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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8月9日，“穿
越 时 空 对 话 名
家”——“8+”名
人故居纪念馆联
展在沈阳故宫博
物馆开幕。

此次展览展
出李大钊手书对
联、宋庆龄致鲁迅
亲笔信、郭沫若题
于立群《螃蟹图》、
茅盾家书、蒋兆和
画老舍像、徐悲鸿
画作、梅兰芳博士
证书、李四光作小
提琴曲、清政府委
派詹天佑勘察京
张铁路札、康有为
手书等多件文物。

此展还展出了京剧艺术家梅兰芳的博
士证书。1930年，梅兰芳自费率京剧团赴
美演出。梅兰芳此次访美是经燕京大学校
长司徒雷登介绍，所以受到美国教育界的
极大重视。梅兰芳成为沟通中美文化的使
者。他所到之地，各大学教授、专家抱着研
究东方文化和探讨中国古典艺术的目的前
来观赏，并在美国各报刊上撰文大加称赞。

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旧金

山大学等院校纷纷款待，邀请梅兰芳来参
观、演出或举行座谈会。罗森城波摩拿大
学决定赠予梅兰芳文学博士荣衔。该校毕
业生授衔典礼本应于6月16日举行，但因
梅兰芳将去檀香山，学校破例将授衔典礼
提前到5月28日举行。典礼上，校长向梅
兰芳颁发了文学博士证书。不久在南加州
大学50年校庆之际，梅兰芳又获该校授予
的文学博士荣衔。当梅兰芳上台领取文凭

时，全场上千人起立鼓掌表示祝贺。
从此，梅兰芳不仅被称为中国京剧艺

术家，还被称为“梅博士”。
在该展览上，还可以欣赏人物画家和

美术教育家蒋兆和为老舍创作的画像。
老舍纪念馆相关负责人介绍，1949 年 12
月，老舍应周恩来同志邀请由美国回到
祖国，这幅画作画于1950年，画上的老舍
穿着西服，踌躇满志，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梅兰芳的博士证书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8
月 12 日，记者从省文化演艺集团

（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获悉，我省
艺术院团将赴美洲、非洲演出，包括
埃及、美国、加拿大、毛里求斯。

辽宁歌剧院将应邀于 9月前往
开罗歌剧院演出专场交响音乐会，
其中既有西洋古典音乐作品，又有
中国交响乐作品。辽宁芭蕾舞团将
于 8月 20日赴美国纽约、波士顿、华
盛顿、费城以及加拿大蒙特利尔、多
伦多演出原创芭蕾舞剧《花木兰》。

今年以来，我省已有多家专业
艺术院团赴国外演出，备受好评。

芭蕾舞剧《花木兰》将中国经典文学
形象与西方经典舞蹈艺术相结合。
该剧以《木兰诗》为蓝本，以花木兰
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在战场上建立
功勋为主线，着重演绎花木兰替父
从军的心路历程与家国情怀。这也
是花木兰题材首次搬上芭蕾舞台。
芭蕾舞剧《花木兰》由王勇、陈惠芬
担任编剧、导演，刘彤担任作曲，张
继文担任舞美设计，宋立担任服装
设计，俄罗斯著名灯光设计师谢尔
盖·马狄诺夫担任灯光设计，于川
雅、张海东、敖定雯、王占峰等辽芭
优秀青年演员联袂出演。

我省艺术院团
将赴美洲非洲演出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应
沈阳市委宣传部之邀，著名钢琴家
郎朗为家乡沈阳精心创作、演奏的
钢琴曲《盛京晨曲》8 月 8 日晚在沈
阳正式发布。

沈阳是郎朗的家乡，也是他学
习钢琴艺术的起点。两年前郎朗从
国外回到沈阳演出时曾表示，要为
家乡创作一首钢琴曲，日前他在北
京录制完成《盛京晨曲》。这部钢琴
曲用音乐的语言，通过跌宕起伏的
旋律和明快轻松的节奏，描绘了川

流不息的浑河以及两岸秀美的自然
风光，映射出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向
前发展的文化古城沈阳。

发布现场，郎朗发来一段视频
短片：“这是我献给最亲爱的家乡的
钢琴曲，酝酿了很久终于完成了。
无论走多远，我永远爱自己的家
乡。”当日，《盛京晨曲》在沈阳郎朗
钢琴广场、玖伍文化城、浑南中央公
园音乐喷泉等多个点位同步发布。

《盛京晨曲》对普及高雅艺术、提升
沈阳城市形象有着重要意义。

郎朗为沈阳创作《盛京晨曲》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持续
至 8 月 26 日的“童年与自然科普文
化展”，正在辽宁省图书馆展出。

在省图书馆一楼数字阅读区
内，一个个五颜六色的蝴蝶标本、形
状各异的鱼化石，吸引了不少小读
者。还有一张张野花、野草等的图
片和相关文字介绍，则吸引家长们
驻足了解。据省图书馆相关负责人
介绍，这个展览通过实物与图文展
示相结合的方式，向读者介绍自然
教育和科普教育方面的常识。同时

告诉家长如何面对孩子的成长和走
入自然这两个主题，并展示如何在
日常生活里开展自然观察、知识学
习、家庭实验及野外考察活动。

省图书馆本周还为小读者安排
了多项公益活动。8月17日9时30
分到 10 时 30 分，在玩具体验馆内，
将有玩具体验亲子活动；下午1时30
分到3时，在魔幻数字体验区，小读
者可参与英语沙龙活动；18日下午1
时30分到2时30分，在儿童阅读活
动室将安排幼儿戏剧游戏活动。

小读者可来辽图赏蝴蝶标本

沈阳的历史到底有多久？在沈
阳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沈阳人生活印
记鉴述》给出了确切的回答：沈阳具
有 11 万年人类活动史，7200 年人类
居住史，2300年建城史。

作为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课题结项成果，沈阳出版社策划并组
织辽沈知名文史专家共同参与课题
研究后编写出版了《沈阳人生活印记
鉴述》。该书根据沈阳人生活历史发
展特点，对沈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做
了系统的细访、考证，对于丰富沈阳
历史文化名城的人文生活内容作出
了新探索。

该书主编闫志宏分析说，沈阳在

漫长的历史和文明发展进程中，积累
了丰厚的文化资源，形成了以辽文
化、清文化、抗战文化、共和国工业文
化等为鲜明特征的城市文化体系，成
就了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留存了难
以计数的物质与精神文化遗产。

据闫志宏介绍，该书区别于众多
沈阳历史文化图书之处在于，从人类
学市民生活形态视角探寻城市文化
发展印记，吸纳最新考古及学术研究
成果，表达力求最具故事化。

在书里“古城寻踪”的章节中，
“努尔哈赤住在沈阳何处”的故事，让
人们知道，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初
四，努尔哈赤突然下令迁都沈阳，可

仅一年半时间，他就病故了。而这期
间，沈阳皇宫还没有建成，在这段时
间里他到底住在什么地方呢？这一
直是清史学家百思不解的事。后来，
专家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
发现了一幅《盛京城阙图》才知道，他
住在“沈阳瓮城”，这处瓮城就是明代
沈阳城的北门——镇边门。

很多人都知道北京有天坛、地
坛，却不知道，历史上清朝最早设立
的天坛、地坛却在沈阳。天聪十年

（1636年）四月八日，皇太极下令改国
号为“清”，并率大臣到南郊天坛祭告
天地。沈阳天坛位于德胜门（大南
门）外五里，即今天南塔天坛小区附

近，为圆形。这是皇太极采纳汉族
大臣范文程的建议，仿效明代北京
南郊圜丘而建。沈阳地坛建于内治
门（小东门）外东三里，与天坛同时修
建，也是仿照明代北京地坛而建，坛
为方形。

全书分为古城寻踪、历史印痕、
名人轶事、地名探幽、名胜古迹、建筑
撷英、民俗风情、美食美味八大部分，
基本涵盖了沈阳人生活所涉及的各
个方面。每一部分选取最具代表性
的生活印记，并配有许多珍贵历史图
片，行文力求通俗易懂，体现了思想
性、故事性、知识性、记录性相统一的
特点。

《沈阳人生活印记鉴述》出版

从历史文化角度讲好沈阳故事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8
月 9 日晚，沈阳市总工会宣传文化
大篷车开到沈阳市浑南区一个项目
工地搭台，沈阳市工人文工团上演
一台主题为“与共和国同成长，与新
时代齐奋进”晚会，同时全新升级版
宣传文化大篷车完成首秀。

晚会在歌舞《劳动畅想曲》中拉
开帷幕，男声独唱《中国有我》、诗朗

诵《今夜星光灿烂》、音舞快板《振兴
沈阳谱新篇》、互动相声《大篷车上我
宣讲》、四重唱《强国一代》、杂技《男
女对手》、歌舞《不忘初心》等十余个
节目赢得工地劳动者阵阵掌声。

这台大篷车配备了国内先进技
术水平的“智慧内核”。据介绍，大
篷车将继续开赴市内建筑工地、基
层一线举办主题文艺宣讲活动。

沈阳市工人文工团
把文艺晚会送到工地

“8+”名人故居纪念馆联展在沈阳故宫开幕——

让大众穿越时空与名家对话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在此次展览上，可以看到李四光的
小提琴曲《行路难》手稿。大家都知道李
四光是我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但
是也许大家并不知道，李四光还是一位
文艺青年，不光文章写得好，还是一位音

乐迷，非常有音乐天赋。李四光还是中
国第一首小提琴曲作者，这首《行路难》
是他1919年在法国创作的。

《行路难》是我国古代“乐府诗”旧
题，古人历来有按这样的旧题写诗作歌

的习惯。李白三首《行路难》，“行路
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
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借李白的
诗作，李四光通过小提琴抒发了一代知
识分子求索的心境和追求光明的渴望。

李四光与小提琴曲《行路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8+”名人故
居纪念馆联盟早在 2000 年即宣告成立，
历经 20年，从最初的“八家”名人故居纪
念馆，即宋庆龄故居、李大钊故居、北京
鲁迅博物馆、郭沫若纪念馆、茅盾故居、
老舍纪念馆、徐悲鸿纪念馆、梅兰芳纪念
馆，发展到了今天的“8+”名人故居纪念

馆联盟，目前共有桐乡市茅盾纪念馆、泰
州梅兰芳纪念馆、重庆郭沫若纪念馆、乐
山郭沫若纪念馆、李四光纪念馆、詹天佑
纪念馆、天津李叔同故居纪念馆、天津梁
启超纪念馆、青岛康有为故居纪念馆、广
州红线女艺术中心以及广州鲁迅纪念
馆。

谈到此次展览，沈阳故宫博物馆馆
长李声能说，近现代中国产生了诸多影
响深远的历史名人。沈阳故宫特别引进

“穿越时空对话名家”——“8+”名人故居
纪念馆联展，希望民众来沈阳故宫不仅
能看到清代艺术展，同时也能领略到近
现代文化名家的风采。

让民众领略近现代文化名家的风采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8
月 9 日，由省工商联文化创意产业
商会、沈阳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等
单位发起的“红色文化之旅”活动走进
第65站沈阳南塔鞋城，在占地2800平
方米的展示中心，举办“铭刻红色记
忆，传承红色基因”大型主题展览。

“沈阳红色之旅”活动旨在深度

发掘沈阳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红色文
化资源，助力沈阳打造全国红色旅
游目的地城市，自去年10月启动以
来，到目前已先后走进沈阳老字号
博物馆、太原街地区雷锋学校、沈阳
市档案馆等65站。按计划，在今年
新中国七十华诞之时，“沈阳红色之
旅”活动将走进第70站。

“红色文化之旅”活动
推出大型主题展览

茅盾的《清谷行》鲁迅致李桦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