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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观众井然
有序地站排观展，在外企工作的郝
曌对记者说，她喜欢唐三彩马，精神
抖擞，马身施枣红色釉，马鬃及面部
施白釉，鞍和马鞯施黄、绿色釉，颜
色和谐。马戴络头，攀胸以白色杏
叶为饰，背部革带有绿色杏叶垂饰，
显示出唐马的豪华高贵。感谢此次
展览为观众展出百件珍宝！

辽宁大学学生王瑞雅说，以前
在央视节目“国家宝藏”里看见《万
岁通天帖》，这次看到真面目，特别
棒！“我国庆长假没回河南老家，就
是在沈阳等着看这个展览！从媒体
报道中得知，为了这次文物展，辽博
文物保护中心修复师20天内要修复
20多件文物、制作40多件文物的展
示固定装置，感谢修复师的付出！”

这次展览现场还有古琴表演、
文创产品展销。王先生是特意从武
汉到沈阳观看展览的，他对记者说：

“《簪花仕女图》《萧翼赚兰亭图》《虢
国夫人游春图》《万岁通天帖》《仲尼
梦奠帖》等皆为中国书画史上皇皇
巨制，如此众多国宝同时亮相，无疑
是一场难得的视觉盛宴，这趟沈阳
行来得真值！”

在展览大厅，记者见到沈阳书
画院院长于晨，她说：“这次展览通
过绘画、书法、雕塑，包括一些陶俑
作品，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大唐历史
情境中。大唐盛世是中华文明中一
个鼎盛时期，也是我们民族最引以
为傲的历史时期。从展出的书画文

物中，我们能体会到大唐的社会生
活、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的精神面
貌。历经千年，大唐的文化已经成
为我们血液中的文化基因，对我们
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都有鼓舞作用。”

在《簪花仕女图》展柜前，记者
见到了画家杨柳。她说，从此幅国
宝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代女子的社
会地位和活动空间有极大提高，着
装风气也开先河。唐朝的世界性和
包容性使唐代女子服饰呈现出多姿
多彩的新局面。服饰和发式开创了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时代风气。

画家朱国良说，他不仅观看了
展览，还聆听了两场高端学术论
坛，专家学者对大唐文化渊源和多
姿多彩文明景象的解读，激发、深
化、启迪了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认知和传承。

国宝荟萃 机会难得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为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10月 9日，鲁
迅美术学院离退休教职工美术作品
展在学院美术馆启幕。

本次展览共展出作品 170余幅
（件），包括油画、雕塑、国画、水彩、
书法作品等。宋惠民、任梦璋、田奎
玉三位老院长和年过九旬的老教授
刘树仪、王占鳌都拿出自己的精品
力作参加展览，许勇、孙世昌等名家
的作品更是为展览锦上添花。参展
作品主题鲜明、题材广泛、感情真
挚、笔触生动，充分表达了老艺术家

的心声和爱国之情。李连仲教授现
场进行书法创作，挥毫泼墨的气势、
雄浑苍劲的字体极具艺术魅力。

鲁迅美术学院院长李象群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观看参展作品，
深切地感受到每一位老艺术家都充
满活力。此次展览不是一个简单的
离退休教职工美术作品展，而是旨
在让新入学的学生了解鲁美前辈艺
术家走过的奋斗之路和爱国情怀，
也让更多人了解鲁美具有影响力的
名家和名作，传承鲁艺红色基因，创
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鲁美老艺术家作品展开展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辽
宁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日前赴埃
及参加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活
动”，在开罗歌剧院大剧场、亚历山
大达尔维什剧场分别举办了两场

交响音乐会，向埃及人民展示辽宁
文化，讲辽宁故事，增进相互了解，
将辽宁的文艺品牌推向国际舞台，
获得赞誉。

埃及各界人士以及在埃及的
华人华侨等逾千人观看演出。

辽宁歌剧院赴埃及演出获赞誉

本报讯 记者凌鹤报道 国家
艺术基金项目“让你爱上中国字”书
法作品展正在沈阳市宣和艺术馆举
行，并将持续至11月末。展览期间
陆续推出各类书法和汉字文化惠民
活动。此次展览由沈阳市委宣传
部、辽宁省书法家协会、沈阳市宣和
艺术馆共同主办。

展览共展出书法作品 120 余
件，均为名家佳作。甲骨文、大篆、
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兼备，中堂、
对联、条幅、斗方、条屏、扇面、文稿、
手卷、题跋、批注等形式丰富，所书

内容为朗朗上口的古诗词、励志名
言警句、经典哲学用语等，富有实用
性、内容贴近生活。

“让你爱上中国字”是系列文化
项目，2015 年主题为“汉字之美”，
2016年主题为“汉字之源”，2017年
主题为“汉字之体”，2018年主题为

“汉字之遗”，2019 年主题为“汉字
之用”，旨在探讨书法艺术与现实生
活的关系，以书法为载体，传播汉字
文化，激发爱国情怀，增强文化自
信，服务现实生活，继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让人们爱上中国字。

“让你爱上中国字”
主题书法展在沈举行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10
月9日，由沈阳市委宣传部、沈阳市
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等联合主办
的“壮丽 70年 奋斗新时代”第五届
沈阳合唱音乐季在沈阳盛京大剧院
落幕。

自今年 6 月开始，合唱季在全
市范围内唱响，开展晨唱快闪、合唱
大师课、合唱展演、合唱专场音乐会
等一系列主题活动，全市的合唱团

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出现在大小舞
台，近百场活动，十万余人参与演
出，给市民带来了精美的文化享
受。闭幕式演出由沈阳市总工会合
唱团和沈阳市群众艺术馆少儿合唱
团演唱的《我爱你，中国》开始，之后
国内 10 支优秀合唱团先后登台表
演，尾声时所有演出团队共同演唱

《美丽中国进行曲》，气势恢宏，为本
次合唱季画上一个圆满句号。

第五届沈阳合唱音乐季落幕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辽
宁省作家协会围绕新时代辽宁全面
振兴、全方位振兴这一主题，日前组
织全省优秀作家深入到鞍钢、沈飞、
新松、忠旺、中德工业园区等重要国
企、民企和新型产业集群中去，开展
创作采风活动。

与此同时，省作协在举办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辽宁文学周”活动
中，借助中国作协社会联络部的人才
优势，邀请一批全国著名作家深入到大
连等市，开展系列文学讲座和文学交
流活动，将活动送到校园、书店、工
厂、社区的文化 生 活 前 沿 阵 地 。

省作协组织优秀作家到企业采风

虢国夫人游春图

进行时

“又见大唐”开展4天观众近万人，他们感叹——

一次看38件国家一级文物太难得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38件国家一级文物同时展出，‘又见大
唐’太精彩了，这样的观展机会太难得了！”一
位来自成都的王姓观众兴奋地对记者如是说。

连日来，到辽宁省博物馆参观“又见大唐”
书画文物展的社会各界观众络绎不绝，开幕4
天参观者近万人。其中，还有乘坐高铁、飞机
来到沈阳观展的外地观众。这证明了这一世
界范围规模最大以唐代书画呈现大唐风韵展
览的魅力。

一进辽博，观众就能看到一个
以《虢国夫人游春图》为背景的巨大
展板。沈阳市南昌新世界学校学生
刘小雅拉着妈妈徐千雅的手在此拍
照留念，之后又去三楼“盛世画卷”
单元看《虢国夫人游春图》真迹。刘
小雅和妈妈一边仔细观画，一边一
起寻找“虢国夫人”，猜想画中哪位
是虢国夫人。刘小雅说：“我平常喜
欢画画、舞蹈和钢琴，能在自己少年
时代有机会集中看到这么多的国
宝，真是太幸运了！这个展览让我
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

深！这将影响我的一生。”
一位80岁的观众看完展览后，

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他说：“我们国
家太伟大了，我们有伟大的文化，我
们有壮美的山河。”

辽宁画院院长、辽宁美术馆馆
长冷旭说，“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
是以书画为主要形式再现大唐盛
世，就绘画层面而言，可谓叹为观止，
展览荟萃了这么多国宝级文物，令人
目不暇接，美不胜收，对从事美术研
究和创作者来说，真是一次难得且
需要慢慢吸收、消化的艺术盛宴。

寻找“虢国夫人”

展览启幕首日，鲁迅美术学院
动画学院教授满懿就到辽博观展。
她坦言：“辽博此前展出《簪花仕女
图》《虢国夫人游春图》《万岁通天
帖》时，我看了三遍，每次都激动不
已，这次观看依然很激动，这些旷世
文物看多少遍都不够。当年在鲁迅
美术学院上学时，我临摹过《簪花仕
女图》的印刷品，现在看到的是真
迹！真迹中的线条、色彩反映出大
唐盛世的繁荣富强。”

除了书画令人格外关注，展览
中，唐釉陶和唐泥塑也是看点。记
者看到，在一个展柜里展出了 4 件
文物，分别是朝阳、陕西、旅顺、河
南等博物馆收藏的，有在洛阳和新
疆出土的，还有在朝阳和西安出土
的。不同地区出土的唐 釉 陶 和 唐
泥塑反映出不同地区的经济、文
化和生活状态。比如朝阳市博物
馆收藏的“唐釉陶半翻髻仕女俑”
是从朝阳纤维厂唐孙则墓中出土

的，通体施淡绿色釉，头 梳 单 刀
半 翻 高 髻 。 据 介 绍 ，唐 俑是按
照生活中的真人塑造制作的，在
很大程度上呈现出当时人们的生
活状态。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的“唐彩绘
陶男装女立俑”是在西安市东部郭
家滩出土的，女子面庞圆润，头戴
幞帽，身着圆领长袍，腰系革带，脚
穿靴子。据介绍，在唐朝幞帽、袍
服、靴子均为男子服装，妇女穿男
装是流行风尚，不仅穿汉式男装，
有时也着胡服男装。

满懿说，唐代国风开放，人们审
美追求新异。如此开放的审美和着
装观念与唐代开放和交融的文化有
着很大关系。从妇女穿着男装看，
唐朝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是个性解
放的社会。一个国家的进步从百姓
的着装上就可以体现出来。当下中
国社会，百姓着装丰富多彩，这是一
个国家盛世开放的表征。

线条色彩呈现盛世风韵

辽宁画院研究员徐萍说，“又见
大唐”就是将传世的中国古代书画
经典最直观地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文
化审美需求结合，在中华优秀传统
中 汲 取 动 力 ，凝 心 聚 力 ，再 创 辉
煌。 徐萍认为，此次展览一个有别
于以往古代书画文物展的突出特点
是：调动一切艺术手段，让文物活起
来，让古代经典走进当代，融入人民
群众的情感中、生活中和今后的创
造奋斗中，让盛世画卷和浩荡书风
永久流传。

“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展陈设
计雍容大气，典雅美观，盛世气象感
染着每个观众。更感人之处是，每
件展品都如同久别的老友，在向你
诉说着它的前世今生，倾吐着和你

一眼千年的旷世情缘。徐萍说，在
《昭陵六骏图》展示中，将杜甫的咏
马诗章与章怀太子墓壁画一并推
出，让纸本绘画和壁画与我们耳熟
能详的杜甫诗篇联系起来，展现出
缤纷的盛世大唐。而一把九霄环珮
古琴，几近专业的翔实解读，让最具
悠久历史的民族乐器与当代人产生
和鸣。在《万岁通天帖》展板前，将
历代收藏印章准确考释展列，起到
了深入解读经典，助推传承文脉的
作用。

还有许多观众表示，“又见大
唐”体现了辽博人敬业、专注、精诚
的职业精神，让文物活起来，讲好中
国故事，需要这种精神。他们要把
博物馆的记忆带回家。

让观众把博物馆的记忆带回家

展览现场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近
日，由辽宁省美术家协会推荐，我省
宽甸满族自治县木雕艺术家陈东明
参加了“2019日本南砺国际木雕艺术
节”。来自中国、美国、意大利、匈牙
利、西班牙、日本等9个国家的木雕
艺术家在日本富山井波艺术森林公
园木雕现场，参加木雕大赛。

陈东明在小头直径60厘米、大
头直径89厘米的日本椿木上做凹槽
平面，平面按照中国画的元素雕刻
成水面，用中国的松木做成30只可

爱的水鸟，平静地站立在水面上，
鸟的翅膀为祥云符号。寓意水是生
命之源，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件
名为《静水》的木雕作品获得“2019
日本南砺国际木雕艺术节”大奖。

陈东明是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木版年画）传承人，辽宁省
美术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民间文艺
家协会理事。作品曾多次参加国家
级及国际展览并获奖。其作品《春》
被国家美术馆收藏，版画《好山好
水》被北京民族文化宫收藏。

辽宁木雕艺术家
获日本国际木雕艺术节大奖

展览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