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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5月18日，由国家文
物局支持，中国文物交流
中心和辽宁省文化演艺
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中

心）主办，辽宁省博物馆和辽宁省图
书馆承办的“启示——人类抗疫文
明史”主题展览在辽宁省博物馆开
展，此展全面地梳理了人类抗疫文
明史。这是省博物馆继“文物系荆
楚 祝福颂祖国”接力海报展之后，
在“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中，推
出的又一个战“疫”主题展览。

5月18日，经过省博物馆“两码
一证”，即预约码、健康码和身份证安
检后，记者走进辽宁省博物馆一层1
号临时展厅，看到《黄帝内经》《山海
经》、彩陶双耳罐、仇英的《清明上河
图》等古籍文物及早期的光学显微
镜图解等图文展板。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5月
19日，记者从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
儿童艺术剧院）了解到，连日来，该剧院
应邀为央视六套电影频道译制片配音，
辽艺16名演员参加了配音工作。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
术剧院）影视制作中心主任朱梅接受
记者采访时介绍，在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的基础上，该制作中心组织演员们
为三部译制片配音，每人一个录音轨
道，逐一在辽艺录音棚里录音。配音
导演由滕奎兴、吉芸含担任，佟春光、
蔡菊辉、刘海霞、贾毅宁、齐昕欣、贾丽
娜等辽艺演员以及沈阳广播电视台宋
晓参与配音，安瑞、朱甲录音。

据了解，这三部电影分别为英语
片、西班牙语片、法语片，配音难度较
大。参加配音的演员都非常用心，克

服了许多困难。疫情当前，不便于集
中排练，所以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
宁儿童艺术剧院）影视制作中心就运
用网络开协调会，探讨相关录制工
作。比如根据每位演员的音型分角
色，然后大家分头准备。拿到翻译文
本后，演员们揣摩各自的角色，之后
再次相互切磋语言节奏、语音语调。
尽管辽艺的演员们有着丰富的配音
经验，但随着时代发展，对译制片配
音有了新的要求。如要求配音生活
化、口语化，减弱戏剧腔，但要保持电
影特有的艺术性。朱梅告诉记者，演
员们非常刻苦，比如齐昕欣连续四天
观摩同一部译制片，仔细揣摩人物性
格，力求用声音精准塑造人物。

据了解，由于能够出色地完成配
音任务，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

童艺术剧院）已经连续三年为央视六
套电影频道译制片进行配音。《我家
买了动物园》《小屁孩日记》等辽艺参
与配音工作的译制片在央视电影频
道播出后受到观众的好评。 在这次
录制工作中，辽艺院长佟春光以及刘
海霞、贾丽娜等在我国配音界颇具影
响力的优秀演员齐上阵，以声音生动
刻画塑造译制片中的人物形象。佟
春光是辽艺的老艺术家之一，但很多
观众也许并不了解他的配音演员生
涯。观众和配音爱好者认为，佟春光
的声线浑厚而富有质感。刘海霞的
声线非常具有辨识度，她曾为许多影
视剧中的少女角色配音，深受观众喜
爱。目前，辽艺已将不同角色的配音
分轨道录制完成，力求配音台词准确
无误，声音表演精准生动。

辽艺再为央视六套译制片配音

国际博物馆日，“众志成城 共
同战‘疫’——沈阳市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纪实展”在沈阳“九·一八”
历史博物馆举办，并线上同步推
出。此举再一次让人们看到了博
物馆数字化展览的广阔前景。

受疫情影响，博物馆闭馆不
闭 展 ，展 览 纷 纷 搬 到“ 云 ”上 举
办。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国内八大
知名博物馆率先在线“云”展览，
统计表明，一日之内有近千万人
上线观展。有业内人士指出，这
场线上直播或许是一时应急，但
在未来，这或许将成为博物馆数
字化之路的又一选项。

近年来，博物馆的数字化建
设 一 直 是 博 物 馆 工 作 的 重 点 之
一。如今的数字技术一日千里，
不仅可以将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资
料分门别类录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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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看展柜里的实物更清
楚。此外，AR 技术已探索性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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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内导航等方面
内容。

馆藏文物的多少固然是衡量
一个博物馆“家底”的标尺，但在
互 联 网 时 代 ，如 何 开 发 这 些“ 家
底 ”也 是 考 评 博 物 馆 的 一 把 标

尺。而这一切，必须建立在文物
的数字化登记基础之上。将每一
件文物进行数字化登记，这是一
项艰巨的工作，但又必须进行，因
为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毫
无疑问，迅猛发展的数字技术早
已构建起新的展览时空与文化样
式，并对传统的博物馆展览业态
产生深刻影响。

可以说，博物馆数字化展览
是未来大势所趋，疫情防控则加
速了博物馆的数字化进程。我们
知道，生命的历程是一个不断演
化 的 过 程 。 其 实 ，博 物 馆 在“ 云
端”找寻新的生长点，就是为这一
传统业态的生存注入生机活力，
为博物馆展览开辟可持续发展的
广阔空间。10 天前，沈阳博物院
除两家正在施工的博物馆外，其
余 10 家博物馆的室内外展馆均正
常开放，但疫情防控期间各馆推
出的“线上博物馆”依然保留着。
线上线下并举，已成为博物馆生
存发展的新模式。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
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
诗情到碧霄。”唐朝诗人刘禹锡的
这首诗充满遭遇艰难险阻，依然
达观面对的气度。数字化展览是
博物馆更新换代的传播方式，让
我们祖祖辈辈可贵的创造与传承
在 更 广 袤 无 垠 的 视 野 里 熠 熠 生
辉，前景可期。

博物馆“云展览”前景可期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六
一 ”国 际 儿 童 节 前 夕 ，讲 述 解 放
战 争 时 期 东 北 革 命 故 事 的 少 儿
题 材 小 说《翅 膀》由 沈 阳 出 版 社
出版。

革命的武装与武装的反革命
进行决战的前夕，小飞、小莉和他
们的父母跟随电影制片厂撤离长
春，到了矿山鹤岗。在那里，他们
认识了工人的孩子赵成、郎国章
和农民的孩子张百顺等，他们在

一起学习、生活和成长。作者马
寻以诗一般优美动人的文笔和充
满童趣的生活画面，写出了孩子
们对美好事物的爱和对邪恶势力
的憎，再现了那段令人难忘的岁
月。书中还随文穿插了 12 幅彩色
手绘图片。马寻原名马家骧，1916
年生于沈阳市，中国作协会员，曾
出版诗集《塞外梦》《朝花集》、小
说集《教群》《牧场》等作品，发表
长篇小说《明珠梦》。

少儿题材小说《翅膀》出版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沈
阳评剧院创排的现代评剧《过大年》
日前入选 2020 年全国舞台艺术重
点主题创作作品计划。该剧围绕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主题，通过艺术形
式展现辽北农村三户人家过年期间
的矛盾冲突，揭示脱贫过程中各方
情感和责任，展示百姓对家乡和亲
人深深的爱。

年初以来，沈阳评剧院在落实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不断强化艺术
精品创作，坚持“两手抓”“两不误”，
克服疫情困难创排了《过大年》这部
力作，目前，该剧仍在有序排练中。
在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发布的《关于
2020年全国舞台艺术重点主题创作
情况的通报》中，《过大年》入选2020
年全国舞台艺术重点主题创作作品
计划。据悉，全国入选该计划的作品
共计72部，其中，地方戏为21部。

评剧《过大年》
入选全国舞台艺术创作计划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辽
河畔史前文明之花——新乐遗址
展”于 5 月 18 日在大连汉墓博物馆
开展。此次展览由大连市公共文化
服务中心、沈阳博物院（沈阳故宫博
物院）主办，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大连汉墓

博物馆承办。
本次展览汇集了馆藏文物精品

125 件（套），通过精美的图片资料
结合实物展陈，集中展现新乐遗址
出土的文物精品，反映新乐地区原
始先民的文化风貌。

此展至12月18日结束。

新乐遗址展在大连开展

在第二单元“道阻且长”中，观
众从中可以了解到古时人类难以了
解传染病的真正面目，多以求神拜
佛的方式应对。如故宫博物院收藏
的《大傩图》，就是描绘民间驱除厉
疫的风俗画。16世纪末，随着第一
批简易显微镜被制造出来，1670年
前后，安东尼·范·列文虎克通过观
察显微镜下的一滴水，发现了水中
布满会动的微小生命体，这是人类
第一次通过肉眼看到病原微生物。

从此打开了微生物研究的大门。
我国东晋时期的葛洪是中国古

代第一个记载天花病情并提出治疗
方法的人。唐宋时，民间发现凡是得
过天花又痊愈的人，终生不会再患此
病，即使复发，病症也轻且不会致
死。于是发明了以毒攻毒接种人痘
的技术，成为预防天花的主要方法。

《山海经》是中国先秦重要古
籍，也是一部包含很多神话传说的
古老奇书。《山海经》中不少关于瘟

疫的着墨之处，常与各类异兽紧密
相连。在古人对医学的有限认知
下，这部有很多神话传说的奇书中，
各类能够抗击疫情的异兽在现代
人的眼里显得神乎其神，而描写食
用异兽是古人对凶兽猛禽的征服，
是人类对自然动物最初的探索。

为了给观众提供更为丰富的展
览内容，省图书馆将馆藏《黄帝内经》

《温疫论》《引痘略》《山海经》等7部古
籍与展览主题相关的文物一起展示。

将7部古籍与相关文物一起展示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由
沈阳市和平区文化旅游体育事业发
展中心主办的“唱响未来”浑河之夏
原创主题音乐会今晚在抖音直播间
播出。5月 20日 18时，关注抖音“2
米视角看和平”即可观看音乐会。
直播连线时，表演者分别在各自场
地参与表演。现场演出设在沈阳市
和平区谷歌琴行，这里也是“盛京故
事”——沈阳原创音乐人公益组织
的日常活动场所。据悉，“唱响未
来”浑河之夏原创主题音乐会分为

直播连线和现场表演两部分，现场
表演为小规模演出。

据了解，歌手们线上线下共演
唱 16 首歌曲。其中，沈阳 1905 十
分钟文化艺术空间选送了《与你同
在》等4首歌曲，青年歌手们将在线
演唱。音乐会上，歌手们还将演唱

《衣裳》《浑河 我的母亲河》等歌
曲。此前，沈阳市和平区文化旅游
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还举办了“爱予
希望”“活力新生”“歌颂美好”三场
主题线上公益音乐会。

沈阳举办“唱响未来”
浑河之夏线上线下音乐会

“人类抗疫文明史”展在省博物馆开展

多视角呈现人类与传染病抗争历程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省博物馆展览策划部主任、此展负责
人刘韫向记者介绍，“启示——人类抗疫文
明史”主题展以展板展示为主，分为“暗影
中的同行者”“道阻且长”和“新的考验”三
个单元，共 75 块图板、7 部古籍和 40 件文
物。展览梳理了人类社会自农业革命至今
与传染病的抗争历程，讲述了人类与传染
病长期斗争的复杂故事。

记者在“暗影中的同行者”单元看到，“早
期认识”“科学认识”“那传染病又是怎么发生
的呢？”“全球化背景下的传染病事件”等讲述
了传染病数千年来一直蛰伏在人类身边，宛
如暗影中的同行者，尾随着人类文明的脚
步。每一次流行和暴发必定给人类带来冲
击，甚至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

展览中介绍，通过考古发现，最早的人
类传染病很可能在8000至1万年前就出现
了。因为20世纪初，考古发现的死于公元
前 1145 年的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
头骨上有瘢痕，很可能是疱疹遗留的痕迹，
从而判断这可能是目前人类历史上最早的
天花病例。

人类与传染病的
抗争经历

在第三单元“新的考验”中，图
文并茂地讲述了中国人民如何团
结奋战，在疫情暴发初期，医院床位
紧缺的情况下，在极短时间里建成
火神山、雷神山两座医院，这是“中
国速度”，更是中国实力的展示。

此展从筹备到展出历时两个月，
为更具学术性、权威性，辽宁省博物
馆会同中国文物交流中心邀请了北

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
理系教授冯文、北京大学医学部人文
学院博士生导师甄橙、故宫博物院原
常务副院长李季等专家把关。

谈到举办此次展览的宗旨，辽宁
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中
心）副主任王筱雯说，博物馆是肩负
重要社会责任的文化机构。储存和
呈现历史记忆，既是博物馆所具有

的职业传统，也是博物馆需要履行
的社会责任。因此，通过举办此次
展览，铭记战“疫”历程，传递抗击疫
情的正能量，展现博物馆的精神面
貌和责任担当。

该展计划在国内多家文博单位
巡展，辽宁省博物馆是第一站，展出
持续至7月19日。与展览有关的线
上学术讲座正在筹备中。

多位专家加盟把关

卷了边，折了页，这是一部老书
的长相；纸张被时光晕染后的泛黄，
樟脑的香气，这是一部老书的气韵；
依旧清晰的文字，依旧鲜活的思想，
依旧动人的情感，这是一部老书的情
怀。随着我省第九届全民读书节活
动的开展，位于沈阳市皇姑区文化艺
术中心 13 楼的“拾光书房”，开启不
久，这里的经典老书就吸引了众多读
者，特别是中老年读者的目光。

据了解，“拾光书房”将文化融于
生活，让读书提高市民的生活品质是
其追求和提倡的理念，藏书1万余册，
陈列了近千册图书馆珍藏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的文献，包括百部珍
本。两天前，记者来到这里，走进书房。

此时，阳光照在书房可以看到风
景的窗台上、书架上，也照在门口艺
术感浓郁的徽标上。戴着口罩的读
者彼此间隔坐着埋头读书，还有的在
书架上寻找着自己心仪的图书。一
排排错落有致的书架上摆放整齐的
书籍大多老旧泛黄，颇有年代感，从
自然科学到文学、艺术、人文、历史
等，类别广泛，最老的应该就是陈列
柜里的一套1927年出版的《英汉大辞

典》，还有 1930 年版由商务印书馆刊
印配图的《石头记》。靠墙的书柜里
大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工
具书及地方志，还有经典丛书可供读
者查阅。屋中空闲地方摆放着三五
一组的沙发，还有艺术品。一名老者
坐在沙发上看书。不远处，一名中年
男子正在捧读一本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1年出版的《三国演义》上卷，他告

诉记者，这种平装版本保留着那个年
代的温馨记忆，当年他曾从工友手中
借来读过，现在重新品读，仿佛又回
到年轻时刻苦读书的时光，让书香陪
伴着自己成长。

时光，真的是稍纵即逝，流连在
书房的书香里，如果你感兴趣在没有
电脑的年代，图书馆是如何工作的，
那么，在陈列桌上能看到《图书分类

法》、借书卡片，还有靠墙的目录柜等
图书馆老物件，它们记录着旧时光里
的图书馆故事。穿过书架区，就来到
了艺术区，在摆放着笔墨纸砚的书桌
上，你可以尽情地挥毫泼墨，抒发自
己的情感及所思所想，也可以驻足欣
赏一下艺术作品，还可以在观景区坐
在舒适的沙发上，看一部老电影，安
静地欣赏……

记者感到，在这里，优雅的环境，
书香的氛围，读者可以轻松而真诚地
交流观念、交流语言、交流情感；可以
选个角落，随手拿起一本老书，阅读、
静坐、思考，就像是在品一杯酝酿多
年的香醇美酒，里面的每一个字、每
一句话都包裹着香浓的时间感，随着
阅读的深入，内心也变得宁静。

皇姑区图书馆馆长王雅秋说，
全民读书节期间，该馆除启动历经
一年倾力打造的“拾光书房”外，还
推出了“云端”读书分享会、有声绘
本、数字阅读新体验等系列读书活
动，并将陆续举办“阅读趣事”少儿
故事比赛、“读书心情大头贴”征集、

“悦读越心动”图书推介、地方文献
征集等活动。

在“拾光书房”读经典老书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军
旅作家韩光的报告文学《刘浩让“满
天星”变成亮晶晶》日前在由共青团
中央主管、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
办的《中华儿女》杂志刊发。

这篇报告文学讲述了沈阳市辽
中区黄东村“第一书记”刘浩的事
迹。刘浩是一位退役军人，从沈阳
市商业局公务员的岗位上派驻到黄
东村任“第一书记”。韩光先是电话
采访刘浩，又阅读了与他相关的材
料，之后他两次去刘浩工作的村子
里，在田间地头采访。韩光认真挖

掘刘浩在部队受到锻炼最大的收获
是什么、回地方工作是如何转型的、
特别是当“第一书记”是如何开展工
作的，描绘出刘浩一路走来留下的
闪光足迹，让“满天星”变成亮晶
晶。在作者笔下，刘浩以鲜活的扶
贫实践从一个侧面生动阐释精准扶
贫的“中国故事”。作者韩光，1987
年底入伍，部队某出版社副编审，曾
荣立二等功3次、三等功7次。1993
年开始在《解放军文艺》《人民日报》

《中国青年报》《鸭绿江》《海燕》等报
刊上发表作品，累计300余万字。

“第一书记”登上《中华儿女》

辽艺演员杨卓在进行配音。

来自省第九届全民读书节的报道

此展负责人（左一）在现场为观众讲解。

在“拾光书房”寻找心仪的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