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0月2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杜 娟 视觉设计：黄丽娜 检校：高 峰 冰 晶文化新闻
WENHUAXINWEN

11

文化七日谈 WENHUA

连日来，“又
见红山”精品文物
展吸引了来自四
面八方的参观者，
自10月16日开展
以来，观众络绎不
绝。到目前，参观
者近两万人次。
预约观展的个人
和高校、机关等团
体源源不断，其

中，还有不少外国观众预约观展。这
证明了这一世界范围内首次集中展
示红山文化出土的精品文物的魅
力。从“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到“又
见红山”精品文物展，充分展示了辽
宁有文物、辽宁有历史、辽宁有文化。

近日，一段所谓“量子速读”的
视频火了。视频中，在某公司举办
的量子波动速读培训上，有小学生
还有成年人，如洗扑克牌一样高速
翻书，不在任何一页停留，据称在几
分钟之内就可以读上 10 万字。更
离谱的是，这家公司所谓的“快忆超
脑潜能训练”，还可以让学员做到手
心识字，信封透视字卡，意念搬运密
封瓶里的钞票、别针、巧克力，意念
断钢勺。新闻中说，这种阅读方法
从实验室里走向资本的游戏，培训
班收费动辄数万元，甚至还搞起了
比赛，让不少家长和孩子趋之若鹜，
仿佛找到了提高智商的捷径。

初看这段视频，真有穿越之感，
难道这不是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广为
人知的伪科学吗？怎么今天还能有
人信呢？当初被那些“气功大师”吹
嘘过的异能神技，重新披上量子理论
的“马甲”，居然还能迷惑人，也真是
让人无语。懂得量子理论的人肯定
不多，但识破这个骗局并不需要多高
的科学素养，只靠常识即可——读书
需要方法，但再好的方法，也要靠量
的积累，读得越多才会读得越快。一
目十行的高人肯定有，但几分钟读十
万字，如果人能做到，就不需要研究
机器人了。更何况，在柯洁和李世石
这样的围棋大师都战胜不了阿尔法
狗的时代里，为什么要把一个鲜活的
生命培养成机器人呢？

也有人说，这是当局者迷。“速
读教育”再一次成功地贩卖了焦虑，
戳中了广大学生家长的痛处——为
了孩子能赢在起跑线上，病急乱投
医。这倒是切中要害，在网上搜索

“速读”，跳出来的培训项目可不只
“量子速读”这一款，虽然没有精力
和能力去一一识别其中的真伪，但

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学生阅读速
度还真是众多学生、家长甚至老师
特别重视和焦虑的事。

如何教好孩子、如何提高成绩，
我不是专家，不敢妄言，但有一点令
我困惑：难道我们现在读得还不够
快吗？以前一张报纸读半天，可现
在仅靠坐在马桶上和地铁里的碎片
化时间就让我们用手机读遍了大事
小情；以前一本书可以读上十天半
月，现在各种“一句话读懂”体让我
们可以在一天之内知道好几本书的
大致内容。如果“速读训练”只是为
了在短时间内理出文章的主要观
点，上述这些办法同样能够完成。
可这种碎片化、抽筋剥骨式的阅读
不正是现在令很多人担忧的事吗？

即使“量子速读”不是骗局，一个
学生用几十分钟就把全唐诗读下来，
又有什么意义？一篇只有5000多字
的《道德经》，即使穷尽一生，又有多
少人敢说读懂了；明白如话的一首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
里目，更上一层楼”，可能也需要靠漫
长的人生阅历才能真正体会。

阅读是为了什么？经典的论述
车载斗量，简单说，一是求知，二是
滋养心灵。现在流行一个“空心人”
的说法，作家三毛曾经有一段对“空
心人”的解读：“所有的人，起初都只
是空心人，所谓自我，只是一个模糊
的影子，全靠书籍绘画音乐电影里
他人的生命体验唤出方向，并用自
己的经历去充填，渐渐成为实心
人。而在这个由假及真的过程里，
最具决定性的力量，是时间。”

为了应试而训练的快速阅读能
力，即使成功，也不过是多培养出了
几个“空心人”而已。今天我们需要
的恰恰是让阅读慢下来。

“量子速读”
难道我们读得还不够快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0
月22日，沈阳市版权协会第五次会
员代表大会在沈阳举行。大会选举
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霍燃为沈阳市
版权协会会长。

大会对《沈阳市版权协会章程》
修订情况进行说明。协会今后将开

展形式多样的保护知识产权宣传
教育活动，如“版权保护进校园”

“版权保护进社区”等。协会要配
合版权行政部门，加大对侵权盗版
行为的打击力度，不断提高百姓维
权意识，营造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
氛围。

沈阳市版权协会举行会员代表大会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沈
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沈阳市文
化演艺中心）、沈阳评剧院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创排的献礼剧目——
大型评剧《奉天·1932》10月22日在
沈阳盛京大剧院首演。

原创评剧《奉天·1932》以沈阳
“抗日九君子”为基本素材，全剧以
粉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一手策划的
赴“新京”长春参加伪满洲国“建国”

庆典活动为主要事件，塑造了沈阳
第一批女共产党员乔雪梅的形象。
排好这部原创剧目，沈阳评剧院动
用了全院艺术骨干，集沈阳评剧院

“韩、花、筱”三大流派于一体，用丰
富的唱腔、丰满的人物，演绎了一台
属于沈阳本土的评剧艺术大戏。《奉
天 ·1932》不仅是一部红色的抗战
戏剧，也是展示沈阳评剧三大流派
风采的戏剧力作。

评剧《奉天·1932》在沈首演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一
场主题为“相约时空对话，追溯长子
荣光”的《巨变观澜》新书作者见面
会将于 10 月 27 日下午 2 时在红梅
文创园红梅书坊举行。

本次活动由沈阳出版社联合红
梅书坊共同主办，《巨变观澜》一书
的作者侯宁将同读者一道分享对沈
阳老铁西的珍贵记忆。此外，活动还
将邀请曾经生活、工作在铁西的老工
人畅谈他们当年工作、生活的难忘岁

月。出生于沈阳市铁西区的侯宁，现
任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她从小
就对铁西的工业文化有着深厚的情
感，长期关注工业遗产保护，致力于
工业文化研究，2014年曾参与国家工
业文物鉴定标准制定。

《巨变观澜》是“沈水书坊”系列
丛书之一，该书从工业文化视角切
入，以中国工业博物馆为聚焦中心，
全景式地勾勒了沈阳工业的成就以
及对新中国的贡献。

新书《巨变观澜》讲述铁西故事

此次展览不仅吸引了大学
生，还吸引了中小学生。记者此
前在“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展厅
见到的沈阳市南昌新世界学校学
生刘小雅，今天又和妈妈徐千雅
来参观“又见红山”精品文物展。
徐千雅说，生活在西辽河流域的

红山先民们在有限的物质条件
下，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古老的
红山文明，这些雕琢精致的玉器、
纹饰丰富的陶器、功能独特的礼
仪建筑……都吸引着她的女儿。

记者还看到沈阳市皇姑区塔
湾小学学生高铭伟和几个同学拿

着手机不停地拍照。高铭伟对博
物馆情有独钟，他说，这回和同学
在家长的带领下先后参观了“又
见大唐”书画文物展和“又见红
山”精品文物展，这样好看、大规
模的展览，还是第一次碰上，真是
太幸运了。

小学生近距离感受红山文化

进行时

“又见红山”开展不到10天观众近2万人，他们表示——

精品文物实证辽宁历史源远流长
裴 权 本报记者 杨 竞

展厅门前的大屏幕上播放介绍红山文化的资料片。杨 竞 摄展览现场

10 月 23 日，记者来到辽宁
省博物馆一楼“又见红山”精品
文物展展厅，见到从通辽市特意
赶来观看“又见红山”精品文物
展的刘铁磊 ，他在通辽市群众艺
术馆工作。10 月 7 日，“又见大
唐”书画文物展开展时，他也曾
从通辽赶到沈阳观展。刘铁磊
仔细观看每一个玉玦形龙。他
对记者说，红山文化出土文物在
通辽地区博物馆里也有珍藏，此

次展出 246 件精品，其中的玉玦
形龙，是红山文化的典型文物之
一，它和其他玉器揭示了红山文
化的内涵与重要价值，彰显了红
山文化在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
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刘铁磊表
示，观展后开阔了视野，感受到
中华文明第一缕曙光，感受到辽
宁历史的源远流长，惊叹红山先
民在 5000 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如
此精湛的艺术品。

“又见红山”精品文物展全
面反映了辽宁地区多年来以牛
河梁遗址为中心的红山文化考
古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充分展示
了红山文化在中华五千年文明
进程中占据的重要地位。记者
在展览现场看到，观众井然有序
地站排观展，他们小心翼翼地观
看红山文化精品文物，言语间透
露着对中华文明的自豪和对文
物的珍视、对文化的敬畏。

红山玉文化令人惊叹

75岁的杨大爷家住沈阳市铁
西区，当从《辽宁日报》上看到举办

“又见红山”精品文物展的消息后，
他一大早坐地铁又换乘出租车来
到省博物馆看展览。杨大爷说，辽
博举办的每个展览他都来看。这
个展览全面系统地介绍红山文化，
让他了解到辽宁拥有这么悠久的
历史，作为一名辽宁人，他感到自
豪和骄傲，更增加了文化自信。

在展览大厅，记者见到一名
女士推着轮椅，轮椅上的一位老
者正认真地观看展品。采访中记
者了解到，他叫柳冬青，今年 85
岁，是红山文化民间研究者。柳
冬青说，辽博浑南新馆开馆后，他

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今天一定要
来，是因为这个展览不仅展出辽
宁红山文化出土的文物，还能看
到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出土的文
物。让他感到遗憾的是红山文化
遗址没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应
该继续申报。

画家张宝澍说，246 件石器、
陶器、玉器珍品，将我们带回了远
古的新石器时代，领略到了5000年
前的艺术精粹、国之瑰宝，始知长江
流域之外的又一个源头。红山文
化是我们辽宁的一块文化金牌，
此次展出看到了难得一见的红山
文化出土文物，对红山文化在中
华文明起源中的独特地位有了更

深层次的理解。
书法家王荐认为，红山文化

是辽宁的一张亮丽的名片，红山
文化出土文物第一次集中在辽宁
展出，值得一看。长期以来，传统
的史学观点认为，黄河流域是中
华文明的发祥地，而牛河梁遗址
的发现，终结了传统中原中心论
的观点。这次展览是一个很好的
平台，应深入发掘、深化研究、大
力宣传红山文化，让更多的人更
加全面、清晰地了解最新考古发
现所揭示的红山文明深邃的内涵
和辉煌的成就，“让文物活起来”，
辽宁有历史、辽宁有文化，就是从
红山文化开始的。

辽宁有历史有文化

记者在展览现场见到了辽宁大
学国学院、蒲河学堂、书画研究院、历
史学院的师生，他们在讲解员的带领
下，欣赏着红山文化出土的玉龙、玉
鸟、玉龟、玉人等国宝珍品，切身感受
到了红山文化所散发的魅力，颇感震
撼。师生们在一楼欣赏完“又见红
山”精品文物展后，又到三楼观看“又
见大唐”书画文物展，饱览了《簪花仕
女图》《虢国夫人游春图》《万岁通天
帖》等国宝级书画珍品。

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郭醒说，现
在众多国家都在讲中国国学，讲中
国国学要讲根源。今天的展览就是
这样的一种教育。

辽宁大学国学院 2018 级学生朱
芷璇说：“通过参观展览，我感受到只
有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与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作为新时代
的大学生，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爱护
文物，自觉担当起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的使命。”

辽宁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杨志安说，辽大将分批使每个学院的
师生都来参观这两个展览，让师生感
受到辽宁丰富的历史文化。比如，从

“又见红山”精品文物展的材质造型、
艺术演变、社会功能等多个角度，就能
深入了解红山文化内涵。回到学校
后，还将组织参加此次观展活动的师
生举办座谈会。

辽大师生观展后
深感震撼

玉玦形龙（资料图）

展览现场 本文照片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孙海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