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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巴金没有来过大连，但是今天他来了，是以这样一个
展览的方式来到了大连。”日前“温暖的友情——巴金与友
朋往来手札展”全国巡展第二站来到大连，开展之时，中国
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如是说。

今年是巴金诞辰115周年，这个展览通过巴金与51位朋友
之间的通信，展现了一代人之间“温暖的友情”以及友情后面的
时代印记。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0 月
31 日，第十七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
艺术节上，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凭借

《炫彩车技》摘得金奖。
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是以

杂技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艺术赛场
和文化节庆活动，与摩纳哥蒙特卡洛
国际马戏节、法国巴黎“明日与未来”
国际马戏节并称为世界杂技三大赛
场，被国际杂技界誉为世界三大重
要杂技赛事之一。由文化和旅游部、
河北省政府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吴
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于10月25日至11
月 7 日在石家庄、沧州和吴桥县三地
举办，来自美国、法国、俄罗斯等18个
国家的25个节目和中国的5个节目参
与，由来自10个国家的11名国际杂技
界专家组成评委会，本届杂技艺术节
共设3个金奖。沈阳杂技演艺集团演
员凭借过硬的本领，一举摘得金奖。

以往车型杂技的车技都是单人
骑，一个人来完成各种技巧。在演出
现场，演员们的蹦肩、跑背、双层排
楼的动作技巧震惊了评委，被认为

是“拓展了车技表演空间”。尤其是
节目最后 ，20 名演员，包括 17 名女
演员和 3名男演员，骑上一辆单车的
场景成为世界杂技舞台上的“奇
观”。评委评价说，《炫彩车技》整体
编排极富感染力，整场节目看下来令
人心潮澎湃。

在高手如云的赛场上竞技，如何
脱颖而出？沈阳杂技演艺集团董事
长安宁说，金奖背后是许多杂技人的
坚守、付出与突破。为了备战此次大
赛，车技组全体演员经过7个月、每天
10小时的集中封闭训练，在技术动作
上，独创出“跑背”等一系列高难度造

型技巧，开拓了三人车上杂技表演空
间。同时，“双层排楼”“车上转体
360°接后空翻”等高难度动作，使得
该节目的杂技技巧达到新高峰。“车
技”节目有高达 90%的创新成果，首
次尝试用新材料制作单车，不仅增强
了单车的承重力，同时减轻了车身自
重，极大地增加了单车灵活性。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参演的
20 名演员很多原本是蹬鼓、绸吊和柔
术演员，在车技方面是零基础，从零
开始学车，适应行进中的动作，即使
排练过程中系了安全绳，但半年时间
里从空中掉下来上千次，吃尽了苦
头。两场比赛结束后，不少演员在现
场都哭了。

安宁说，此次能夺得“金狮奖”，
除了演员的努力外，也与著名编导李
春燕和中国杂技团原副团长孙力力
的鼎力加盟及技术指导分不开，他们
的鼎力相助极大地提升了节目的艺
术水准，加之服装、音乐等专家的倾
力支持，才打造了这台令人激越振
奋、高端时尚的艺术精品。

《炫彩车技》获国际杂技艺术节金奖

周日，我在辽宁省博物馆“又见
红山”精品文物展流连了半天的时
间。之所以在开展半个多月后才来
参观，只是因为我想看得更“明白”，
在网上读了大量的相关介绍之后再
走进博物馆，就有了跟每一件文物
对话的念头。

解说员说，红山文化最标志性
的文物红山女神像的原件已经不
适合展出。但在女神像的照片前，
我还是驻足好久。1983 年 11 月，
在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红山女神
像出土，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掘最
古老的大型泥塑写实头像。郭大
顺先生曾经回忆起跟红山女神第
一次“对话”的情景：当时考古队住
在马家沟村的老乡家里，老乡家都
用报纸来糊墙，把女神像请到屋里
后，一抬头正好看到墙壁上糊的

《辽宁日报》上有一篇报道，是歌手
潘安邦演唱的一首歌：“一把黄土
塑成千万个你我，静脉是长城，动
脉是黄河，五千年的文化是生生不
息的脉搏，提醒你提醒我，我们拥
有个名字叫中国。”郭先生说：“这
个头像不就是一个泥塑的祖先的
形象吗？”

很想问问这位双目圆睁、嘴角
上翘似笑非笑的红山女神：是谁塑
造了你？是谁曾经在你的面前俯身
祭拜？他们向你吐露过什么样的心
声呢？

像我一样有“穿越”想法的观众
不在少数。展览中，陈列着多件斜
口筒形玉器，说明中说：它是红山文
化的代表性玉器，频繁出现于高等
级别的墓葬中，很多置于墓主人的
头颈之下。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几
名观众争论起来，有人很肯定地说：

“应该是束发用的，因为玉器接近底
部都有两个对称的小孔，把头发束
起后发簪经小孔穿过。”也有人说：

“不可能，这些玉器有大有小，大的
有小腿粗，哪有人有那么多头发

呢？”我说，“来前在资料里看到说这
应该是祭祀的礼器”，但这个学术观
点对他们似乎也没有多少说服力，
大家还是争论不休。

也许，这就是看“又见红山”展
览最有趣的地方了，一种探秘的兴
奋。一套挺完整的配有石磨盘、磨
棒和磨饼的磨米器，都会让大家琢
磨很久，一名观众现场模拟它的使
用方法，颇有心得：倒还挺有效，跟
现在磨米的原理差不多。5000 年
前的古人与我们的距离似乎并没有
很远。

更能够拉近我们与红山先民距
离的当然就是那些红山玉器了。红
山文化墓葬的独特之处是只随葬玉
器，这也就是郭大顺先生所说的“惟
玉为葬”。他认为，红山文化的玉器
已具备了中华文化“礼”的雏形，“惟
玉为葬”的实质就是“惟玉为礼”。
看着这些玉制的人物、动物、植物和
玉璧、玉镯、玉玦，特别想问问 5000
年前的他们：是人的气质投射到了
玉的身上，还是玉滋养了一个民族
的气质？君子何以如玉？

还有牛河梁规模宏大的坛庙冢
遗址群，展馆的屏幕上还原着坛庙
冢的建筑方式，直观生动。一块展
板上，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
1987年考察牛河梁遗址后的题词：

“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华文明一象
征”。辽西发现的 5000 年前的祭
坛、女神庙、积石冢群，不仅把中华
古史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展到燕山以
北的西辽河流域，而且将中华文明
史提前了 1000 多年。正如苏先生
所说：“红山文化坛庙冢三种遗址的
发现，代表了我国北方史前文化发
展的最高水平，它的出现让社会发
展阶段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从这里，
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曙光。”

“中华文明第一缕曙光出现的
地方”，一想到这就是在我们脚下诞
生的历史，文化自信油然而生。

与红山女神超时空对话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10
月 31日，由辽宁省作家协会、《当代》
杂志社共同主办的“金芦苇”工程重
点作品《锦西卫》研讨会在人民文学
出版社举办。来自北京、辽宁的十余
位专家学者畅所欲言，一致认为《锦
西卫》是近年来抗日战争题材长篇小
说中，一部非常独特、有历史分量的
重要作品，并从作品的文学创作、社
会意义等方面展开研讨，深刻挖掘作
品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

《锦西卫》是辽宁作家周建新的

新作，在今年《当代》杂志第五期重点
推出。周建新告诉记者，他的家乡葫
芦岛原本叫锦西，20 多年前,他曾在
此挂职体验生活，了解到锦西的老县
城钢屯镇当年发生过惊天地、泣鬼神的
义勇军抗日史实，是“九一八”事变之后
第一个收复的县城。于是，他用文学的
方式准确、翔实地还原历史，从构思到
完成，用了近20年，努力把地方史志和
民间口述历史融合在一起。

辽宁省作协 3 年前开始推出“金
芦苇”工程，主要是扶持重要作家和重

要长篇小说。此次《锦西卫》研讨会，
是省作协第六次“金芦苇”工程作品的
出版前研讨。

研讨会由文学评论家孟繁华主
持。著名评论家吴义勤认为，《锦西
卫》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
义，人物刻画有血有肉，在外敌入侵、
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支撑东北民众
的理念就是“一腔热血，给爹给妈给
国给家”，这也是贯穿这部作品的精
神线索。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应
红说，《当代》杂志的读者调查表明，

该作品在当期被读者评为《当代》拉
力赛第五站冠军。沈阳师范大学中
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贺绍俊认
为，整个故事的进程是沿着历史真实
的脉络写的，这部小说写到锦西县城
的收复，是非常值得辽宁人骄傲的事
情。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
员刘大先认为，这部小说可以写几部
曲，因为中间设置的很多扣子还没有
解。专家学者在对《锦西卫》予以充
分肯定的同时，也在一些细节问题上
提出异议及修改意见。

长篇小说《锦西卫》研讨会在京举办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铁

法能源公司矿工唐建忠主创的《不
二人选》《三接头》《谈婚论嫁》等十
余部小品，日前分别登上央视“我爱
满堂彩”和辽宁卫视“组团上春晚”
栏目。

唐建忠自幼喜爱文艺，技校毕
业后到铁法能源公司当工人。他白
天上班，晚上为媒体写足球评论。
2010年，唐建忠结识了一些地方曲
协、文联的朋友和矿区文艺爱好者，
从此他和朋友们利用业余时间写剧
本。2018年，唐建忠以独立编剧的

身份参加辽视“组团上春晚”的节目
录制。在18个剧本中，他参与创作
了9个，《父爱无声》《十万火急》《为
了团圆》还获得了期冠军。去年
底，唐建忠接到央视为春晚创作一
部反映农村新气象小品的邀请，他
写出 4 套创作方案，最终《东北大
集》得到节目组的认可，在央视元宵
晚会上亮相。如今，他把创作重心
转向反映矿区生活、讴歌矿工以及
廉政教育、家风等方面，让自己的作
品有更多矿山元素，讴歌这片培育
他的沃土。

矿工唐建忠主创多部小品上央视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正在辽宁省
博物馆举行，为了配合展览，向观众
介绍唐代文化，省博物馆特别举行
了一系列“大唐补习班”主题社会教
育活动。其中包括“大唐风韵入门
班”“施妆粉黛精英班”“梳头绾髻尖
端班”“霓裳羽衣全能班”等公益课
程。千余名老中青观众积极参与，
青少年化身“大唐服饰设计师”动
手设计。

这些精心设置的公益课程，内
容紧扣“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主
题，以展览为基础，以文物为例，
带观众了解唐代服饰文化，领略
唐 朝 女 子 妆 容 之 美。“ 大 唐 补 习
班”不仅有知识普及讲座，还有互

动体验和手工活动，受到了广大
观众的喜爱。

在“梳头绾髻尖端班”上，记者
看到，省博物馆的教师向观众讲解
发簪最初是用来固定女性盘起的发
髻，防止松散，后来慢慢演变为女性
首饰的一部分。唐代是发簪最为流
行的朝代之一，这一朝代的女性的
发饰更加繁复，因此，发簪在唐代女
性首饰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
时，唐代也是仕女画繁荣兴盛的阶
段，省博物馆馆藏周昉《簪花仕女
图》中的仕女发髻均饰有多个精美
的发簪，这也更加印证了唐代女性
对于发簪的喜爱之情。学员们在老
师的指导下，对照展览中的画作，兴
致勃勃地制作简单的发簪。

辽博举办“大唐补习班”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0
月31日，“辽宁微电影拍摄基地”挂
牌仪式在阜新彰武举行。

电视剧《大江东去》《喜庆农家》
《玉魂》编剧王宁，《女人的村庄》《沸
腾的村庄》导演吴兆珊，电视剧《爹
妈满院》《寻枪记》编剧关健，中国
微电影联盟常务副主席、辽宁省
工商联微电影协会主席张奉宝，辽

宁省工商联微电影协会董哲等十余
位影视界人士参加了此次活动。

挂牌仪式结束后，十余位影视
界人士参观了辽宁治沙研究所万
亩 松 林 等 ，采 访 了 治 沙 典 型 人
物。他们被彰武人民的治沙精神
所感动，准备拍摄一部治沙造林
绿化工程题材的电影，以此讴歌
彰武人民为治沙所作出的贡献。

辽宁微电影拍摄基地在彰武挂牌

巴金生前从未到过大连。然而，
在他的笔下大连不是一个陌生的地
方。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
会常务副会长周立民介绍，大连第一
次出现在巴金笔下，是 1935年 2月 3
日他在日本横滨完成的小说《鬼》。
作品中谈到主人公女友满子家庭状
况时，巴金写道：“我知道她同父母住
在一起，父亲在陆军省里做小职员，
哥哥到大连去了……”不经意间，揭
示了当时大连受到的殖民统治以及
大批日本人在这里生活的现实。

1935年，巴金旅日，恰是伪满洲
国皇帝溥仪“访问”日本之时，日本报
刊连篇累牍宣传，相信巴金对于东北
问题不能不关注。现实生活中，他的
一位朋友与大连发生了关系，在晚年
写回忆录时，巴金特别写道：“一个姓
袁的给关了半个月，放出来，他马上
要回国，（日本的）警察署怀疑起来就
把他‘驱逐出境’。后来听他说，他坐
船到天津，一路上都有人押送。船停
在一个城市，他就给带到监牢里囚
禁。特别是在大连，他给关在日本监

牢里过了一个时期。”周立民说，时隔
40多年，巴金还记得朋友的遭遇，也
在提醒我们，勿忘那些屈辱的岁月。

在巴金的文字中，还有几次提到
大连。1960年5月，巴金在《忆个旧》
一文中说到个旧需要挖泥船：“听说
云锡公司已经向大连厂订购了，却担
心不容易运到那里。”

1960年8月2日，巴金在给妻子
萧珊的信中说：“我想在会后去北
戴河住两天，顺便看看任幹和周立
波……吴强准备一个人去大连。”
当时巴金在北京开会，想休息一下，
现在看来，这极有可能是巴金与大连
擦肩而过的一次，他选择了离北京更
近的北戴河。

1963年6月9日，在与妻子的通
信中，巴金提到：“家宝每天都来，他
怕我感到寂寞……他的身体不大
好，我们都劝他去大连，白羽准备去
给他安排。”家宝，就是曹禺，巴金等
人劝他到大连来休养，显然，大家都
认为大连是一个恢复身心健康的好
地方。

在作品中与大连相遇

与51位友人的通信在连展出

巴金手札展现温暖的友情
本报记者 赵乃林

展览地为大连市文博艺术馆。
展览以巴金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部
分书信手迹为主，展示了巴金与51位
友人的书信，内容既有创作编译、人
际交往、社会活动等方方面面，还有
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其中包括鲁迅
与巴金讨论图书《死魂灵一百图》编
辑事务的书信、郭沫若与巴金商讨剧
本《蔡文姬》首发事宜的书信、茅盾
表达与巴金久别之后问候的书信、
巴金为女儿小林约稿写给茅盾的书
信、老舍邀请巴金吃烤鸭的便条等。
展览所涉手札时间最早的是1936年2
月4日鲁迅致巴金的书信，最晚的是
1996年12月6日黄源致巴金的明信

片，跨度长达60年。
巴金一生珍视友情、爱护友人，也

得到了爱的回馈。他曾说：“在短促的
过去的回顾中有一盏明灯，照彻了我
的灵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
彩。这盏灯就是友情。我应该感谢
它。”从他与朋友不同时期的通信中，
可以看到他们肝胆相照、相濡以沫的
情谊。这些书信折射着时代的背景，
是文学和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展览期间，观众络绎不绝。李敬
泽说：“看到一行一行的字写在纸上，
我能够想象每一个人都是在灯下给
远方的朋友怀着情谊、怀着思念写那
一封一封的信，心中满怀感动。”

51封往来书信充满温暖

在巴金手札展开展的同时，另一
场与巴金有关的重头戏——由中国
作家协会、大连大学、南方文坛杂志
社、巴金研究会、巴金故居联合主办
的第十三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也
在大连揭幕。在两天的会期里，来
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文学
馆、人民日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
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四川大学等单
位及英国、日本、韩国的 60余名专家
学者，在“五四精神传统下的巴金”

主题下展开研讨，兼及研究巴金文
学创作的影视等改编、文本阐释分
析、艺术成就发掘，以及巴金与友朋
的信件交游、巴金研究资料梳理等方
面，堪称一次高规格、高水平的巴金
研究文化盛会。

巴金研讨会至今已举办 30 年。
李敬泽说：“巴金先生不仅是位大作
家，同时，他的思想、行动对于中国的
文化发生着重要的和持久的影响。”
著名评论家毛时安阐释了巴金的当

下价值——巴金为所有以文字为业、
以文化为业的人留下的最重要的精
神财富，就是他现实主义创作思想中
最核心的理念，也是他晚年无数次大
声疾呼的——“我为读者写作，我把
心交给读者！”巴金晚年撰写的《随
想录》熔铸着他丰富的人生和单纯
的理想，闪烁着现实主义思考和理
想主义追求的光彩，为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提供了一份极其宝贵而难
得的思想资源。大连大学人文学部

教授张祖立认为，以鲁迅、巴金为代
表的现代作家的创作凝聚着极其丰
富、深刻的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和知
识分子心灵历程，是民族精神构建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令我感动和
钦佩的是，本次研讨会延续了以往
的传统，设立‘青年论坛’，资助和鼓
励青年学生参加会议，并指派权威
专家对他们的研究论文逐一进行指
导和点评，这本身就是在弘扬五四
精神和文学传统。”

对中国文化的持久影响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11
月 4 日，记者从丹东市文化旅游和
广播电视局获悉，丹东丝绸已入选
在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展出的“荣
耀：新中国 70 年丝绸特展”。该展
览回顾了 1949 年至 2019 年中国丝
绸行业70年来取得的成就。

展览展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70年丝绸行业大事记、20世纪60年
代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外销丝绸

面料样本、1959年至1960年中国丝
绸公司上海分公司丝绸面料样本、
1961年杭州古香缎设计小样稿、丹
东丝绸一厂生产的红地向日葵线绨
被面及 20 世纪 70 年代风景古香缎
织物，还有20世纪90年代至今各类
染织面料等。

据了解，“荣耀：新中国70年丝
绸特展”是首个中国丝绸发展史大
型展览。

丹东丝绸入选
“新中国70年丝绸特展”

观众在看手札展。

巴金给叶圣陶的回信。

《炫彩车技》演出剧照。 本报记者 杨 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