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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记
者日前从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了解
到，作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满
族民间故事的保护单位，省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组成调研组，再次深入
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对省级代
表性传承人黄振华的民间故事进行
立体式采录。与此同时，推出非遗
保护线上公开课。

调 研 组 由 国 家 非 遗 保 护 专
家、辽宁大学教授江帆、沈阳音乐
学院梁爽博士、沈阳师范大学在校
研究生以及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工作人员组成，旨在通过鲜活生动
的影像拍摄、文字整理，完整地记
录民间故事讲述者的风貌。立体
采录是一种民间口承叙事研究方
法，能够体现民间故事的地域性与
个体化特色。此次立体采录的 10
则民间 故 事 是 对 满 族 民 间 故 事
又一次深入的采访记录，整理完
成之后将收录在即将出版的《辽
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系列丛
书 —— 黄 振 华 满 族 民 间 故 事 精
选》中。

记者了解到，在线下积极开展

立体化采录非遗传承人的同时，省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从4月16日起线
上直播非遗公开课。从本周开始，
每周四 19 时，在抖音、快手同时进
行课程直播。视频剪辑内容将陆续
发布在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微博、
微信公众平台。线上课程内容非常
丰富，非遗传承人不仅展示并传授
非遗技艺，还会录制生动有趣的幕
后故事小视频。

4 月 28 日，由辽宁省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沈阳故宫博物院共同举
办的“宫中邂逅——当青花遇见剪
纸”展示活动将在沈阳故宫博物院
拉开序幕。

以剪纸的方式拓印青花瓷之
美，清丽的花朵、雅萌的小兽，各
类风物栩栩如生。省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邀请到这些剪纸作品创作
人之一、本溪满族剪纸项目传承
人刘桂芝进行剪纸课程直播。直
播期间，还将选出幸运观众赠送
沈阳故宫博物院参观门票。据了
解，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将陆续推
出各非遗项目传承人主讲的非遗
公开课。

非遗保护
线下立体采录线上直播公开课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沈
阳市第六届浑河之夏文化艺术季预
热活动第三场线上公益活动“歌颂
美好”朗诵会日前举办。本场朗诵
会参与人员年龄跨度大，职业和身
份也不同，经过层层筛选，最终《我
骄傲，我是中国人》等 14 个节目脱
颖而出，入选直播表演。

朗诵会在《人间四月天》中拉
开序幕，《我骄傲，我是中 国 人》

《人间四月天》《赞美沈阳》《沁园
春·雪》《最美逆行者，凝聚爱的力
量》《英雄》《我的祖国》等节目受到
观众好评。为了直播的效果更好，

当晚的朗诵会安排了现场朗诵和
线上连线两部分。朗诵会期间，主
持人还与第三届“和平之音”国际
钢琴（声乐）大赛分享会进行现场
连线，尝试将同一时间组织多个活
动进行融合联动。

据了解，在沈阳市第六届浑河
之夏文化艺术季户外演出正式开始
前，沈阳市和平区文化旅游体育事
业发展中心计划组织“爱予希望、活
力新生、歌颂美好、唱响未来”等主
题的线上公益音乐会。目前已经成
功举办 3 场，第四场“唱响未来”将
于近期开启。

沈阳举办“歌颂美好”线上朗诵会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爱
心同铸·共盼春来——全国抗击疫
情剪纸微展·辽宁篇”日前上线展
出。中华文化促进会剪纸艺术委员
会面向全国广泛征集战“疫”剪纸艺
术作品举办线上宣传，得到我省剪
纸人的积极响应，各市剪纸协会踊
跃参加微展征稿，创作出大量剪纸
作品，其中一批优秀作品入选此次
微展。

入选作品主要反映奋战在疫
情防控一线的医护人员和有关工
作人员的感人事迹，宣传疫情防控
知识，祈盼美好生活等。年逾八旬

的国家级剪纸非遗传承人韩月琴
带领韩氏家族四代百余人和多个
剪纸基地齐参战，创作出一批抗击
疫情的作品。

以吴润龄为代表的铁岭撕纸、
以蔡雅新为代表的丹东剪纸藏书
票、以刘书琴为代表的抚顺剪贴画
以及沈阳的李氏掐纸作品，同我省
各地独具特色的剪纸作品都在这
次微展中得到展现。

铁岭撕纸《胜利在望》作者谭
学晖说：“我们用作品凝聚激情和
力量，让剪纸这个非物质文化遗
产在战‘疫’中迸发出新能量。”

抗击疫情主题剪纸微展上线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省图
书馆持续深挖数字阅读资源，4 月
在线推出“经典小人书赏析”阅读内
容，满足小读者的阅读需求。

省图书馆精选了包括神话传
说、民俗起源、童话故事、寓言经典
在内的小人书数字资源，通过图文
结合的方式，按照一期一本的节奏，
以中华精品小人书为媒介，向小读

者传递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近期推
出的是《秋翁遇仙记》。《秋翁遇仙
记》通过秋翁的遭遇，批判了封建
社会贪官污吏，同时通过秋翁这
个人物，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勤劳
和智慧。

牡丹仙子的出现，体现了劳动
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符合
人们惩恶扬善的道德愿望。

省图举办线上“经典小人书赏析”

80幅中国革命历史版画线上展出

用刻刀再现历史画卷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文博系统战“疫”主题接力海报展开展

辽博恢复开放后承办首场展览
本报记者 杨 竞

力群创作于1945年的版画《帮助群众修理纺车》。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省
科普作家协会日前联合省科技馆
举办“万众一心 阻击疫情”网络科
普美术作品展征稿活动。截至目
前，共收到科普美术作品150余件，
内容涵盖疫情相关专业知识普及、
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抗击疫情先进
人物事迹等方面。其中系列漫画
科普美术作品有《城市防疫防护知
识》《农村防疫防护知识》《返程防
护知识》《疫情儿童健康饮食》等30
余件。省科普作协组织专家优选

作品，利用省科技馆网站和官方微
信公众号相继推出 7 期作品，点击
量3万余人次。

疫情防控期间，省科技馆组
织线上科学实验挑战赛，收到原创
科学小实验作品 400 余部，丰富了
疫情防控期间公众的居家生活，
进一步激发了公众爱科学、学科
学、用科学的热情。

省科普作协会员崔晓东创作
了歌曲《陪你去武大看樱花》，献
给自强不息的人们。

网络科普美术作品展
点击量逾3万人次

4月15日，由中国文
物信息咨询中心、辽宁省
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
共文化服务中心）主办，辽
宁省博物馆承办的“文物
系荆楚 祝福颂祖国”接力
海报展在辽宁省博物馆开
展。该展览是辽宁省博物
馆恢复开放以来承办的首
场展览。

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国家
文物局于 2 月 11 日在官方微博“中
国文博”发起了“文物系荆楚 祝福
颂祖国”活动，倡议文博机构选择馆
藏文物设计成海报，并结合文物特
点配以祝福文字，在各自的官方微
博上接力发布。活动一经发起即得
到热烈响应，先后有 140 余家国内
外文博机构参与，在一个多月的时
间里完成了 355 次持续接力，累计
推出 400 余幅精美的文物海报，吸
引了2.3亿人次微博用户观看。

“文物系荆楚 祝福颂祖国”接力
海报展主要分为“文物系荆楚 祝福颂
祖国”“文物战疫 同舟共济——全国
文博系统抗击疫情在行动”和“众
志成城守望相助——辽宁援鄂战

‘疫’纪录”三部分。其中，“文物
系荆楚 祝福颂祖国”共展出文物
海报数百幅，包括辽宁省博物馆等
多家文博机构根据馆藏特色和自
身文化资源优势，设计的各具特色的
海报作品；传递抗击疫情正能量，另
外两个部分则主要以照片墙的形式
呈现给大家。

400余幅海报
2.3亿人次“云”上看

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
共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王筱雯在接
受采访时说，辽宁省博物馆积极参加
活动，各部门工作人员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根据馆藏特色和自身文化
资源优势，专门设计制作了九款主题
海报，在官方微博上进行发布，完成了
与其他单位的祝福接力。

省博物馆选择了玉玦形猪龙、《瑞
鹤图》《织锦仪凤图》、粉彩百花尊、豆
青釉凸花如意耳葫芦瓶、核舟、叠胜琥
珀盒、卷体夔纹蟠龙盖罍、九霄环佩琴
九件文物进行海报设计。所选文物既
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又有浓郁的地方
特色，同时在文物战“疫”中能够传递

特殊的文化内涵。
省博物馆馆藏文物十分丰富，为

什么选择这九件文物进行海报设计？
省博物馆展览策划部主任刘韫说，
这些文物能够寄托祈福、平安、加油
的意蕴。红山文化玉器是公认的中
国最古老的玉器，玉玦形猪龙是红
山文化玉器的典型器物。此件玉玦
形猪龙是已知的红山文化玉玦形猪
龙 中 形 体 较 大 、形 制 最 规 整 的 一
件。玉玦形猪龙被认为是龙的最早
雏形，龙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
一直传承到了今天。面对疫情，我
们要凝心聚力，守望相助。《瑞鹤图》
群鹤翔集，姿态百变，庄严肃穆中透

出平安吉祥的气氛。《织锦仪凤图》
以中国传统的工笔翎毛为本，采用
丝线、片金线和孔雀羽线，织出凤凰
和百鸟纹样，显示了百鸟朝凤的主
题。凤是吉祥和谐的象征，在中华传
统文化中代表着祥瑞。核舟以长形
的橄榄核为材料，微雕成双层舟形，
是微雕的一种，取材于北宋文学家苏
轼所作的《赤壁赋》，表现了历史上一
个著名的文学故事。赤壁，位于湖
北省黄冈境内。寓意全国人民与湖
北人民站在一起，同舟共济。精选
的清乾隆时期的粉彩百花尊，借百
花繁盛之意，表达“携手战‘疫’，共
盼春来”的美好期盼。

辽博选九件文物寄托深情

省博物馆采取了一系列防控措
施，保障博物馆对外开放的安全有
序。观众入馆需要扫码测温，通过
红外线安检门进行体温检测，安检
设备定时消毒。全馆定期消杀，确

保安全无死角。观众可能触及的位
置，包括扶梯扶手、展柜玻璃、公共
通道等均已消毒。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 6 月 14
日。省博物馆将在网上展厅推出

该展览，继续采取网上实名制预约
和限流管理，全馆每天限流 1000 人

（9 时至 12 时不超 400 人，12 时至 16
时不超 600 人)，瞬时接待量不超过
300 人。

网上实名制预约限流观展

疫情防控期间，沈阳“九·一八”
历史博物馆进行的专题展览从线下
转入线上，让观众“云游”观展。其
中，“印记·中国革命历史版画展”成
为观看量最大的一项线上展览。该
展览由省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沈阳
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主办，沈阳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承办。展出作
品均由澳门版画收藏家王海霞提供。

展品为“新兴木刻运动”作品

此次展出的80余幅版画作品，均
属于中国近代艺术史上最具活力的艺
术运动——“新兴木刻运动”作品。内
容包括反映军民联合抗日的恢宏场
景，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勇渡长江、浴血
奋战的历史画面，新中国成立的壮阔
景象。作品凸显黑白张力的画面效
果，形成了中国版画独有的风格。

这些作品具有历史价值与艺术
价值。李桦的《怒吼吧，中国！》是新
兴木刻版画代表作品之一，视觉冲击
力强，蕴含着全民族已经到了奋起怒
吼的抗战时刻。古元的《人桥》创作
灵感来源于双堆集战斗，我军战士勇
敢地跳入冰冷刺骨的水中，用肩膀扛
着梯子架成一座浮动的人桥，让战友
们踏过去追歼逃敌。据王海霞介绍，
新兴木刻版画的革命性是建立在人
民大众基础上的，把为人民争取独立
自由作为自己的责任与使命，版画家
们以手中的刻刀为武器，生动地再现

了一幅幅壮丽的历史画卷。

10年收藏
500多幅革命历史题材版画

王海霞自幼喜欢书画作品，10年前
开始收藏版画。她说：“虽然大部分版
画都是黑白的，但那种沉重的历史质感
与时光之美，让我对历史的感受更深
刻。”现在，她已收藏数千幅版画作品，
其中500多幅为革命历史题材作品。

在收藏版画过程中，王海霞也曾
遇到一些难题。许多版画因为当时革

命宣传需求急切，没有作者的名字、日
期或者其他时间背景，要想真正了解
它们所表现的具体内容并不容易。此
间，她与一些版画收藏家相识，她一边
学习交流，一边系统研究，逐一梳理了
自己收藏的版画作品。她收藏的版画
中有中国“版画五老”李桦、古元、彦
涵、力群、王琦的作品，有陈执中、顾
群、江丰、黄永玉、沃渣、沈柔坚等老艺
术家的力作，还有革命根据地艺术家
集体创作的宣传革命的版画。她说：

“我虽然是澳门人，但从未忘记民族的
记忆与精神。这些作品真实地折射出

历史的光影，应该释放出更为耀眼的
艺术光辉。”2018年开始，王海霞先后
在澳门、北京等地举办版画展。

与辽宁的历史“相遇”

革命历史题材版画在辽宁有其深
刻的历史语境：“九·一八”事变后，中
国一大批文化志士投身抗战，其中以
艺术家陈执中为代表的东北籍版画家
们与国内版画家一道，用笔和刻刀奏
响了中国版画史上一段英雄乐章。

陈执中1912年出生于铁岭，1932年
毕业于北平艺专，他上世纪30年代的
代表作《白山黑水》《夜不闭户》等皆为

“抗战美术”中反映“抗战与苦难”的优
秀作品。1937年底，他随上海漫画宣
传队赴西安，连续主持三场抗战漫
画训练班，培养了一批人才。他出
版的《漫画教程》成为适应抗战需要
的漫画理论著作。

日前，陈执中在省外事部门工作的
外孙丘岳到澳门参加经贸活动，到濠江
中学参观“中国革命历史版画展”时，意
外地看到了陈执中创作于1931年的版
画作品《“九·一八”之夜》，这次“相遇”，
似乎让丘岳找到了自己执着于挖掘抗
战遗址遗迹、推介抗战文化的源头。

“外公的名字‘执中’，莫非就是‘执着
于对国家对民族对新中国的热爱
吧’！”带着使命和责任，丘岳牵线搭
桥，促成“印记·中国革命历史版画
展”来沈展出。

省博物馆制作的主题接力海报。

核心
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