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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辽宁省3D打印产品创意设计大
赛日前正式启动，来自省内外的26件
作品通过了初审。这些作品具有浓
郁的传统文化气息。本次比赛由辽
宁省教育厅、辽宁省设计学类研究生
创新与学术交流中心 、鲁迅美术学
院主办，鲁迅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
院、鲁迅美术学院研究生院承办。

本次比赛以3D打印为技术依托、
以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为落脚点，希望
通过3D打印技术独有的特点为文化
创意产品设计注入新鲜活力，为文创
产品的进一步研发与走向市场打下良
好基础。比如入围作品“文创笔——
春燕”，作者的创作灵感来自燕子。燕
子是中国人心中美好与幸福的象征，

从古至今，咏燕诗作不胜枚举。韦应
物诗云：“冥冥花正开，飏飏燕新乳。”

《诗经·谷风》中有“思为双飞燕，衔泥巢
君屋”。刘禹锡诗云：“旧时王谢堂前
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文创笔——春
燕”的作者认为，从《诗经》到如今的童
谣，燕子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万物新
生与幸福美好。本次设计将燕子的形
态元素进行提取与重塑，在保留燕子
特征的同时，力求突出3D打印的技术
优势，符合人机关系，优化使用时的握
持感。笔的造型与包装突出“中国礼
物”概念，将科技与文化融合，在满足功
能的同时，突出文化内涵。

在文化创意产品组还有一组入
围的文创笔作品，作者的设计灵感来

源于丝绸。丝绸是中国的一张明信
片。丝绸有着飘逸顺滑的特点，本组
文创设计将丝绸的动感融入其中，同
时也希望通过本组文创产品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记者在未入围作品“套笔”中也感受
到传统文化的气息。“套笔”从我国古典
四大名著中寻找灵感，选取的是《西游
记》中的人物，整体造型采用像素化的方
块，让师徒四人的形象更加幽默有趣 。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鲁迅美术
学院工业设计实验教学中心是国家
教育部授予的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这个教学中心是中国艺术院
校中唯一的工业设计类国家实验室，
实验室里的3D打印机曾打印制作了

辽宁彩车模型。
鲁迅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院

长、工业设计实验教学中心主任薛文
凯介绍，3D 打印在文化创意方向的
应用非常多，既包含了文创产品个性
化的定制和制造，也包含古代艺术的
再现，如文物等高端艺术品的衍生
品。举办此次大赛，旨在让3D打印技
术走出实验室，更好地为大众服务。

评审结束后，还举办了“3D打印教
学与实践”主题研讨会，评审组专家与
来自鲁迅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的专
业教师就3D打印技术给工业设计教学
实践带来的变革及如何利用3D打印技
术辅助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相关问题展
开了深入的探讨。

全省3D打印产品创意设计大赛启动

参赛作品传统文化元素多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满
族剪纸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
初春枝日前做客线上非遗公开课，
为大家讲解初春枝满族剪纸的构思
设计理念，传授不同题材满族剪纸
作品的特色技法和制作技艺，让更
多线上观众掌握满族剪纸的基本方
法，感受我国传统剪纸艺术的文化
内涵。

我国传统民间剪纸分布地域很
广，由于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审美
趣味的不同，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地
方剪纸艺术。初春枝满族剪纸就是

在东北地区满族的历史文化背景
下，所形成的具有浓郁民族艺术特
色，以反映满族传统生活为主要内
容的一项民间剪纸技艺。

在“辽宁文化遗产”直播间，初
春枝将一张张普通的红纸裁剪出东
北民俗风情画，其作品多以风俗画
的形式，展现辽沈地区的满族文化
传统和民间岁时礼俗。初春枝刀剪
并用的创作风格，保持了古拙的传
统韵味，她以巧妙的构思、鲜明的形
象和夸张的风格，赋予剪纸作品浓
郁的民族文化特色。

满族剪纸传承人主讲非遗公开课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7
月 15 日，中国作协召开“全国新时
代乡村题材创作”电视电话会议后，
省作协立刻组织作家召开“文学辽
军在行动——全省新时代乡村题材
创作会议”。与会作家回顾了辽宁
乡村题材创作的历程，分析了辽宁
作家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的主要特
点和成绩，座谈了各自乡村题材创
作的收获、体会和困惑，指出了创作
中存在的短板和问题，找出了提升

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的办法。
与会者认为，响应当下时代呼

唤，感受当下新农村生活，激发创作
灵感应该做到四个“一点”：让心再
柔软一点，即作家要对乡村生活保
持应有的感受能力；让眼再远望一
点，即作家要立足新时代，把目光投
向乡村未来；让根再深扎一点，即作
家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让笔再灵
动一点，即作家的写作方法要求新
求变。

省作协探讨
新时代乡村题材如何创作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连
日来，由沈阳市委宣传部、沈阳市文
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主办的“戏曲
进乡村”系列演出在沈阳市郊的一
些乡村上演，评剧《小女婿定情》、京
剧《汉律口》《海港》《洪湖赤卫队》等
节目受到村民欢迎。

沈阳市北斗星京剧团为村民送
去了现代京剧《沙家浜》《智取威虎
山》选段以及传统京剧《四郎探母》
选段等。皇姑区文化馆京剧团带着

《汉律口》《杜鹃山一折》《海港》等节
目走进苏家屯区南红村。铁西区红
顺评剧团、沈河区鼎泰乐和艺术团
等参加了沈阳市“戏曲进乡村”活
动。为了让村民更好地欣赏表演，
此次活动特别考虑到农民的观赏习
惯，错开农忙时段，合理安排演出时
间。据介绍，此次“戏曲进乡村”活
动旨在促进文化资源向基层倾斜，
增强广大农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获
得感。

沈阳举办“戏曲进乡村”活动

作为“原动力”中国原创动漫出
版扶持计划项目，揭开“九一八”事变
真相的历史故事绘本《真相》日前由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该书出版后，作
者将其寄给当年冒险将《真相》史料
转交国联调查团的英国友人倪斐德
的孙子、作家马克·倪斐德，马克在回
信中向能让孩子们了解那段历史的
作者表达敬意。

绘本《真相》讲述的历史来源于
一份在日内瓦图书馆尘封了多年的
珍贵档案——《真相》史料。省委党
校教授王建学是绘本《真相》的文字
作者之一。他告诉记者，“九一八”事
变发生后，当时身在沈阳的 9位知识
分子——人称“九君子”，不顾个人安
危收集日军侵华证据，形成材料，取
名《TRUTH》(真相)，在英国友人倪
斐德的帮助下，几经辗转终于将其转
交给国联调查团。《真相》通过国联将

“九一八”事变真相公之于众。这份
史料作为直接证据为国联对“九一
八”事变的定性起到重要作用。国联

定性“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的侵
略战争。

2007年 8月，日本朝日新闻记者
吉泽龙颜来到沈阳，找到王建学询问
现在中国是否还有《真相》史料。这
使王建学意识到日本要追索和研究
这份史料。为此，王建学和“九君子”

的后人一起去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图
书馆找到了这份史料，先于日本进行
了索回和研究。

《真相》史料有 300 多页，历时两
年整理完毕。2009年，《真相》史料与

《1919-1946年国联档案》一起被列入
联合国《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近年来，有关专家学者对《真相》
史料及史实进行了研究，学术成果颇
丰。《真相》史料凝聚了“九君子”和国
际友人付出的努力，体现了世界人民
爱好和平、珍视和平、反对战争、坚持
正义的立场。

这段历史应该为大众所了解，更
应让少年儿童了解。绘本《真相》的另
一位文字作者李姝说，用绘本的形式
来表现这段历史故事，更容易让少年
儿童读懂。这不仅是为了生动地讲
述一个故事，更是希望通过这个故事
激发他们对正义和勇气的向往。绘
本在内容上选择事件的重要节点、重
要场景、典型人物，将史实片断穿插，
构成完整的历史故事，让孩子们懂得

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当年沈阳“九君子”中有6位医学

界人士，其中 5位来自于盛京施医院
和奉天医科专门学校，他们是刘仲明

（新中国结核病学研究与防治重要奠
基人）、毕天民（新中国公共卫生学重
要奠基人）、于光元（新中国皮肤病学
科重要奠基人）、张查理（新中国开创
神经外科的先驱）、李宝实（新中国耳
鼻喉科重要奠基人）。他们不仅冒着
生命危险收集完成和递交了日本侵
华证据汇编《真相》，还以人格、胆识
和牺牲精神义无反顾报备了真实姓
名。而今，辽宁省盛京施医院历史研
究中心也将绘本《真相》收藏。

翻开绘本《真相》，我们会发现这
些爱国志士的面孔依旧清晰，那上面
有祖国沦陷的哀痛、坚持正义的无畏
和对新世界的向往。

本书绘画作者张璇，硕士毕业于鲁
迅美术学院，作品分别入选第十一届、第
十二届全国美展。她的作品多展现历史
现实题材，画风极具现代感和标志性。

《真相》出版

用绘本再现“九君子”的抗战故事
本报记者 赵乃林

《工匠世家》是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在
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指导下，于2019年创作完成的大型
话剧。该剧由黑纪文担任编剧，宋国锋
担任导演，姚居德、高爱军等辽艺优秀演

员联袂演出。为了创作工业题材舞台艺
术精品，剧组主创人员曾深入沈鼓集团、
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体验生活。《工匠
世家》讲述了发生在两个工人家庭中的感
人故事，反映了当代工人的责任与担当。

该剧曾入选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
作品展演剧目，曾在全国多个省市巡演。

据了解，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将于近
期复排《工匠世家》，继续打磨，备战
2020年辽宁省艺术节。

复排《工匠世家》备战省艺术节

正在经历的现实，激发着我们
叙事的欲望，写散文、写小说，甚至
写剧本。有新媒体加持，写作不再
有发表的门槛阻隔。不管谁写的叙
事作品，一旦面世，哪怕是通过自媒
体发在朋友圈，读了它的人，就有一
个基本的要求，那就是真诚。作品
是否真诚，取决于作者的写作态度
是否真诚。作为读者，我读一部叙
事作品时，不管它是名家的还是生
手的，都希望透过它看到作者的敬
畏感。这是读者起码的权利。读者
通过作者的敬畏感受阅读活动中的
平等和尊重，而这平等和尊重，直接
影响着读者对作品的认同。

作者写作时的敬畏感，以我的
理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
自己所叙之事的敬畏，二是对自己
使用的汉字的敬畏，三是对文学的
敬畏。

说到作者对自己所叙之事的敬
畏，我想到了柳青。柳青是我敬佩
的作家，在他身上，创作境界和人生
境界融为一体。在生活中，他关注
农民和土地，为中国的农村向何处
去、中国的农民如何生存而焦虑。
作为长安县委副书记，他领导了长
安县和王曲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在
创作中，他要真实地记录在中国农
村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变革。所以，
柳青对《创业史》中叙述的人和事充
满敬畏，比如梁生宝，他承载着柳青
的希望。柳青渴望着农村出现有眼
光、有能力，并心甘情愿带领大家共
同致富的新农民，他把满心渴望倾
注到梁生宝身上。所以，有人批评
梁生宝“个性消融到原则里”时，柳
青才带着情绪反驳，他在捍卫自己
的希望。今天看《创业史》，无疑有
这样或那样的看法，但柳青写作

《创业史》时的真诚态度和敬畏感，
值得后来秉持真诚写作的人仔细
琢磨。这和柳青作为一个作家，是

否有必要与其描写对象拉开距离的
问题无关。

作者对笔下的生命要有敬畏
感，哪怕他渺小，他有人性的脆弱，
他背运，他潦倒，但他是鲜活的生
命，是生命就有尊严。作者敬畏的
是生命的尊严。作者对生命敬畏，
他的写作才能发自于内心。对读者
而言，发自内心的作品才能唤起亲
切感，才不排斥而且用心读下去。

在我心中，汉字天然有种神圣
感。从懂事起，对写有或印有汉字
的纸不敢乱扔乱用，老人警告说，对
字不敬要瞎眼。长大读了一些小说
后，深信汉字有神性，小说中的人物
在汉字中间活灵活现，汉字的神性
能魔术师般地幻化出生命深层的、
人性的东西。对于作者，你敬畏汉
字，汉字就能以最精彩的姿态，把你
要表达的准确地表达出来。这一
点，作者本人比我这个读者更有体
会。因此，在用笔写下或在键盘上
敲下一个汉字时，要有庄严感，要有
敬畏之心。汉字不可亵渎，亵渎汉
字是一种罪。所谓亵渎，就是不用
汉字来表达内心的真诚而去干别
的，比如说谎，比如为污物涂脂抹
粉，比如践踏生命尊严。

我对文学的敬畏源自文学作品
的阅读。记得当年第一次读托尔斯
泰的《哈吉穆拉特》时，有种膜拜的
感觉，非常认同哈罗德·布鲁姆说
的，它是“衡量小说崇高性的一块试
金石”。托尔斯泰写《哈吉穆拉特》
写了好多年，不停地否定，不停地
改，最终完成哈吉穆拉特这个永恒
的人物，使作品成为小说典范。有
这样的小说在，写小说的人不能不
敬畏文学。对文学有了敬畏感，就
不会把小说当儿戏或当工具。反正
我读小说，只读那些把文学当信仰
的人写的小说，读散文和戏剧作品
也是这样。

写作中的敬畏
洪兆惠

近来，根据国家文化和
旅游部对恢复开展文艺活
动的指导意见，我省陆续开
放剧场、影院、艺术展馆等

公共文化场所，文艺创作正在积极推
进中。7月20日，记者从辽宁省文化
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
心）等单位了解到，话剧《燃烧的钢
铁》、舞剧《铁人》、京剧《匠心》、海城喇
叭戏《杜鹃花开》等一批弘扬时代精神
的舞台艺术作品正在紧锣密鼓地创作
中。其中，话剧《燃烧的钢铁》、舞剧
《铁人》、京剧《匠心》均为工业题材剧
目。此外，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大型话
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在筹备中，
由于一部分主创人员是俄罗斯艺术家，
受疫情影响，该剧排练时间待定。辽艺
另一部工业题材作品《工匠世家》将于
近期复排，于今秋上演。这些作品反
映出我省本年度舞台艺术创作的主旋
律——弘扬时代精神，传承工业文化。

7月21日，鞍山市艺术剧院排练
场里，在导演宋国锋的带领下，演员
们正克服暑热，热火朝天地进行话剧

《燃烧的钢铁》联排。该剧已入选2020
年全国舞台艺术重点主题创作作品，
于 22 日在鞍山首演。与此同时，鞍
山市演艺集团排练场里正在排练新
编海城喇叭戏《杜鹃花开》。

话剧《燃烧的钢铁》由孙浩担任编
剧，宋国锋担任导演，王纪厚担任舞美
设计，关中魁担任灯光设计，呼格吉
夫·哈布尔担任作曲。鞍山市艺术剧

院40余名演员参加演出。该剧展现了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全国劳动模范孟
泰的先进事迹。该剧以孟泰的女儿孟
庆珍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阅兵式开篇，以其为线索人物，展
现孟泰在鞍山钢铁工业战线艰苦奋斗
的一生。全剧以倒叙结合插叙的方
式，呈现孟泰的先进事迹，选取“建孟
泰仓库”“保卫高炉”“爱厂如家”几个
典型事迹，艺术地再现鞍山钢铁工业
发展的峥嵘岁月，体现鞍钢工人的忠
诚、骨气、志气。

与此同时，鞍山市演艺集团正在
排练新编海城喇叭戏《杜鹃花开》。
海城喇叭戏是我省独有剧种，《杜鹃
花开》是近年来鞍山创作的大型原创
海城喇叭戏，由董凌山、李明辉编剧，
徐培成、田敬阳担任导演，赵黎东作
曲。《杜鹃花开》讲述了发生在钢城鞍
山的感人故事，以时代楷模、“辽宁好
人”刘娟为原型。该剧生动再现她带
领社区群众创建整洁有序、邻里互助、
团结和谐的文明社区的故事。该剧即
将于8月在鞍山首演。

联排《燃烧的钢铁》待首演

据了解，还有两部以工匠
精神为主题的舞台艺术作品也
正在前期筹备中。

舞剧《铁人》由辽宁省文化
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
务中心）出品，由辽宁芭蕾舞
团、辽宁歌舞团联袂演出。该
剧以全国劳动模范、新中国第
一批石油钻探工人王进喜为原
型进行创作。近期，辽宁芭蕾
舞团与该剧编导进行了剧目创
作交流。香港芭蕾舞团编导胡
颂威日前应邀来到辽宁歌舞团
为演员进行芭蕾集训。辽宁芭
蕾舞团与辽宁歌舞团正为舞剧

《铁人》的排演做前期准备工
作。锦州评剧团目前正在筹备
的京剧《匠心》则讲述了热电厂
工人践行工匠精神的故事。

筹备舞剧《铁人》
京剧《匠心》

核心
提示

弘扬时代精神 传承工业文化

省文艺院团创作多部工业题材剧目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由辽
宁省美术家协会创作基地、沈阳市
锡伯族联谊会主办，盛京锡伯古镇
承办的“读辽宁，画辽宁”主题 书
画 创 作 活 动 日 前 走 进 盛 京 锡 伯
古镇。

据介绍，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
四月十八日，清政府从盛京等地征
调锡伯族官兵1018人，连同他们的
家属共3275人告别故乡，踏上了西
迁的漫漫征程。经过1年多的艰苦
跋涉，抵达祖国西北边陲伊犁河畔
一个叫察布查尔的地方，担负起保

家卫国、固守边防的神圣职责。锡伯
古镇是沈阳锡伯族西部大迁徙历史
及民族文化体验园。通过此次活动，
画家们对锡伯族西迁历史有了更深
的了解，他们表示，要用手中的画
笔，描绘家乡的美好生活，创作出有
温度、接地气，让大众喜爱的书画
作品。

画家高阳是锡伯族人，曾创作
油画《锡伯族西迁伊犁》讲述锡伯
族西迁历史，被辽宁省博物馆收
藏。此次，他又创作一幅作品，捐
给锡伯古镇。

“读辽宁画辽宁”
书画家到锡伯古镇创作写生

话剧《工匠世家》剧照。 辽宁人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