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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疫情防控，我们以往的一些生活方式被按
下了“暂停键”，学习、读书、展览、演出等文化传播全
在“云端”进行。从线下走到线上，是受疫情影响的
必选动作，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云端”的尝试

也让我们思考，如何利用新技术、新手段进一步开拓文化传播
空间，为今后发展积累更多经验。

核心
提示

5月 10日，由沈阳市铁岭企业商
会、辽宁星期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君再来民族文化艺术中心、沈阳鼎泰
茶社联合推出的致敬祖国母亲线上
直播特别节目开播。

此次直播分四个篇章：“慈祥母
亲”“美丽沈阳”“逆行天使”“祝福祖
国”。其中有西河大鼓《大美沈阳》、
相声《辽宁援鄂赞》、独唱《母亲》《逆
行中的白衣天使》、诗朗诵《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等。丛方侠、王英洁、
葛巍、陶俊宇、程绘冰等参演。在“逆
行天使”篇章致敬战“疫”英雄，戴向、

孙道宏表演的相声《辽宁援鄂赞》、葛
巍演唱的《逆行中的白衣天使》、援鄂
医护人员的儿子深情演唱的《妈妈我
爱你》等节目，深受观众欢迎。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沈阳鼎泰茶
社、鼎泰乐和艺术团日前在茶社举办
了相声演出。《我是歌王》《夸住宅》《礼
仪漫谈》《绕口令》《大西厢》等一段段精
彩的演出，让茶社内响起了久违的掌
声。市民李凤学此前一直观看鼎泰茶
社在直播平台推出的“空中茶馆”，他
说：“‘宅’在家的那段日子，‘云演出’给
我们带来了很多慰藉。现在有序推出

演出节目，我们更要支持他们。”还有观
众称赞：“演出的作品更成熟了，演员的
台风更稳健了，技巧更精进了。”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
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中国医科
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相声演员戴
向梳理了160余家辽宁援鄂医院，创作
了相声贯口《辽宁援鄂赞》。戴向说：

“练习时，最快用时三分半钟，但上场表
演后，接近4分钟才讲完。有时候不得
不‘停’，等掌声停下后再接着说。”

沈阳鼎泰茶社负责人、鼎泰乐和
艺术团团长史艳芳说：“鼎泰茶社恢

复演出后，对战‘疫’一线医务工作者
全年免门票。演员们也期待着医务
工作者能到小剧场放松一下心情。
我们希望把欢声笑语带给他们，并在
舞台上向他们道一声：辛苦啦！”

记者在现场看到，鼎泰茶社坚持
“防控为先”原则，严格实行体温检
测、绿码通行、身份登记、佩戴口罩等
准入措施，严格按照要求控制入场人
数。史艳芳表示：“每天，我们早早地
对演出现场进行消毒，打开大门通
风，还在门口预备了各种消毒用品，
让大家在安全的环境里欣赏节目。”

致敬祖国母亲线上直播节目受欢迎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沈
阳市于洪区文化馆日前举办非物质
文化遗产培训班，对全区24项非遗
项目逐一给出保护建议，为传承人
制定保护计划提供有效方法。

这次培训活动深入调研了全区
非遗项目的保护近况，涵盖了国家、
省、市、区各级保护名录。此间，传
承人讲述了在非遗传承与保护过程
中的经验与问题，如以口头形态流
传的锡伯族民间故事，是极其珍贵

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
的历史文化与科学价值，但随着人
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锡伯族民间故
事的传承日渐式微，保护工作刻不
容缓，此次培训班就此进行了具体
研讨。于洪区文化馆馆长陈维彪告
诉记者，今年将继续开展好非遗项
目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活动，并
编辑出版《于洪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概览》一书，全书约40万字，将于今
年年底出版。

沈阳市
为传承人办非遗保护培训班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沈
阳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一代文学大
家姚雪垠》和《食客辞典》入选 2020
年全国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
目录。

姚雪垠系我国著名作家。姚海
天、蒋晔编著的《一代文学大家姚雪
垠》，以亲历亲见之笔，再现了姚雪
垠的文学人生。本书是以青少年为
主要对象的读物，以穿插小故事的
形式展示了姚雪垠砥砺前行的人生

旅程和文学生涯，具有引导、启迪、
激励等积极作用。

教育工作者刘学刚所著的《食
客辞典》是一部饮食文化散文集，书
中汇集了天下食事，有食单，有典
故，有做法。全书图文并茂，读者既
可依法制作，又可在精美的文字中
感悟中国悠久的饮食文化。无论是
追寻存留味蕾的童年味道，还是四
时鲜美之味，都注重美食细节的呈
现，倡导一种健康快乐的饮食方式。

两部图书
入选全国农家书屋推荐目录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以
北部战区总医院护师陈红为主人公
的报告文学《巾帼四次上战场》在
2020 年第 4 期《解放军文艺》上发
表，作者为军旅作家韩光和上官明。

陈红1981年底入伍，自医校毕
业后就一直从事手术室、重症和临
床护理工作，从一名护士成长为北
部战区总医院麻醉科主任护师，曾
被评为全军优秀护士、全国三八红
旗手，先后参加抗击非典、汶川抗

震救灾、赴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病
毒等工作，今年将退休的她再次主
动请缨赴武汉火神山一线抗击疫
情。《巾帼四次上战场》生动地讲述
了陈红参加战“疫”、救灾的难忘经
历。陈红说：“就要脱下这身我非
常挚爱的军装，但我总感觉军装可
以脱，医护人员的这个职责不能
脱，军人的本色不能脱，党员的党
性不能脱。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想
穿这身军装。”

报告文学《巾帼四次上战场》
讲述战“疫”故事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日
前，由沈阳音乐学院教授、音乐人弓
月和词作者玉镯儿联合创作，王苒
溪演唱的歌曲《爱的盔甲》引人关
注。这是一首献给祖国母亲的歌，
用歌曲献上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
祝福。

《爱的盔甲》旋律优美，歌词恳

切，从别样的视角抒发母爱之大、母
爱之深的感悟。正如歌中唱道：“爱
是最勇敢的盔甲，也要把你藏在羽
翼下。像你拼尽全力给我，暴风雨
来时，伞下晴空如画……我已懂事
长大，今后我是你的盔甲……”画面
感十足的意境，让大家体味着真真
切切的母爱。

沈音创作《爱的盔甲》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5 月
10日，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大四
学生徐端鸿在沈阳市图书馆的朗读
亭内，录制了一首《妈妈的目光》。
他说：“在沈阳全民读书季之际，我
觉得以阅读的方式表达对妈妈的
爱，特别有意义。”

沈阳市图书馆朗读亭内的设施
先进，朗读者通过专业话筒、耳麦以
及录音等设备朗读，只需要用微信
扫码即可登录，试听、分享自己的成
果。据了解，朗读亭朗读素材有热
门精选、红色经典、少儿读物、人物
专栏、古风经史、英语课堂等十二大

类，共 200 余个主题可供读者选
择。工作人员每天都对朗读亭内外
进行定时消杀，读者可以放心使用。

沈阳市第十二届全民读书季暨
“云端”读书节期间，沈阳市图书馆
也同步组织开展多项系列线上主题
活 动 ，其 中 包 括“‘ 把 我 读 给 你
听’——走进‘朗读亭’有奖朗读”
活动。读者可在朗读亭内选择朗读
素材，录制作品并上传，通过“沈阳
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入口报名参
赛，也可登录“沈阳市图书馆”微信
公众号点击“数字资源”，进入“我的
朗读”栏目，选择手机朗读参赛。

沈阳市图书馆朗读亭受欢迎

读书生活走到线上，在数字时代
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与往年不同，
前不久，省第九届全民读书节在“云
端”开幕，通过“快手@辽宁读书”全
程直播。

在疫情防控期间，由省图书馆发
起，全省14个地市图书馆、8个市级少
儿图书馆等参与，依托“e路书香”全
省数字阅读服务推广微信公众平台，
联合举办“星火燎原 照亮前路——
2020年辽宁省中小学读者主题朗诵
大赛”。记者了解到，全省 43 家各
级各类图书馆共征集朗诵作品 1282
部，总访问量 11.8 万人次。省图书
馆还与多家新媒体单位共同面向全
省读者推出“你所不知道的雷锋”

“读懂二十四节气”“元宵闯关”谜
语、新型冠状病毒防疫知识等“爱国
主义教育数字阅读体验季”系列在
线知识竞答活动，利用阅、听、诵、游
戏、体感等多种形式吸引社会公众

尤其是青少年的参与，使人们疫情
防控期间的“宅”家生活在“云端”洋
溢着书香气息。而馆藏古籍线上品
鉴、少儿线上阅读活动、与襄阳市图
书馆联手推出的两地全民阅读活
动，更是发挥了“云读书”的新鲜活
力，扩大参与范围，与网友拉近距
离，让读书真正成为有更多人参与
的全民活动。

现在，沈阳的玖伍文化城等实体
书店已恢复正常营业，但仍延续着疫
情以来进行的“云售书”。一家新华
书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疫情加速
了实体书店向线上销售的转型。疫
情防控期间，实体书店均“停业不停
工”，用“云端”读书、售书等多种服务
陪消费者一起度过“宅”家时光。实
体书店还与“饿了么”平台进行“云合
作”，做到千种图书商品可实现 3 公
里内最快半小时送达，极大地方便了
购书者。

“云读书”，全民参与

上课、读书、观展、游览全在线上

“云端”开启文化传播新模式
本报记者 赵乃林

前不久，记者上了一堂辽宁大学
文学院副教授隋丽的中国民俗学网
课。这堂课，隋丽请来了辽沈地区著
名满族剪纸传承人初春枝，通过视频
教授学生满族剪纸技艺，讲授剪纸的
历史和传统。

67岁的初春枝是省级非遗项目
传承人。为上好这堂课，她事先拍好
剪纸的步骤图片，隋丽将其做成PPT
演示文稿在线上播放，再通过微信连
线，由初春枝给学生详细讲解剪纸的
步骤。隋丽告诉记者，通过课程学
习，培养学生具有一种关注民间社会
的人文情怀，具有一定的调查研究能
力，掌握适应社会发展的实用知识。
大学是非遗传承的重要场所，青年群

体对非遗的未来以及传承起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

非遗传承人走进大学课堂传授
技艺是很多高校民俗学授课的常态
形式，但是由于条件限制，不能灵活
教学。现在有了网络授课形式，非遗
传承人“进课堂”容易得多了，可以通
过录制视频或者直播的形式向大家线
上传授技艺。在这个非常假期，岫岩
满族剪纸传承人王新立、沈阳市掐纸
技艺传承人李雪等应邀线上授课。

这堂网课共有122名学生。隋丽
说：“线上教学虽然形式变了，场景变
了，师生的空间距离变了，但教育的本
质没有改变，未来的教育必将是线上
线下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民俗课，“云端”学剪纸

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
整合全市各博物馆、文物保护单位及
考古成果等文博资源，推出“阅读沈
阳”——文博在线系列，以“云端”阅
读的形式，每天推送文博信息，让市
民足不出户了解沈阳历史，共享城市
文化，现已在微信端连续推出152期

“阅读沈阳”信息。据悉，此举将一直
延续下去。

受疫情影响，博物馆的展览都曾
搬到“云”上进行。记者了解到，如今
的数字技术不仅可以将博物馆馆藏
文物的资料分门别类地录入“云端”，
供参观者调取，还可以三维建模，3D
立体、360°还原文物细节。从某种意
义上说，这些文物比放在展柜里让人
看得更清楚。此外，AR技术已运用
于虚拟讲解、“复原”展品、“复活”展

览对象并与之互动、展示暂时无法展
出的藏品、创建博物馆AR游戏以及
AR 馆内导航等多个方面的业务内
容。只要运用好这些技术，参观博物
馆将不再受到时间、地域的限制，将
大大提高历史文明传播的广度和效
率。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董宝
厚说，在“互联网+”的时代，建设网
上博物馆是展示馆藏资源、传播文化
信息的重要手段，“云展览”可以通过
互联网提供更直观、便捷的公共文化
服务，有利于增强和完善博物馆的传
播功能。“博物馆网上展览平台”通过
虚拟化的“云展览”集中整合展览资
源，为文化爱好者提供了机会，为观
众提供了精彩的文化体验，坚信随着

“云展览”的不断普及和完善，博物馆
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会快速提升。

“云展览”，将常态化保留

《母亲》《郭明义》《凌河影人》

辽宁人艺“云剧场”推介精品话剧
本报记者 王臻青

5 月 10 日，辽宁人民艺术剧院
（辽宁儿童艺术剧院）开启“云剧场”，
一批经典保留剧目通过“云端”推
出。据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
艺术剧院）院长佟春光介绍，该院微
信公众号专门设置“云享文化”专栏，
启动线上文化惠民活动。

视频重现话剧《母亲》

首批推介的剧目有话剧《郭明
义》《母亲》等。其中，话剧《母亲》是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继话剧《父亲》之
后的又一部经典剧目。《母亲》由李宝
群编剧，邢邠担任导演，张舒云、魏丽
萍、张玉春、蔡菊辉等辽艺实力派演
员联袂主演。这部话剧讲述的是北
方一个工人住宅区里一位工人母亲
的人生经历。她独自含辛茹苦地抚
养3个孩子和1个养子，后来，失去了
亲生儿子，将养子培养成才。她克服
了人生中一个又一个困难，始终坚强
乐观地生活。这位母亲的一生虽然
没有感天动地的壮举，但是她的母
爱，她坚韧的精神却引导鼓舞着孩子
们健康成长，并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

人。“云享文化”专栏以图文并茂加演
出片段视频的方式介绍该剧院一批
享誉全国的优秀剧目，每个剧目分两
至三期进行多角度介绍、评述，引导
观众欣赏品鉴话剧。

记者电话采访了话剧《母亲》的
编剧李宝群。他认为，在疫情防控期
间以线上分享的形式推广话剧值得

赞赏。谈到话剧《母亲》的创作初衷，
李宝群说：“我创作的话剧《父亲》受
到观众的好评，极大地鼓舞了我创作

《母亲》的热情。话剧《母亲》是献给
天下所有母亲的一部非常真诚的作
品。母爱是伟大的，平凡是美好的。
我是在沈阳工人村长大的，我永远忘
不了在工人村大杂院里生活的那些

日子。那里有许多平凡的工人母亲，
她们养育了一代代儿孙，儿孙们一天
天长高长大，她们一天天老去。于
是，我把所有工人母亲的形象凝聚于
一个舞台艺术形象——剧中的母亲
秦娘。”

陆续推介7部话剧

记者在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
儿童艺术剧院）微信公众号中看到，
许多观众在剧目介绍链接下热情留
言。很多年轻观众表示，之前没有看
过《母亲》这部话剧，很高兴这次有机
会能在线上欣赏到。也有观众表示，
辽宁人艺话剧《父亲》《母亲》都很经
典，曾在剧场里欣赏过这两部话剧，
这次在线上看到《母亲》的剧照感到
很亲切。希望疫情尽快结束，能够早
日回到剧场欣赏辽宁人艺的话剧。

据了解，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
宁儿童艺术剧院）还将在“云享文化”
中陆续推介话剧《凌河影人》《木匠村
官》《黑石岭的日子》《矸子山上的男
人女人》《深情·周恩义的故事》等，让
观众充满期待。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复
工复产后，盘锦市在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基础上，有序开展文化旅游
工作。盘锦市文联日前组织拍摄了
歌曲《我的红海滩》MV，为推广盘
锦旅游文化助力。

“推开浪千层，捧起火一团，你
一身紫烟跃出海蓝蓝，给仙鹤额头
抹上一点红，让风儿热情，海天也
温暖……我的红海滩，裁一角你的
红，给梦做衣衫。”歌曲《我的红海
滩》是盘锦市文联策划组织创作的
大型原创舞台剧《辽河口》插曲，由
李金河作词、吕威作曲、李跃龙编
曲、彭靖演唱。此次制作 MV，将
优美的歌曲与红海滩等盘锦美景
相结合，相映生辉，风格壮美。据

了解，《我的红海滩》MV 摄制组在
盘锦市红海滩风景廊道、辽河油田
采油厂、盘锦港、辽东湾新区、大堡
子村等地取景拍摄，一首 MV，览
尽盘锦美景。盘锦市作家协会主
席刘长青评论歌曲《我的红海滩》：

“用优美的旋律与灵动的节奏，唱
出了盘锦人民对家乡自然与人文
景观的珍爱，这是盘锦锐意进取的
城市精神图腾。”

据了解，歌曲《我的红海滩》
MV 已在《人民日报》客户端、搜狐
网等网络平台发布，好评如潮。很
多网友表示，很喜欢这首歌，词曲动
听，画面唯美。还有一些省内外网
友表示，有机会一定要去美丽的盘
锦红海滩走走看看。

盘锦录制播出
《我的红海滩》MV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大
连工业大学服装学院服装设计专业
的《民间工艺设计》课程别开生面，
通过网课，在老师栾海龙的指导下，
大学生们以“共同战‘疫’”为创作主
题，用创意剪纸的形式来完成作
业。学生们一共创作了 50 幅抗疫

主题剪纸作品。这些作品充满设计
创意，在该校校园网以及多个媒体
平台展出后，受到师生及网友好评。

大学生们以各具风格的创意剪
纸作品，以温馨质朴的方式，来表达
对疫情防控的关切和对医护人员的
崇敬。

大连工业大学
创作50幅抗疫主题剪纸

话剧《母亲》剧照。（辽宁人艺供图）

线上“阅读沈阳”海报——云游博物馆。（沈阳市文物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