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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8月5日上午，
沈阳市档案馆举办
“胡世宗珍藏字画
展览及捐赠仪式”，

著名军旅作家、诗人胡世宗
将毕生珍藏的270余幅由他
的良师益友赠予的书法、绘
画作品全部捐出供公众观
赏。辽沈地区众多书画爱好
者、文艺界人士闻讯后纷纷
来到捐赠现场，共襄盛举。

一幅字画，一段故事。捐
赠仪式现场，76岁的胡世宗
倾情讲述的每一幅字画背后
的文坛佳话都令听者动容，而
他的捐赠义举本身同样成为
辽沈文化界的一段佳话。

8 月 3 日，由辽阳市文化旅游和
广播电视局、省书法家协会和沈阳市
宣和艺术馆共同主办的国家艺术基
金项目“让你爱上中国字”书法作品展
在辽阳市图书馆开幕。200余件书法
作品布满了该馆一楼大厅的四周和展
览厅，特别是 100 多件甲骨文字的书
法作品更是引人注目，图书馆馆长刘
志扬说，甲骨文字走近市民百姓，是
炎炎盛夏里一道清新的文化风景。

有志愿者还有微信语音讲解

“说文解字穷形尽象，悟道明心
溯本追源。”展览厅入口的两侧挂上
了这副对联。人群围拢在门口，原来
是这个项目的主持人张振忠正在客
串讲解员，给大家讲甲骨文：“为什么
说一个汉字就是一幅图画？因为甲
骨文基础特征是象形，举凡自然风
物、鸟兽虫鱼、人类自身、生活场景
等，无不入字，无不有字，而且是按事

物本来样子描摹下来的……”通俗易
懂的讲述，打开了人们心中对甲骨文
深奥莫测的心结，人流紧跟着张振
忠，有人在用手机拍照，有人在用手
机录音。

展览厅内，有关于甲骨文知识的
常识性导览，有精选的甲骨文书法作
品，还有关于汉字文化知识的视频。
想了解哪一个甲骨文字，参观者只要
用手机扫描二维码，键入相关数字，
就可以听到微信语音讲解。

头戴红色“？”字形发夹、身着红
马甲的小小文化志愿者左天姿站在
一幅甲骨文字书法作品前，给参观者
做讲解。她虽然仅有8岁，满脸稚气，
但一板一眼的讲解却很有学问：“甲
骨文是我国殷商时期书刻在龟甲、兽
骨上的文字，所以称为甲骨文。因为
内容主要是占卜文字，所以也称甲骨
卜辞。距今已有3000多年。”

小姑娘的讲解赢得参观者啧啧
称赞。

培养小小志愿者3000多人

“让你爱上中国字”书法作品展
是沈阳市宣和艺术馆于 2015 年打造
的自有版权项目，以书法为载体，从
甲骨文开始，讲述汉字文化传承的
源流，讲解汉字的构成文化、传承文
化、书写文化和应用文化，让人们爱
上中国字，激发爱国情怀，增强文化
自信。2017 年该项目获批为国家艺
术基金项目。到目前，这个展览已
先后走进沈阳、本溪、铁岭的大中小
学校和社区、商场、文化场所，并与
共青团辽宁省委合作，把甲骨文和
汉字文化送到偏僻农村留守儿童身
边，现在又来到辽阳。

该项目主持人张振忠认为，要了
解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的文
化，汉字是绕不开的话题。“让你爱上
中国字”这个公益项目，对于今天忽
视古文字研究、大众汉字书写出现危

机、汉字文化传承亟须加强等问题，
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从提高大众
汉字文化水平到形成国家软实力，意
义深远。2017年底，经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专家审定，甲骨文被列入世界
记忆遗产。甲骨文是现行汉字的源
头，学习甲骨文可以更深刻、准确地
理解文化传统，阅读文化典籍。

10岁的张佳琦告诉记者，她是今
年暑假起参加“让你爱上中国字”组
织的学习，现在学会了“母”“女”“父”

“子”等20多个甲骨文字。通过学习，
她感到我们的祖先非常了不起、汉字
博大精深，她表示要利用这个假期多
学习一些甲骨文字，等新学期开学后
给同学们讲解。据匡算，这个公益项
目现已培养学习传承甲骨文字小小
文化志愿者3000多人。

按计划，8月 10日张振忠还将在
此举办“汉字文化与书法艺术”专题
讲座，届时沈阳、辽阳两市的书法教
师还将举行笔会。

“让你爱上中国字”书法作品展走进辽阳

从讲解甲骨文开始传播汉字文化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最近在微信公众号和朋友圈看
到同一篇写电影往事的文章，它写
的是吴天明扶持张艺谋、陈凯歌、芦
苇等人创造电影辉煌的故事和他们
的后来归宿。文中所叙之事并不新
鲜，我曾在别的文章中看过，这次重
新接触却别有感慨。感慨来自于文
中的前后对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吴天明在百废待兴中，大胆扶持年
轻一代，使他们拍出《霸王别姬》《红
高粱》等名片。他自己也是一名好
导演，执导过《人生》《老井》。新世
纪，张艺谋和陈凯歌跟随中国电影
进入大片时代，拍《英雄》，拍《无
极》，钱赚了，但他们的电影失去了
灵性和品格，粉丝失望，吴天明更是
接受不了。而吴天明最后的影片

《百鸟朝凤》，于 2016 年 5 月 6 日公
映，首日票房只有 28 万元，首周票
房只有 154 万元，于是有了制片人
跪求院线增加排片的公共事件。这
时，吴天明已经离世两年。

我经历了上世纪最后 20 年的
观影兴奋，在影院不时为中国第五
代 和 第 六 代 电 影 人 的 情 怀 所 感
动。记得当年曾反复看《红高粱》，
最后一次专看九儿出嫁时余占鳌
带领轿夫颠轿的那场戏，完事就
走。我喜欢这场戏中那种癫狂的释
放感。因为有了情怀，第五代电影
人才能颠覆传统的电影叙事，用视
听震撼世界；因为有了情怀，第六代
电影人才有自己的文化姿态。吴
天明与第五代电影人的故事再次
打动我，原因也在于他们的电影情
怀。遗憾的是，《百鸟朝凤》的公映
经历，证实了有情怀的电影只有小
众呼应。小众电影在市场环境中，
处境尴尬。

我看电影还真不是为了娱乐，
虽然电影被看作大众娱乐样式，但
电影在我心中依然神圣。所以作为
观众，我只能属于小众，小众把电影
视为神圣的艺术，在今天显得不合
时宜。走进影院看看，五光十色的
银幕，演的不是你想看的电影；翻开
言说电影的杂志，研究者们大多在
谈论电影产业。电影世界每天都在
扩张，而“小众”观众和小众电影日
益边缘。“小众”观众在城市中难以
找到想看的电影，他们的观影需求
与电影娱乐狂潮格格不入。

我甘为小众，只看小众电影。
甘于孤独，甘于没有那颗大众的心，
甘于做一个落后于潮流的人，是我
的选择。这不仅仅是在自己的内心
为喜欢的电影留一个位置的问题，
这种选择的真正意义是让自己处于
一种内在觉醒的状态：清楚自己生
活在一个怎样的文化环境里，清楚
自己可能被同化的处境，决不躺在
大众认同的温床上。因此，我选择
电影的标准，首先它必须具有精神
品质，要能引发生命体验和内心思
考。在影片中体悟生命，寻找生命
的异质性，看电影如沐甘霖，是“小
众”观众观影的根本诉求，这与当今
电影市场消费主体的大众口味截然
不同。

我不悲观，总有人会拍小众电
影，因为在电影创作者中，始终有追
寻生命异质性的人。即使暂时没有
人拍小众电影，那也没有关系，在电
影历史中，有那么多伟大的电影人
创作出了数不清的好电影，我们可
以看费里尼、安东尼奥尼，还可以看
伯格曼、阿巴斯，许许多多。大师的
电影永远不老，永远值得玩味。

甘为小众
洪兆惠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画中有诗——工笔团扇与诗词书
法展”将于8月8日在沈阳市图书馆
开幕。此展由辽宁大学文学院、辽
宁大学国学院、辽宁大学书画研究
院、沈阳市图书馆共同主办，沈阳市
图书馆画院承办。

此展总策划李芳凝是辽宁大学
文学院艺术设计系主任，研习工笔
花鸟画30余年，她指导并组织辽宁

大学的两名老师、12 名研究生、10
名本科生一同创作了 55 幅诗情画
意的团扇画作品。扇画在中国画中
是一种特殊的形式，是一种小中见
大的艺术。以诗入画，画中有诗，
作品吸收宋代花鸟画精韵，每一
幅画作皆与一首中华传统古诗词相
映衬，笔墨清新，格调高雅，传达出
一种圆融的境界。展览至8月15日
结束。

“工笔团扇与诗词书法展”
在沈图开展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走进
辽宁省图书馆四楼多元阅读区，一
股异国风情的气息扑面而来，“Go
Artist 国际艺术插画展”正在这里
举行。来自荷兰、西班牙、墨西哥、
塞尔维亚等国家的6位艺术家用艺
术创作灵感引导读者感受插画艺术
的魅力。

展览展出的插画作品具有多
元化，呈现出画家的艺术个性。来
自塞尔维亚的艺术家米莉卡的插
画作品使用丰富的纹理、柔和的色
彩制造出梦幻般的氛围。在她的
作品里，观者能感受到自然、海洋
和梦想的融汇，同时也充满了诗
意。而对于西班牙插画家安娜来
说，幽默一直是她工作和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部分，她的创作灵感来自

对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物的观察，也
来自优秀的艺术和电影。荷兰艺
术家冯克先后在荷兰、西班牙、美
国等多国执教。他认为，艺术可以
幽默、俏皮、异想天开，这给了他创
作的灵感，赋予了作品丰富的创
新，他的创作理念和风格，影响了
一代艺术家。荷兰新波普艺术家
摩尔喜欢使用单色来表现当下的
世 界 ，幽 默 和 荒 诞 并 存 ，她 喜 欢
被 动 地 沉 浸 在 所 画 对 象 所 处 的
环 境 中 ，描 绘 群 体 或 单 独 的 人 ，
传 达 了 一 种 当 代 的 孤 独 感。墨
西哥艺术家费尔南多的作品融合
传统和数字技术，经常为新潮音乐
会、时尚杂志、品牌发布会提供插画
设计。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9月3日。

国际艺术插画展亮相辽图

这已经不是胡世宗第一次捐赠
自己的珍藏了。2013年，他就曾经将
自己的家庭档案资料捐赠给沈阳市
档案馆，包括手写日记本、照片、信
件、出版物、各种奖状、证书共计2090
件，仅手写日记就有309本。

胡世宗“从小就喜欢保留一切有
价值有意义的物件”，这一习惯让他
建立起了一个详尽完整的家庭档
案。2012年，沈阳市在全国率先开展
家庭档案收集工作，并成立了沈阳市
家庭档案研究会，胡世宗出任研究会
会长。这个身份，让他更加认识到了
家庭档案的重要意义。6 年前，当他
第一次捐赠自己的家庭档案时，他曾

说，“这些档案能够在档案馆里展出，
并被永久地收藏，这是我和我家庭的
荣幸，更是它们最理想的归宿。希望
我的做法，能够让未来的人们，也就
是我们的后人，在寻觅这段历史面貌
的时候，更加有据可查。”

而此次的捐赠，胡世宗更是倾囊
而出，他称之为“裸捐”，就连正挂在自
家墙壁上的作品也都摘了下来。在确
定要把这些珍藏全部捐献出来之前，
他认真地征求了夫人和儿女们，包括
已经成年的外孙的意见，“他们非常理
解我的初衷，都表示了赞成并给予我
极大的支持。我们全家人一致认为，
这些字画不仅仅属于我个人，它们应

该属于国家，属于这个时代。”
海泉在捐赠仪式上也表达了对

父亲此次义举的大力支持。他说：
“支持父亲，不仅仅因为我们是儿子
或者女儿，更重要的是我们认可父亲
以自己的珍藏奉献社会的这份赤诚
之心，这是多么通透豁达的心胸！我
为父亲感到骄傲。今天展出的这些
书画，是从小陪伴我和姐姐长大的东
西，这些文字和书画的背后代表的是
人性的光辉，体现的是这些参与了新
中国时代变革的前辈艺术家们的理
想和追求，它们给予我们的滋养是无
穷尽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是被
少数人拥有，而是拿出来跟这个世界

去分享，我想这才是文化的价值，这
才是收藏的价值。”

沈阳市档案馆馆长张春风表示，
胡世宗先生捐赠的这些书画作品格调
高雅，内涵丰富，风格迥异，不仅洋溢
着作者与胡世宗先生的温暖情谊，更
生动地体现了这座城市、这个时代的
历史印迹。这些珍贵字画的收藏进
馆，极大地丰富了档案馆馆藏，也为沈
阳市档案馆将名人书画作品收藏进馆
进行了有益尝试。希望观众们在欣赏
大艺术家们风采的同时，体会中华传
统文化给予我们的精神力量，进而提
高全社会的档案意识，引领更多的人
关注档案，关注档案文化。

它们应该属于国家属于时代

270余幅名家墨迹记录半世纪的文坛佳话

作家胡世宗“裸捐”毕生珍藏名人书画
本报记者 高 爽

胡世宗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
有诗集《北国兵歌》《鸟儿们的歌》《雕
像》《战争与和平的咏叹调》《沉马》《永
存的雪雕》等60多部作品。半个多世
纪的创作生涯，让他与众多文化界名人
结下了深厚友谊。胡世宗所珍藏的这
些书画作品，都来自他在工作、学习、生
活中结交的这些良师益友的馈赠，会集
文艺大家、专业学者和书画达人等达
150多位，时间跨度长达近半个世纪。

展览中，参观者看到了众多在新中国
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作家丁玲、艾
青、贺敬之、臧克家、刘白羽，书画家孔继
昭、沈延毅、王堃骋……在胡世宗的讲
述中，这些书画馈赠并不仅仅是文人雅
事，更是文化的传承，一种文化的力量。

著名诗人臧克家的条幅“诗言
志”，写于1980年。这句春秋时期就已
经出现的名言，曾经被毛泽东同志题
写在诗人徐迟的笔记本上。毛泽东同
志在臧克家心中有着极重的分量，所
以当他将“诗言志”赠予胡世宗时，想必
对这个诗坛后辈是怀着极深期许的。

“他非常纯真，待人真挚。他是一
个特别有骨气、有勇气的诗人。1945
年，在国统区，他就敢写出对假民主的
质问：‘人民是什么？人民是一顶破毡
帽吗？需要了，把它顶在头顶上，不需
要的时候，又把它踏在脚底下。’他就
敢写下《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他
是一个真正的人民诗人。”胡世宗回
忆：“臧克家先生赠给我的另一幅字同
样是我特别珍视的，‘凌霄羽毛原无力，
坠地金石自有声’，这是他自拟的一副对
联，挂在家门口。我请他为我把这副对
联写在一张宣纸信笺上，也是想学习他
的精神，一辈子不忘初心，为人民服务。”

这个条幅还深刻地影响到胡世宗
的儿子、现在已经是著名歌手、音乐创

作人的海泉。“小时候家里房间有限，我
的床就放在父亲的书房里，我记得有
臧克家先生赠给我父亲的书法，一共
三个字，‘诗言志’，那是我每晚入睡前
最后看到的。那时懵懵懂懂的，哪懂
什么是诗，但知道了与志向最相关的
一定是诗。”海泉回忆说。

著名诗人贺敬之，也是胡世宗最
为敬仰的诗坛前辈。“认识贺老，是在
1965年，那时候我才22岁，在连队里
经常写诗，有了些小名气，被选拔到
北京出席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
极分子大会，贺敬之到会上来为我们
讲话。他的诗对我影响很大，前几年
我去桂林旅游，站在游船上游漓江，脱
口而出的就是他的‘招手相问老人山，
云罩江山几万年？’品尝三花酒，想到
的还是他的‘三花酒掺一份漓江水，祖
国啊，对你的爱情百年醉。’他一生坚

持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之路，坚持与
时代同行。他让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文
化自信，坚信我们的文化，无论是传统
文化，还是红色文化，都是我们这个时
代所需要的，也让我有了一种文化的
自觉。一个创作者始终不能离开时
代，作为一个军人、一名共产党员，我
们的任务就是写出人民喜爱的作品、
推动时代前进的作品。”胡世宗说。

郑板桥的《竹石》诗是贺敬之赠
送给胡世宗的书法作品中最能代表他
对这位后辈的激励。贺敬之曾为胡世
宗四本著作题词或题写书名，而今年
贺老给胡世宗的新作、即将由辽宁美
术出版社出版的长诗《雷锋，我们需要
你》题写的书名，也一定能够成就又一
段佳话。1963年写下著名诗篇《雷锋之
歌》的贺敬之，在新时代再次看到书写
雷锋的力作，想必内心一定是欣慰的。

书画里是温暖的友情和师友的风范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辽
宁电声乐团“文艺轻骑兵演出团”日
前完成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巡演任
务回到沈阳。此次以“加强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为主题的巡演活动由省
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中
心）、辽宁对口支援新疆前方工作指
挥部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
局主办，塔城地区歌舞团协办。

在23天里，由辽宁电声乐团18

人组成的“文艺轻骑兵演出团”为当
地基层群众送去 15 场精彩的文艺
演出。演出节目包括萨克斯独奏、
歌曲、舞蹈、杂技表演。演员们先后
来到塔城市哈尔墩社区、阿克雀克
边防站、托里乡哈萨克族阿塞克村、
辽宁援疆前方指挥部等地慰问演
出，圆满完成了“文艺轻骑兵演出
团”走社区、进乡镇、赴军营的慰问
演出任务，获得当地观众好评。

我省“文艺轻骑兵演出团”
赴新疆巡演

胡世宗在捐赠现场。

臧克家赠给胡世宗的书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