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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6月8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雕刻、编
织、制笔、饮食以及木偶戏、皮影戏、评剧等60
多个非遗项目、300多名传承人齐聚一堂，在辽
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文馨苑进行展示展演系

列活动。通过动静结合的展示、即兴展演、互动体验等多
元化的传播方式，让非遗可看、可听、可触、可感，使“见人
见物见生活”的非遗保护理念深入人心。

此次展示展演系列活动由省文化和旅游厅、辽宁省文
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联合主办，辽宁省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承办。

核心
提示

每年的高考都是一次网友的狂
欢，今年也同样如此，与往年最大的
不同之处在于——关注点从高考作
文转到了数学上：最受关注的高考
新闻，不再是忘带准考证、考试迟
到，或者是带病坚持考试之类的“励
志”故事，而是那个看到数学试卷
10分钟就弃考，被监考人员拦下后
当场崩溃的河南考生。网友们集中
吐槽的主题也是“数学题太难”。

据《光明日报》微博消息，教育
部考试中心命题组专家对今年高考
数学试卷这样解释：“着重考查考生
的理性思维能力，综合运用数学思
维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也就是说，考的是学生对知识
的灵活运用，靠刷题的办法应对高
考数学已经不太灵了。

数学题究竟该如何出，说到底
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自有专业
人员去研究。本文只是想由此说到
几件跟数学有关的事。

我是一个文科生。文科生与数
学的关系绝对是“想说爱你不容
易”，因为大部分学生选择学文，往
往是因为数学差。在那个只有高考
一条路的年代，多少未来的文学家
和史学家、哲学家都被高考数学挡
在了大学之外，即使在今天，“得数
学者赢高考”的说法还有市场。更
有趣的一点还在于，一名高中的文
科生曾经跟我说过，各科之间是
存在“鄙视链”的，在总分差不多
的情况下，数学成绩好的学生更
有心理优势，似乎智商取决于数
学成绩，而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
不“聪明”。

说到这儿，想到了我的一个天
才的同学，他的高考数学成绩只有
个位数，居然考上了本科，可见他其
他几科考得有多么好。这件事成了
他后来总能博得笑声的段子：在高
一有一次做数学题，他突然问了自
己一个问题：这道题答出来有什么
用呢？在陷入了这样的“哲学”迷思

之后，他就再也答不出任何一道数
学题了。

答出数学题对我有什么用？估
计很多文科生也一定有过类似的质
疑，但我却没有过。我的高考数学
成绩还真不低，这不是因为我有什
么数学天赋，只是下了苦功夫而
已。之所以如此，必须要感谢数学
家华罗庚，初中语文课上学到了他
写的《统筹方法》，不仅让我学会了
科学分配时间和工作，更让我认识
到了数学的价值。所以，虽然我早
就意识到自己不够“聪明”，却始终
没有放弃在数学上的努力，始终相
信学好数学会让我思维更严谨、更
有逻辑性。

如果说“数学有用”还不足以吸
引人的话，那么还想推荐两本近年
来我读过的关于数学的科普书，或
许能让更多的中小学生了解数学的
有趣和数学之美。

一本叫作《从一到无穷大》，美
籍俄罗斯理论物理学家与天体物理
学家乔治·伽莫夫所著，从最简单的
数学基础知识讲起，一直讲到了高
深的爱因斯坦相对论，语言生动有
趣。每一章后面还附了循序渐进的
趣味数学题，只要你认真读，就能答
出来。越是坚持答到后面，越会感
觉趣味无穷。

还有一本叫作《费马大定理：一
个困惑了世间智者358年的谜》，讲
述的是历代数学家征服费马大定理
的努力，其间穿插着很多数学家的
奇闻逸事，讲得惊心动魄、波澜起
伏。数学家眼中的数学之美，平庸
如我辈虽无法深刻体会，却心向往
之。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原是
一个电视纪录片的解说本，写作者
在前言中承诺要让每一个有高中数
学知识的人都能看懂，所以它不仅
通俗，而且好看。

当然，看了这些书并不一定就
能在数学上得高分，但至少，别再说

“数学有什么用”了吧。

高考后
推荐两本关于数学的书
高 爽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
怕，勤劳的人儿在说话，请你现在就
开花。”伴随着几代人耳熟能详的歌
谣，我省参加南京文化艺术节展演的
剧目——儿童剧《马兰花》《丢丢做了
三个梦》日前在南京市江宁市民中心
上演。此次是鞍山市艺术剧院第三
次应邀赴南京演出，观众反响热烈。

第三次改编《马兰花》

儿童剧《马兰花》自 1956 年首演
以来，经久不衰。为传承经典，鞍山
市艺术剧院决定根据当代少年儿童
的审美需求，将儿童剧《马兰花》进
行重新编排创作，陆续在江苏等地
演出。

此次排演儿童剧《马兰花》是鞍
山市艺术剧院第三次改编。该剧院
于上世纪 60 年代、90 年代排演过该
剧。《马兰花》讲述的是马兰花在山林
之子马郎的守护下，一年一度开放，
它护佑着勤劳善良的人们。只要对
着马兰花念出口诀，马兰花就能在危
难时刻显现神奇力量。贪婪的老猫

为了过上不劳而获的生活，企图将马
兰花据为己有……

鞍山市艺术剧院院长李振宁表
示，如何将60多年前的儿童剧编排成
当代少年儿童能够接受并喜爱的剧
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经过鞍山
市艺术剧院主创团队多次研讨，儿
童剧《马兰花》在戏剧节奏、舞美设
计、服装设计、音乐等方面进行了适

度创新。比如该剧由原来两个多小
时精简为 1 小时 20 分钟，戏剧节奏
更为紧凑。服装设计则借鉴了古装
影视剧的造型风格，飘逸、灵动，色
彩明快。背景音乐对老版民歌在配
器方面加以创新，更加时尚。同时，
在演员的选择方面，特邀戏曲科班
演员扮演老猫，用夸张的肢体动作
将老猫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使

《马兰花》以更加赏心悦目的面貌呈
现在舞台上。

一连三年应邀到南京演出

2017年，鞍山市艺术剧院曾在南
京江南剧院展演儿童剧《玩具也疯
狂》。2018 年，鞍山市艺术剧院与南
京市小红花艺术团合作演出了儿童剧

《小红帽》《白雪公主》。今年，该剧院
参演南京文化艺术节，带去两部儿童
剧《马兰花》《丢丢做了三个梦》。李振
宁坦言：“三年来，我们与南京的合作
非常密切，希望未来能将更多的‘文化
大餐’献给南京观众。南京观众很热
情，很懂戏。我们也期待能够在辽宁
看到江苏的好戏。”

据了解，从“六一”开始，鞍山市
艺术剧院推出了《马兰花》《白雪公
主》《小红帽》《牙刷骑士糖豆洛》《玻
璃窗后的豆豆》五部儿童剧。同时，
鞍山市艺术剧院正在排练根据全国
三八红旗手、鞍山时代楷模刘娟先进
事迹改编的情景剧《大爱如娟》，该剧
将于6月底在鞍山上演。

鞍山市艺术剧院第三次应邀赴南京演出

儿童剧《马兰花》不断创新舞台呈现方式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黄天龙小号独奏音乐会”日前在沈
阳音乐学院音乐厅举行，黄天龙精
湛的演奏技艺受到观众好评。

黄天龙现任沈阳音乐学院音
乐教育学院管弦器乐教育系教师、
中国小号联合会理事。黄天龙曾
多次举办个人独奏音乐会、师生音

乐会。
本场音乐会由沈阳音乐学院

音乐教育学院主办，旨在推广小号
艺术。音乐会上，黄天龙使用转阀
式小号、富鲁格小号演奏了海顿

《降 E 大调小号协奏曲》、艾维森
《赞美诗》、佩内坎《音乐会小品》、
沙利尔《比赛独奏曲》等曲目。

小号独奏音乐会在沈举行

本报讯 6月8日至10日，作为
我省唯一的参展项目，锦州市医巫
闾山满族剪纸精彩亮相 2019“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全国
主会场。

本次非遗展示体验活动由文化
和旅游部、广东省政府联合主办，
来自全国各省区市的 40 项中国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名册）项目首次在广州集中
呈现。

据介绍，医巫闾山满族剪纸是

以表现满族原始的萨满文化以及满
族风俗为主要内容的剪纸形式，其
蕴含的民俗文化信息已经成为研究
历史上中国北方各民族与汉民族文
化融合的过程与形态的珍贵史料，
2010年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医巫闾山
满族剪纸展示互动区，代表性传承人
蔺心宇仅用手中的一把剪刀，就把一
幅幅灵动的剪纸作品呈现出来，过往
人群纷纷驻足观看，拍照留念。

张佳鹏 本报记者 文继红

医巫闾山满族剪纸
亮相非遗展示全国主会场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 郭星报道
近日，由阜新市群众艺术馆群众文
艺辅导干部、文化志愿者、社会表演
艺术团体“百团”团员和艺术馆公益
班学员组成的千余人队伍，手持红
旗，以“快闪”的方式唱响《我和我的
祖国》，为新中国七十华诞献礼。

为了搞好这次活动，阜新市群
众艺术馆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调度相
关工作，从前期策划到音乐制作、歌
舞编排、培训辅导、拍摄制片等层层
把关，精益求精，旨在取得最佳的表
演效果，点燃阜新市民的爱国热情。
活动主要拍摄场地选择在玉龙湖畔，

演员手举红丝绸，组字拍摄“70”“中
国”和“五星红旗”的图案。演员队伍
中有工人、农民、社区工作者、文化志
愿者等，快闪活动把来自不同团队、
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们紧紧地连
在一起。深情的歌声、欢快的舞蹈，
道出了阜新人对伟大祖国祝福的心
声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据悉，快闪《我和我的祖国》在
阜新市群众艺术馆网站、微信公众
平台“阜新百姓大舞台”、QQ 群、
微信朋友圈等推出后，引起广大网
友的转发和点赞，受到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和好评。

阜新千人“快闪”
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大屏幕上，一部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
产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纪录片正在上
演，讲述着非遗在现代生活中的传与承。

2015 年，我省全面开展国家级代表
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迄今为止已
完成两批 16 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
抢救性记录工作，形成了包含文献片、综
述片和工作卷宗在内的系列成果。省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优选 6 部纪录片进行展
映，既是一次献礼，也是一次号召。

民俗学博士梁女士在母校辽宁大学

看到宣传海报后，特意过来观影，她感
慨地说：“单田芳、邢传佩、李洪斌、刘则
亭、汪秀霞、刘景春这些名字或熟悉或
陌生，但他们都是民间沃土上千千万万
个传承人的代表。诚如冯骥才所说，中
华大地的民间文化就是凭仗着千千万
万、数不胜数的传承人的传衍。他们像
无数雨丝般闪闪烁烁，延绵不断。如果
其中一条线索断了，一种文化随即消
失，如果大批地中断，文化就会大片地
消亡。”

6部纪录片再现传承实践

6 月 9 日为国际档案日，国家档
案局确定今年我国的宣传主题是“新
中国的记忆”。沈阳市档案馆刚刚推
出的超媒体档案文化产品《印象沈
阳》，给沈阳保留了一段全面、生动、
立体的“记忆”。

历时两年精心制作

2017年 3月，沈阳市档案馆组织
人员以档案文史人独特的视角，通过
大量的照片、美术作品、音频与视频，
利用手机移动互联与档案应用数据
库链接，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沈阳城市
发展及辉煌成就进行回顾与梳理，对
沈阳的城市历史、城市文化、城市精
神、城市品格、城市风貌进行客观、真

实、深入、系统的解读。
《印象沈阳》是沈阳市档案馆在充

分挖掘沈阳历史文脉和城市文象的基
础上打造的一个全视角、立体式的超
媒体档案文化品牌。经过两年的创意
设计、精心创作，《印象沈阳》品牌的奠
基之作——超媒体《印象沈阳》档案文
化产品终于面世。从产品形态上看，
它由图册和《印象沈阳》电子书、《印象
沈阳》视听指南、微信公号等组成。

《印象沈阳》是把脉沈阳自强不
息、志存高远历史印记的窗口，也是
了解沈阳厚积薄发、厚德载物发展
万象的平台。《印象沈阳》呈现了沈
阳这样的城市地位：一座王朝之都
和西风东渐的近代都市，国歌初奏、

“血肉长城”的原点，引领东北振兴、

迈向东北亚国际中心城市。
翻阅《印象沈阳》图册，观看《印

象沈阳》音像，犹如穿行于超过 11万
年的沈阳历史时空，感受流淌于沈阳
人血脉中永不言弃、永不言败、志存
高远的城市基因，了解沈阳发展的辉
煌万象。

首次采用视听互联技术

《印象沈阳》之所以被定义为超媒
体，是因为这是首次利用视听互联技
术全面感知沈阳的一次新制作，除图
文的纸媒图册出版外，《印象沈阳》电子
书、《印象沈阳》视听指南已正式上线。

了解古往今来厚重的沈阳文脉，
领略声情并茂的沈阳文象，读者用手

机移动互联与沈阳档案文史应用数
据库进行链接，就能在手机上直接翻
看《印象沈阳》电子书，通过《印象沈
阳》视听指南听到《话说老沈阳》《沈
阳啊沈阳，我的故乡》等沈阳的老歌，
看到《中街谈往》《国难来袭》《沈阳百
年图志》《传奇老龙口》等与沈阳印象
相关的视频。

今后，沈阳市档案馆要把《印象
沈阳》打造成品牌，开发《印象沈阳》
系统工程，做成档案文化精品。同
时，还将不断充实《印象沈阳》视听指
南应用数据库，第一时间把最新的编
研成果和沈阳发展建设新成就展现出
来，让《印象沈阳》成为人们了解沈阳、
认识沈阳的窗口和展示沈阳、宣传沈
阳的平台。

采用视听互联技术制作超媒体档案文化产品

《印象沈阳》为沈阳保留“立体记忆”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我省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展示展演系列活动

让非遗可看可听可触可感
本报记者 杨 竞

编织精巧的柳条篮、雅致
古朴的紫砂壶、憨态可掬的布
老虎……在“巧手匠心·技艺展”
的展区内，一件件凝聚匠心之美
的手工艺品美不胜收，宛如一场
非遗珍宝秀。传承人或剪或刻，
或雕或画，展示着独门绝技的每
一个细节。

近年来，随着非遗保护工作
的不断深入，非遗早已从多年前
一个陌生的词语，演变为新时代
美好生活的重要元素。兼具美学
价值与实用价值的非遗工艺品备
受追捧，成为大众消费的新热点。
传统锡雕的传承人石岩，拿起一款
专为女性设计的茶盒说，这款锡制
茶盒就是专门为茶友会设计的，外
形小巧别致，有古雅之美。

“创意辽宁·作品展”是辽宁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优质案
例的集聚地。传统木版年画、琥

珀雕刻、指画艺术、李氏掐褶纸、
医巫闾山满族剪纸等十余个项目
的近300件非遗创意衍生品，彰
显了非遗元素与时代脉搏的交汇
与融合。

通过“非遗+创意”，原本陈
旧的文化形式和内涵被注入新的
生命力，以新锐的姿态展现传统
之美，满足当代人的生活需求和
审美需求。琥珀雕刻的传承人陈
焕升说：“非遗创意衍生品是非遗
工艺品未来的发展方向，非遗因
创意而获得新生，这种跨界混搭
促进传统文化很好地回归大众
生活。”

90后的陈女士站在展位前，
一会儿试背印有医巫闾山剪纸图
案的帆布包，一会儿拿起指画工
艺扇爱不释手，她说：“看到很多
非遗衍生品构思精巧，制作细致，
让人很有购买的冲动。”

非遗创意衍生品受追捧

“用三根手指捏住手绢的一边，
大拇指在上面，按照顺时针的方向转
起来……”按照东北二人转传承人的
指导，舞台上的３名观众很快转起了
手绢，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是非遗
互动嘉年华的现场，在这里观众不仅
可以看“非遗”，还可以学“非遗”，与

传统文化来一次亲密接触。
韩派的细腻优美、花派的大气磅

礴、筱派的韵味浑厚，凝汇在经典剧
目之中，成为戏迷们心里永恒的记
忆。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
间，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沈阳评
剧院，共同推出国家级非遗项目评剧

韩派、花派、筱派三大流派专场展演，
评剧（韩派）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周
丹，国家一级演员、评剧（花派）传承
人吴丹阳，国家一级演员、评剧（筱
派）传承人王筱评，为观众带来经典剧
目《人面桃花》《哑女告状》《打金枝》，全
景式展现三大流派的艺术风貌。

评剧爱好者武先生说：“这次的
演出太好了，周丹的表演非常精彩，
很有我记忆里韩少云的风采，我也欣
慰地看到韩、花、筱在这些年轻人手
里传下来。”2019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展示展演系列活动是一场交织传
统与创新的文化碰撞。

与传统文化来一次亲密接触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如
何建立自己的家庭档案？6 月 10
日，记者在沈阳市档案馆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了解到，在这里举办的

“沈阳市家庭档案珍藏展览”，可以
让观众参观后，回家动手建立自己
的家庭档案，留住生活中的每一份
美好。

在展览中可以看到，夫妻的结
婚证书，宝宝出生后留下的第一个

脚印，孩子读书时的课本、作业及论
文，家庭成员的工作手稿、教案、荣
誉证书，柴米油盐家庭花销的记录
发票，家史家谱家训……这些来自
沈阳市诸多普通家庭的档案，讲述
着百姓生活的真实故事。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建立家庭档案，有利
于 维 护 家 庭 权 益 和 管 理 家 庭 事
务，有利于家庭经济的发展和家
庭的和谐。

沈阳家庭档案展开展

儿童剧《马兰花》剧照。 孙中元 摄

外国观众在活动现场了解毛笔制作工艺。 高 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