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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为提升乡村题材文学创作水平，省作家协会日前组织作家召开“文学辽军在行动——全省新时代乡村题材创
作会议”。与会作家一致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对新农村的新生活状态有新发现，需要把心扎下去，把生活体验
足。会议后，作家小分队到本溪满族自治县高官镇采访调研，为新时代乡村题材文学创作积聚能量。

记者也随行，并就如何进一步繁荣我省新时代乡村题材文学创作问题进行了深入采访。

罕见珍贵的三彩熨斗、萌态十足
的彩绘说唱俑、精美细腻的官字款白
瓷碟…… 8 月 5 日上午，由张氏帅府
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联合举办
的“永远的长安——陕西唐代文物精
华展”在张氏帅府博物馆亮相。辽宁
观众可以近距离地分享陕西文化遗
产保护以及文化发展成果，观展唐代
文物珍品。

80件（组）唐代文物引
领人们走进盛唐时光

陕西唐代文物精华展，以唐代长
安文明为主题，内容分为“东方之都”

“乐居长安”“丝路胡风”三大部分，精
选了陕西出土的 80件（组）具有代表
性的唐代文物，包括陶俑、金银器、玉
器、瓷器、三彩器、铜镜和佛教造像
等。其中，6 件国家一级文物是难得
一见的珍品，如彩绘釉陶载物驼、鎏
金龙形车饰、鎏金莲花形银灯头等。
这些历经千年沧桑的珍贵文物，从不
同角度展示了唐代长安社会生活、文
化艺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历史和文
化，引领人们走进盛唐时光。

站在国家一级文物“三彩熨斗”
前，陕西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翟
晓兰向记者介绍：别看这件文物小，

但这个三彩熨斗是国家一级文物。
它反映了唐代丝织业非常发达，用
熨斗熨衣对于唐代人来说相当普
遍。这样的熨斗出土得很少，因此
非常珍贵。

彩绘陶俑体现了盛唐
包罗万象的气度和繁华

展厅中，形态各异的彩绘陶俑吸
引了参观者的目光。身着不同服

饰的三彩女俑，低领长裙、丰腴妩
媚的样子真实展现了盛唐女性的
风采。翟晓兰说，在唐代，“女穿男
装”是一种时尚。这个彩绘男装女
立俑是一位面容俊俏的女子身着男
子的袍服。此外，还有栩栩如生的
彩绘杂技俑、彩绘说唱俑，这些文
物真实反映了唐代丰富多彩的文
化娱乐生活。

翟晓兰说，当时很多外国人在长
安经商、居住甚至入朝为官，大胆追

求服饰美的唐代人还将胡服风格渗
透于生活，像彩绘胡人牵驼俑、彩绘
胡服骑马俑等文物体现了盛唐包罗
万象的气度和繁华。

文物精华展为沈阳人
提供了文化的盛宴

一说到“环肥燕瘦”，人们自然
认为杨贵妃很胖，翟晓兰笑着告诉
记者，唐代人并不是喜欢胖人，而是
喜欢丰腴之美。这种喜欢丰腴之美
与生活好、心态好有直接关系。因
此，唐朝时，丰腴的女人是美的化身。

当天，有不少来张氏帅府博物馆
参观的观众，他们欣赏着精美文物，
大饱眼福。“我很喜欢唐朝文化，之前
也去过西安，能够在沈阳看到唐代文
物，真是太幸运了，今天这一趟来得
真值！”现场一位观众对记者说。

据介绍，本次展览是陕西历史博
物馆的原创展览第五次走进张氏帅府
博物馆，也是两馆的第五次联手合作。

展览将持续至 2021 年 1 月。张
氏帅府博物馆副馆长赵菊梅表示，西
安与沈阳都是中国文化古城，张氏帅
府通过引进文物精品展览，丰富了人
们的社会文化生活，为沈阳人提供了
文化的盛宴。

唐朝文物精品亮相张氏帅府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这几天，许多“大神”都在以各种
方式嘲讽2020年浙江高考满分作文

《生活在树上》，吃瓜的我看得不亦乐乎。
在网络上，每年的高考满分作文

都是用来吐槽的，这事早已不新鲜，
今年之所以还能掀起大水花，实在是
因为考生太有创意了，在用文言文、
甲骨文写作之后，居然又玩出了用现
代白话文写出大伙看不懂的文章的
新花样。

我也是闲的，统计了一下这篇不
算标题只有977个字的文章中，竟有

“嚆矢”“孜孜矻矻”“婞直”“振翮”“薄
脊”“一觇”“玉墀”等十余个词是咬不
准字音更说不出准确意思的，至于每
个字都认识却理解不了的句子更
多！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
生，我觉得自己很对不起老师。

设想一下，许多许多年后的人们
如果还能看到这篇作文，会不会以此
作为样本来评判我们这个时代的语
文水平？会不会像我们读一两千年
前的文章一样，查着《说文解字》和

《辞源》，带着崇敬之情，一个字一个
字去分析文章的微言大义？

有趣的是，这样的事今天已经有
人做了，某大学一位哲学教师居然把
这篇高考作文用最通俗的大白话翻
译了一遍。比如原文中一下子就让
我蒙掉的第一段：“现代社会以海德
格尔的一句‘一切实践传统都已经瓦
解完了’为嚆矢。但面对看似无垠的
未来天空，我想循卡尔维诺‘树上的
男爵’的生活好过过早地振翮。”“翻
译”之后原来是这样的意思：“现代人
最常见的困惑是，传统已经不灵了，
所以没根；可是要说自由自在呢，还

能上天不成？像这样又不接地气，又
不能随便浪，该怎么办呢？诶，我灵
机一动：住树上呗。”

在相关评论中，看到有人举了陈
独秀的例子。光绪二十二年，他为了
应付家人的期望去参加秀才考试。出
题者以“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为题，
让考生就此写一篇文章。陈独秀后来
回忆：“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
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
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
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
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
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
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
名。”虽然今年的浙江高考作文题目并
非不通，但这篇满分作文里那些不明
觉厉的词汇显然对阅卷老师产生了强
烈的冲击，这一点倒颇有相通之处。

说回来，对于这篇作文的群嘲，
包括我在内，其实不太厚道。一位十
八九岁的少年能写出这些词句，确实
已经很厉害了，或许未来真会卓然成
为大家。高考作文，主要检验考生对
语言文字的掌握能力和知识储备，且
不说他这样的确有能力者，哪一个考
生不是极尽所能来证明自己呢？我
当年又何尝不是如此，学到了好词、
硬词，就一定想方设法用到作文里，
像辛弃疾词中所说：“如十三女儿学
绣，一枝枝不教花瘦。”真正意识到深
入浅出才是文章最高明也最难达到
的境界，已经是多年以后了。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讨论如果还
有点价值的话，就是以此来告诉孩子
们，写作文不只是为了得高分、证明
自己，更是为了表达观点、完成交流。

生活可以在树上
写作得在地上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暑
期来临，沈阳市青少年宫积极开展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系列
活动。8 月 5 日，举行少年儿童“琴
韵童心奏和谐”“云端”音乐会，活动
旨在用高雅艺术滋润童心。

音乐会前，老师们集体讨论活
动主题、形式、内容，认真准备课件，
力争让活动活泼有趣、让高雅艺术
走近儿童。在这场“云端”音乐会

上，器乐教师詹红通过现场讲解、动
画片、演出视频等形式，引领少年儿
童共同欣赏了西方古典音乐家的代
表作。音乐会从介绍音乐之父巴赫
的故事开始，讲解了莫扎特、贝多
芬、肖邦等名家名曲。詹红还鼓励
少年儿童平时多聆听多感受，让音
乐成为学习和生活的伙伴，增强综
合素质，做品质高尚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践行者。

沈阳市青少年宫
举行少儿“云端”音乐会

“亲情中华——香港青少年舞蹈线
上艺术交流夏令营”日前在辽宁芭蕾舞
团举行开营仪式。夏令营由文化和旅
游部、中国侨联主办，辽宁省文化和旅
游厅、辽宁省侨联、辽宁省文化演艺集
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辽宁芭
蕾舞团承办，香港侨界社团联会协办。
举办本次夏令营旨在让香港青少年通
过学习舞蹈艺术，了解内地芭蕾艺术的
发展状况，促进香港与内地之间的青少
年文化交流，从而增进香港与内地之间
的文化艺术融合发展。

根据防疫工作要求，此次活动全
部采取线上形式进行。辽宁芭蕾舞
团艺术培训中心的 20 名优秀教师花
了半个月时间，拍摄专业训练课程视
频。通过网络平台，为远在香港的青
少年学员进行线上指导。线上培训
内容包括芭蕾集训课、历史生活舞、
剧目赏析、舞台化妆服装造型讲解、
芭蕾明星见面会、辽宁文化风采展
示、中华故事、非遗项目介绍等丰富
多彩的课程，让香港青少年能够对辽
宁文化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与了解。

记者在线旁听了两节课，一节课
是辽宁芭蕾舞团原创舞剧《花木兰》赏
析，另一节课是中华历史探寻——带
你了解辽宁省博物馆。在剧目赏析
课中，辽芭教师讲解了舞剧《花木
兰》的故事背景与整体艺术风格，着
重介绍了这部作品如何传承中国传
统文化，如何将芭蕾与中国舞蹈有机
融合等问题。学员们不仅对“木兰
诗”进行了专门学习，还畅谈了舞剧
观后感，有些学员通过网络展示了自
己学习舞蹈的照片。通过中华历史

探寻——带你了解辽宁省博物馆这
节课，学员们对辽宁历史文化以及辽
宁省博物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学
员表示，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到辽宁现
场参观博物馆。

此次线上夏令营活动，是一次艺
术交流探索尝试，借助辽宁芭蕾舞团
的专业艺术优势，结合辽宁当地的文
化特色，通过为期15天的线上培训交
流活动，为学员们开阔了艺术视野，
提升了艺术修养，了解了祖国丰富多
彩的文化艺术。

以线上艺术培训方式让辽宁文化传播得更远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沈阳
交响乐团 2020 音乐季第三场——

“欧洲风情”交响音乐会将于 8 月 8
日晚亮相盛京大剧院，此次音乐会
特邀青年指挥家柴昊夫执棒。

柴昊夫是内蒙古交响乐团常任
指挥，曾获第十二届匈牙利多瑙河
国际指挥比赛金奖、第一届罗马尼
亚 BMI 国际指挥比赛评委会主席
奖，同时也是国家艺术基金——青

年人才指挥培养计划入围者。
“欧洲风情”交响音乐会上，柴

昊夫将与沈阳交响乐团携手带来
柴可夫斯基《波兰舞曲》、拉赫玛尼
诺夫《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以
及贝多芬《F大调第八交响曲》。此
前，沈阳交响乐团已成功举办了两
场 2020 音乐季演出，包括“莫扎特
作品”专场音乐会和“英雄交响”音
乐会。

“欧洲风情”交响音乐会将上演

在近日公布的2020年主题出版重
点出版物选题目录上，我省作家张艳荣
的长篇小说《繁花似锦》从全国2233种
选题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谈到入选
原因，张艳荣说，这是一部从泥土中长出
来的小说。

《繁花似锦》是2020年省作协“金芦
苇”重点推介作品。小说以改革开放后农
村改革为主线，通过讲述数十年间三代村
民为了摆脱贫困走向富足而不屈不挠的
拼搏故事，展示了乡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被誉为是当代农村发展变迁的心灵史。

谈及创作感受，张艳荣说：“在我
深入生活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我们
生活在一个繁荣的时代里。”近几年，她看
到许多优秀干部被选派到乡村担任驻村

“第一书记”，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却为
了共同的目标，为乡村振兴、脱贫攻坚而
奋斗。基于此，她确立了这部小说的创作
主题。把平凡的人物放进大时代里，将他
们个人的命运和时代联系在一起，小说便
有了时代气息，有了蓬勃的生命力。小说
讲述的新农村建设故事正是从现实田野
上采摘的芬芳四溢的“繁花”。

农村题材小说是从泥土中长出来的

乡村题材创作成为我省文学创作的聚焦点之一

让笔下的乡村为时代做证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文并摄

新时代辽宁乡村题材成为文学创
作的聚焦点之一，而深入乡村基层积累
素材就是追近这一目标的具体行动。

7月29日、30日，以“文学辽军在行
动，乡村振兴进行时”为主题，首支作家
小分队奔赴本溪满族自治县高官镇，作
家们从工业强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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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村落，倾听村民心声，力求以亲身
感知讲好新时代的乡村故事。作家韩
光走了5个自然村、7个组，走进6户人
家。他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

参军后离开故土已经 30 多年了，这次
重回乡村让他感受到了乡村的烟火气，
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氛围，感受
到了各级农村干部努力工作的心气。
作家师小童近期的写作目标就是先在
高官镇深入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写一部
反映辽宁山区新风貌的乡村题材长篇
小说。

年轻作家赵杨先后走访了 4 个贫
困户家庭，她感受最深的是村镇扶贫干
部跟贫困户村民非常熟稔，她说，我们
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这背后有无数
人在默默地付出和努力。

接地气采访，感受到乡村的烟火气

植根生活，表达现实，作品凝重
与厚重是辽宁作家群独特的艺术风
格，乡村题材创作亦然。那么，在新
时代如何创作出既有现实厚度又有
思想穿透力的乡村题材作品呢？记
者就此采访了省作协主席滕贞甫。
他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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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让心再柔软一点，

让眼再远望一点，让根再深扎一点，
让笔再灵动一点。让心再柔软一点，
是说作家要对乡村生活保持应有的
感受能力，不要因为城市生活的虹吸
作用，就对相对寂寥的乡村产生排斥
心理；让眼再远望一点，是说作家审
视当下乡村，要立足新时代，立足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把目光投向乡村
的未来，在描绘乡村风俗画的同时，

发挥乡村文学对乡村风尚的引领作
用；让根再深扎一点，是说作家还是
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生活中汲
取创作营养；让笔再灵动一点，是说
作家的写作方法要求新求变。

他还认为，书写新力作，应该警
惕一些误区。误区之一是落入俗
套，将几十年前的乡村写作模式，概
念化地套用到当下，形成乡村在变，

写作套路却没有变的两层皮现象；
误区之二是廉价的粉饰，采用先入
为主、主题先行的做法；误区之三是
一味地挑剔，戴着有色眼镜去观察
乡村各种新生事物，得出的结论，这
也不是，那也不对，恨不得将乡村从
泥土里连根拔起来，洗净晒干。避
免踏入这些误区，作家需要拥有一
颗柔软之心。

激发创作灵感，根需要再深扎一点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辽
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术剧
院）“郭明义爱心团队”日前走进沈
阳某部队举办慰问演出。辽艺精选
了舞蹈《战场女兵》、女声独唱《我把
太阳迎进祖国》、歌曲《少年》、小品

《上梁下梁》《疫无情人有情》、话剧

《郭明义》片段以及器乐表演等十余
个精彩节目，为官兵进行精彩演出。

据了解，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
宁儿童艺术剧院）的辽宁电声乐团日
前赴鞍山举办“钢都英才仲夏之夜音
乐会”，辽宁电声乐团为鞍山科技工
作者演出了多种风格的器乐节目。

辽艺进军营下基层演出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8
月 6 日下午，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主办的非遗公开课线上直播课程请
来了辽西木偶戏传承人高鸣鹤主讲，
线上观众以及正在放暑假的小朋友
们可以通过直播课程，与传承人一起

动手设计、制作属于自己的小木偶。
8 月 6 日晚，省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还举办了辽西木偶剧展演。
演出了《四只小猪》《青蛙与盒子》

《斗鸡》《长绸》《偶趣》《作画》《琵
琶》《变脸》等。

辽西木偶戏举办线上展演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沈
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日前为沈阳市
于洪区沙岭街道沙坨子村农家书屋
送去500余册图书，图书内容丰富，
注重实用性、普及性，涵盖了文学名
著、文化教育、农业科学、医药卫生
等多门类，贴近农村儿童和广大村
民的切实需求。

沈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主动延
伸触角，以“量村定制+精准帮扶”
为主旨，馆村联合助推新农村文化
建设，逐渐把该馆的书刊资源、读书
活动、培训辅导送到村民身边。通
过开展为农家书屋送书等活动，真

正把文化“种”进群众心里，丰富了
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沙坨子村
农家书屋现场，村民们挑选着自己
需要的书籍，登记后就可以直接拿
回家，农家书屋管理者还提醒借阅
的村民看完随时可以更换。现场还
举行了“中国航天成就展”。沈阳市
少年儿童图书馆工作人员还对农村
书屋管理者进行了业务培训，以便
为村民提供更好的服务。村民们
说，图书馆将丰富的馆藏资源送到
村里，让大家进一步了解到农业新
政策、农村新科技，学会了致富本
领，享受到读书的快乐。

沈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为农家书屋送书

作家师小童（左）在高官镇了解千亩葡萄大棚建设情况。

作家李鑫（右）到松树台村采访。

彩绘胡人俑。 三彩骑马狩猎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