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沈阳出版
社、《芒种》杂志社、辽宁省作协等相
关人员共同策划、协同配合推出《芝
麻开花——沈阳文学 70 年精粹》。
这是 70年来，首次从文学角度呈现
沈阳地区文学创作风采。

本书分为上下两卷，所选作品均
为在沈知名作家代表性、获省级以上
文学奖、具有较好社会影响力、文学
史价值或与沈阳相关题材的小说、诗

歌、散文、报告文学180余篇。入选作
家老中青相结合，入选作品尊重历史
性，突出当代性。该书收录的最早一
篇作品是刘白羽记录沈阳解放的报
告文学《光明照耀着沈阳》，最近一篇
是记述进京参加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大会的英模人物的文学作品。本书
系沈阳市委宣传部重点文艺精品生
产创作项目成果，思想内涵丰富，地
域特色浓郁，展现了浓郁的辽沈地域
风貌。

《芝麻开花——沈阳文学70年精
粹》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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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4 日，沈阳师范大学音乐
学院排演的“颂祖国、迎小康 ”沈阳
师范大学 2020 新年音乐会暨国家艺
术基金项目大提琴独奏曲、歌曲《鸿
雁》《源》巡演在盛京大剧院举行。这
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年音乐会，整场
演出地域特色突出、文化内涵厚重，
充分展示了新时代辽宁精神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思想教育于演奏
和演唱中，其中包括用交响组歌形式
生动再现雷锋、毛丰美、郭明义、罗
阳、丁慧等英雄楷模的事迹，令观众
赞叹不已。

作品《源》取意浑河之源，描写了
辽宁的自然风光，抒发了辽宁人民“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情怀；交响组歌

《新时代的精神脊梁——辽宁英模
颂》分五部分，从不同侧面歌颂了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的共产主
义战士雷锋、新时期的“雷锋传人”郭
明义、用生命诠释国防科技工作者报
国情怀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罗阳、
情系“三农”的全国劳动模范毛丰

美、“最美女大学生”丁慧等新时代
辽宁英雄楷模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
质，展现了辽宁人民忠诚于党、忠诚
于祖国的坚定信仰和担当奉献的家
国情怀。

沈阳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程

岩说，演出的作品聚焦辽宁的自然与
人文，歌颂了辽宁大地涌现的榜样和
典型，寓教于乐、深入人心。同时，融合
美声、民族、通俗等多种唱法，既借鉴民
乐音乐元素，又具备现代音乐的鲜明
节奏感和表现力，在艺术表现上多有

创新。
演出中，中国著名大提琴演奏家

张莹莹演奏了大提琴独奏曲《鸿雁》，
歌曲《源》由胡珅演唱。《鸿雁》《源》都
是沈阳师范大学申报国家艺术基金
2018 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作
品。该基金项目主持人是沈阳师范
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程岩。

《鸿雁》呈现出浓郁的蒙古族音
乐特征。作品以大提琴散板长调主
题表达草原一望无垠的宽广和蒙古
族人民的宽阔胸怀。歌曲《源》是描
述辽宁自然风光的声乐作品，由花腔
女高音演唱。歌曲通过对浑河自然
风光的描述，将情感寄托其中，“源”
既是浑河水的源头，也是人的初心的
寻找，源头的涓涓细流最后汇集成波
澜壮阔的浑河之水，也象征着我们生
活的壮美，抒发了对人生的感悟。

本场音乐会特邀著名指挥家卞
祖善担任指挥，沈阳师范大学音乐学
院青年交响乐团和雷锋合唱团200余
名师生参加演出。

一场别开生面的新年音乐会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第六
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启动仪式日前在
天津市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北广场
举行，鲁迅美术学院中英数字媒体

（数字媒体）艺术学院创作团队设计
的中国冰雪运动推广大使——冰娃
雪娃集体亮相。

冰娃雪娃曾面向社会征集形象
设计方案，最终鲁迅美术学院中英
数字媒体（数字媒体）艺术学院创作
团队设计的作品获选。鲁迅美术学

院坐落在具有冰雪运动广泛群众基
础的东北地区，冰雪文化的故乡孕
育出国家冰雪运动推广大使——

“冰娃雪娃”文化新 IP。鲁迅美术
学院中英数字媒体（数字媒体）艺术
学院创作团队负责人表示，冰娃雪
娃的设计内涵富有中国冬季传统文
化特色、具有冰雪体育精神，能更好
地传播冰雪文化，让更多人爱上冰
雪运动。作品凝聚着国人的价值追
求、审美意识和精神面貌。

鲁美设计的冰娃雪娃
成中国冰雪运动推广大使

年终岁尾，我省文艺舞台好戏
连台，体现出注重文化传承的特
点。传统戏曲剧目包括京剧、越剧，
曲艺节目则包括评书、鼓书专场演
出。除了文艺演出，还有形式多样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习活动面
向社会公众。

连日来，记者采访了省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辽宁大剧院、盛京大剧
院，了解到相关演出、文化活动的信
息以及文艺节目特色。本月演出包
括京剧《珠帘寨》，京剧折子戏专场

《林冲夜奔》《金玉奴》《闹朝扑犬》以
及京剧名家常东演唱会，越剧《西厢
记》《香罗记》，“刘兰芳评鼓书专场
展演”等。

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还将举办
满族贴绣技艺、满族荷包制作技艺
等传习活动。我省文化单位将以传
承传统文化的方式，引领大众迎接
2020年的到来。

从 12 月 8 日起，省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陆续举办 4 期非遗公开课。
记者日前在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
文馨苑看到，二十几名学员围在沈
阳满族民间刺绣技艺项目传承人
桮小丽身旁，学习满族贴绣基本针
法。这堂课桮小丽教的是辽沈地
区满族民间刺绣，图案是一尾鱼，
以此图案制作书签。桮小丽首先
讲解了满族贴绣是运用色彩反差
较大的丝布剪出图案相互钉绣缝
合的绣法。她还深入浅出地介绍
了直针、锁针、飘针等贴绣针法。
学员中有成人，也有小朋友。他们
尝试着在粉色的布上画出鱼的造
型，然后依所画线条剪出鱼形图案，
在桮小丽手把手地指导下，他们互
相帮助窝边、粘贴、钉绣。桮小丽的
女儿李雪也是满族民间刺绣传承
人，她在非遗公开课现场协助母亲
对学员进行一一指导。

据了解，桮小丽还将传授满族
包绣技艺，本溪满族荷包制作技艺

项目传承人宋春玲将向公众传授荷
包制作技艺。通过非遗公开课，体
验者得以深入了解我省独具特色的
满族手工刺绣和布艺制作技艺。

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年终岁
尾还特别推出了多场曲艺演出，评
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刘兰芳身着
传统服装先后登上文馨苑舞台，为
观众带来精彩纷呈的曲艺节目。12
月 27 日、28 日，“曲苑流芳 薪火相
传——刘兰芳评鼓书专场展演”将
在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文馨苑剧场
上演。2008年，北京评书成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作为该项
非遗的传承地区之一，我省大力推
广传承这一传统说唱艺术。通过系
列评书展演活动，宣传展示我省曲
艺事业发展取得的成果，以及辽宁
非遗活态传承的现状。

传统京剧、传统越剧近来接连
上演，辽沈戏迷纷纷前往剧场听
戏。观众陈先生告诉记者，他在盛
京大剧院连续看了三个晚上的京剧
演出。据了解，沈阳京剧院京剧表
演艺术家常东从艺40年系列演出，
由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沈阳
市文化演艺中心）、沈阳京剧院主
办，沈阳京剧院中青年演员联袂演
出。演出持续3天，14个京剧选段、
4 出折子戏、一台传统大戏皆为经
典作品。 很多观众表示，很久没有
看到这么多传统戏，不少戏迷连续
买了三场戏票，只为过足戏瘾。

绍兴越剧经典剧目《香罗记》
《西 厢 记》日 前 在 辽 宁 大 剧 院 上
演。这两部越剧由绍兴市演出有
限公司出品，李敏、陈雪萍、张学
芬、陈辉玲、郑曼莉联袂主演。细
腻婉转的唱腔、凄婉动人的爱情故
事、精美雅致的舞美设计给观众带
来唯美的艺术享受。记者从辽宁
大剧院、盛京大剧院了解到，这几
场戏曲演出均推出了 30 元惠民
票，颇受观众欢迎。

岁末文艺活动传承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由辽
宁省图书馆携手沈阳市益新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学雷锋志愿服务分队共
同主办的“我与祖国——视障人主
题摄影展”正在省图书馆举行。

本次展览经过层层筛选，共展
出来自沈阳市 16 名视障人的 36 幅
摄影作品，这些作品将在特殊群体
服务中心长期展出。活动现场，部
分摄影者与观众分享了作品拍摄背
后的故事。本次摄影展的成功举
办，离不开沈阳市益新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学雷锋志愿服务分队志愿者

的辛勤付出。摄影展的成功举办不
仅体现出残疾人自强不息、追梦不
止的精神，同时也引导全社会关注
残疾人的文化需求，打造残疾人的
精神家园。

辽宁省图书馆的文化助残志愿
服务工作起步于2002年，先后创办
了“对面朗读”“手语世界”“无障碍
电影”“书香千里——为盲人送书上
门”等品牌服务。时至今日，文化助
残志愿服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关
注公共图书馆乃至全社会的公益文
化事业。

辽图举办视障人主题摄影展

与会专家学者在研讨会期间参
观了“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大家
对此展赞赏有加。此次展览中的展
品以与唐代有关的绘画、书法为主
体，辅以唐代金器、三彩器、木器、雕
塑等多种品类文物，精彩纷呈。《簪花
仕女图》《虢国夫人游春图》《万岁通
天帖》《仲尼梦奠帖》以及丝绸之路沿

线出土的唐代建筑构件、敦煌莫高窟
藏经洞经卷、东罗马金币、唐代古琴
等直接反映出唐代经济、文化等诸多
方面的卓越成就，以及中国人一脉相
承的自信、开放、包容。专家学者们
认为，“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已形成
轰动效应，备受赞誉。据了解，“又见
大唐”书画文物展已入选国家文物局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重点推介项
目。此次展览实现了从传统的“文物
展”向“文物展+学术研讨+文化传
承”的转变，形成了“又见大唐”现象，
实证了辽宁有文物、辽宁有历史、辽
宁有文化，进一步展现了辽宁的文化
形象与文化自信。

从文物展转化为“文物展+学术研讨+文化传承”

12月14日、15日，“又见
大唐”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沈
阳举行。此次研讨会由省文
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
务中心）主办，辽宁省博物馆
承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
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北
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
辽宁省博物馆、陕西历史博
物馆以及韩国忠南大学等国
内外多家文博机构和高校的
40多位专家学者及高校师
生聚沈，研讨唐代书画作品
的美学特征及传世价值。

进行时

“又见大唐”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沈举行

专家聚焦唐代书画传世价值
本报记者 王臻青

“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自 10
月7日在省博物馆开展以来，引起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热烈反
响 ，成 为 备 受 瞩 目 的 文 化 事 件。
为提升“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的
国际影响力，深入研究唐代文化，
引导公众关注传统文化，省文化
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此前主办了两场高端学术论坛。

“又见大唐”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20 多位专家进行了主题发言。来
自社会各界的听众对中央美术学
院教授尹吉男主讲的《文武一体
还是文武分野——关于唐代美术
的几个问题》、辽宁省博物馆学术
研究部主任董宝厚主讲的《独一无
二 ——〈万 岁 通 天 帖〉的 国 宝 密
码》、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田小
娟主讲的《唐代壁画研究二题——

“透额罗”与“凤型冠”考》等专题进

行了会后讨论。
记者采访了前来听会的杨女

士，她表示收获很大，之前已看过

“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通过学术
研讨会，加深了对展品的理解，同时
增强了研究唐代历史文化的兴趣。

社会公众参与学术研讨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教授刘传
铭在研讨会上作了题为《既要真
相 更求真理——从“又见大唐”策
展思路谈起》的阐释。他表示，“又
见大唐”书画文物展的策展目标是
以对精品文物的历史解读来讲好
中国故事，以期达到“既求真相，又
求真理”的目的。中国古代书画是
阅读与审美的艺术对象，同时也是
历史研究的珍贵材料。无论是山
水花鸟还是人物，尤其是一些承载
了“成教化、助人伦”的人物画、历
史画，更是以其画面和书写内容蕴
含的丰富信息量，成为今天关注历
史不可或缺的一环。

刘传铭认为，中国古代书画鉴
定“断年代、辨真伪”的释读应是超
越绘画书法艺术语言和材质考量
的综合研究。尽管前人做过诸多
工作，但经验型和碎片化的缺陷往
往是就画论画、就书论书，难以上
升到学科梳理的理论高度。

所以，刘传铭认为，加强吸纳
历史研究新成果和考古学新发现
是书画鉴定之审美欣赏和文化传
播的新课题与新任务。

书画鉴赏的
新课题

记者在学术研讨会上注意到，
不少专家发言主题都是围绕唐代仕
女画研究展开的。“又见大唐”书画
文物展再度掀起唐代仕女画研究
热潮。比如，鲁迅美术学院教授
孙世昌论述了《研究唐代仕女画
遇到的问题》。孙世昌介绍了目
前学术界对《簪花仕女图》《虢国
夫人游春图》的研究所持的几种
意见。关于《簪花仕女图》一是以
谢稚柳为主，认为这是南唐作品；
一是以杨仁恺为主，认为这是唐
代中期以后的作品；徐邦达则认
为这是晚唐画作。谢稚柳认为南
唐提倡高发髻，此外，画面中最左
侧的花为辛夷花，是在春天盛开，
画面中的人物却穿着夏装，只有
在比较温暖的南方才可能如此。
文献记载大周后确有高髻，但杨
仁恺认为是唐中期以后贞元年间

也有道理，因为敦煌《引路菩萨》
中也有高髻。通过辛夷花二月开
花来说只能在南方有些不合理，

《簪花仕女图》中的仕女簪花，有
荷花、牡丹等花，都不是一个时期
盛开，只能通过中国画的意象思
维讨论，中国画的簪花并非如西
方写实主义必须是某一个特定时
期。通过他的临摹发现，体验到
线条简洁、大气、刚柔结合，不是五
代以后的风格，具有唐代的特点，人
物造型体态的高大、肥硕也非南方
人所有。

黑龙江大学研究生王珍通过
研究此次展出的仕女画进一步探
讨唐代女性的生活方式，她认为，
这些仕女画一方面显示出女性社
会地位的提高，表现出她们的独立
与自信；另一方面在森严的等级制
度下，她们又表现出压抑与闺怨。

这使得更多的后人去关注唐代女
性的生活状态与精神世界，并表现
在绘画中。《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
写道：“画在以前是贵族的道具，作
为宏伟建筑的装饰物之用，卷轴盛
行后，画并未因此而大众化。”作
为唐代著名仕女画画家，张萱、周
昉的作品展现的是上层女性的生
活及精神面貌。久仕于宫廷画职
的张萱与生活在社会上层的周昉，
对于上层女性的认识非常深刻，他
们的画更加注重写实求真。不论是

《簪花仕女图》中的华丽雍容、《虢
国夫人游春图》中的活泼明快，还
是《捣练图》中的真实生动，都在
他们的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同
时，唐代仕女画也体现着唐代文
化巨大的包容性，对周边民族文
化的吸纳与融合也体现在这些画
作中。

“又见大唐”再度掀起仕女画研究热潮

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杨 竞 摄

研讨会现场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