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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从抗日
爱国将领王铁汉
的家乡盘锦市盘
山县羊圈子镇传

来消息，该镇党委决定，采纳
省有关专家学者意见，将修
缮一新的王铁汉故居进一步
建成纪念馆，并申报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

王铁汉故居是这位率先
抗战的爱国将领的人生起
点。前不久，应邀考察王铁汉
故居的专家学者一致建议，将
故居进一步建成纪念馆，以充
分发挥其传承历史、服务社
会、文化传播、社会教育、推动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等功能，
让抗战精神永不磨灭。

核心
提示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为
了给鞍山市民带来优质的音乐作
品，以丰富其业余文化生活，辽宁电
声乐团“钢都英才仲夏之夜音乐会”
日前在鞍山上演。

演出现场，歌声飞扬、乐曲奏
响。辽宁电声乐团用优美的音乐华
章慰问鞍山的院士专家团队、钢都
英才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将美妙的
歌声化作深情的祝福，祝福鞍山振

兴发展、事业蒸蒸日上；将衷心的祝
愿融入动人的舞姿，助力鞍山深化
城市活力建设，全力打造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环境。
此前，演出团队进行了周密的排练、
策划准备工作。演出当天，从台前
到幕后，演职人员通力配合，带给观
众完美的试听体验。整场演出表演形
式多姿多彩，精彩纷呈，现场观众不禁
伴着音乐轻声哼唱。

辽宁电声乐团
演出“钢都英才”音乐会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连
日来，铁岭市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非
遗宣传展示活动，普及《中华人民共
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辽宁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营造全社会
共同参与、关注和保护、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的浓厚氛围。

记者从铁岭市公共文化服务中
心了解到，此次汇集了多项非遗项
目的宣传展示活动，以银州区驻跸

园音乐广场为中心举办，展演项目
有铁岭朝鲜族农乐舞、铁岭伞灯秧
歌、铁岭舞龙舞狮等，展示项目有铁
岭指画、铁岭撕纸、铁岭剪纸等。同
时，大规模开展了“非遗进社区”活
动。此次宣传展示活动主办单位为
铁岭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承
办单位为铁岭市公共文化服务中
心，协办单位为铁岭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

铁岭开展非遗展示展演活动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8 月
8日，由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宁
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大连市公共
文化服务中心主办，辽宁省博物馆、
旅顺博物馆承办的“天半人半——
纪念陈半丁逝世五十周年特展”在
省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展出陈半
丁及相关书画作品82件（组），较为
全面地展现了陈半丁的书画艺术成
就和对中国画事业发展的卓越贡
献，该展览将持续至11月8日结束。

陈半丁于清朝末期生于浙江
绍兴柯桥镇，原名陈年。他终生追
求书画篆刻艺术，以墨韵刀笔包容
人生欢乐坎坷，是 20 世纪融合“海
派”与“京派”绘画的艺术大家。辽

宁省博物馆展览策划部杨勇告诉
记者，新中国成立后，陈半丁参与
建立中国画院，并担任副院长，为
继 承 发 扬 中 国 绘 画 事 业 作 出 贡
献。本次展览通过不同专题，系统
展现了陈半丁在绘画、书法、篆刻
等方面的高超造诣。他的绘画精
研古法，笔力爽健灵动，墨色苍润
淋漓，吸收转化前人经典的笔墨范
式，形成典雅清新的自家气象；其
书法洒脱中见挺劲风骨；篆刻朴茂
古厚中尽显雄壮大度。展览中许
多作品都体现了陈半丁浓郁的个
人艺术风格，其中《元人诗意图》

《临蓝瑛笔意图》《花卉图》等作品
更是颇具代表性。

陈半丁80余件书画作品
在辽博展出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近日，
辽宁大学百名师生“隔空”绘制的 60
米抗击疫情长卷的电子版，通过辽大
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正式上线展
出。该长卷上线后，不仅得到了辽大
师生和校友的关注和转发，而且引起
社会各界的关注。共青团中央官方
微博进行了转发。

本次活动是今年5月由辽宁大学
文学院艺术设计系发起的，历时两个
月完成，辽大百名师生拿起画笔作
画，各幅画首尾呼应，共同绘制出一
幅抗击疫情的长卷。参与创作的百
名师生希望以此方式助力打赢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

辽宁大学文学院艺术设计系成
立 26年来，一直注重创新创业教育，
屡次在辽宁省互联网+大赛、全国大
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中国大学生广告

艺术节学院奖等重要赛事中获金奖、
一等奖等。艺术设计系主任李芳凝
是本次活动的发起人。她说，受疫情
影响，师生通过网络进行教学。在这
段时间，师生被最美“逆行者”感动，
为祖国的强大骄傲。他们都是学习
艺术的人，手中的画笔就是武器，希

望通过自己的方式赞颂白衣天使和
我们的祖国。由于疫情原因，师生先
将作品创作出来，再通过高科技手
段，将作品转换成电子版，统一传到
她这里，最后进行排版和制作。长卷
艺术形式多样，有国画、油画、水彩
画、彩铅画、板绘、蓝晒等。长卷的第

一幅画名为《校园花开待学子》。这
幅画以辽宁大学校园春季红桃花为
核心，描绘了师生一起上网课的情
景，反映了疫情之下，辽大师生克服
困难的乐观精神。

李芳凝说，这幅长卷由 100 幅作
品组成，60 米长。开学之后，将在线
下展出，让更多的辽大师生看到它。
长卷中还有两名留学生的作品，他们
也是被医护人员的事迹感动，参加了
创作。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长卷最后
的画作是辽大教师张建哲的《祈愿
山河无恙》。他说：“这个作品以中
国传统的青绿山水入画，既连接了前
面的一幅作品，又接上了第一幅画，
使整幅长卷形成一个闭环。这幅作
品，取意‘山河无恙’，希望春山不老，
山河无恙。”

辽大百名师生绘制60米战“疫”长卷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由
国家京剧院与湖北省京剧院主办，
全国共18家京剧院团参与的“京剧
的夏天——全国京剧院团线上抗疫
展演月”活动于 8 月 8 日晚拉开序
幕。沈阳京剧院新编历史剧《青天
道》入选此次线上展演。

《青天道》讲述了明代著名政治
家海瑞廉洁奉公的故事。该剧制作
精良，堪称精品剧目，是沈阳评剧院
新编历史剧代表剧目之一，曾在多
个城市巡演。据了解，8月 8日至 9
月 6 日每晚 7 时 30 分，28 部优秀剧
目、2场名家名段演唱会通过“学习

强国”、文化和旅游部官网、快手、央
视频等平台线上直播，与大家“云
端”相见。全国重点京剧院团领军
人物、家喻户晓的京剧艺术家云集，
包括尚长荣、叶少兰、朱世慧、赵葆
秀、谭孝曾、邓沐玮、王平、李胜素、
史依弘、王珮瑜、王蓉蓉以及辽宁籍
于魁智、迟小秋、杨赤等老中青三代
京剧名家。

本次活动是京剧院团首次联
合以线上形式开展的全国性展演
直播，开幕式、闭幕式两场演唱会
均采取线下录制、线上直播的形式
呈现。

《青天道》
入选全国京剧院团线上展演

在妥善迁出住在王铁汉故居的
村民后，2019 年 7月伊始，盘锦市文
物管理部门启动爱国将领王铁汉故
居保护工程，对这处老宅依照“修旧
如旧”原则进行加固、修缮，再现原
貌。

查阅史料得知，王铁汉祖籍山
东，其家族于清代末期移民至盘锦
地区定居。该故居为王铁汉曾祖举
家迁至辽宁后的自建房屋。王铁汉
于 1902 年在此出生，并度过童年和
少年时光。该建筑在王铁汉外出求

学后，由王氏亲属居住，后由王氏旁
系族人居住。

2012 年 10 月，盘锦市公布王铁
汉故居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4
年 10 月，省政府公布该故居为第九
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对于王铁汉
故居的价值，盘锦市文物管理办公
室工作人员认为包括三个方面：一
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该故居承
载了与王铁汉相关的东北抗日爱国
将士的事迹线索。二是民居建筑价
值。该故居是盘锦地区典型的囤顶

民居，体现了清末传统地方民居独
特的建造特征。三是社会科学价
值。该故居是清代末期关内移民落
户辽宁地区的实物见证，是研究辽
宁地区移民社会的重要载体。

此前，省文物局组织省文物保
护工程有关专家明确提出，维修要
尽量保留原有信息，采用原工艺、原
材料，保持建筑原貌和历史沧桑
感。据此，维修工作主要是加固、修
缮。经过紧张施工，维修工作于当
年10月完工。

1年前修缮再现原貌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评
剧表演艺术家韩少云、花淑兰、筱俊
亭创立的三大评剧艺术流派享誉全
国。2006年，评剧入选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8 月 11 日，辽宁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主办的传统文化大讲堂请来了
韩派评剧艺术传承人周丹。

由韩少云创立的韩派评剧艺
术以细腻、柔媚、大方的表演风格
著称。韩派评剧国家级代表性传
承人、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
者周丹，1987 年拜韩少云为师，研
习韩派评剧艺术。多年来，周丹深

得韩派表演艺术之精华，表演优美
大方、唱腔韵味醇厚、朴实细腻。
周丹先后主演 30 多部古装评剧、
现代评剧、新编历史评剧，代表剧
目有《山里人家》《小女婿》《杨三姐
告状》《日月图》《三节烈》《玉堂春》

《小二黑结婚》《红楼夜审》《人面桃
花》《神圣的天职》《长孙皇后》等，
17 次获国际及国家、省、市级艺术
奖项。

8 月11日，周丹走进“辽宁文化
遗产”直播间，介绍韩派评剧艺术，讲
述她与恩师韩少云学艺的故事，分享
自己评剧艺术生涯难忘的经历。

评剧表演艺术家做客非遗大讲堂

修缮后的王铁汉故居将进一步建成纪念馆

让更多后来人铭记抗战前辈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文并摄

记者日前再度随专家学者来到羊
圈子镇才屯村，眼前修缮一新的王铁
汉故居鲜活地呈现着百年光阴。此时
距记者首次到此采访已隔10年。

2010年夏，记者随省及盘锦市有
关专家学者来到这里，找到了王铁汉
故居——一个有着百多年房龄的老
宅。此前，沈阳北大营遗址部分已拆，
专家学者开始寻找能够见证在北大营
打响“抗战第一枪”的各种实证。根据
有关线索，终于找到了王铁汉出生地
故居。

据史料记载，1931 年 9 月 18 日，
时任东北军陆军第七旅六二〇团长的
王铁汉率本部与同旅另外两个团驻扎
在沈阳北大营。那夜，埋伏在北大营
围墙外面的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
的步兵向北大营发起攻击。王铁汉接
到“不准抵抗”的命令。次日凌晨1时
40 分，日军开始接近王铁汉团，并炮
击营房。王铁汉毅然下令还击，打响
北大营突围战。

10年前，王铁汉故居为村民才景
文一家居住。才景文介绍，泥墙、檩
子、椽子、带轴的对开木门都是老宅
的，只有窗子和灶台是后来改建的。
种种迹象表明，老宅亟待保护。

10年前
找到危房故居

再来故居，记者看到，故居是一
趟东西向平房，南北侧均有宽敞的
院落。南院，甬道交织在草坪上，复
原已毕；北院，满庭绿植，一片生机，
如何布置尚在规划中。故居的石头
裙、青砖壁、木格窗都是老宅的基本
建筑元素。屋内，一些檩子和椽子
就是采取维保措施后的老物件。西
屋南窗下的通炕上，铺着玉米皮编
的炕席，当年，王铁汉就在这里呱呱
坠地。

看过故居，辽宁社会科学院研
究员张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东
北大学教授李正鸿等认为，经此次
加固、修缮，故居在“硬件”上已恢复

原貌。鉴于此，他们一致建议，现在
故居已得到很好修复，王铁汉学术
研究取得很大进展，相关文物得以
不断发掘，相关史料也逐步丰富起
来，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应该在恢
复故居的基础上尽快建立王铁汉故
居纪念馆。讲好这一故事，不仅可
以打造又一个盘锦地域文化符号，
而且对于辽宁乃至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具有重要
的历史实证价值。

张洁告诉记者，在中华民族 14
年抗战的历史背景下，“九一八”事
变、王铁汉等作为抗战起点的关键
元素越发引人关注。鉴于沈阳北大

营已经列入政府保护规划利用的范
畴，沈阳王铁汉故居纪念馆已经建
成，如果位于盘锦的王铁汉故居也
进一步建成纪念馆，使其彼此呼应，
可以更加完整地再现“九一八”之夜
王铁汉率众抗战的悲壮历史，并传
承后世，进一步弘扬爱国情怀、民族
气节和英雄气概。

据羊圈子镇党委书记陆潇介
绍，当地政府已着手筹建王铁汉故
居纪念馆，并将逐级申报。现在，故
居旁即将开发一片七八十亩的水
域，已定名为“铁汉湖”，故居纪念馆
落成后，将有益于这里的文化生态
建设。

今年专家呼吁建纪念馆

《祈愿山河无恙》 张建哲 作 《校园花开待学子》 李芳凝 作

王铁汉出生的西屋。 修缮后的故居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