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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儿
童艺术短片《花朵的艺术殿堂探秘之
旅》日前在“辽宁文化云”播出。这个
集知识性、艺术性、趣味性于一体的
短片，以小朋友“花朵”的视角，带领
观众步入我省艺术院团的台前幕后，
其中包括走进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
宁儿童艺术剧院）的排练场。在宽敞
明亮的排练厅里，辽艺儿童剧演员正
在排练为儿童节准备的剧目。

由于疫情防控工作需要，今年
“六一”国际儿童节文化活动均以线
上为主。6 月 1 日，省文化演艺集团

（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组织旗下各
文化机构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节日文
化大礼包。其中，辽宁人民艺术剧院

（辽宁儿童艺术剧院）、辽宁歌剧院
（辽宁交响乐团）、辽宁芭蕾舞团、辽

宁歌舞团（辽宁民族乐团）4家省级专
业艺术院团，不仅首次联袂录制儿童
艺术短片《花朵的艺术殿堂探秘之
旅》，还分别通过新媒体平台在线上
展播精彩的文艺节目。

从6月1日起，辽宁人民艺术剧院
（辽宁儿童艺术剧院）在其微信公众号
推出“云享文化·快乐童年”“云剧场”
展演活动。通过片段赏析方式，展示

《长袜子皮皮》《糖果城堡》《白雪公主》
《冰雪女王》《小蝌蚪找妈妈》《三只小
猪》《卖火柴的小女孩》等多部深受儿
童观众喜爱的优秀儿童剧。这些剧目
大多是辽宁人艺的保留剧目。其中，

《长袜子皮皮》是一部享誉世界的经典
童话，由瑞典儿童文学作家阿斯特丽
德·林格伦创作。作品讲述了一个有
趣的小姑娘皮皮的传奇故事。辽宁人

艺多次演出《长袜子皮皮》，此次辽艺
将该剧演出实况进行剪辑后，结合剧
目介绍首期在线播出。儿童剧《白雪
公主》《卖火柴的小女孩》《糖果城堡》
均改编自外国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此
次线上展播的儿童剧不仅有根据外国
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改编的儿童剧，而
且有改编自中国传统故事的《小蝌蚪
找妈妈》等。

据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
艺术剧院)院长佟春光介绍，每年“六
一”国际儿童节，辽宁人艺都会安排
一系列儿童喜爱的儿童剧在沈阳等
地演出。今年受到疫情影响，无法在
剧场里给孩子们演出，所以选择线上
展播儿童剧的方式，让孩子们重温这
些寓教于乐的儿童剧。除了展播儿
童剧，辽宁人艺日前还排练完成了儿

童剧《大栓的小尾巴》，待疫情结束
后，该剧将在沈阳等地上演。《大栓的
小尾巴》作为辽宁人艺的经典儿童剧
作品，分别于 1989 年、1991 年、2001
年复排了 3 个版本。本次的复排创
作，主创人员通过对民间素材的提
炼，创作出符合新时代少儿观众审美
要求的作品。《大栓的小尾巴》是一个
关于成长的故事，取材于民间故事，
以拟人化的呈现、童话式的描写，引
导孩子们要热爱生活，真诚勇敢。新
版《大栓的小尾巴》的舞台美术采用
绘本式的风格呈现，将全方位呈现发
生在东北森林里的有趣故事。此外，
辽艺还计划排演一部新创作的儿童
剧《听说过没见过》。尽管暂时无法
为儿童观众现场演出，但辽艺创排、
储备儿童剧的工作一直在进行。

重温经典剧目

辽宁人艺“云端”展播多部儿童剧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由
贾铮作词、刘聪谱曲、男中音歌唱家
霍勇演唱的歌唱红山文化的艺术歌
曲《女神》，连日来在网络上传唱。

红山文化的一个重要发现是牛
河梁的女神庙，庙内出土了被誉为

“中华民族共祖”的女神头像。《女
神》歌中唱道，“一个古老的梦沉睡
了多少年，一段尘封的往事讲述着
怎样的昨天，谁也未曾听说，谁也不

曾看见，那一层层斑驳的泥土终于
抖落出你的容颜……”词作者贾铮
系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常务理事、省
音协音乐文学学会会长。他告诉记
者，《女神》歌词写于2019年10月省
音协组织词曲创作者去朝阳体验生
活期间。他写完歌词后，同行的作
曲家、沈阳音乐学院教授刘聪谱曲
并试唱，后由海政文工团男中音歌
唱家霍勇演唱。

歌曲《女神》讲述红山文化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由
沈阳市皇姑区图书馆主办、识心传
统文化体验馆承办的“四大发明探
索体验——古法造纸”亲子活动，日
前在该图书馆城市书房举办。

此次活动以家庭为单位，旨
在通过孩子们动手实践制纸浆、
捞纸、融入新鲜花草、揭纸、晒纸等
过程完成对古代造纸术的触感认
知，引导少年儿童更深入地了解中
华传统文化与艺术，完善由纸张到
书法、到绘画、印刷、再到书籍的载
体文化的建构，从而拓宽少年儿童

视野。
皇姑区图书馆城市书房为继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传统
融入当代文化启蒙少年儿童、用艺
术陪伴少年儿童成长，在传统艺术
类型的传习方面做了精心选择和尝
试，注入民间传统文化元素，以亲子
活动的形式呈现，结合图书艺术展
览、民族工艺、亲子手作体验、文化
教授为一体，设置一系列不同的活
动内容，旨在建立“属于孩子们的公
共文化艺术空间”，和孩子们分享
传统文化的智慧和美好。

教孩子古法造纸

历史古籍是珍贵的地域文化
遗产，也是研究沈阳、建设沈阳的
重要文化资源。但由于典籍分藏
在国内外各大图书馆, 出于保护古
籍需要，基本封存于深阁大库，还
有一些珍贵的古籍散失在民间，转
化利用率低。为开发利用这些珍
贵的文化遗产、传承文脉，沈阳市
文史研究馆于2008年启动了《沈
阳历史文化典籍丛书》工程，整理
并逐年出版一批辽沈地区重要文
化典籍，明确将关于沈阳历史沿
革、城市变迁、重大事件、典章制
度、社会生活、各类人物、文化著
述、风俗风物等方面的珍稀典籍，
对研究沈阳历史文化有较大参考
价值的典籍和手抄本、孤本典籍，
优先纳入整理书目，迄今已整理、

研究、校注、出版了九辑27册历代
典籍，包括罕见的沈阳先贤作品

《沈阳百咏》《陪都纪略》《奉天古
迹考》等，展示了沈阳深厚的文化
底蕴，获得学术界好评，在全国文
史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该馆还编著了《东北第
一城——沈阳往事》《沈阳历史大
事本末》（上下卷）、《沈阳历史人物
传略》（上下卷）、《沈阳历史大事年
表》等地方历史系列丛书，使沈阳
地方史书系列初具规模，成为研究
沈阳文化历史、促进城市繁荣发展
的重要参考资料。这些图书典籍
的出版，使与沈阳相关的珍稀古籍
能为学界所应用，为大众所共享，
为当代沈阳文化繁荣兴盛服务，
为后世薪火相传尽责。

发掘保护文化遗产

本土文化系列图书典籍相继问世

守护我们的文化根脉
本报记者 赵乃林

刚刚出版的“老沈阳书系”有《盛京
流云》《旧宫遗韵》《文脉千年》《奉天之
路》4本书，从老城之魂、皇家宫阙、古城
文脉和老城街路等方面，通过一篇篇优
美的散文，带领读者领略沈阳历史文化
风采。

近年来，沈阳出版社致力于辽沈地
域文化的挖掘和出版工作，已出版地域
文化类图书90余种，包括“老沈阳书系”

“沈水书坊书系”“沈阳历史文化典籍丛
书”“沈阳历史文化丛书”“老沈阳珍贵影
像集”等多个系列，内容跨度大，涵盖对
本土“抗战文化”“红色文化”的发掘，对
辽沈历史人文脉络的探寻，对辽沈先进
人物及事迹的传播。如“沈阳历史文化

丛书”以 10 卷体量，描摹沈阳走过的历
史长卷。

再如“沈水书坊书系”将沈阳发展的
故事娓娓道来：《巨变观澜》道尽沈阳工
业的波澜壮阔、《紫气东来》讲述皇宫内
外的云淡风轻、《沈水散叶》截取沈城人
生活的历史印记、《沈水听涛》展现舞台
艺术的繁花似锦、《盛京瓷画》勾画中国
陶瓷的璀璨之路。

沈阳有着悠久的建城历史，候城、沈
州、盛京、奉天，名称随着历史不断更迭，
而不变的是绵延千载的文脉、历史积淀
下浓厚的底蕴，以及这片土地上人民的
精神热度。这使辽沈地域文化呈现丰富
多彩的面貌。

出版90余种文脉图书

记者了解到，即将出版的《赞咏沈
阳诗赋经典百篇》，是沈阳市文史研究馆
编撰的一部注重“文商旅”融合发展，更
好地讲好沈阳故事的著作。该馆馆长
张春风说，文化典籍是城市的文脉所
系，今后将组织文史专家继续做好地域
历史文化古籍的收集、整理、研究、校注
和出版工作，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实

现古为今用。
历史文化学者武斌认为，辽宁的文化

历史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拥有厚重的
文化遗产。当代辽宁人的一个重要文化
责任，就是深入发掘辽宁、沈阳历史文化
的内涵，守护我们的历史文脉。这是一种
文化传统的认同、一种文化价值的寻根，
一种基于地域文化、血脉相承的感情。

古籍要古为今用

本报讯 “好的文物保护状态
应该是把它们修缮得有尊严，重回
人们的社会生活，让文物展示自己
的魅力，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
积极力量。让更多民众从这些文化
遗产中获得智慧，加入到文化遗产
的保护行列，获得文物保护的知情
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这才
是良性的文化遗产保护状态。”日
前，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霁翔

“云端”做客大连理工大学“百川讲
堂”，讲述他如何实现“把一个壮美
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
的庄严承诺，勉励师生坚定文化自
信，做中华传统文化的守望者。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大

连理工大学“百川讲堂”首次尝试以
线上方式开展讲座，通过腾讯会议室
与QQ群课堂进行双平台同步直播。
在两个小时的直播课中，单霁翔“云
端”为2000多名师生献上了一堂生动、
深刻的“文化课”和“爱国课”。师生纷
纷刷屏评论，话语中都是对璀璨绚烂、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自信自豪。

大连理工大学“百川讲堂”成立
于2009年，始终坚持用先进的思想
引领青年，以优质的文化涵育青年，
先后邀请英雄航天员翟志刚等社会
各界知名人士与学子面对面，共同
体味人生、分享智慧，至今已成功举
办211期。

于舒雯 本报记者 杨丽娟

大连理工大学
线上举办“百川讲堂”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在
我省第九届全民读书节期间，5 月
30日晚，沈阳玖伍文化城举办“‘八
戒’马德华与书同行”活动，电视剧

《西游记》八戒扮演者马德华与读者
在线聊阅读，并为读者表演了《西游
记》原声桥段。

86 版《西游记》于 1986 年在央
视首播，至今已重播超4000次。剧
中马德华饰演的八戒承担了大部分
笑点，但是拍摄过程却十分艰辛。
据透露，八戒的大鼻子、大耳朵、大

肚子等道具重达 2.5 公斤，这些道
具，一戴就是 6 年。还有那从不离
身的九齿钉耙，给观众留下深刻印
象。马德华日前出版了首部自传

《悟能》，讲述了他对艺术的追求、对
家人的责任、对兄弟的情谊，以及与
那部经典电视剧《西游记》结缘的前
后。此次，相约“云端”，马德华与读
者分享了八戒和《西游记》的故事，
聊聊关于书的那些事儿。直播活动
中，马德华还为大家带来意想不到
的惊喜表演。

马德华与读者在线聊阅读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6
月 1 日，沈阳交响乐团为孩子们在
线上举办了“六一儿童节专场音乐
会”，演奏普罗科菲耶夫作曲的交响
童话《彼得与狼》。这是该团今年以
来举办的第32期线上音乐会。

《彼得与狼》是由苏联作曲家普
罗科菲耶夫于 1936 年专为儿童创
作的乐曲，也是他的代表作品之
一。作品讲述了小朋友彼得与他的
好朋友小鸟，机智勇敢地与可恶的
大灰狼作斗争，终于把大灰狼逮住
的故事，表达了善良定能战胜邪恶

的信念。虽然内容以儿童为对象，
但凭借音乐与故事的完美结合，作
品却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广
为流传。作曲家运用乐器来刻画人
物和动物的性格、动作和神情，音乐
技巧成熟，形式新颖活泼，整部作品
一边用管弦乐队演奏表达不同的音
乐形象，一边用富于表情的朗诵词
解说音乐内容的情节。在这首交响
童话里，每个角色都固定由乐队中
的某一种乐器来表现，是被公认的
音乐群众化的成功之作。这场音乐
会指挥为卞思聪，由蔡彤洁解说。

沈交“云”上演奏
交响童话《彼得与狼》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六
一”国际儿童节期间，省图书馆举办
了经典影片线上欣赏活动，推出《哪
吒之魔童降世》《神笔马良》《千与千
寻》《机器人总动员》《小羊肖恩》《名
侦探柯南剧场·世纪末的魔术师》

《哆啦 A 梦：大雄的金银岛》《狮子
王》8部经典动画片，与大小朋友一
起重温童年时光。

省图书馆“童阅乌托邦”推荐了

指间创意阅读《向日葵的秘密》、四
维绘本阅读《世界第一高的帽子》等
少儿书目，带领小朋友跟着书中的
人物一起探索世界。“百画诗园 欢乐
诵”古诗词鉴赏活动从6月开始将陆
续推出 4 期，全方位深入研读古诗
词，让孩子们感受不一样的学习体
验。活动面向4岁以上小读者及其
家庭，将阅读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
融合多感官、兼容多载体进行阅读。

省图书馆举办电影线上欣赏活动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6
月 1 日，沈阳盛京大剧院联合沈阳
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沈阳市文化
演艺中心），为少儿观众准备了一份

“六一”儿童剧礼物，观众通过盛京
大剧院微信公众号、腾讯视频在线
欣赏儿童剧《木偶奇遇记》。由于防
疫工作需要，今年“六一”国际儿童
节盛京大剧院无法开放剧场演出，

于是将儿童剧演出搬到“云”上。
《木偶奇遇记》是意大利作家科

洛迪的代表作，发表于1880年。《木
偶奇遇记》讲述了木偶匹诺曹从一
个任性、淘气、懒惰、爱说谎的小木
偶，变成一个懂礼貌、爱学习、关爱
他人的好孩子的过程，以及他所经
历的一连串的奇遇。这部儿童剧充
满了童趣与艺术想象力。

盛京大剧院“云剧院”
上演儿童剧《木偶奇遇记》

核心
提示

在辽宁省第九届全民读书节期间，沈阳出版社推出
三位沈阳本土文人创作的一套“老沈阳书系”、沈阳市文
史研究馆正在紧锣密鼓地编撰《沈阳历史文化典籍丛
书》第十辑和《赞咏沈阳诗赋经典百篇》……一批出版或

即将出版的辽沈地域文化图书，让我们体验到辽宁文化的力量，感
受到辽宁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千年文脉所孕育的文化灵魂。

5月31日，经过精心筹划与准备，
辽宁省博物馆儿童体验馆正式对外开
放。

当天下午，记者在省博物馆儿童
体验馆看到，通过在省博物馆官方网
站预约，15 名儿童在家长陪同下进
馆，开始了“秦小开历险记”“钻木取
火”“玩嘎啦哈”等体验活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座体验
馆面积近 1000 平方米，设有“石器王
国”“秦小开历险记”等8个功能单元，
为3至12岁的孩子提供趣味化、个性
化的体验空间，让孩子们通过互动的
方式学习知识、激发兴趣，从而促进
儿童的全面发展。

刚刚完成“秦小开历险记”体验
的小男孩对记者说：“今天太开心了，
来这里之前根本不知道秦开的故事，
现在我全知道了。”

角色体验，是这座儿童体验馆的
一个亮点。孩子们可以穿越到战国时
代，成为燕国名将秦开，与战士一起攻
城闯关。省博物馆公共服务部副主任
张莹是儿童体验馆内容的主要设计
者。她说，“秦小开历险记”是原创开
发的一个功能单元，根据战国时代燕
国名将秦开却胡、修筑长城的故事为
素材，以秦开为原型，塑造了动漫形象
秦小开。“在这里我们修建了一个迷你
城堡，孩子们进入场景后，便化身为秦

小开，以角色扮演的形式，结合故事情
节完成 5个不同的任务，每个任务都
是孩子们需要了解的一个知识点。这
些知识点通过故事主线串联起来，孩
子们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也可以了解
燕国的风物文化，在角色扮演的过程
中，增强体验感，最终实现寓教于乐的
目标。”张莹说。

记者在馆里还看到一个小女孩在
进行捕鱼游戏。捕鱼游戏是“石器王
国”单元的一个亮点。据介绍，这个单
元是以辽宁地区石器时代查海遗址

为背景，通过情景再现、互动体验的形
式，让孩子们了解石器时代的自然环
境、动植物种类、古人类捕鱼等生活方
式，形成对石器时代的初步认识，激发
孩子们的兴趣和求知意愿，培养观察
力、想象力、行动力、创造力。

谈到体验馆的设计理念，张莹
说：“整个体验馆突破了传统博物馆
的设计理念。传统的博物馆往往是
以‘物’为媒介，也就是通过文物的展
陈，来传播历史文化知识和实现社会
教育功能。但是我们在儿童体验馆

的设计中，秉承了‘以儿童为中心，为
儿童而展示’的理念，馆内的各项设
施均可触摸。”

在“魔法衣橱”单元，记者看见设
计人员依托服饰、首饰、配饰等实物
信息，为儿童全面展示古人的穿着习
俗。孩子们可以通过观察和对比，了
解中国古代服装的样式和穿着习俗
的历史变迁。

记者感受到，每个功能单元都是精
心设计的。比如，为喜欢兵器的男孩们
设计了“漫话兵器”单元，针对儿童的心
理认知特点，专门设计了集知识性与趣
味性为一体的展览，通过看漫画、听故
事、玩游戏等活动，带领孩子们畅游金
戈铁马的兵器世界。

在“北方民族的家”单元，重现北方
少数民族的居住环境，让孩子们在参与
互动中了解“家乡”的概念，以及古代这
些民族对现代生活的影响，感受历史的
传承和时代的变迁。另外，还有一个

“阅读区”，为孩子们提供了大量历史和
自然类儿童读物，可供儿童休息时阅
读，同时也方便陪同的家长在此等候，
为参观者提供劳逸结合的学习场所。

一名陪孩子来省博物馆的家长
说：“这里和我以前带孩子去的博物馆
不太一样，孩子在这里不仅能看到，还
能摸到、体验到，身临其境的体验方式，
更能让孩子了解中国文化。”

辽博儿童体验馆开馆——

在角色体验中了解中国历史文化
本报记者 杨 竞

《沈阳历史文化典籍丛书》第七辑。

孩子们在现场参加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