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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69类 101种
3200 件雷锋文
化展品和一大批
舞台文艺作品，声

情并茂地向人们讲述着雷锋
的故事……

经过5个多月的紧张筹
建，沈阳军区善后工作办公
室雷锋文化陈列展近日正式
开展。本次展览由沈阳军区
善后办、沈阳市委及沈阳市
和平区委主办。雷锋精神在
这里弘扬，红色文化基因在
这里传承。

雷锋短暂的一生中，在沈阳工
作、学习、生活的时间有330多天，可
以说沈阳是一座具有丰富雷锋文化
资源的城市，雷锋的成长和雷锋精
神的形成都与沈阳密不可分。

走进雷锋文化陈列馆一楼展
厅，人们可以听到一段略带湖南口
音的讲话，这是雷锋的声音，是雷锋
珍贵的原声重现。这段录音是雷锋
1962年在沈阳军区首届共青团代表
大会上的发言。

这么珍贵的磁带是从哪里收藏
到的呢？收藏者于兆玉告诉记者，
25年前，他在北站旧物市场花了180
元钱，把这盘录有雷锋讲话的磁带
买回家。2013 年，“弘扬雷锋精神
展”在沈阳后勤史馆雷锋馆举行，这

件展品引起了一名电视台记者的关
注。他将磁带带回电视台，找到台
里的技术人员接上已经断了的磁
带，运用4台机器把录音复原。

今年 78 岁的于兆玉曾是军人，
在部队工作了 40 多年，他是听着雷
锋的故事、唱着雷锋的歌、看着雷锋
的电影在部队里成长起来的，雷锋
精神一直鼓舞着他！他几十年如一
日地收集与雷锋相关的历史资料和
物件，手中有数千件藏品，被人称为

“情注雷锋的人”。
陈列馆的二楼，陈列着以雷锋

事迹为题材的幻灯片。于兆玉说，
他在几十年的雷锋主题收藏中，共
收藏了 8 部关于雷锋的幻灯片，印
象最深的有两部，一部是《向雷锋同

志学习》，另一部是《毛主席的好战
士——雷锋》。

雷锋是被原沈阳军区发现、培
养和宣扬的重大典型。在二楼展柜
里，记者看到 8 张 1963 年沈阳军区
排演的话剧《雷锋》在北京演出时专
家提出的修改意见稿和文化部综合
意见稿，十分珍贵。于兆玉回忆，全
国广泛开展学雷锋活动后，沈阳军区
政治部排演了第一部话剧《雷锋》，
1963年 6月，《雷锋》进京演出。 演
出后召开了研讨会，专家提出了修改
意见，作为导演的刘玲记录了专家提
出的修改意见，又将专家修改意见综
合起来形成了一份综合稿。后来，此
资料流失于旧物市场，被于兆玉发
现并购回。

展览再现雷锋在沈阳发言的珍贵原声

读小学四年级的侄女打电话给我，
说网上有个作文辅导班，她想参加，向
我征求意见，随后又把办班老师的名字
通过微信发给我。上网查了相关情况
后，我不赞成参加这样的辅导，但又怕
伤害侄女的积极性，就在电话中小心地
和她解释，好作文是真实地写自己的感
受，而对自己感受的发现，是别人无法
教会的。我建议，用那4000多元学费
买书，然后把时间用在读书上。

侄女放弃报班了，而我却有了压
力，如何提高她的作文能力成了我的
一个问题。我琢磨着，哪天和侄女见
面说到作文时，怎么让她明白我说的

“真实地写自己的感受”。我要和她讨
论“真实”和“自己的感受”两个问题。
真实是指写作态度，和创作中的虚构、
编故事、想象力无关。真实的写作态
度所强调的，是作文时要忠实于自己
的意愿，真实地去表达，不虚假、不伪
饰、不说谎。这是作文好坏的前提，容
易也不容易，对于把作文看作一种诚
实表达的孩子，就容易；对于视作文与
诚实无关的孩子，就不容易。江西的
一个诗人朋友偶尔在微信中“盗用”儿
子的日记，他的儿子是小学低年级学
生。我特别喜欢这孩子的真实文字，
记得有篇日记这样写道：“到了中午，
我没吃完饭，但饭凉了，我就不吃了，
但我不能浪费，所以我还是吃了。”“浪
费”用的是拼音。我读这孩子的文字，
体悟着“真实”“诚实”在写作中的价
值，孩子的作文和成人的写作同理。

写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当然是
自己的感受。一篇文章无论出自孩
子还是成人，决定其品质高下的是文
中有没有作者独特的个人感受。写

作中，作者要知道自己的想法，要清
楚自己的感受，这样，文章才有个性、
有内容、有分量。前几天，第77届威
尼斯国际电影节宣布本届“终身成就
金狮奖”颁给香港女导演许鞍华，网上
一片沸腾，一家网站摘编了《许鞍华说
许鞍华》中她谈在电影中表达自己感
受的章节，我读后很有共鸣。她说自
己的电影不刻意去搞什么社会课题，
而“只是对人物的命运比较关注”。拍
电影和写作一样，需要呈现自己的感
受，而这感受是创作者生命中的一种
机缘，用许鞍华的话说，“不是先设定
了应该有什么感受，而是有就有了”。

难题在于我们要发现自己的感
受。在现实中，一个人对生活的经历
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中，关键是要觉察
自己的经历，发现经历中的感受，这
觉察到的经历和发现了的感受就是
写作资源，对于写作文的小学生也是
这样。写作材料到处都是，就看能不
能悟到。所以，如果我来辅导侄女的
作文，就引导她学会发现自己的感
受，这是重中之重。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第29期发
表了《当语文老师，我是认真的》，作
者是名小学老师，她站在孩子的角度
去设计语文教学，包括作文。我先把
这篇文章转发到我家的微信群，因为
我两个外甥的女儿都在读小学，然后
又转给侄女。我想让念小学的孩子
们看看老师在教作文时焦虑、关注什
么。这篇文章提示我，辅导小学生作
文一定要从孩子的角度出发，用孩子
的眼光去看生活、去表达，即便像“真
实”和“感受”这样大人、小孩儿在写
作中都会遇到的问题，也是如此。

发现自己的感受
洪兆惠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辽
宁民族出版社日前出版了《满族碑
石》图录，该图录是《中国满族图录
丛书》的一部分。

碑石是刻有文字的石头，简称
为碑。满族碑石是指与满族相关
的碑石。这些碑石独具特色，记录
了丰富的满族历史信息，极为珍
贵，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
要组成部分。《满族碑石》图录是

《中国满族图录丛书》的一部分，分
为八旗宗室、八旗官兵碑石和清帝
御制碑石两部分，本次出版的是八

旗宗室、八旗官兵碑石部分。该部
分共收录现存碑石652通，约占《满
族碑石》图录总数的 2/5，涉及八旗
人物 600 余人，内容丰富，价值巨
大。其中，《八旗宗室卷》一册，收录
王公、闲散宗室和公主内容。《八旗
汉军蒙古卷》三册，上册收录觉罗、
官员内容；中册收录官员内容；下册
收录官兵内容。《八旗汉军蒙古卷》
二册，上册收录汉军异姓诸王及后
代、汉军官兵内容；下册收录八旗
汉军官兵、八旗蒙古官兵内容。每
册后面附有碑文辑录、参考书目等。

《满族碑石》图录出版

7月29日下午，音乐剧《那山那海
那片情》在营口辽河大剧院上演，该剧
已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由营口
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原创。当晚是
这部剧今年的第15场演出。剧院在严
格落实防疫措施的前提下进行演出，
尽管按有关要求，上座率保持在30%以
下，但观众观看演出的热情丝毫不减。

音乐剧《那山那海那片情》讲述
的是留学生学成回国报效祖国的故
事，诠释了亲情、爱情与家国情怀。

《那山那海那片情》由吴君编剧，刘岩

作曲，张岩生担任导演，侯琳琳、黄云
新、张悦领衔主演。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艺术作
品，该剧关注当代生活，艺术风格清新
质朴，以音乐抒发情感，以多重叙事手
法增强音乐剧质感。全剧叙述故事时
空交错，现实与回忆相互交替。舞台设
计以写意为主，兼有写实，呈现出简约
之美。主题曲《风筝》贯穿全剧，起到了
深化主题的作用。剧中《回家》《风筝
已飞远》《如果风要走》等多首优美动
听的歌曲渲染了全剧的艺术氛围。演

出结束后，许多观众表示，这部音乐剧
制作精良，贴近生活，非常感人。

营口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近
年来原创的歌舞晚会《河海家园》、音
舞诗画《梦回摇篮》曾参演辽宁省第八
届、第九届文化艺术节，均获得辽宁省
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奖”剧目奖。该
艺术剧院整理改编的传统评剧《李三娘》
在参加第十届中国评剧艺术节时备受好
评。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原创
音乐剧《那山那海那片情》今年已演出
15场，还将继续在全省多个城市演出。

音乐剧《那山那海那片情》诠释家国情怀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7
月 29 日、30 日，以“文学辽军在行
动，乡村振兴进行时”为主题，省作
家协会组织作家小分队来到本溪满
族自治县高官镇，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探索新时代辽宁乡村现实题材
创作的新可能。

进入新时代，辽宁乡村现实题
材创作成为省作协文学创作的聚焦
点之一，此次深入乡村基层，正是
追近这一目标的具体行动。高官镇
近年来获得“省级文明村镇”等荣
誉，“两城两业、一村一品”建设初具
规模。此次，作家小分队从工业强

镇、和谐社会、新时代文明实践、基
层党建、特色产业、美丽乡村、精准
扶贫等不同方面入手，奔走在高官
镇的各个村落，倾听村民心声，以自
己的观察来书写记录新时代农村沧
桑巨变的文学作品。省作协有关负
责人表示，通过此次采访调研活动，
力求创作出一批既有现实厚度，又
有思想穿透力的作品，以独特的视
角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省作协
还将采取扶持、引导、推介等多种举
措，进一步繁荣我省新时代乡村题
材文学创作，全景展示新时代乡村
建设的辽宁画卷。

省作协组织作家深入基层
为乡村题材创作积聚创作素材

近日，多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
活动在沈阳举办。广陵派古琴、鹿角椅
制作等非遗项目随着展演活动来到市
民家门口。非遗传承人现场技艺展示
及市民参与非遗项目互动体验活动，更
是让市民亲眼看到、亲身体会“活”起来
的非遗项目。

上周末，主题为“善行天下·文明之
光”的沈阳市于洪区2020志愿服务大
集在于洪区和谐广场“开张”，记者在现
场看到，亮相大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引来众多市民观赏，“康氏木版画”

“王氏草编”“刻瓷”等项目被市民里三
层外三层地围观。

沈阳市于洪区文化馆此前曾举办
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训班，此次区里推出
大集后，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千家
万户，区文化馆决定在大集中安排非遗
项目展演并与观众积极互动，人们的参
与热情空前高涨。“康氏木版画”传承人
康殿华告诉记者，中国传统木刻版画发
源自唐朝，经历几百年的发展，他是“康
氏木版画”的第三代传承人，年少时受

父亲影响，学习并掌握了传统木刻版画
的全套技艺，他与父亲先后创作了《长
城》《沈阳古松》《沈阳故宫》《辽宁世界
遗产》《北京故宫》《中国世界遗产》《熊

猫》等大型系列版画，用版画展现家乡
的历史文化，赞美祖国的世界文化遗
产。现在，他的版画作为展现名胜古迹
的文创产品颇受人们青睐。

在为现场观众弹奏古琴曲《梅花
三弄》后，广陵琴派第十三代传人谷墨
说，他自幼学习管弦乐器，后跟随广陵
琴派第十二代传人刘扬学琴至今。今
年，为非遗传承人线上开办云课堂，他
的古琴讲座迅速“圈粉”，他还带领琴
友、学生到沈阳北陵举办广陵琴派古琴
公益展演活动，希望激发更多人热爱古
琴、传承古琴文化的热情。在现场观众
的欢呼声中，他又接连弹奏了《樵歌》

《龙翔操》等著名古琴曲。
当晚，沈阳市皇姑区第二届市民文

化艺术节也在中粮·祥云小镇文化广场
拉开帷幕，“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夜”“图书
馆阅读品鉴之夜”随之同时启动。展演
现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鹿角椅制作
传承人张敬轲携1∶1比例的沈阳故宫
皇太极鹿角椅复制品及“福满金盈云龙
纹屏风”一亮相，即被参观者围拢起来，

人们不仅观赏，还合影留念。皇姑区图
书馆馆长王雅秋介绍说，在未来3个月，
该区43名非遗项目传承人将在“非物质
文化遗产之夜”献艺，每天开展不同项
目的文创产品展售和沉浸式互动体验活
动，让市民亲身感受非遗魅力。

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张星德认
为，现在人们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我们的文化财富，是我们民族文
化史的记录，而文化传承的背后正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智慧、才艺
和精神的展现。她强调，非遗项目是
以行为方式进行传承的，所以通过展
示展演动态地呈现给市民，才更有利
于人们对非遗项目的了解与传承。
于洪区文化馆馆长陈维彪说，这次在
大集上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传
承、体验活动，旨在营造“人人关注、
人人支持、人人参与”的文化氛围，搭
建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大平台、新
舞台。这些非遗项目在塑造地方文化
品格、维系居民情感记忆的同时，也激
发了人们的自豪感和爱国情。

以展示展演形式让市民亲近传统文化——

非遗项目进大集来到了家门口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文并摄

雷锋文化陈列展3200件展品传承红色文化基因——

让雷锋精神永远绽放光芒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7 月 27 日下午，记者走进雷锋文
化陈列展的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 画 家 梁 冰 创 作 的 巨 幅 绘 画 作 品

《千万个雷锋在成长》，画面里雷锋与
众多少先队员在行进中快乐地交流
着，寓意为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传承
雷锋精神。

展览以“雷锋精神在沈阳，沈阳
军民爱雷锋”为主线，采取动静结合
的布展方式，通过报刊、话剧、影视、
诗词、歌曲、剪纸、雕塑、年画、奖章、
书法、书籍以及邮票、信封、明信片等
69 类 101 种 3200 件雷锋文化展品的
有序陈列，向人们讲述雷锋故事、弘
扬雷锋精神。

在舞台堂厅进行了动态布展，播
放雷锋电影、电视剧，演出雷锋歌剧，
复排雷锋话剧，创演雷锋歌曲，举办雷
锋组歌大合唱，记者看到一楼前厅雷
锋文化融媒体演播室里，正在播放电
影《雷锋在1959》。

为了让雷锋文化的传播更加丰
富多彩、更具时代特色、更有感染力，
展览还积极适应信息技术快速发展，
在新闻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同
时推出展览，充分展示了雷锋文化的
价值追求和独特魅力。

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 到 ，这 种 现
代 与 传 统 相 结 合 、动 态 与 静 态 相
结合、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布展方
式是新突破，有别于当前各类雷锋
纪念场馆，打开了新思路，开辟了
新阵地。

3200件展品展示
雷锋文化的魅力

展览大厅里，31 张发黄的旧报
纸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些从 1963
年3月5日到上世纪80年代的报纸，
记录着人们学习雷锋的足迹。这些
报纸是雷锋班第22任班长吴锡友收
藏的。吴锡友从淘到第一本最早的
雷锋日记开始，走上了收藏之路，他
收藏了 500 多种关于雷锋的宣传画
和海报。

他的收藏主要有两大部分，一
部分是雷锋生前的有关报道和实
物，另一部分是与雷锋有关的物
件。吴锡友说，这些老报纸、老海
报仿佛是一本本史册，不仅记载着
雷锋精神，而且让雷锋精神始终绽
放光芒。

展厅里还展出了雷锋班24任班
长的签字封，这些签字封是沈阳军

区善后办正团职干部熊辉收藏的。
这些雷锋班的班长接过雷锋的枪，
以雷锋为榜样，为祖国作贡献。

展览中，记者采访正在排练雷
锋文化陈列展动态演示节目的演员
时，他们表示，我们愿为雷锋精神永
远高歌。陈列展就是宣传雷锋精
神、传播雷锋文化的心灵家园，我们
期待着登上这里的舞台！

老报纸、老海报就是一本本史册，让雷锋精神传承下去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日
前，由辽宁省美术家协会创作基
地、沈阳市锡伯族联谊会主办，沈
阳锡伯龙地创意农业有限公司承办
的“读辽宁，画辽宁”主题书画创作
写生活动走进沈阳稻梦空间。李宝
权、高阳、潘树声、王宏、何兰坐、赵
连志、张广茂、左群、杨柳9位书画家
来到沈阳市沈北新区兴隆台锡伯族
镇兴光村的沈阳稻梦空间。这里以
万顷稻田为画布，绘制出震撼人心的

世界最大稻田画，深深地打动着画家
们。

沈阳稻梦空间以生态环保为理
念，引进彩色水稻，结合锡伯族文化
特色，打造了神奇美丽的稻田画作，
让水稻以艺术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
前。“这里真是集生态文化、民族文
化、农耕文化于一体的水稻艺术王
国！”画家们感叹不已，情不自禁地
拿起画笔开始作画。他们感慨：“辽
宁之美，读不完，画不完。”

“读辽宁，画辽宁”主题书画创作
写生活动走进稻梦空间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海
城市“情系三农、服务为民”送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日前在海城市
毛祁镇举行。本次活动由海城市委
统战部主办，海城市党外知识分子联
谊会、海城市文化旅游发展促进中心
共同承办。此次“三下乡”活动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其中包括举办非遗
项目进镇村活动，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医疗专家组成义诊团队，开展现
场义诊，传播健康生活理念；现场发
放赠阅各类科普读物、农业技术书
籍。同时还举行了毛祁镇南毛村图
书馆分馆授牌及图书捐赠仪式。

围绕“送文化、惠民生”的宗旨，
此次活动还选调了海城高跷等具有
代表性的非遗表演项目深入镇村，
把富有地域特色的传统艺术表演带
给百姓，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传统表
演类非遗项目的魅力。通过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高质量的文艺节目，为
农村广大群众送去精彩纷呈的文化
盛宴，丰富繁荣了当地农村群众的文
化生活。活动现场发放的各类科普
读物、农业技术书籍，满足了农村群
众对农业知识的需求，提高了群众
科学文化素质，提升了致富能力，解
决了诸多实际问题。

海城“三下乡”活动
送文化 传理念 惠民生

在巨幅画作《千万个雷锋在成长》前讲雷锋的故事。

《那山那海那片情》剧照。 吴晓英 摄

非遗项目刻瓷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