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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2 月
10日，“沈阳故宫藏清代珍宝展”在
韩国国立古宫博物馆开展。此次展
览会集了沈阳故宫馆藏的瓷器、服
饰、武备、雕刻、书画等 123 件（套）
珍贵藏品，其中馆藏文物共 120 件

（套），辅助展品共 3件（套）。
展览分为“后金崛起”“龙兴盛

地”“帝王气象”“锦绣宫闱”“皇室雅
赏”“皇室宗教”6个单元，向韩国民
众直观地展示清代文物从清初的实
用性转至盛世的艺术性。展览通过
历史与文物相结合的方式，介绍大
清王朝从崛起至兴盛的发展过程，
以及盛京皇宫在清王朝的重要历史

地位。
展览开幕前，沈阳故宫博物馆

与韩国国立古宫博物馆交流展展览
签约仪式在韩国国立古宫博物馆举
行。沈阳故宫博物馆馆长李声能表
示，沈阳故宫十分重视与国内外博
物馆之间的交流，致力于加深彼此
间的合作，明年，将在沈阳故宫博物
馆举办“国立古宫博物馆馆藏朝鲜
王室珍宝展”。两馆均为宫廷遗址
类博物馆，都是展示古代皇家历史
文化与艺术的博物馆，希望通过交
流展览，让两国民众加深对彼此国
家文化的了解，促进两国间的文化
交流。

“沈阳故宫藏清代珍宝展”
在韩国开展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12
月 10 日，记者从省文化演艺集团

（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获悉，本月
将有两部舞剧《胡桃夹子》在沈阳同
时上演，分别由辽宁芭蕾舞团和俄
罗斯莫斯科古典芭蕾舞团表演。

《胡桃夹子》是 19 世纪俄罗斯
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根据德国剧作家
霍夫曼童话《胡桃夹子与老鼠王》改
编而成的芭蕾舞剧，与《天鹅湖》《睡
美人》并称为“芭蕾皇冠上最璀璨的
三颗明珠”。《胡桃夹子》以精彩纷呈

的舞段、诙谐生动的表演、华美壮观
的舞美以及极富感染力的音乐而备
受欢迎。

12月14日，俄罗斯莫斯科古典
芭蕾舞团将在辽宁大剧院上演《胡
桃夹子》。该剧由亚历山大∙菲力莫
耶夫、叶卡吉琳娜主演。同日，辽宁
芭蕾舞团演绎的《胡桃夹子》将在盛
京大剧院亮相。该剧由首席主演敖
定雯、王占峰领衔，辽宁芭蕾舞团附
属芭蕾舞蹈学校青少年芭蕾舞团的
小演员们将联袂演出。

两部舞剧《胡桃夹子》
在沈同时上演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2
月 10 日，由沈阳市委宣传部、沈阳
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主办，沈
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沈阳市文
化演艺中心）、沈阳市朝鲜族文化艺
术馆承办的“壮丽 70年 奋斗新时
代”沈阳市第六届社区文化艺术节
闭幕式文艺演出在南风大剧院举
行。

南风大剧院台上舞姿翩翩，歌
声激扬，台下座无虚席，掌声不断。
伴随着皇姑区华山街道惠胜社区广
益艺术团带来的民乐演奏开场曲

《欢庆的日子》《红花遍地》，拉开了
演出活动的序幕。接下来和平区、
沈河区、铁西区、大东区、皇姑区等
各区、县（市）文化馆艺术团、文化志
愿者纷纷登台表演了 12 个节目。
节目以歌舞为主打，形式新颖，有声
有色，美轮美奂，异彩纷呈。如朝鲜

族舞蹈《锤衣舞》、广场舞《巴郎仔》、
芭蕾舞《我的祖国》、传统京剧《汉津
口》（一折）、歌伴舞《新的航程》等节
目，无不彰显浓郁的社区文化特
色。精彩的演出，记载并回放了在
过去几个月里社区文化艺术节的精
彩画面，极大地吸引了现场观众的
眼球，赢得了观众们的热烈掌声。

沈阳市社区文化艺术节已经成
功举办六届。本届社区文化艺术节
突出“壮丽 70 年 奋斗新时代”主
题，通过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贴近生活的文化活动，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激发全市人民建设
美丽幸福沈阳的热情和干劲。艺术
节期间，歌咏、舞蹈、健美操、声乐、
器乐、书法、美术、摄影等文化活动，
遍布沈城大街小巷，在沈城营造了
浓厚的群众文化氛围，演绎出一道
亮丽风景。

沈阳市第六届社区文化艺术节
落幕

张广胜的家庭抗战纪念馆，也是
他研究抗战文物史料的工作室。他
认为，每一件文物史料背后都有一段
抗战史实的记载，要准确地把握其所
蕴含的历史信息和历史价值，就要学
习和研究。一方面，多学多看，在知
识和技能上下功夫。学仪器仪表专
业的他研究起历史特别是抗战史，史
学书摆满了书架。走遍国内抗战主
题展馆，认真观察了解每一件文物史
料的特征和细节，掌握鉴别技能。另
一方面，结交朋友，向专家学者拜师

学艺，这是提升收藏层次和水平的重
要环节。

每到一地征集藏品，他都要跑到
当地查阅地方志，查阅日伪时期的档
案。此间，他结识了一些了解、掌握
抗战文物史料的相关人士和收藏
者。1998年，他去黑龙江省绥芬河市
东宁县要塞一带的山村征集藏品时，
拜访了时任东宁县文管站站长的宋
吉庆。宋吉庆不仅向他讲述了东宁
要塞的历史，还把自己收藏的一些史
料和书籍借给或送给他。正是宋吉

庆借给他的一本有关日本关东军在
中苏几千公里边境线修建要塞的书
籍，让他第一次了解了17座日军要塞
的情况，并决定把征集藏品的重点区
域就确定在边境要塞地带。1999年，
张广胜来到黑龙江北部边境黑河的
孙吴县征集藏品，县委原宣传部部长
杨柏林当时已经退休，这位当地土生
土长的老人在日军侵华战争期间，曾
被迫接受过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奴化
教育，亲历了当年当地所发生的历史
事件。老人不仅给他提供了许多史

料书籍和自己多年来对日军侵华历
史的研究成果，带着他寻访日军军营
旧址，还把日本老兵回访团带来的老
旧图片送给他。

收藏抗战文物20多年，张广胜投
入很大的精力和财力。特别是近几
年，征集一件有重大价值的文物史
料，费用增高，他也常常感到力不从
心。但是，每当发现有重大价值的文
物史料，他都会想方设法筹钱征集到
手。而每当纪念馆需要，他又会毫不
犹豫地捐献出来。

不惜花重金收藏与毫不犹豫地捐献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2

月 8 日下午，盛京红磨坊内笑脸盈
盈，歌舞翩翩，一群孩子迎来了他们
特殊的节日——2019 年沈阳市青
少年宫教学成果汇报展演。

汇报展演以“童心·童韵”为主
题，300 余名小朋友以自己特有的
方式，表达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对幸
福生活的歌颂。

据介绍，沈阳市青少年宫是沈
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直属机构，
是沈阳市青少年文化服务、校外教

育活动的主阵地。始终秉持“公益
化、专业化、社会化”原则，开展艺
术、科技、文化、体育等多学科20余
项教学培训活动，创造了良好的社
会效益。

本次教学成果汇报展演，是引
导孩子在潜移默化中领悟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核心内容。未
来，沈阳市青少年宫将不断拓展青
少年校外教育领域、探索艺术教育
理论，将“进门为璞、出门为玉”延展
至每一个孩子的新知学习中。

沈阳市青少年宫举行
2019年教学成果汇报展演

建家庭抗战纪念馆、捐献抗战文物、参加公祭活动

张广胜：“让更多的人了解抗战”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核心
提示

今天是第六个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沈阳的
抗战文物收藏家张

广胜第六次应邀赴南京参加
公祭活动。

1937年12月13日，日本
侵略者攻占南京，开始了长达
40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古
都南京陷入尸山血海之中，30
多万中国人殒命在侵略者的
铁蹄下。82年来，那血雨腥风
横扫、旷古人间地狱的黑白镜
头，已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
的记忆中。

前天，记者来到张广胜的
家庭抗战纪念馆，采访他在抗
战文物史料收藏与捐赠中发
生的故事。

张广胜的家庭抗战纪念馆就在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路东的一
个居民小区内，一处80多平方米的普
通民宅放满了他收藏的抗战文物史
料，多达5000余件。

“但这还只是一部分。”张广胜告
诉记者，他现在收藏的抗战文物史料
已达3万多件，他的住处、亲友家都成
了存放地。这些文物史料，时间跨度
从 1931 年“ 九 一 八 ”事 变 开 始 ，到
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地域范围
遍及二战东方主战场，包括许多重大
战役相关的文物，更有许多绝版和孤

品绝密级的文献档案，例如，日军731
部队的绝密档案。

张广胜今年46岁，老家是河南省
濮阳县岳村乡瓦岗村，那里位于晋冀
鲁豫革命老区，他的伯父就是一名抗
战老兵。小时候，他特别喜欢看《地
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抗战电
影，更爱听伯父讲抗战故事。他听伯
父讲过，当年村里有20多个年轻人参
加八路军抗日，最后活下来的只有三
四个，其余都牺牲了。抗战情结在他
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深根。他8岁起
就收藏红帽徽、红领章。1996年大学

毕业参加工作后，他正式开始收藏抗
战文物史料。

20多年来，张广胜收藏的足迹遍布
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还曾到过山
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地。

张广胜小心翼翼地向记者展示
收藏来的三本小册子，这是日军在东
北某要塞讨伐抗日义勇军和东北抗
日联军的战报报告，上面清楚地写明
日军番号、军官职务、战斗的时间和
地点、义勇军的名号和人数，还有手
绘的地图。这份材料翔实地记载了
日军对中国抗日武装的残酷镇压，也

反映出义勇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
坚持抗击侵略者。

讲到收藏过程，张广胜说，获悉
海外藏家手中有这份史料后，他向沈
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原馆长助理
崔俊国咨询，得知这份史料非常难
得，而海外藏家又不愿意出手转让，
怎么办？他纠结了一阵子，最后不得
不以高价收购，三本小册子花了数万
元人民币。

寒来暑往，他收藏的文物史料越来
越多，而且质量很高，有很多藏品在国
内一些抗战主题展馆中都难得一见。

创办家庭抗战纪念馆

“我收集抗战文物史料，看中的
是其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价值，这些物
证从一个侧面记载了中国人民 14 年
抗战的历史。作为收藏者，我有责任
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了解它们、
记住它们。”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他
从 2007 年开始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文物史料。
那年夏天，他出差到南京，便到纪念
馆参观，感觉馆里文物还应充实。回
沈阳后，他就将自己收藏的侵华日军
钢盔、水壶、炮弹壳等 16件文物装到
箱里邮寄过去，无偿捐给纪念馆。由

此，他向该馆捐赠相关文物史料成了
一件常态化的事儿。

2014 年 12 月 13 日，在南京举行
的首个国家公祭日上，张广胜成为全
国唯一被邀请参加活动的民间收藏
家。那一次，他捐赠了在东北慰安所
遗址收集的“慰安妇”使用过的木碗、
漆木盒、化妆品瓶子等日军侵华时期
加害女性的 16件证物。2015年国家
公祭日，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
馆修建完成，他为之捐赠了7件“慰安
妇”用品。2016 年国家公祭日，他捐
赠了一面题有“南京入城”的日本旗

帜。在旗上，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的
工兵家永洁将其从日本到中国参加
侵华战争的经历都记了下来。2017
年国家公祭日，他又和沈阳朋友裴复
一起为纪念馆捐赠了大亚画报、侵华
日军用过的手雷、日军迫击炮炮弹等
共 35 件文物。2018 年国家公祭日，
他向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无
偿捐献了包括“日军支那事变纪念
章”、日军文具、步枪子弹壳、军用水
壶等十余件抗战文物，并从自己的藏
品中整理出若干件日军进攻和占领
南京期间的文物，包括日军的南京附

近战斗详报、军队手牒、支那事变画
报、日本国旗等文物和史料，在公祭
日通过媒体公之于世。今年，他捐赠
的史料是一个侵华日军在海南岛时
所记录的侵略情况。

截至目前，张广胜已经为南京大
屠杀纪念馆捐赠 3000 多件抗战文物
和史料，其中不少是国家一级和二级
文物。此外，他还多次向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纪念馆、沈阳“九·一八”历史
博物馆等国内十多家与抗战有关的
纪念馆、博物馆、陈列馆捐赠文物史
料3200余件。

连年为公祭日捐赠文物

▼
张广胜在展示史料。 崔俊国 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