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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6月9日，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
旧址改造工程结束，重新对外开
放。记者走入大门，映入眼帘的是
水塔和烟囱，这是战俘营里最高的

建筑。改造后的陈列馆陈列展分为“序厅部
分”“沈阳盟军战俘营的历史背景”“沈阳盟军
战俘营的设立”“盟军战俘在奉天战俘营中的
遭遇”“沈阳盟军战俘营的解放”5个部分。
500余幅历史图片、近百件文物史料，真实再
现了战俘营设立的历史和战俘苦难的生活与
抗争。

6月10日，记者走进青年皮影雕
刻师、奉天皮影传承人陈雪月的工作
室，她正在准备即将进行公益演出的

《西游记》系列皮影戏《火焰山》《孙悟
空三打白骨精》等。在抗击疫情期
间，陈雪月平均每周在线上主讲 3 堂
奉天皮影艺术公益课，深受欢迎，其
中包括中小学生。陈雪月告诉记者，
为了不影响孩子上文化课，她选择晚
7 时至 8 时开讲，公益课的内容包括
讲述奉天皮影的历史传承、艺术特点
以及皮影雕刻、皮影表演。

1981年出生的陈雪月自幼受家人
熏陶酷爱皮影艺术。她从事奉天皮影雕
刻与皮影表演十余年来，潜心钻研，一直
坚守。她曾应邀赴戛纳国际电影节开幕
式表演，将自己雕刻的孙悟空、猪八
戒、功夫熊猫、卓别林等影人带到国外

展示，备受好评。陈雪月告诉记者，在
疫情防控期间，她居家恢复排演了4部
皮影戏——《哪吒闹海》《白蛇传》《白
毛女》《变脸》，为疫情结束后的演出做
准备。在陈雪月手中，影人会跳芭蕾，

“白骨精”能瞬间变脸、换服装。
奉天皮影艺术融汇了沈阳地区的

传统民间艺术，历史悠久，特色鲜明。
奉天皮影艺术包括皮影雕刻与表演，表
演分为操纵影人表演与唱腔两部分，唱
腔为奉天落子，奉天皮影戏表演风格粗
犷生动。陈雪月对奉天皮影艺术情感
深厚，少女时代她就决定选择奉天皮影
艺术为终生职业。没想到，浓眉大眼的
漂亮姑娘却喜欢丑角唱腔，并且喜欢雕
刻丑角影人。记者在最近一堂陈雪月
的网上公益课中看到，她为大家展示了
自己花了一周时间雕刻的皮影头茬《状

元》，并详细讲解了制作工艺。陈雪月
称，雕刻一个精美的影人，要求线条图
案点线分明，简而不空，繁而不乱，制作
流程十分精细。首先选好驴皮刮制，要
反复4次把皮刮至薄而透亮的程度，然
后用铅笔勾勒人物的线条轮廓，再用钢
针笔誊画在皮料上，之后进行雕刻、敷
色。听课的孩子对这些公益课程非常
感兴趣。

据了解，陈雪月常年在沈阳市铁
西区齐贤二校、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大
街第一小学、沈阳市浑南区实验小学
等学校开皮影艺术课。

陈雪月表示，她想尽全力传承奉
天皮影艺术，让传统艺术走进当代生
活。待疫情结束，她将继续走进课堂
为学生们讲奉天皮影艺术的历史传承
与艺术特色。

奉天皮影传承人线上主讲公益课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省

文化艺术研究院日前推出纪录片
《手艺辽宁·盘锦海泥土陶篇》，讲述
了盘锦非遗海泥陶艺的制作工艺与
艺术价值。

陶艺是盘锦地区民间烧制技艺
的典型代表。盘锦陶艺作品以青铜
鼎、香薰炉为主，纯手工制作，成形
后雕刻花纹上色。风格淳厚古朴，
大气精美。“九龙香薰”“吉祥如意香
薰”采用盘条捏制、雕花、镂空、雕

刻等手法，经高温烧制而成。陶人
系列制品朴拙可爱，姿态万千。海
泥是辽河入海口的独特产物，这些
富含微生物的土层，是做海泥陶土
最珍贵的材料。

纪录片中还展现了盘锦著名工
艺美术师高景远的高超技艺，他制
作陶泥人采用分体塑形的方法，塑
造人物每个部位的手法及运用的工
具都不同，泥人的表情与姿态生动
传神。

《手艺辽宁·盘锦海泥土陶篇》
线上展播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文
化遗存的挖掘整理、历史资料的抢
救，不仅延续了城市的文脉，而且丰
富城市的文化积累。沈阳市图书馆
致力于辽沈地区图书典籍的发掘、
梳理，日前列出百种地方文献推荐
书目，为当今沈阳文化繁盛服务，为
后世薪火相传尽责。

沈阳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
文化底蕴，历史文化典籍资源丰

富。此次沈阳市图书馆所列百种地
方文献是沈阳市珍贵的历史文化遗
产，也是研究沈阳、建设沈阳的重要
文化资源。这些图书典籍包括历
史、文化、文学、艺术、教育、民俗、体
育等种类。历史文化学者武斌认
为，阅读这些书目，我们可以感受到
辽宁文化的力量，也会体验到辽宁
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千年文
脉所孕育的文化灵魂。

沈图推出百种地方文献书目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我
省作家、《海燕》文学月刊主编李皓
的散文集《雨水抵达故乡》近日由中
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李皓当过兵，做过电业工人、
机关秘书、编辑记者，是一名颇有
成绩的诗人。散文集《雨水抵达故
乡》分为“烟云生花”“遇见人间”“叹
息桥上”和“碎影流光”四辑，勾勒了
作者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雨水
抵达故乡》由中国散文学会策划出

版。全书汇集了作者《东北往事》
等 75篇精短散文，这些散文先后在

《人民日报》《北京文学》《文学港》《朔
方》等报刊发表，部分作品被《中华文
学选刊》《散文选刊》《散文海外
版》等转载。收录的《一个人的词
典》曾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获
得第七届冰心散文奖。作为中学
生课外阅读读本，本书还附有精选
散文阅读试题，适合初中、高中学
生学习。

散文集《雨水抵达故乡》出版

在辽宁省第九届全民读书节期
间，作为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
点支持项目，沈阳市文史研究馆梳理
跨越千年的诗赋资源，推出的《赞咏
沈阳诗赋经典百篇》由沈阳出版社出
版。这是一部博览历代诗赋、遴选经
典篇目、精心校注赏析、精选优美配
图的展示沈阳文脉和文化底蕴的作
品。

近年来，沈阳市文史研究馆启动
了打造“印象沈阳”品牌和编辑沈阳
历史文化典籍丛书工程，已出版了

《印象沈阳》《历代沈阳文选》《历代沈
阳诗词汇选》等书籍。在历史的长河
中，赞咏沈阳的诗赋可谓不胜枚举。
隋炀帝杨广的《纪辽东二首》、唐太宗
李世民的《辽城望月》、清康熙的《渡
巨流河》《福陵颂》《昭陵颂》、清雍正
的《谒昭陵恭颂》、清乾隆的《盛京赋》

《登凤凰楼》等，多位帝王为盛京及其
景物写诗作赋，使沈阳拥有独特的历
史文化资源。该书精选了 85 首自隋
炀帝杨广至上世纪初期诗人钱公来、
陈和中等52位诗人咏赞沈阳的诗作，

自清康熙皇帝至清末“辽东三才子”
之一荣可民等 8 位作者的 15 篇赞咏
沈阳的赋、颂、记作品，撷为百篇。

据介绍，本书诗赋作品的作者身
份颇为广泛，有隋唐以降迄清代的帝
王、朝廷命官、名人雅士，也有布衣百
姓，他们或在沈阳生活成长，或曾在

沈阳为官、征战，或从沈阳走出，或曾
被流徙沈阳，或在沈阳小住，都以沈
阳为题材，或以沈阳为背景写出诗赋
作品。被选入《赞咏沈阳诗赋经典百
篇》的名家先贤有王寂、王之诰、函
可、戴梓、陈梦雷、纳兰性德、戴亨等，
他们或为学问巨擘，或为沈阳籍，或
曾在沈阳驻足，或关注辽沈历史文
化。这些诗赋整体上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作品多角度、多视域呈现了沈阳
历史文化的厚重丰富。所选作品不
论是 4000字的《盛京赋》，还是只有 4
句的绝句，如永亮的《万柳塘》、刘春
烺的《沈城杂咏》等，都把对沈阳的赞
咏抒发得情景交融、气韵生动。同
时，在选编历代诗赋作品时，既重视
不同时代作品的代表性，也注意对沈
阳各县（市）区景观风物的全方位观
照。如选有赞咏新民市的诗作，如康
熙的《渡巨流河》、陈大庆的《过柳河
沟》、宝珣的《新民屯道中》；选有赞咏
康平县的诗作，如王寂的《渡辽舟中
小酌》、赵秉文的《庆云道中》；选有咏
赞法库县的诗作，如张元奇的《夜宿

三面船》等，尽力以更广阔的视域展
示沈阳文化。二是所选历代赞咏沈
阳的诗赋文情并茂，充分展现沈阳这
片土地上曾有的文明与辉煌。在所
选诗赋的作者中，涵盖了社会各个层
次，许多诗赋作品出自历代沈阳诗社
成员之笔和在诗会上的唱和之作，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上沈阳多有诗
歌创作活跃时期和丰富多彩的诗歌
活动。三是这些诗赋历史地、客观地
记叙与描述了 1400 年来沈阳城市规
模、城市建设的变化与发展，生动呈
现了景观和名胜的形成与特色。四是
这些诗赋作品还从多个侧面反映了历
代沈阳的民风、民俗与丰富多彩的文
化生活。晚清翰林缪润绂专心致志写
出的《沈阳百咏》，咏唱了沈阳地域从
节日风俗到生活习俗的方方面面，连
糊窗渍菜、柴烘暖炕之类的地方习俗
都纳入其中，诗中有画，极为珍贵。

沈阳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张春风
表示，推出《赞咏沈阳诗赋经典百篇》
旨在让更多的人感知沈阳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增强文化自信。

《赞咏沈阳诗赋经典百篇》出版

一部用诗赋连缀而成的沈阳历史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随
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向好，沈阳交
响乐团将正式开启 2020 音乐季。
开季音乐会——“英雄交响”音乐会
将于 6 月 20 日晚亮相盛京大剧院。
沈阳交响乐团将演奏瓦格纳的歌剧

《漂泊的荷兰人》序曲、帕格尼尼的
《b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贝多
芬的《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沈阳
交响乐团常务副团长翟焕民说：“这
些曲目的风格庄重大气，其中包括
了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希望能
以此向抗疫英雄致敬。”

沈阳交响乐团在1月19日举办
“莫扎特作品”专场音乐会后，因疫
情暴发，告别观众近5个月。其间，
乐团先后在线上举办了 9 期“空中

课堂”、33 场“线上音乐会”。本场
音乐会，由沈阳交响乐团常任指挥
卞思聪担任指挥，著名小提琴家、中
国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教授黄滨
担任小提琴独奏。

黄滨 4 岁时与马克西姆·文格
洛夫共同获得波兰维尼奥夫斯基青
少年国际小提琴比赛的第一名后，
获得国际音乐界的关注。之后，她
先后赢得意大利帕格尼尼国际小提
琴比赛和德国慕尼黑国际音乐比赛
的第一名，她对于音乐的诠释以及
出众的技巧广受赞誉。此次，黄滨
与沈阳交响乐团的合作也备受业界
和观众期待。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要
求，本场音乐会仅售30%门票，采取
实名制购票。

沈交6月20日开启2020音乐季

讲解员向记者介绍，1942年11
月11日，这是盟军战俘永生难忘的
日子。这一天，他们被关押在“奉天
俘虏收容所”临时营区，也就是当年
被日寇占领的东北军驻地北大营。
日寇为战俘提供的住处大多是寒
冷、阴暗、潮湿、低于地面 1米的营
房。对于刚刚从热带地区来到寒
冷北方的战俘来说，无疑难以忍
受。1943年7月29日，日寇建立了
一座新的“奉天俘虏收容所”，也就
是今天的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

它分为囚营区和主劳役区两大区
域。大型沙盘呈现的就是囚营
区。它呈长方形，四周筑有 2.5 米
高的围墙，拉起高压电网，四角设
警戒岗楼，日寇严密把守，监视战
俘的一举一动。

在第四部分“盟军战俘在奉
天战俘营中的遭遇”中，通过战俘
留下的珍贵漫画作品，让观者直观
地了解二战盟军战俘遭遇的痛苦
经历。

在漫画展厅，《战俘画笔下的

战俘营》专题展览展出的全部漫画，
是由当时在二战盟军战俘营的战
俘威廉·沃特克、马康·弗蒂尔、班尼
绘制而成，并辗转保留至今。这些
漫画真实地记录了他们在战俘营
中度过的艰苦岁月。

在“沈阳盟军战俘营的解放”
部分中，记者看到了获救战俘的大
合影。照片中，这些衣衫褴褛的战
俘欢呼雀跃，互相祝贺，甚至唱起
了美国歌曲——《怀乡之旅》，表达
了他们盼望回家的激动心情。

永生难忘的日子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日
前，中国文联 2020 年青年文艺创
作扶持计划资助项目公示结束，由
辽宁省文联推荐的独幕现代京剧
戏《格桑花开》与杂技《查先生的魔
法》两个作品成功入选并获得相
应资助。

中国文联青年文艺创作扶持
计划资助项目是面向全国活跃在
创作一线的青年文艺工作者征集
的国家级资助项目。省文联邀请专
家组成评审委员会，经投票、合议等
环节，最终评选出 4 个项目报送中
国文联。

本次入选的两个作品，其中独

幕京剧现代戏《格桑花开》是根据玉
麦乡父女三人 50 年坚守在中印边
境放牧守边的真实事迹创作而成，
作品以现代京剧模式进行创作，在
传承传统戏曲艺术的同时，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杂技《查先生的魔
法》是一部面向孤独症群体创作的
剧目，通过魔术艺术形式，对孤独
症群体进行良性心理干预治疗，达
到与患者产生互动的效果。这部
作品描述了两个不被认可的学习
魔法的孩子，在经历了“光”“大
雨”“地心失重”等困难之后互帮
互助，最后找到家人的故事，获得
广泛好评。

辽宁两部作品入选
中国文联青年文艺创作资助项目

真实再现历史

二战盟军战俘营陈列馆重新开放
本报记者 杨 竞

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是二战
期间日寇所建战俘营中保存最为完整
的1处，2013年被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
单位。始建于1943年的沈阳二战盟军
战俘营原是二战期间日寇在沈阳设立
专门关押盟军战俘的战俘营，是当年日
寇在亚洲建造的200多处战俘营中规
模最大、关押战俘级别最高、保存最完
整的1处，曾经关押6个国家的2000多
名盟军战俘。历经七十七载的风雨，如
今，战俘营已保留下来的有1座战俘营
房、3座日寇办公用房、水塔、烟囱以及
当年的盥洗室和院外的战俘营医院
等。改造前的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
址于2013年5月18日对外开放。

记者在序厅部分看到一组名为《抗
争》的雕塑，展现的是盟军战俘面对日
寇的残暴压迫，为了生存和自由而奋起
反抗的情景。展墙上的6篇文字是战俘
在当年偷偷写下的日记，记录着在战俘
营中度过的艰苦岁月。在第二部分中，
讲述沈阳盟军战俘营的历史背景。在

“沈阳盟军战俘营的设立”部分，记者看
到了3座二层小楼，这里是战俘曾经居
住的营房，目前修复了其中的一号营
房，把战俘们曾经使用的床铺、锅炉进
行了修复。

再现历史

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
列馆外部加筑了深褐色金属装饰
板，并涂刷了防水青漆。其正面及
左右两侧钢板墙面上“斜切”出几
条下宽上窄的闪光带，象征黑夜中
划破天空的探照灯，也象征当年的
战俘挣扎在白色恐怖之下。四处

仿真人像场景分别呈现了盟军战
俘在日军严密的监控下秘密地用
漫画记录他们在战俘营的悲惨遭遇

（场景）；中国工友在自身食不果腹的
情况下，偷偷给盟军战俘提供食物、
物品和外界信息（场景）；以及1945
年8月20日，盟军战俘营获得解放，

战俘重获自由的难忘场面（场景）。
真实再现了盟军战俘在沈阳二战盟
军战俘营关押期间的生活。

参观者在入口处进行扫描、测
温，持身份证进行登记。为保证参
观秩序，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参观
分组分流进行。

中国工友偷偷提供食物

陈列馆里的复原场景。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6
月13日是第15个“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联手辽宁
大学历史学院在“辽宁文化云”上推
出直播活动。6月11日首讲，推出由
研究员郭大顺主讲的《史前时期中华
大地的神灵崇拜——从塔尺营子神
人面石雕件谈起》。

郭大顺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名誉院长，从事北方地区新石器
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研究，发现并
主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发掘、
前期保护和发掘报告编写工作。近
年以中华文明发祥为研究重点，著
有《东北文化与幽燕文明》《追寻五
帝》等。本次讲座为从距今约 7500
年起，从辽西到长江流域，神人形象
以有无獠牙而分为两个系统，从而
反映中华文明起源的道路和特点。

郭大顺“辽宁文化云”讲考古

来自省第九届全民读书节的报道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6
月11日，记者从沈阳市公共文化服
务中心（沈阳市文化演艺中心）了解
到，该中心旗下的沈阳话剧团、沈阳
京剧院、沈阳评剧院、沈阳歌舞团近
期排演了4部舞台艺术作品，其中包
括话剧《战国红》、京剧《关东女》、评剧

《过大年》、舞剧《沈阳印记》。评剧《过
大年》将于6月14日、15日在沈阳盛京
大剧院上演，这也是复工复产后，沈阳
上演的首个剧目。6月28日、29日、30

日，话剧《战国红》将在沈阳盛京大剧
院演出。京剧《关东女》、舞剧《沈阳印
记》也将陆续演出。

据了解，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
心（沈阳市文化演艺中心）在落实防
疫措施的前提下，组织文艺院团积极
创作排演新剧目，为观众献上精彩纷
呈的文艺演出。评剧《过大年》以及
京剧《关东女》、话剧《战国红》、舞剧

《沈阳印记》均为本土题材作品，弘扬
时代精神，反映地域文化。

沈阳四部新剧陆续上演

陈雪月雕刻的《贵妃醉酒》影人。

《赞咏沈阳诗赋经典百篇》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