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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6月15日19时，由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沈阳市文化演艺中心）、沈阳评剧院倾
情创排的现代评剧《过大年》在盛京大剧院精彩上演。

这是致敬最美“逆行者”的专场演出。

大型纪录片《辽宁十大考古发
现》专家论证会日前在沈阳召开。
该纪录片由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
共文化服务中心）统筹，省文化艺术
研究院（省文化资源建设服务中
心）、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制作。
省内文博考古领域专家学者、省文
化艺术研究院纪录片制作人员参加
了会议。与会者针对纪录片的主题
定位、拍摄对象、整体脉络及呈现方
式进行了研讨。

纪录片《辽宁十大考古发现》是
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省文化资源建
设服务中心）通过申报答辩，获得的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地方特色资源建
设项目之一，计划拍摄10集，每集20
分钟。旨在通过辽宁省内的10项重

大考古发现，展现辽宁考古成就以
及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辽宁十大考古发现》选取历年
来辽宁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的项目。这些重大考古项目，均具有
鲜明的辽宁历史文化特色，其中包括
金牛山古人类遗址、牛河梁遗址、康家
屯石城址、东大杖子战国墓地、姜女石
秦汉行宫遗址、五女山山城遗址、龙城
宫城南门遗址与喇嘛洞墓地、医巫闾
山辽代重要遗址群、三道岗元代沉船、
甲午沉舰遗址水下考古调查。

与会专家认为，该纪录片在表
现形式上应突出专业性、知识性，以
历史文化为线索，深入挖掘文物考
古的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要坚持
科学性，以科技手段为表现形式，立

体化体现辽宁丰厚的历史文化积
淀。该纪录片还要体现趣味性、艺
术性，以文物为载体，通过辽宁十大
考古发现，让文物“活”起来，生动讲
述中国故事，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成
果为人民群众共享。在开机前，纪
录片制作人员将认真思考、深入挖
掘，力争运用高科技手段还原考古
挖掘过程和文物样貌。

大型纪录片《辽宁十大考古发
现》的拍摄，不仅体现了辽宁悠久的
历史以及考古方面取得的成就，更
为重大考古发现留下珍贵的影像资
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
社会影响。该片将唤醒尘封的历史
文化记忆，号召大家自觉保护家乡
的文化遗产。

《辽宁十大考古发现》拍摄启动

用纪录片为重大考古项目留下影像记忆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为
纪念“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沈阳市于洪区文化旅游和广
播电视局日前以“非遗传承，健康
生活”为主题，在于洪区马三家街
道静安满族村开展了一系列具有
鲜明满族特色的传统民俗文化活
动。同时，钟氏刻瓷还到沈阳故宫
进行现场展示。

静安满族村村民身着满族服

饰，在村头湿地射柳、叉鱼、斗草、
拉地弓，现场气氛热烈。水塘边交
织着男女老少的掌声与欢笑声，到
处是非遗展演的舞台，充满了浓浓
的节日气氛。射柳、叉鱼是满族先
民渔猎生活的真实写照，拉地弓则
反映了满族从渔猎生活过渡到农
耕生活。这些满族传统体育与游
戏，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提升村民
之间的凝聚力，在静安满族村世代
相传。

满族村村民开展非遗传承活动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一
部首次全面、真实、形象地展示 100
多年来沈阳电影行业发展历程及优
秀成果的专著《沈阳电影百年》近日
由沈阳出版社出版。

1907年1月23日，《盛京时报》以
《活动影戏可观》为题，刊登了电影在
沈阳第一次出现的消息。此后，被称
为“电光影戏”的“新奇玩意儿”登上沈
阳历史舞台。《沈阳电影百年》历经4
年编写，由沈阳地区电影业界经营者、
管理者与学界研究者共同完成。

该书以沈阳电影百年发展历程
为线索，按照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
段，宏观地介绍了沈阳电影百年发展
历程。在此基础上，该书还深入研究
和探讨了沈阳电影发展过程中的理
论和实践问题。同时，通过对电影的
研究，深入地挖掘了电影给社会发展
带来的影响，为沈阳未来电影事业的
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本书
主编钟晓光长期从事文化及电影事
业管理工作，主要研究沈阳地方文
化、电影史志等相关领域。

《沈阳电影百年》出版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沈
阳玖伍文化城日前联合中国少年儿
童新闻出版总社举办的国际安徒生
奖获得者——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
全国直播，受到读者欢迎。

在“云端读书季”直播中，儿童文
学作家曹文轩与孩子们分享阅读心
得，介绍他的新书《侠鸟传奇》，与读
者进行互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玖
伍文化城直播活动观看人数达 51 万
多人次，销售1.7万多册，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来自业内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
到2019年，少儿图书市场码洋比重一
路攀升。今年 1 月至 4 月，少儿图书

市场在整体市场码洋比重超过 20%，
儿童文学更是一枝独秀，稳居第一
位，本土原创儿童文学占比一直居高
不下。从一定意义上讲，儿童已经成
为我国的阅读主体之一。

疫情防控期间，孩子们居家时长
增加，读书是家长为孩子选择的最好
的学习、休闲方式。疫情造成的超长
假期使得家长们焦虑值攀升，都在找
各种渠道、方式把孩子的时间填满。
此次直播针对的是中小学生群体，尤
其是学龄前和低年级群体。曹文轩
讲解的主题是作文，正切中家长和学
生心理，结合新书《侠鸟传奇》，既勾
起了读者的情怀，又调动了学龄前儿

童家长的好奇心，一举两得。
作为沈阳市第十二届全民读书

季暨“云端读书季”直播嘉宾，中国儿
童文学界领军人物曹文轩一直备受
关注。他的作品《草房子》《青铜葵
花》《火印》颇受欢迎。5 月 28 日，曹
文轩新书《侠鸟传奇》线上发布会在
各大视频平台同步直播，直播两小
时，在线观看人数超 13万人，为本次
直播做了预热。

作为线下作家签售地，玖伍文化
城通过全新的会员“圈层”、社群营销
体系，全力赋能本次直播。这条“双
行道”可直接、便捷地触达用户。从
文化名人直播到知名主持人直播到

BOSS直播，再到曹文轩的本次直播，
玖伍文化城不断尝试与创新，拓展了
疫情期间线上线下相互作用的营销
模式。

玖伍文化城负责人朱晓冬表示，
零售的逻辑发生了重大变革，实现数
字化转型是时代的需求，更是企业生
存之道，文化综合体要想接轨新赛道
需要提升全时全域服务能力，满足消
费需求。今后，玖伍文化城将通过新
技术、新平台进一步加强数字化、智
能化升级改造，推动线上线下全面融
合，打造永不落幕的全民读书季，为
提升城市居民文化素质、增强城市文
化实力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儿童文学名家“云端”分享阅读心得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6
月14日，旅顺博物馆通过微信公众
号线上传授辽南皮影制作技艺，并
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辽南皮影艺
术的历史与特色。

大连地区的皮影戏属“滦州影
戏”支系辽南皮影，源于河北乐亭
县，距今已有 300 多年历史。2005
年，辽南皮影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辽南皮影戏中的“影人”
一般采用驴皮或牛皮制作，经过削
制刮平，根据剧中角色和布景的设
计进行进一步加工处理。在表演者

的操纵下，靠灯光投射，将影人映现
在屏幕上，伴着音乐和唱腔的配合，
便形成了意趣盎然的表演艺术形
式。辽南皮影在长期的艺术实践
中，形成了独特的地方特色，以唱
腔、音影卷、唱词格式见长。经典剧
目有《全家福》《五峰会》《保龙山》

《锁牧羊》等。
以图片加文字介绍的方式，旅

顺博物馆微信公众号详细讲解了皮
影戏中影人的具体制作过程，其中
包括裁剪刻板、组装影人、上色、安
装操作杆等步骤。

旅顺博物馆
线上传授辽南皮影制作技艺

大幕拉开，演员们纷纷登场，他
们用优美的唱腔讲述着辽北农村三
户贫困户脱贫过程中的故事：

田叶与丈夫进城打拼10年，已具
有一定经济实力，还想进一步拓展事
业。回家过年时，田叶发现了一些问
题：自己富了，可亲情却疏远了，甚至
包括自己的女儿。在各种矛盾冲突
中，田叶醒悟，真正的脱贫致富，不仅仅
是物质的极大满足，还应当包含精神
和情感。于是，她决定回家乡投资，为
家乡的富裕贡献自己的力量。

由黄伟英编剧、杨晓彦执导、孙

明月主演的评剧《过大年》生活气息
和地域特色浓郁，人物性格比较鲜
明，唱段板式丰富，行当设置齐全，舞
台风格写意。矛盾冲突真实，有生活
基础。在情节安排、人物设计、语言
处理上，具有轻喜剧的特点和风格，
在刻画人物个性的基础上，特别注意
了年轻人的欣赏趣味和习惯。黄伟
英曾创作《我那呼兰河》《祖传秘方》

（与人合作）等剧目，他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为创作现代评剧《过大年》，
他回到 50 年前生活过的农村体验生
活和采访，是带着情感创作《过大年》

的。
剧中女主演是花派弟子孙明月，

无论是人物塑造，还是唱腔和表演，
她都得到观众的认可。孙明月告诉
记者，刚接到剧本时很兴奋。剧中人
田叶泼辣、直爽的性格和她的性格略
有相似。

孙明月说，遇到这样的好剧本、
好导演、好创作团队，她很珍惜。“导
演杨晓彦对这部戏倾注了全部的心
血，70多岁的人每天跟我们一起在排
练场摸爬滚打，讲戏、做示范，一起进
行艺术创作。我们 3 月 8 日开始排

练，演职人员全力以赴，特别是唱腔
设计左玉山老师年过古稀，肋骨骨折
尚未康复的情况下，为我录制唱腔小
样，一字一句地提示、指导，老艺术家
们的敬业精神，为年轻人树立了榜
样。”孙明月说。

评剧《过大年》已入选2020年度
全国舞台艺术重点创作计划剧目。
杨晓彦说：“演员们重返舞台都铆足
了劲儿，尤其是年轻演员特别兴奋，
受疫情影响，我们已经将近半年没有
登台演出，演员们都急切地想回到这
个日思夜想的舞台。”

老导演排练场讲戏做示范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继
向沈阳市文物局捐赠抗疫见证物
品后，日前，沈阳市文物保护协会
参加抗疫志愿服务的部分会员代
表，来到沈阳市档案馆捐赠疫情防
控期间的相关档案资料。

在抗击疫情中，沈阳市文物保
护协会会员积极参与防疫抗疫志
愿服务行动，并热心向相关部门
捐赠抗击疫情的资料物证。本次
向市档案馆进行捐赠的会员有 18
人，他们向档案馆捐赠了参加抗

疫志愿服务期间使用的党员先锋
队旗帜、袖标、横幅，各种抗疫宣
传品、出入证、照片等抗击疫情见
证物。其中，沈阳“九·一八”历
史博物馆原馆长助理崔俊国捐赠
了自己创作的诗歌手稿等、沈北
新区新城子街第一小学陈鑫捐赠
了自己撰写的《疫情防控纪实》。
该纪实汇集了学校从 2020 年 1 月
底到 6 月 11 日，疫情防控取得阶
段性胜利期间学校里发生的新闻
事件，计 83 篇、4.5 万字。

文保会员捐赠抗疫实物资料

现代评剧《过大年》在盛京大剧院上演

专场演出致敬最美“逆行者”
本报记者 杨 竞

疫情发生以来，广大医护人员舍生忘死、
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令人感动。当晚，沈阳
市文旅广电局联合沈阳市卫健委，特邀援鄂
及辽宁省、沈阳市定点救治医院的医护人员
和沈阳市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代表近300
人观看演出。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医护人
员携家人一起走进剧院，他们对本场演出非
常期待。

扫码、登记、测温、间隔而坐……演出
开始前，记者在盛京大剧院观众入场门口
看到，观众佩戴口罩、保持距离、排队等候
入场，五六名剧院工作人员分别引导观众
扫码、登记、测温。

走进歌剧厅，观众席设置了“间隔区”，
每排座位上的观众都间隔一人而坐。观剧
过程中，观众全程佩戴口罩。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目前，盛京大剧院演出上座率严
格控制在30%以内，每天进行多轮消杀，尤
其是演职人员和观众频繁接触的公共区
域，如门把手、座席扶手、卫生间设备等高
频次接触区域，确保剧院内的环境安全。

医护人员
携家人观看演出

演出结束后，现场医护人员纷
纷表示：感谢艺术家的倾情演出！
面对疫情奔赴一线，是医护人员的
使命和担当。此次专场演出，让他
们感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尊重和
爱戴。

来 自 沈 阳 市 第 六 人 民 医 院 的

孙 胜 男 说 ，六 院 是 我 省 收 治 新 冠
肺 炎 患 者 的 定 点 医 院 ，医 院 承担
着全市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的救
治和会诊任务。疫情防控期间，她
和同事没日没夜地忙碌，舍弃了对
家人的陪伴，内心感到十分亏欠。
感谢沈阳市文旅广电局和沈阳市

卫健委为医护人员提供这次机会，
让 他 们 走 进 剧 场 放 松 紧 张 的 心
情。她和女儿一起来到大剧院看
剧，特别高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6月 14日
晚，现代评剧《过大年》在盛京大剧院
精彩上演第一场，这也是沈阳市专业

艺术院团疫情发生以来的首场线下
复演，也是盛京大剧院时隔近 5个月
后正式重启，沈阳戏迷们畅饮了渴望
已久的“文化甘泉”。

此次线下复演，也吹响了沈阳市
文艺院团全面复工复产的号角，12台
大戏将陆续在盛京大剧院演出。

最美“逆行者”的感言

牛河梁遗址博物馆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由辽
宁省文化和旅游厅、辽宁省文化演艺
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
办，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辽宁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沈阳
故宫博物馆承办的“我在沈阳故宫看
非遗”活动日前在沈阳故宫举行。岫
岩玉雕、阜新玛瑙雕、琥珀雕刻、核
雕、松花石砚制作技艺、传统锡雕、传
统木版年画等非遗传承人齐聚直播
间，以“非遗+网络直播”的创新形式

对传统文化进行推广和传播。
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辽

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还
推出“我在云上购非遗”直播活动，
非遗传承人成为网红“带货”，推荐
自己的产品。活动让网友观看了一
场“舌尖上的非遗”，由辽菜传统制
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刘敬贤
领衔，向网友推荐辽菜、老胡家烧
鸡、老龙口白酒等，直播间内的现场
试吃环节受到网友欢迎。

非遗传承人变“网红”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省图
书馆正在线上推出三场活动，看一
看清代内府刻书精品，学一学古籍
修复流程，更有云冈石窟云展览，读
者可足不出户游览云冈石窟。

清代是中国雕版印刷史上最后
一个辉煌时期，内府刻书在内容、数
量、质量、印刷技术等方面较前代均
有重大突破和成就，同时也带动了
私人刻书与书坊刻书的发展。清代
内府刻书技术达到了雕版印刷技术
的顶峰，是对中国雕版印刷技术的

全面总结。鼎盛时期的内府刻书，
校勘精审、写刻工致、印刷精美，为
后世推崇。

辽宁是清朝肇兴之地，盛京为清
代的关外留都，清朝皇帝为示尊崇祖
宗，不忘创业艰辛，规制内府每雕印
一种书都要选三五部送往盛京宫内，
因此形成了今天辽宁省图书馆丰富
的清代内府刻书收藏。

此次展览从馆藏清代内府刻书
之中遴选珍品，撷英集萃，分章陈
列，以飨读者。

省图书馆线上展出
馆藏清代内府刻书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沈
阳市大东区日前召开区史馆建设座
谈会，邀请文保志愿者及社会各界
人士为建设区史馆献计献策，力争
将区史馆建成融历史性、知识性、艺
术性、教育性为一体的具有区域特
色的区历史展览馆。

大东区作为沈阳市古老城区
之一，是沈阳民族工业的发祥地
之一。清末，奉天银元局、大亨铁
工厂等沈阳最早的民族工业在大
东区兴起。上世纪初期，全国最大
的东北三省兵工厂在大东建立。
新中国成立后，这里的黎明公司、

新光公司、矿山机器厂、中捷友谊
厂、东基集团等著名国有大中型企
业成为沈阳工业的重要支柱。纵
观历史，大东区的工业、商贸业、科
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诸多
领域为沈阳的城市发展增添了浓
重的一笔，区域内诸多名胜古迹更
是沈阳市的文化名片。

据悉，大东区将广泛听取文保
志愿者及社会各界人士对区史馆建
设工作的意见与建议，集思广益，共
同推进区史馆的顺利建成，以展示
大东区历史风貌，展现城区文化建
设成果，丰富市民精神生活。

沈阳要建大东区史馆

现代评剧《过大年》剧照 曲宏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