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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应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省博物馆邀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刘国祥日前在省博物馆举办题为《盛
世红山——五千年文脉传承与永续
发展的考古学解析》的学术讲座。

讲座以红山文化为主题和切入
点，回顾了红山文化的发现、命名，
总结了数十年来考古工作者的重要
发现和取得的丰硕成果。通过考古
学资料，梳理了红山文化的形成、发
展、演变过程及红山文化人群的物
质和精神领域成就，高度概括了红

山文化的重要意义。
红山文化因内蒙古自治区赤峰

市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得名，是中
国东北地区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
古 学 文 化 之 一 ，其 年 代 距 今 约
6500年至5000年。多年以来，红山
文化所分布的辽西地区被认为是中
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刘国祥认为，红山文明是中国
最重要的早期文明之一，牛河梁遗
址是红山文化的核心遗存，深入研
究红山文化有利于进一步探索中华
文明起源。

《盛世红山》学术讲座在沈举行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记
者日前从辽宁芭蕾舞团获悉，由省
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中
心）出品、辽宁芭蕾舞团与辽宁歌舞
团共同创排的舞剧《铁人》建组。该
剧目前正处于剧本创作阶段，预计
在2021年首演。

舞剧《铁人》由王勇、陈惠芬担
任编导，由辽宁芭蕾舞团、辽宁歌舞
团演员联袂主演，这是辽芭与王勇、

陈惠芬领衔的主创团队第三次合
作。此前合作的《八女投江》和《花
木兰》两部舞剧以女主人公为主，此
次排演《铁人》是以男主人公为主展
开故事。这部舞剧以“铁人”王进喜
为原型，以“铁人精神”为核心，用独
具创意的形式演绎舞剧。在弘扬爱
国精神、奉献精神的同时，展现新时
代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风采，用一代
人的精神引领一代人的成长。

辽芭与辽歌
联合创排舞剧《铁人》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2
月7日，辽宁湖社书画研究会第三届
会员大会在鲁迅美术学院沈阳校区
召开。大会针对秉承传统，开拓创
新，如何弘扬书画艺术，传播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等问题进行交流研讨。

“湖社”是上世纪 20 年代初在
北京成立的“中国画学研究会”，由
金城创立，当时活跃在北京画坛的
众多名师大家参加了研究会，如陈
师曾、肖谦中、陈汉第、颜世清、徐宗
浩、齐白石等，为推动传统绘画艺术
的现代发展作出贡献。

1990 年，辽宁湖社画会成立，
晏少翔任会长，2002年更名为辽宁
湖社书画研究会。

此次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辽
宁湖社书画研究会领导班子，赵宝
平当选为会长，禹称、庄廷伟、甘海
民、董宝厚、马秉枢当选为副会长。

大会指出，“湖社”的办会宗旨
是致力于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学
习与研究，以“精研古法、博采新
知”精义为指导，以学术研究引领
创作，开创辽宁湖社书画研究会工
作新局面。大会在总结以往工作成
绩与经验的同时，明确了今后工作
的方向与重点。在传承与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积
极发挥艺术社团组织优势，为服
务地方经济与文化艺术发展作出
贡献。

辽宁湖社书画研究会
第三届会员大会在沈召开

本报讯 记者高爽报道 12
月3日，省文联、省文艺理论家协会
在 沈 阳 举 行“2019·辽 宁 文 艺 论
坛”。论坛以“辽宁形象提升中的文
艺创作”为主题，省内 20 余名文艺
创作者、理论研究者和评论家围绕
辽宁形象提升中的文艺方向定位和
发展路径、怎样讲好辽宁故事、如何
塑造新时代的人物形象等相关内
容，结合自身创作经历和研究方向，
针对辽宁文艺发展该如何守正创
新、在继承中发展，如何打造出具有
时代气息的辽宁文艺新形象，并用
艺术的形式讲好辽宁故事，讲好新
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
故事，讲好辽宁人民拼搏奋进、追梦
圆梦的故事，塑造新时代辽宁人的
美好形象开展研讨。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创新是根
本，辽宁的艺术创作要增强文化自
信，顺应时代发展变化，在艺术观念
和创作思想上不断创新，打开眼界，
提高讲故事的本领，摆脱创作程式
化模式。有与会者认为，艺术家要

与时代同频，优秀作品埋藏在生活
的深处，只有真正扎根生活、体会生
活细节，做好生活经验和文艺经验之
间的转化、个体经验与广泛性经验之
间的转化，才能进行有深度的创作。
有与会者指出，讲述辽宁故事应有长
远的规划，不能急功近利，在题材的挖
掘上要尊重艺术规律，不能将文艺
简单化为宣传口号，要在作品中表
达活生生的人物和真实情感，用人
性的温情与光辉打动人、感染人。
有与会者认为，要用历史的眼光看辽
宁讲辽宁，通过艺术作品反映一个时
代人们共同的价值认同和形象认同，
表达地域精神力量，以此实现地区形
象塑造。还有与会者认为，要建设一
支人才济济的艺术创作队伍，优秀艺
术家越来越多，辽宁整体文艺形象自
然就会呈现。同时也要建设好评论队
伍，用评论的力量推动创作向前。也
有青年学者提出，进入新时代，90后一
代人成为艺术消费主体，文艺创作也
要符合他们的审美心理，回应其困惑
与需求，才能扩大受众群。

“2019·辽宁文艺论坛”
探讨如何打造辽宁文艺新形象

“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展出了
百件书画文物珍品，把距离今天1400
年的大唐呈现在我们面前。作为一名
画家，这些前人的绘画早就耳熟能详，
但如此近距离、长时间地驻足观赏，还
是感到震撼。无论是画面技术的呈
现，还是精神气质的传达，甚至连作画
的时间成本都令人叹服。

国人说起历史，言必盛唐。提起
有唐一代的绘画，就不得不提《簪花仕
女图》《虢国夫人游春图》《高逸图》《孝
经图》《牧放图》等这些在中国美术史
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顶级珍品，有些画
作虽为临品，但仍不失神韵。这些藏
品，尤其是盛唐时期的艺术作品，与同
样在美术史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汉和宋
的艺术进行比较，更能强烈地感受到
大唐之风。

汉代艺术雄强古朴，宋画清丽典
雅，大唐的艺术却雍容华贵。雍容是
一种气质，必须有丰裕养成的毫不张
扬的内敛气质，是装不出来的。不具
备这种气质，是无法创造出金碧山水

的富丽堂皇，就会因急于取宠而流于
媚俗或显得咋唬。

唐人的绘画，基本上都以现实生活
为题材，而表现方式也趋于写实，这种
典型的现实主义绘画方向，与唐人入世
的生活态度密不可分。正是这个现实
主义创作方向，使有唐一代的人物画成
为后世历代难以企及的一个高峰。

唐人喜马，唐马作为大唐艺术的
标志之一，在这次展览中也有展出。
唐马与历代的马不同，有着强烈的时
代印记和演变过程。唐太宗李世民的
昭陵六骏，孔武壮硕，体现的是虽远必
诛的精神。到了盛唐时期，宝马香车
成为时尚，特别是皇帝爱打马球，更引
潮流。于是，当初六骏式的孔武被弱
化了，替代的是圆润健美。无论是《虢
国夫人游春图》，还是《神骏图》中的
马，莫不如此。而近代陈林斋摹李公
麟临韦偃的《牧放图》，在有限的尺幅
内所展现的阔大场面为历代少见，则
在另一侧面看到唐人的气度。这次展
出关于马的艺术比重较大，还特别展出

了6件唐的三彩马。可以肯定地讲，这
些三彩马都出自匠人之手，从中可以感
受到唐代的审美是如何地深入骨髓。

所有艺术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
的时代背景。“又见大唐”推出的展品，
无论从精致的视觉表达，还是对精神层
面的极致追求，都能够使人感受到那
个时代是如何的气定神闲。大唐所创
造的被后世俗称为“以肥为美”的视觉
特征，引领了那个时代的审美与时尚，
并形成了以人物为主干，加上成熟的
山水和独立成科的花鸟以及书风丰腴
多样的完备体系。只有这种富足的生
活境遇和自信，才有可能建立起自己
的审美体系，这个审美体系影响深远
而持久。

后世对大唐的感怀，除了盛世的
繁荣、宽容、开放，更深层的原因是大
唐曾经的拥有，滋养出阔大的胸襟气
度和精神层面的极致追求。这种阔
大的胸襟气度和精神层面的极致追
求，融入中华文明的血液中，成为我们重
要的文化基因。

经唐初贞观之治的励精图治至
开元盛世，大唐进入了全盛时期，国力
空前。“安史之乱”后，光彩夺目的大唐
就断崖式地滑落。那个时代的丰腴之
美也随着唐王朝的退出再也没有出现
过。但大唐的气度和创造的辉煌，足
可傲视历代王朝。这个令人扼腕感怀、
令人千回百转、说不尽的大唐，留给我们
的，除了天下安定生活富足和海纳百川
的宽容自信，以及世代温润我们心灵的
那些洋洋洒洒的瑰丽诗篇，还有更重
要的，就是一颗无法按捺的雄心。

大唐，是国人心中一个绚烂的曾
经，就因为这个曾经太过耀眼绚烂，其
光芒便会穿过厚重的时光，照亮后世
的精神家园，于是就成了历代中国人
从未间断、也不愿间断的一个梦。每
一个辉煌的时代都会成为一个民族
乃至一个国家图强的精神基点，不尊
重历史便没有未来，一个失忆的民族
是走不远的。所以，推出“又见大唐”
书画文物展的深意，值得我们给予一
份敬重。

融入血脉中的大唐基因
崔晓柏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12
月，沈阳市图书馆为读者安排了十
多项丰富多彩的公益讲座、公益培
训、公益演出及公益展览，在多功能
厅举行的两场专业文艺团体演出洋
溢着辞旧迎新的喜庆气氛。

在公益讲座方面，有鲁迅美术
学院副教授杨艾璐的《“一带一路”
格局下辽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新机
遇》、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化学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王凯旋的《怎样学习与

研究中国历史》、沈阳“九·一八”历
史博物馆研究馆员刘长江的《宫后
里的考古发现与沈阳建城 2300 年
的关系》等。在公益培训方面，由省
书法家协会会员陈明浩为老年书画
培训班的读者教授硬笔书法。在多
功能厅进行的两场公益演出，分别
是沈阳话剧团推出的综合演出和沈
阳歌舞团推出的歌舞专场演出。岁
末之际，还将在展览大厅推出“庚子
新春书画展”。

沈图推出系列公益活动

为配合“又见大唐”书画文物
展，省博物馆还举行系列“大唐补习
班”主题社会教育活动，包括“大唐
风韵入门班”“施妆粉黛精英班”等公
益课程和知识普及讲座，辅以互动体
验和手工活动，吸引了众多观众积极
参与。目前，社教活动已举办113场，
参与观众1.5万余人。通过“展览+文
创”的模式，从“让公众走进博物馆”
到“让博物馆走近公众”，进一步传播
了博物馆的文化理念。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围绕展览，
省博物馆共开发文创产品300余种。

其中，“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的文创
产品采用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授权开
发的方式，与多家文创开发公司合作，
以“又见大唐”展览展出的文物、与“又
见大唐”主题相关的唐代历史文化为
创意基础，以国内领先的全息仿真和
数字修复高新技术为依托，以观众喜
闻乐见、满足其把“博物馆带回家”的
需求为文创产品样式，开发了涵盖书
画复制类、纪念品类、生活用品类、学
习用品类、工艺品类、旅行用品类和益
智玩具类等丰富的文创产品；同时，开
展了“又见大唐”商标的注册工作。

让博物馆走近公众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2
月6日，由省文联、省教育厅、共青团
辽宁省委员会共同主办，省剧协、省
教育厅学校安全与体卫艺教育处、团
省委学校部承办的辽宁省第七届大
学生戏剧节圆满落幕，闭幕式在沈阳
音乐学院长青校区举行。沈阳音乐
学院戏剧影视学院创作排演的原创
音乐剧《鹤之缘》作为闭幕戏在闭幕
式上进行了汇报演出。

本次大学生戏剧节于今年3月启
动，经专家遴选出的92个剧目进行集

中展演。参与演出的师生达2000余
人，受众2万人以上，涵盖了话剧、音乐
剧、肢体剧、心理剧、戏曲等艺术种类，
与往届相比，参演院校更多，原创剧目
更多，剧目主创人员与受众人群更多。

沈阳音乐学院有3部作品参加
展演，是本次戏剧节展演剧目最多
的一所高校。其中，音乐剧《鹤之
缘》获最佳剧目奖，话剧《翔宇》获优
秀剧目奖，小品《心愿》获优秀短剧
奖。此外，沈阳音乐学院戏剧影视
学院多名师生获得个人奖项。

辽宁省第七届
大学生戏剧节落幕

为期3个月的
“又见大唐”书画
文物展将于2020
年1月7日结束。
展览进入倒计时阶
段，尚未观展的抓
紧时间到辽宁省博
物馆观看展览吧，
精彩别错过。

“又见大唐”书
画文物展自10月7日开展以来，观众
络绎不绝。据统计，到目前，参观总
人数超过11万人，其中，外国观众超
过千人，他们是来自英、法、美、日、俄
以及奥地利、塞尔维亚等国家的书画
艺术爱好者。预约观展的个人和高
校、机关等团体接连不断，也有不少
外国观众预约观展。此展充分展示
了辽宁有文物、辽宁有历史、辽宁有
文化。

进行时

精彩别错过——

“又见大唐”进入倒计时
本报记者 杨 竞

观赏由国家文物局、辽宁省委
宣传部联合主办，辽宁省文物局、辽
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
化服务中心）、辽宁省博物馆承办的

“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我们见到
了唐代对外开放的气象。

《簪花仕女图》《虢国夫人游春
图》《万岁通天帖》《仲尼梦奠帖》，一
件件文物不仅打动了中国观众，也
震撼了外国观众。那些胡人俑和骆
驼俑，虽然静静地伫立在展柜里，但
它们似乎带着驼铃声，让观众仿佛
走在丝绸之路上。

唐代是古代丝绸之路最为发达
的时代，是中外文化交往频繁、来往
密切的时代。当时的长安是世界文
明交流融汇的中心，是一座国际化
大都市。中华灿烂的文化以及经济
的发达和物产的丰盈，令世人仰慕，
吸引着世界各国人士。而唐朝以开

放的姿态向世界敞开大门，广迎天
下来客。此次展出的形态各异的胡
人俑，就是来到长安的“天下客”。当
时，在长安居留的外国人很多，他们
在此学习中国文化典籍，有些人还参

加了唐朝科举考试。长安是国际贸
易中心，吸引着南亚、西亚、欧洲等地
的外国商人。“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
展出的两枚东罗马帝国金币，就是当
时对外贸易发达的物证。

近距离感受盛世风韵

记者日前在辽宁省博物馆展览
现场见到49名辽宁大学国际教育学
院的学生，他们分别来自俄罗斯、蒙
古国、越南、柬埔寨、比利时、巴基斯
坦、尼日利亚、加纳、坦桑尼亚等国家。

来自越南的阮氏容是辽宁大学
传播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她对记者
说：“参观‘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感
觉自己仿佛穿越到大唐，进一步了解
中国唐代的生活、文化、诗歌和服服
饰。我小时候学过李白、杜甫的诗作，

看过电视剧《西游记》，我喜欢汉服，觉
得穿上特别美丽，汉服虽然是中国古
代服装，但是现在还很流行，我喜欢穿
汉服拍照。这次看到《虢国夫人游春
图》里唐朝女性穿的服装，我更喜欢。”

来自蒙古国的欧云是辽宁大学
国际关系专业的研究生。她说，观看

“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时，讲解员还
介绍了辽宁省博物馆的概况，在她心
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作为留学生，
通过参观，她对蒙古国文化与中华文

化的不同有了更多了解，通过对比，她
的视野开阔了，加深了对中国和中华
文化的了解。

潘若丽是来自柬埔寨的留学生，
是辽宁大学会计学专业的硕士研究
生。她说，欣赏“又见大唐”书画文物
展，特别喜欢骆驼彩陶，彩陶把骆驼
的形态表现得惟妙惟肖，与她在中国
沙漠中骑的骆驼一模一样。更让她
震撼的是《簪花仕女图》，千余年前的
作品，现在依然能够从画上看到大唐

女性脸上的自信神情，从一个侧面表
现了盛世风韵。

据介绍，辽宁大学各个学院师生
都参观了“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辽
宁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师生观展后，
还召开了师生座谈会，畅谈观后感。

记者在辽宁省博物馆采访时还
了解到，美国《时代周刊》也发表文章，
对“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进行专题报
道，认为该展是向国内和海外展示辽
宁省深厚的文化基础的重要平台。

吸引了许多留学生观展

在“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开
幕当天，举办了“又见大唐之多维
透视”“又见大唐之国宝生辉”两场
高端学术论坛。“又见大唐之多维
透视”论坛围绕展览主题和内涵，
通过多维角度透视盛唐文明，从不
同的侧面向公众展现大唐的时代
风姿；同时，观照当下学术和公众
关注热点，重点阐述唐代的世界性
和包容性。“又见大唐之国宝生辉”
论坛，围绕展览策划思路、主题内
涵、重点展品、辽宁文物以及国内
其他博物馆相关国宝展办展经验

等内容进行学术研讨。两场论坛
均通过辽宁公共文化云平台开通
了网络直播。

据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
共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省博物馆
馆长王筱雯介绍，“又见大唐”书画
文物展开展以来，为观众提供讲解
服务 1073 场，接待各类参观团体
236个。展览也掀起了中小学生的
观展及学习热潮。沈阳市南京一校
在省博物馆举行了“又见大唐——
盛世画卷 浩荡书风”大语文校本课
程启动仪式。

展览与研究同步开展

展览的策划是展览成败的关键。
当代社会赋予了博物馆越来越多的
价值，博物馆从最初的收藏、展示，到
成为知识的原产地，到教育功能的扩
大化，再到参与社会的发展与变革，
带来了博物馆办展理念的革命。“又
见大唐”书画文物展正是基于这种认
识进行的尝试，按照系列文化活动的

模式进行运作，以“七个一”形式呈
现，即一个展览、一场学术研讨会、一
本图录、一批文化创意产品、一系列文
化讲座、一系列社会教育活动和一次
主题文化宣传，达到展览形式和内容
的高度统一。在这种模式下，在国内
掀起一轮又一轮宣传“辽宁有文物、
辽宁有历史、辽宁有文化”的高潮，持

续不断地提升辽宁的文化形象。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印

度研究中心主任王邦维说，来到辽宁、
走进辽博，看到“又见大唐”，从多彩的
展览中，他悟懂了今天多元发展的辽
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陕
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学术委员会主任葛承雍说，来沈阳一

天多时间里，他认真地看过两遍“又见
大唐”书画文物展，但仍没看够，这个
展览兼具学术和文化价值，入眼入心，

“看过展览，我感到辽博所藏唐朝书画
文物精品在全国书画收藏领域居于重
要地位，也感到唐朝确实是值得我们
骄傲的朝代，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放异彩。”

探索陈列展览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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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大学留学生参观“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 本报记者 杨 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