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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购买新书，我们常会收到附赠的书签；出门旅
游，我们会买几枚景区纪念书签；我们常把珍藏的
书签赠送朋友。书签，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物件
一直深受人们喜爱。但是，书签起源于何时，有哪

些社会属性，恐怕很多人说不清楚。眼下，“大道至简，大雅
若俗”书签文化图文展正在辽宁省图书馆举行，展览对书签
文化的源流和发展做了详尽的介绍。此展是省图书馆举办
的第八届全民读书节的重要活动之一。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娟报道 4
月 28日晚，一台戏里戏外都是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原创音乐剧《追梦·青
春》在大连开发区大剧院隆重首
演。台上的演员是大连艺术学院的
师生，他们在尽情抒发思政铸魂、责
任担当的家国情怀。

这场演员阵容近千人的高水准
演出，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大
连市委宣传部、大连金普新区党工委
与共青团大连市委主办，大连艺术学
院承办。这部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

主题的原创音乐剧，从创作、排练到
演出的过程就是一堂生动的“大思
政课”。核心创作组的成员多为年
轻师生，经由一年多磨合而成的剧
目，通过几个故事，分别体现了延安
精神、工匠精神、塞罕坝精神等思想
内涵，对如何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主动完成人生观、世界观的改造
与升华，如何正确树立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成为一代有理想、有抱负、有
担当的新时代青年，给出了既形象有
力、又可亲可信的引导性答案。

音乐剧《追梦·青春》首演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4
月23日，营口市举行第八届全民读
书节、2019“绿书签”行动宣传周启
动仪式暨营口市图书大厦等“四馆”
开馆仪式。营口市图书大厦（营口
市图书馆）、营口市少儿图书馆、营
口市雷锋文化展览馆、营口市科技
馆正式揭牌。

据了解，读书节期间，营口市陆

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活动，
助力书香营口建设。营口市第八届
全民读书节的主题为“学习强国 阅
读兴市”。围绕这一主题，营口市将
开展精品阅读供给行动、“六大平
台”阅读引领行动、春风惠民行动等
六大板块主题活动，进一步营造“书
香营口”的浓厚氛围，全面推进“营
口有礼”文化品牌建设。

营口市图书大厦等“四馆”开馆

本报讯 4 月 26 日，沈阳故宫
博物馆与辽宁省书法艺术研究会、
辽宁省东方书画研究院联合推出以
御 制 诗 为 主 题 的“ 御 咏 沈 阳 故
宫——当代名家书法展”，本次展览
展出40余位当代书法家作品，还特
邀著名书法家李仲元所书御制诗作
品展出。

沈阳故宫是清代初期营建和使
用的皇家宫苑，是世界文化遗产之

一。当年清帝东巡驻跸盛京皇宫时
曾留下许多诗篇，这些诗作或歌颂
盛世，或祭祖感怀，体现了清帝对列
祖列宗的敬仰，同时也反映了盛京
宫阙的历史面貌和自然景观。书法
家运用各种翰墨飘逸的书风，展示
了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体现了清
帝御制诗与现代书法相结合的艺术
魅力。

广 杰 尚 明

“当代名家书法展”在沈阳开展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4
月24日，第32届德黑兰国际书展在
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中国为本届
书展主宾国。我省著名作家薛涛受
邀出席书展，他创作的儿童文学作
品《河对岸》波斯文版由伊朗丹尼
什·奈格出版社出版。在书展期间，
薛涛与伊朗作家、读者进行交流，介
绍其作品创作背景，讲述中国故
事。这一系列活动扩大了薛涛儿童

文学作品在伊朗乃至中东地区的影
响力。

薛涛在致辞中说，他笔下的中国
故事都是来自生长在中国土地上的

“我爷爷的故事、我女儿的故事、我自
己的故事，以及我家乡河流的故
事”。《河对岸》已译为俄文、老挝文、
波斯文，并将在欧洲出版。据了解，
薛涛创作的长篇小说《小城池》《围墙
里的小柯》也将陆续推出波斯文版。

薛涛作品波斯文版在国际书展首发

书签为何始终为人所喜爱？张
欣给出了几个原因：书签中有知
识——它是浓缩版的“百科全书”；书
签中有科技——它凝聚了时代最新
的材料和技术；书签中有人文——它
蕴含了民族文化的遗传基因；书签
中有道义——它的自然属性和审美

需要始终有一种引人向善、向上的
积极功能。

有一句古语：“牙黎掩卷，不知
子丑”，是以书签的别称来形容当读
一本好书时，到了废寝忘食、忘却时
辰的地步。很多大家对书签都很喜
爱，青少年时代的鲁迅为认真求学，
还自制了三枚书签，上面写有警示
自己的格言，以此发奋励志，现陈列
于绍兴鲁迅纪念馆。此次展览展出
了两枚书签，红色底面上写有：“读
书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书签，既是根植于中华民族沃
土中的文化载体，又是物化的手工艺
传统、绚丽多彩的大千世界。张欣最
后表示，中国人向来注重见微知著、
以小见大，通过对书签的系统展览，
能进一步加深大众对传统文化表现
形式的认同，增强文化自信，进而实
现文化自觉。同时，能提升全民对经
典阅读、传统文化阅读的兴趣。

书签可以小见大

省图推出书签文化图文展——

不同年代书签浓缩不同时期历史
本报记者 郭 星

记者在现场看到，展览共展出
了 56 面展板，内容上图文并茂，以
介绍书签文化为线索，加入了许多
不同年代、不同样式的书签，展现了
书签的文化艺术魅力。此展从4月
19 日开始在省图书馆大厅与观众
见面以来，受到读者广泛好评。“省
图书馆作为全省公共、高校图书馆
联盟的中心馆，还向大连市图书馆、
丹东市图书馆、阜新市图书馆等十
余家图书馆输出资源，进行同步展
出。”省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中心
副主任张欣说。

据史书典籍记载，“书签”最早
萌芽在 2000 多年前的东周至春秋
期间，是以“牙黎”形式问世的，即用
象牙一样的动物骨签制作成的签
牌。为了方便查阅，古人在竹简中

特定的位置，插入动物的牙骨吊牌
之类来做标记，并在牙骨上系上一
根绳索。而纸质书签也伴随纸质印
刷书籍的诞生而产生。在竹简向纸
质刊刻书籍过渡过程中，为阅读和
查找方便，“牙签”也逐渐被骨片
或竹签、纸张所替代。宋代以后，
书 签 的 名 称 、形 状 、功 能 日 臻 完
善 ，从 而 基 本 定 型 成 现 在 的 样
子。明代以后，书签更为流行，清
心乐志之雅好已渗透到人们生活
的各个方面。文人雅士乐于借助
一枚小小的书签或消磨时光，或陶
冶心智，书签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表
现比它的实用功能更加受人青睐。

张欣说：“尽管到后来，纸质书
签流行开来，但牙签、骨签等书签仍
在部分人群中流行。”

书签在宋代基本定型

书签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遗产。它
的产生，最初完全是为了在汗牛充栋
的典籍中，做上便于阅读和查寻的标
记。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
中，书签的单一功能也逐渐拓展开来，
其功能可概括为实用性、艺术性、史料
性和独立性等。

实用性不必说，主要指书签保
护书籍、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提高
学习效率方面的作用；艺术性方面，
书 签 可 在 方 寸 天 地 间 表 达 万 千 气
象。书签已经成为各类题材囊括其
中、各种工艺集于一体的民间艺术
品，相对宫廷艺术、文人艺术而言，
有其独到且鲜明的大众化特征。比
如，我们常见的书签都是长方形的，
其实还有扇形、三角形、菱形、瓶形、
多边形的书签。从材质上看，更是

涵盖纸质、叶脉、塑料、胶片、金属、
皮革、针织、骨片、檀香木、景泰蓝等
材料。

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载体，我
们还可以从不同时期的书签中了解
各个时期的文化，称它为“浓缩的百
科全书”也不为过。本次展览上展
出的一套庆祝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
纪念书签，书签上人物服饰，绘画
风格都有别于现代，因而具备史料
价值。

计划生育宣传书签、未成年人保
护维权书签、捐助非洲灾民书签……
即 使 在 大 众 传 媒 铺 天 盖 地 、科 技
革 命 日 新 月 异 的 今 天 ，书 签 仍 不
失 为 一 种 便 捷 、高 效 、独 到 的“ 成
教 化 ，助 人 伦 ”的 介 质 ，引 领 着 社
会风尚。

书签是传统文化遗产

清代象牙雕刻书签

清末象骨镂空工艺书签 现代骨雕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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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书签集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