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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疫情防控常态
化情况下，我省文
艺单位积极开展线
上线下演出活动，

进一步拓展演出形式与内容，
以满足大众文化需求。在保
障落实防疫措施的基础上，
省直文艺院团已开始在省内
外有序演出。民营文化机构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化讲座
与小型艺术赏析会，将器乐
演奏与相关讲座相结合。省
内多家剧院相继开放，盛京
大剧院还开启了观众投票
“点播制”的赏戏模式。

8 月 5 日，沈阳故宫古建筑油饰
彩画保护修复工程公共示范和体验
观摩活动举办研学专场，记者和32名
学生一起走进沈阳故宫十王亭修缮
现场，一探究竟。

在十王亭修缮现场，来自沈阳的
32名高中生、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观
摩了古建筑修缮工艺——地仗的传统
工序，动手体验了地仗灰料的调制和

“下竹钉”工艺。
沈阳故宫古建筑油饰彩画保护

修复二期工程于今年6月28日开工，
预计2021年9月下旬竣工。据介绍，
该工程包括沈阳故宫东所的宫门、垂
花门、介祉宫、颐和殿和太庙东配殿，
以及东路的十王亭、奏乐亭、东大门，
中路飞龙阁、翔凤阁等。根据要求，对
介祉宫、颐和殿等外檐彩画进行修复
重绘，对太庙东配殿、十王亭等内檐彩
画进行现状修复保护。彩画作为中国

古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常被装饰在
檩、梁、枋等建筑构件的表面，最初主
要是为了保护木料防潮、防腐、防蛀，
后演变成特有的装饰艺术。我国现存
木质古建筑彩画大多为明清时期的，

按照图案内容可分为和玺、旋子、苏式
等五大类。等级最高的和玺彩画又称
宫殿建筑彩画。此次要修复的沈阳故
宫东所颐和殿的外檐彩画，是清代建
筑中等级最高的和玺彩画。

古建筑彩画重绘时，必须做的一
道工艺是“过谱子”。就是在建筑构
件绘画前，做设计图。当原有的彩画
谱子需要重绘时，要将原有的花纹拓
印，或描绘到另外一张纸上，通俗点说
就是做一个“复印件”。

沈阳故宫东所建于乾隆十一年至
乾隆十三年（1746年-1748年），包括
颐和殿、介祉宫、敬典阁等建筑。颐和殿
用于皇帝东巡时皇太后接受皇帝及文武
大臣朝拜。介祉宫为皇太后休息之
用。中国唯一系统完整、保存至今的
清皇族族谱《玉牒》，曾存放在敬典阁。

在现场，32名学生认真体验古建
筑油饰彩画修复，动手体验“下竹钉”

工艺。技术人员李工告诉记者，用竹
钉塞缝，是做地仗上漆前非常重要的
一步，以防嵌入缝中的地仗挤出来，
造成漆面开裂，难以修缮。

沈阳建筑大学环境与艺术设计
专业大二学生傅师博说，他学习的是
室内设计专业，大学专业课中也会学
习中国古代建筑相关知识，此次实地
参加体验活动，收获颇丰。

沈阳故宫博物馆馆长李声能介
绍，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文化遗产的
保护中来，本次活动也是继2019年辽
宁省首项文物保护工程公共示范和
观摩体验活动——沈阳故宫太庙建
筑群修缮工程之后，再一次组织公众
走进古建筑修缮现场，这种近距离观
摩、体验古建筑油饰彩画修复工艺的
活动，能让本就具备一定文保知识的
学生更加深入了解古建筑修复的传统
工艺，传承“大国工匠”的精神。

传承“大国工匠”精神

32名学生参加古建筑修缮观摩体验活动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8
月 9 日，记者从沈阳交响乐团了解
到，该乐团将于 8 月 22 日在盛京大
剧院音乐厅举办暑期视听交响音乐
会。该音乐会由卞思聪担任指挥，
蔡彤洁担任导赏讲解。

这场音乐会以演奏加讲解的方
式进行，曲目选择充满童趣，比如

《彼得与狼》《美女与野兽》《狮子王》
《动物狂欢节》《猫和老鼠》《埃及王

子》《卖火柴的小女孩》主题曲。这
些作品均选自经典影视作品，音乐
家演奏乐曲的同时，舞台中央的大
屏幕将播放这些影视作品的经典镜
头，从而使少年儿童获得视听艺术
享受。

沈阳交响乐团在防疫常态化情
况下，积极举办多种类型的音乐会，
丰富大众业余文化生活，受到了观
众的好评。

沈交举办视听交响音乐会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暑
假来临，省博物馆“暑期小讲解员
培训班”开始招小讲解员，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情况下，将采取线上
授课方式进行培训，讲授文物小
故事。

“暑期小讲解员培训班”是省
博物馆的品牌教育项目，迄今已举
办 6 届，小讲解员所属地已覆盖全
省。6 年来，有 500 余名小讲解员
成长为优秀的传播家乡历史文化
的小小代言人。此次培训，因疫情

防控需要，省博物馆将以线上分享
的方式与小讲解员见面，为大家奉
上一份由文物小知识、线上课程、
感悟分享、活动花絮组成的暑期知
识总汇。一名曾在此参加培训的
往届小讲解员说，他通过培训了解
了许多远古时代生活在辽宁地区
的人和发生在那些年代的事，不仅
学会了制作陶罐，还学习了正确的
礼仪姿态，学到了许多在学校里学
不到的知识，使他在各个方面都有
很大的提高。

辽博招暑期小讲解员

8月8日晚，“2020八卦街观光市
集”开市，这里不仅有传统文化场景，
还有辽菜代表性传承人刘敬贤讲述
非遗老字号故事，以及内容丰富的传
统曲艺、歌舞表演等。在立秋后的清
爽夜晚，沈阳又多了一处带有文化色
彩的观光市集。

提到“市集”这个概念，以往人们
想到的就是城市的农贸市场，而今想
到的则是文化的聚会，想到的是一个
个有着不同文化特色的文创区域，可
以说，今天的市集充满了文化色彩，成
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今年 8 月，沈阳市南市场八卦街
恰逢开街100周年纪念。本届八卦街
观光市集汇集了书画、剪纸、茶艺、糖
人、篆刻、脸谱等非遗文化产品；整合
了鹿鸣春、天津十八街麻花、驴打滚等
老字号；吸引了火烤雪糕、瓶装孟婆
汤、忘情水等特色网红美食；还有旗袍
秀等展示。记者在现场看到，观光者
中男女老少都有，一对年龄五十开外

的夫妻说，他们在此逛了两个小时，仍
意犹未尽。

当晚，K11 浑河之夏盛京创意市
集举办了夏日音乐节，与浑河对岸的
郎朗钢琴广场共同举办了一场钢琴音
乐会。音乐会上，既能欣赏到贝多芬、
肖邦的世界名曲，也能聆听《红色娘子
军》《梁祝》等中国经典曲目，还有郎朗
为家乡创作的《盛京晨曲》，以及钢琴
广场保留曲目《沈阳啊沈阳》和《浑河
之夏》。现场最令人惊喜的是两岸竞
秀，同曲不同形式进行表演。当钢琴
广场演奏《海阔天空》后，K11音乐节
舞台上乐队激情唱响《海阔天空》；这
边演奏小提琴版《浑河之夏》，对岸来
个钢琴版《浑河之夏》……“云盛京”通
过两个现场大屏幕实时互动，点燃了
人们的艺术激情。

沈阳大学文法学院教授赵旭告
诉记者，市集原本是用来展示、交流
乃至售卖个人原创作品和收藏品的
特定文化艺术活动场所。其主要特

点是接地气，与高雅艺术活动相比，
参与市集活动的门槛要相对低一些；
作品的形式更多样化，参与者更多元
化，受众面更广泛化。在欧洲一些地
区，市集已成为凸显其区域文化魅力
的一个重要部分，许多具有文艺天赋
的人就是由此崛起，进而创造出颇具
影响力的品牌。

记者了解到，沈阳的市集从狭义
上讲已有犀牛市集、歇马夜市、K11浑
河之夏盛京创意市集等近10个；从广
义上讲则创办形式不同，随机增加。
作为犀牛市集创始人，国外长大的
1905文创园负责人徐比莉从小就参加
各种各样的市集。她回到沈阳后，把
市集文化引入沈阳，7年举办了30届犀
牛市集活动，吸纳客流超百万人次。
她认为，市集文化在沈阳经历了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其背后的主推
原因是沈阳文创产业的快速发展。

当日，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举办
了“非遗云市集”线上展示展演活动，

30 多项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秀绝
活儿，呈现非遗精湛技艺。沈阳市于
洪区在阳光100社区举办志愿者服务
市集，区文化馆工作人员为观众送上
自己的文创产品和书画作品。这些
市集活动，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
下，满足了人们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
求，营造出既充满活力、又规范有序
的文化消费环境。入夏以来，此类具
有文化色彩的市集非常多。

赵旭认为，随着人们文化品位的
不断提升、文化视野的不断开阔，文
化交流成为必需，而市集文化的形成
与存在也正是文化自信的充分体
现。有了需要文化交流的受众群体，
有了活跃文化创意的供给群体，相关
文化主管部门进行方向性和政策性
的引领，并提供必要的物质设施，这
就形成了今天沈城市集文化生机勃
勃的良好局面。

据了解，沈阳的各种市集大多将
持续到10月底，有的将全年举办。

参与者多元 受众面广泛

沈阳文化市集正融入城市生活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8 月
7 日，由省美术家协会创作基地
主办，芋麟山庄承办的“读辽宁，
画辽宁”主题书画创作活动走进
本溪。张成思、潘树声、高阳、杨
柳等画家来到本溪大冰沟重走抗
联英雄路，画家们说，这是一次对
革命先烈无限崇敬和缅怀的精神
之旅。

大冰沟是东北抗联王殿甲部
的驻扎地之一。1934年，日寇大举
进犯东北，辽阳东山亮甲屯贫苦农
民王殿甲不堪忍受屈辱，毅然在本
溪与辽阳交界地区组织了一支抗

日义勇军队伍奋起反抗。同年，在
本溪南芬地区的冯文邦、张荣久也
率众加入这支队伍。他们主要在
铁山脚下、细河岸边一带开展游击
战，打击日本侵略者。大冰沟有抗
联密营遗址 13 处，据大冰沟东北
抗联遗址教育基地负责人张全国
介绍，王殿甲的抗日队伍于 1936
年被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
第一师独立营。

在抗联密营遗址，缅怀革命先
烈，画家们情不自禁地表示，画抗联
英雄，过去画、现在画、将来画，这是
一个永恒的主题创作。

“读辽宁，画辽宁”主题
书画创作活动走进大冰沟

记者在沈阳市铁西区1905文化创
意园采访时了解到，近期该文化创意园
中的木木剧场举办了两场别开生面的
魔术表演，吸引了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前
往欣赏。同时，沈阳市铁西区 1905 文
化创意园还结合演出举办了魔术艺术
讲座与培训活动。

沈阳十分钟文化艺术空间近期举
办了京剧、古琴、马头琴、辽代乐舞等文
化讲座与赏析活动。演奏结合讲座，赏

析结合体验，这些文化活动与观众形成
了良好的互动。据了解，该文化机构还
将根据观众反馈与专家建议，继续举办
不同艺术门类的艺术赏析活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省内多家
文化艺术机构正在举办傣族舞蹈、阿
根廷探戈、印度古典舞等舞蹈艺术公
益培训活动。这些文艺活动均严格按
照不超过30%的观众比例进行，以确保
防疫安全。

多家文化机构举办艺术赏析会

上周末，第26届上海电视节白
玉兰奖颁奖典礼落幕，各大奖项各
有归属：《破冰行动》获最佳中国
电视剧奖，汪俊凭《小欢喜》获最
佳导演奖，陈宝国、闫妮获最佳男
女主角奖，田雨、陶虹获最佳男女
配角奖。

说实话，我对于白玉兰奖这一
个评奖时间段里的国产剧集的质量
并不是特别满意，反映大时代、大主
题的作品并没有出现爆款。此次获
奖的作品无疑是其中最优秀的作品
了，得奖者也称得上实至名归了。

此次盛典，毫无悬念地又收获
了一拨热搜。对今年的热搜话题，
还真想说上几句。之所谓想说，还
得先说说以前的。

作为中国电视剧行业最重要评
奖活动之一，白玉兰奖年年都是媒
体炒作的话题。当然，也不只是白
玉兰奖，国内的各大电影电视节都
是网络上最钟爱的“炒锅”。“炒”法
大致有几种：

一种是炒红毯。从出席颁奖典
礼的嘉宾名单开始，到谁跟谁一起
走红毯，穿什么衣服、戴什么首饰，
谁显老，谁胖了，谁的脸看起来整过
了，还有谁来晚了，谁在耍大牌……
桩桩件件都能起一个足够刺激的标
题。

一种是炒言论。演员的获奖
感言中感谢了谁，调侃了谁，说了
哪些有趣的内幕，谁在台下的采访
中评价了自己或其他人的绯闻或
丑闻……本来没那么有“内涵”的
事，都可能放大成“大咖”们的互撕。

一种是炒内幕。每一个奖项的
结果，都有可能源于“分赃”的结果，
很多自媒体公众号都在阴谋论上做
足了文章，说得有鼻子有眼，让人将
信将疑。

当然了，大部分媒体还是有操
守的，会很认真地分析演员的演技、
得奖的理由。但较比前面的三种炒
法，通常中规中矩，火力不足。

今年的情况却很不同。看看
热搜的话题：闫妮成为电视剧大满
贯得主，邓超送“白玉兰花骨朵”安
慰孙俪，孙俪、海清全程陪跑，雷佳
音、张若昀错失最佳男主角奖，《安
家》爆冷颗粒无收，《破冰行动》获
奖成为网络剧标志性时刻，田雨战
胜 陈 道 明 …… 没 有 红 毯 上 摆
POSE，没有互撕的内幕，话题依旧
吸引人。一个好的趋势是，人们的
关注点逐渐转移到了作品的质量
和演员的演技上。虽然也有“错
失”之类的评价，但都是基于对演
员和角色的喜爱，没有东拉西扯。
以最佳女主角一奖为例，5 位入围
的女演员难分伯仲，谁未获奖都有
遗憾，但也正常。

这一向好趋势更令人惊喜之处
还在于，让作品质量和演员的演技
站上热搜的 C 位，是影视剧从业人
员与媒体、广大观众达成的共识。
内有老演员批评数字小姐，外有网
友用各种瞪眼、假哭的表情包吐槽
流量明星，没有演技的演员越来越
吃不开了，只有老戏骨没有精良制
作的剧也吃不开了。影视剧行业
正在发生一场自内而外的改变，

“流量明星+大 IP=热播剧”的状况
正在转变。

几位获奖者的言论值得引用一
下。《小欢喜》导演汪俊说：“生活是
我们创作的来源，不要跟生活抢
戏。”《破冰行动》制作人表示：“这部
剧是拍给所有的缉毒英雄的。”《都
挺好》制片人侯鸿亮表示：“好的作品
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维度。”这些话
里，有一种清醒，更有一种自觉。

白玉兰奖热搜让演技占C位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8 月
8 日，2020“心境空间 构筑和谐”中
国空间艺术构造大展启动仪式在鲁
迅美术学院举行。

本次大展由中国美术家协会环
境设计艺术委员会、辽宁省美术家
协会、鲁迅美术学院主办，鲁迅美术
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承办。

2020“心境空间 构筑和谐”中国
空间艺术构造大展是集环境艺术、空
间艺术、公共艺术、装置艺术、雕塑艺
术等艺术形式于一体的综合性大
展。其前身是由鲁迅美术学院组织
发起，鲁迅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

院与东北环境设计交流平台共同承
办的“心境空间 构筑和谐”空间艺术
构造大赛，到2018年已成功举办三
届。该活动于今年正式升级为由中
国美术家协会环境设计艺术委员会
主办的全国性大展。本次大展的主
题是“智慧 科技 筑梦 未来”，旨在探
索面对5G时代，如何打造智慧生活，
运用科技手段，构筑更加人性化的智
能空间，探寻未来设计的新方向。

2020“心境空间 构筑和谐”中
国空间艺术构造大展将于2020年9
月 26 日在鲁迅美术学院开幕并进
行现场创作。

中国空间艺术构造大展
启动仪式在鲁美举行

我省不断拓展文艺演出形式

观众赏戏可以点播
本报记者 王臻青

近期，随着我省文艺演出进一步
活跃，省四大省直文艺院团相继在辽
宁、吉林等地举办演出活动。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
术剧院）本月已在沈阳、鞍山两地下
基层演出，该剧院的辽宁电声乐团携
经典器乐节目赴鞍山慰问科技人员，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表演艺术
家们走进军营，带去形式多样的文艺
节目。辽宁儿童艺术剧院复排的经
典儿童剧《大栓的小尾巴》将于 8 月
28日、29日在盛京大剧院上演。该剧

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取材于民间
故事。这将是今年辽艺首次上演的
儿童剧。此外，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原
创大型话剧《祖传秘方》将于近期应
邀在青岛、武汉等地演出。

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文
化志愿者演出队一行50余人，在吉林
省双辽市、吉林市等地进军营连续演
出5场，演职人员为官兵演出了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的节目。此外，辽宁歌剧
院（辽宁交响乐团）还入选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云端演出季”活动，8月17日，

央视主持人将以采访的形式推介辽宁
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

辽宁芭蕾舞团日前举办的建团
40 周年专场演出拉开了该团本年度
演出的序幕。此次演出，辽芭推出
了全明星阵容，由国际芭蕾舞比赛
金奖获得者领衔演出。演出汇集了
世界经典及中国原创芭蕾作品《天鹅
湖》《雷蒙达》《古典女子四人舞》《花
木兰》的精彩选段，以及独具特色的
现代芭蕾作品《茉莉花》《念》《守候》

《惜缘》。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联动的

方式呈现，新华社、央视频、人民网、
网易、辽宁文化云等主流媒体平台同
步直播。

辽宁歌舞团（辽宁民族乐团）走
向户外，为市民演出文艺晚会。该团
日前在沈阳锡伯族文化广场参加
2020 沈北新区蒲河文化艺术节开幕
式演出，备受好评。本场晚会以“在
鲜红的旗帜下”为主题，以民族管弦
乐为主体，通过独唱、重唱、合唱等艺
术形式，用独具特色的民族音乐语言
表达了中华儿女对党的无限深情。

省直文艺院团在省内外演出

辽宁大剧院自8月2日重新开
放以来，演出了辽宁芭蕾专场，本月
还将演出多场开心麻花喜剧。盛京
大剧院运营方沈阳保利大剧院管理
有限公司还举办了演出季活动，来
自北京、陕西的话剧《新茶馆》《白鹿
原》，来自上海的舞剧《永不消逝的
电波》，来自山东的五音戏《珊瑚》
等省内外精品剧目将陆续上演。

盛京大剧院通过微信公众号

开启了观众投票“点播制”赏戏模
式，将国外经典歌剧、舞剧、话剧以
列表的形式向观众发放调查问卷，
预计 9 月该剧院通过大屏幕播放
这些剧目的演出实况录像。观众
票选出的五个剧目是《哈姆雷特》

《仲夏夜之梦》《图兰朵》《唐·璜》
《罗密欧与朱丽叶》。

（沈阳保利大剧院管理有限公
司供图）

剧院开启观众投票点播赏戏

话剧《新茶馆》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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