者“为赋新词强说愁”“辞藻
堆砌、不知所云”。“千古第一才女
惨遭妄议”，让看热闹的网友开心
极了。

在网络上，这类段子太多了：某
女歌星认为岳飞的《满江红》写得真
不错，想请他来给自己写歌词；某女
明星在微博上发张爱玲小说的读后
感，却张冠李戴……用这些离谱的
错误去笑话明星没文化，总能引来
点击率，真有其事还是话题炒作，让
人分不清，当个笑谈算了。

但这次的“不识李清照”，却
让我联想到了一些别的东西。看
这位评价者的口气，应该是个年
轻人。可今天的中国，已经普及
九年制义务教育、1.7 亿人拥有中
专以上学历，如果还有年轻人不
知道李清照的《如梦令》，或者根
本不知道李清照其人，多少有些
说不过去。但这还只是文化知识
的缺失，“为赋新词强说愁”“辞藻
堆砌”这些评论，反映的则是文学
修养和鉴赏力的问题。《如梦令》
是公认的宋词名篇，对它进行批
评就显得“没文化”，可如果我是
对一个不太知名的作家作品进行

批评，网友还敢这么理直气壮地
嘲笑吗？

想起了我遇到的一件事，木心
先生的同名诗作被谱成了歌曲《从
前慢》，我很喜欢，发到朋友圈里，却
遭到了一个朋友的嘲笑，“‘从前的
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这大
白话说的，有啥好的？”我当然不能
说你连木心都不知道可真“没文
化”，可让我说出到底这“钥匙精美”
在何处，还真是挺难的。

文学鉴赏就是这样一件复杂
的事。如果肚子里没积攒一些唐
诗宋词，不理解中国文化特有的
含蓄蕴藉，如果没看过李清照的
生平经历，不了解古人的生活状
态和精神困境，《如梦令》不过是
文字很美罢了，说上一句“不知所
云”恐怕也没大错。再比如《从前
慢》，我被“钥匙和锁”的意象触
动，还有一位朋友则因为一句“清
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
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想起了小
时候外出求学的经历，感动得不
行。所以，我们才常常说，被简单
的文字打动是这世间最高级和最
奢侈的精神享受，没有文学的积
累和人生的阅历做不到，甚至有
时候我会觉得，拥有被感动的瞬
间需要一些机缘和运气，时间、地
点、环境都得对了才行。

前几天遇到一位搞文学理论的
朋友，她说：文学作品见仁见智，但搞
评论又不能没有态度，现在评价一部
新作品，我一般不会说好或不好，只
是说我喜欢或者不喜欢。这话听起
来有些狡猾，可那位不识李清照的仁
兄如果用了这个办法，也许就不会被
骂了吧？不识李清照，不太应该，不
喜欢李清照，当不算错。

“不识李清照”错在哪儿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郭星报道 1 月
24 日，第十五届“到沈阳故宫过大
年”活动启动。

据介绍，沈阳故宫策划推出的
两个专题展览“吉语迎春 清宫文
物特展”和“偶句同春 馆藏近现代
名家对联展”已经开展；新春文创市
集、“岁纪更新——沈阳故宫春节系
列体验活动”“我在沈阳故宫过大
年”游客现场互动活动将在大年初

一下午启动。其中，“岁纪更新——
沈阳故宫春节系列体验活动”将为
小朋友介绍清宫明窗开笔习俗，游
客可现场进行手工福字描绘、制作

“小福猪”黏土手工艺品等。另外，
大年初二到初六、正月十五的每天
10 时和 11 时，沈阳故宫将组织清
文化主题演出“皇宫过大年”，重
现当年盛京皇宫中过春节的喜庆
场面。

“到沈阳故宫过大年”启动

本报讯 记者郭星报道 1 月
24 日，记者从辽宁电子出版社获
悉，该出版社的两部原创微电影作
品在中国旅游电视周获奖。

中国旅游电视周是经中国文联
批准，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组织举
办的一项非营利性文化活动。本届旅
游电视周共征集到全国范围内旅游电
视节目作品485部。经过评选，辽宁
电子出版社两部原创作品《希望的种

子》和《孝爱无疆》入选好作品奖。
《孝爱无疆》讲述一个南非籍留

学生与女教师刘雨烟因孝道和爱走
到一起的故事。《希望的种子》由孙
新发编剧，梁强执导，钱总由姜涛饰
演，小刘由姜普饰演，小女孩由张嘉
益饰演。姜普说，作为一名在校大
学生，通过此次微电影的拍摄，收获
了成长，让自己对微电影拍摄有了
更多了解和认识。

我省两部原创微电影获奖

本次“文化进万家”活动具有主
题突出、覆盖面广等特点，从城市剧
场到乡村舞台，“文化进万家”覆盖全
省基层民众。活动呼应百姓期盼，以
服务基层群众为着力点，将更好更多
的精神文化食粮送到广大百姓中间。

本次“文化进万家”活动紧紧围
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以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的主题，讴歌新时代新征程，展
现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激发辽宁全
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豪情，唱响爱

党爱国的新时代主旋律。结合乡村
振兴战略和打赢脱贫攻坚战，充分激
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
内在动力，积极提供基层群众所需、
所盼、所缺的文化产品，组织基层群
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活动，实现

精准服务、精准惠民。
同时，“文化进万家”形式灵活多

样，注重实际成效。结合地区和部门
实际情况，省文化部门组织不同形式
的文艺小分队、文化工作队，发挥文
艺轻骑兵的作用。

文化活动灵活多样覆盖面广

本报讯 记者郭星报道 1 月
24日，记者从沈阳市少年儿童图书
馆获悉，沈阳市少儿图书馆近期将
开展40余场文化活动，伴孩子们度
过一个充实的寒假。

寒假期间，沈阳市少儿图书馆
围绕“科技与传统”的主题，精心策
划了非遗文化、经典阅读、创客体
验、数字阅读、展览讲座五大系列
40 余场精彩文化活动。其中，“童
享非遗坊”让小读者体验关氏皮影、

李氏糖人、郝派传统戏法等七场非
遗展示与体验活动；“贝贝故事乐
园”特别安排“年味”主题的绘本讲
读活动，带孩子开展《灶王爷》《过大
年》等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绘本讲
读。另外，从1月开始，该馆每月都
会举办两场机器人创客教育课，激
发孩子动手创造的兴趣。活动详情
在沈阳市少儿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上
公布，读者可用读者证号登录报名
参与，所有活动均免费。

40余场文化活动伴孩子过寒假

让更多基层群众享受文化成果

我省600余项文化活动进万家
本报记者 王臻青

连日来，辽宁歌剧院文化志愿
者文艺演出团前往沈阳、大连为基
层群众演出。在北部战区驻军某
部，2000 余名官兵观看了辽宁歌剧
院文化志愿者精心准备的文艺演
出。寒冬里，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
表演了歌舞《我们新时代》《欢庆》、

歌曲《共圆中国梦》《我的太阳》等
高品质的文艺节目，赢得了官兵们
的热烈好评。1 月 25 日，辽宁歌剧
院文化志愿者文艺演出团继续深入
基层演出。

这是我省开展的“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活动之一。从

2018 年 12 月开始，“文化进万家”活
动在全省各地陆续展开，省文联各协
会、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
务中心）等单位及各市文化工作者为
基层群众带去了风格多样的话剧、歌
舞、曲艺节目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示展演等，深受基层群众欢迎。

带队参加“文化进万家”演出活
动的辽宁歌剧院院长田剑峰表示：

“通过‘文化进万家’活动，我们深切
地感受到文化工作者肩上的责任。
今后我们还将继续送文化下基层，让
更多基层群众享受到我们文艺创作
的成果。”

此次“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活动是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
文化和旅游厅、省广播电视局、省文联、
辽宁广播电视集团、省文化演艺集团

（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组织开展的形
式多样的新春文化惠民活动。元旦、春
节期间，我省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全省
各地，扎根生活沃土，服务人民群众，为
基层群众献上一系列高品质的文艺演
出、展览、讲座等文化服务。

据介绍，省直及各市文化单位将陆
续开展各类演出、送春联、文化展览展示
及文化辅导、讲座等651项文化服务活
动。这些活动形式多样、内容充实、内涵
丰富，约有万余名文艺工作者赴军营、进
社区、下村屯、入校园，为近千万农村和
基层群众送去新春祝福，营造欢乐祥和、
喜庆热烈的浓厚节日氛围，凝聚团结进
取、奋发图强的强大精神力量。

万余名文艺工作者
进社区下村屯

今年“文化进万家”活动主要分
为四大类别：一是省文化部门组织
文艺小分队、文化工作队，赴县级及
县以下村镇社区以及学校军营、工
矿企业等演出文艺节目、放映电影、
赠送图书报刊，开展培训、讲座、辅
导等。二是开展系列惠民、为民、乐
民的文化服务项目。充分利用各级
各类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工人
文化宫、青少年宫、科技馆、美术馆、
农家书屋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以

及新华书店等文化单位，通过流动
服务、联网服务等各种方式举办展
览，开办文化普及、阅读活动等。三
是组织开展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
组织基层文艺院团、农村电影放映
队、非遗传承人等开展文化活动、项
目展示，组织开展地方戏曲演唱演
奏、舞蹈曲艺、民间技艺、民俗艺术、
游艺联欢和书法、美术、摄影创作等
自娱自乐的文化艺术活动。四是创
作适合城乡基层需求的特色文化产

品。各级各类广播电视台和网站推
出小品、相声、影视剧、综艺节目、联
欢会、网络视频等节日文艺节目，推
出有正能量、有感染力、好听好看的
优秀作品。

今年“文化进万家”活动的演出
剧目有：话剧《最后的卡伦》、舞蹈诗

《月颂》、“芭蕾精品晚会”、杂技剧《不
来梅的四个音乐家》、儿童杂技剧《小
红帽》《白雪公主》《绿野仙踪》《木偶
奇遇记》，以及“交响音乐会”“铜管五

重奏音乐会”、戏曲专场演出等。“赏
民俗、过大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展演内容包括剪纸、面塑、糖人、皮影
等民俗展示，以及辽宁鼓乐、满族地
秧歌、民间戏法表演等活动。此外还
有“我们的中国梦”主题贺新春有奖
猜灯谜活动、“我们的中国梦”主题贺
新春剪纸作品展示、满族刺绣作品展
览等。同时，开展宣传弘扬新时代辽
宁精神系列文化活动，包括经典诵
读、少儿阅读推广活动。

四大类别文化活动进万家

本报讯 记者郭星报道 1 月
22 日，由沈阳书画院主办、沈阳美
术馆承办的“美丽中国行 桂林山
水甲天下——沈阳书画院写生创作
作品展”在沈阳美术馆开展。此次
展出画家于晨、王哲年、穆瑞彪、王
占魁等写生创作的油画、中国画和
速写作品近百幅。

去年 10 月,沈阳书画院组织画

家去桂林进行写生活动，画家不仅
体会到当地的风土人情，更了解到
桂林所具有的悠久历史、抗战精神
等文化底蕴。

沈阳书画院多年来一直倡导
写生的重要性，并将之作为传统继
承发扬，十多年来写生作品以千幅
计，举办展览数十场，观者达数万
人次。

沈阳书画院写生创作展举行核心
提示

1月20日，正值大寒，辽宁省图书馆多功能厅早早
就坐满了读者，吸引他们来的是“辽图讲坛”——萧放
所讲的《二十四节气与民俗》。

萧放从大寒讲起，重点介绍了二十四节气时间体
系的起源与定型、节气时令信仰与仪式民俗等，并就如何传承二
十四节气这一世界文化遗产分享了自己的见解。

大寒要藏冰供消暑之用

萧放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2016
年，二十四节气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他是申报文件的撰写人之一，也
是现场的见证者。

萧放从大寒讲起。他说，二十四节
气中的每一个节气都有其物候特征以
及相应的民俗与文化，大寒也不例外。
从天气来看，民谚“大寒到顶点，日后天
渐暖”，就是说天气已冷到极点，开始转
暖。明代大寒前后，皇宫会组织人藏
冰，人们将已冻得非常厚实的冰面切割
成一米见方的冰块，用溜槽将冰块提到
岸边运至冰窖中，然后封固，以备夏天
到来时降温之用。到了清代，藏冰的传
统依然被延续下来。北京的冰窖口胡
同就是当时的藏冰地之一。

藏冰的习俗江南同样有。据记
载，姑苏葑门外曾有座大冰库，按二
十四节气设24座冰窖用来藏冰。

大寒临近年节，民间流传有“小
寒大寒，就要过年；杀猪宰羊，皆大喜
欢”的谚语。这个时候，人们一般会
避免出门和剧烈运动，做一些除旧饰

新、扫尘洁物的事情，准备过新年。

清代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

“二十四节气中的节俗是随着历
史发展而变迁、演变的。”萧放举例
说，“我们过冬至要吃饺子，过年也要
吃饺子，在历史上，冬至的重要性一
度超过新年。”

据史料记载，在汉代时，古人就
开始庆贺冬至。六朝时代，人们称冬
至为“亚岁”，媳妇要给公婆进献鞋
袜，给长辈祈寿。明代，冬至当天要
拜冬，晚上人们要喝“节酒”庆祝。

有的地方还有“肥冬瘦年”之说，
冬至比新年更受“待见”。清代徐士
《吴中竹枝词》：“相传冬至大如年，

贺节纷纷衣帽鲜。毕竟勾吴风俗美，

家家幼小拜尊前。”按照这首诗的描
述，冬至与现代的春节非常类似。

冬至一到，就是数九寒天。漫长
的冬季非常难熬，古人在期盼春天的
过程中，逐渐形成“染梅消寒”的习
俗。元人杨允孚《滦京杂咏》中有这
样的记载，佳人在窗间贴一枝头梅
花，每天在胭脂上涂抹一圈，81天后，
梅花变成了红杏。

当然，普通人的生活自然不会这
么考究，干脆到市场上买一张“九九
消寒图”涂抹。通常这张图中有九朵
梅花，每朵梅花有九片花瓣，每天染
一片；或者图中有九个字，每个字有
九画，每天染一笔，直到春暖花开。

“染梅消寒”的习俗是古人对春
天的期盼，也让生活多了几分诗情
画意。

二十四节气产生于2000年前

“有谁会背《二十四节气歌》？”讲
座中主持人现场发问，现场举手的年
轻人并不多，倒是两名五六岁的小女
孩张口就来，令在场的读者都很惊讶。

借这个插曲，萧放讲到了二十四
节气传承，“如今，夏天有空调，冬天
有暖气，温室的推广让种田不必严格
遵循农时，现代人对二十四节气的外
部感知越来越弱。尽管如此，我们仍
不能丢掉这一古老的文化遗产。”

据萧放介绍，西汉时期，刘安所
著的《淮南子》中二十四节气的顺序
与当代二十四节气系列完全一致。如
果从那时算起，二十四节气已有2000
多年的历史，是先民的文化创造。

谈到传承，萧放说，一方面，二十
四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
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
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
社会实践，包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
生活文化、养生常识。另一方面，二
十四节气是古人观测动物活动规律，
认识人的生命节律的一种文化技术，
透露出“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要求
尊重自然，这在今天仍然适用。

民俗学者谈二十四节气

数九天古人有“染梅消寒”习俗
本报记者 郭 星

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文馨苑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演活动。

辽宁省博物馆在沈阳岐山一校开展文化辅导活动。 辽宁歌剧院举办2019辽宁省新年音乐会。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日
前，“我的家在东北——王福春摄影
展”在沈阳伊顺艺术空间举行。王
福春是我国当代著名纪实摄影家
之一。本次展览展出了王福春创
作的“黑土地”“东北人”“火车上
的中国人”“生活中的中国人”“机
车人”5 个专题系列作品，这也是

王福春第一次将 5 个系列作品同
时展出。

本次展览策展人、艺术评论家
那日松说：“在中国当代摄影的历史
中，王福春的作品就像一部无声的
影像通俗小说，在真实的记录中，有
故事，有情节，幽默而不乏深刻，人
生百态、人情世故尽现其中。”

“我的家在东北”摄影展
在沈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