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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铆焊工人杨建华、工程师姜妍、辽绣
传承人何晓霞、“社区大管家”张振杰、送奶
女工王秀珍等35位道德模范为原型的63幅
美术作品正在沈阳美术馆展出。

沈阳文明办、沈阳市文旅广电局、沈阳书画院举办
的“沈阳市道德模范美术作品展”旨在以绘画形式宣传
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弘扬道德模范的高尚品格。

核心
提示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中
国文学地理学会第十届年会 8 月
10 日至 12 日在大连召开。本次年
会收到了近 150 篇学术论文，从论
文内容看，文学地理学研究重心
由外部研究向内部研究转变，还
从文学地理学的文本研究理论、
方 法 及 经 典 个 案 等 方 面 展 开 研
讨，并特别设立东北地理环境与
文学文本互动关系、萧红和迟子
建文本比较、东北作家群文本研
究等涉及东北文学地理学的相关
议题。

专家研讨的 7 个场次，既体现

了文学地理学研究涉及中国古代
文学、中国 现 当 代 文 学 、外 国 文
学、文艺理论、艺术学、哲学等不
同 专 业 学 科 的 特 点 ，打 破 了 学
科壁垒，又体现了不同学科与会
学者十分宽广的阅读视野与深入
思考。

与会的年轻学者多数运用文
学地理学方法研究古今中外名家
名 作 ，表 现 出 较 深 的 专 业 功 底。
本次年会由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大
连大学、湖北大学、广州大学、江西
省社会科学院主办，大连大学人文
学部文学院承办。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
第十届年会在大连召开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8
月13日，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主办的非遗大讲堂请来了沈阳“面
人汤”传承人谭微，观众通过“辽宁
文化遗产”微博、快手直播间，在线
学习面塑技艺，向传承人学习捏制

《西游记》中的经典形象——孙悟空
与猪八戒。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沈阳“面人汤”与北京“面人汤”同
属一宗，由面塑艺人汤有益传入沈
阳。沈阳“面人汤”继承了面人制作

的传统技艺技法，善于捕捉人物、动
物的神态，并体现在面塑作品的创
作当中。沈阳“面人汤”以花鸟鱼
虫、大型兽类、瓜果蔬菜、民间传说
人物等作为创作题材，总结出“揉、
展、搓、拨、挑、捏”等一系列面塑技
巧，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手法。

沈阳“面人汤”传承人谭微还特
别为小朋友准备了容易学习的凯蒂
猫等动漫形象的面塑教程，邀请放
暑假的小朋友在线上一起学习面塑
技艺，了解传统文化。

沈阳“面人汤”做客非遗大讲堂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国
家文物局日前向社会推介 100 项
2020 年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
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
其中，重点推介展览20项。辽宁省
博物馆“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
文物精品展”“文·物——中华传统
文化教育展”入选。前者还成为重
点推介展览项目。

近年来，国家文物局连续举
办“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
活动。本次推介的百项展览内容

涵盖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脱贫攻坚奔小康、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家风家训、民族民俗、红色
基因传承等主题，既有多馆联合
举办的大手笔制作，也有独立策
划的小成本精品，覆盖全国 31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办展单位除
文物系统所属博物馆外，还有不
少是行业博物馆、非国有博物馆，
包含了中央级、省级、地市级、县
级等不同层级，是全国博物馆优
秀展览的一次集中展示，展览申
报数量达 240 项。

我省两项展览入选国家文物局
推介的百项主题展览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大型历史文
献丛书《八旗文献集成（第三辑）》将
由辽海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该社整
理出版地域文化史料的最新成果。

辽宁清前以满族为主体的八旗
文化是清文化的源头，也是辽宁独有
的历史文化资源。近年来，作为专业
古籍出版社，辽海出版社从抢救、发
掘辽宁地域史料入手，策划出版了八
旗文献系列图书，得到了社会广泛关
注。《八旗文献集成》丛书拟出版 10
辑，现已出版两辑，均获得全国优秀
古籍图书一等奖。

“《八旗文献集成》丛书填补了大
型八旗文献总集整理与出版的空白，
10 辑拟辑录八旗重要及珍稀文献
1000种，品类齐全，内容丰富，涉及政
治、经济、军事、文学、历史、艺术、医
学、宗教、科技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
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
丛书所收文献以善本、珍本为主，有
些文献长期流失海外，国内鲜见，是很
珍贵的研究资料。选编时，每种文献

皆选最好版本，整理影印出版。”谈及
《八旗文献集成》丛书，该书副主编、辽
海出版社副总编辑徐桂秋这样说。

徐桂秋认为，在一些人印象中，
八旗人乃“关外蛮夷”，虽入主中原，
但大多系一介武夫，在文化方面必定
乏善可陈。其实不然。清代统治者十
分重视“文治”，重视教育，重视向汉文
化学习。早在入关前，皇太极已在努
力“振兴文治”，八旗子弟8岁至15岁

“俱令读书”。入关之后，清朝历代皇帝
同样“谨庠序之教”，着意培养八旗后备
人才。从顺治元年起，朝廷即谕令八
旗官员及满族勋臣子弟入国子监学
习，继而设立八旗官学、八旗觉罗学、左
右翼宗学、内务府咸安宫官学及景山
官学，以及八旗义学，等等。与此同时，
各地驻防八旗子弟学校也纷纷设立。
于是，大批八旗子弟勤学苦读，全面研
习经史典籍，深受汉族传统文化熏陶，
以至“人才蔚起”。清代皇帝，连同皇
子、王公、勋贵中不少人率先垂范，在学
习传统文化方面作了很好的表率。勤

学之下，清代很多皇帝在汉族传统文
化领域造诣颇深，有大量诗文著作。
在皇帝及皇子、王公的带动下，八旗子
弟创作活跃，著述众多。

徐桂秋介绍，丛书辑录八旗文献
遵循五项原则，一是八旗籍人（包括
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的文
献，包括八旗人的诗文集、学术著作、
年谱、家谱、族谱、日记、笔记、专题志
书等；二是作者虽非八旗籍，但著作
内容与八旗有密切关系的文献；三是
虽符合上述两项条件，但该文献已有
整理本出版或只是普通文献，不在辑
录之列；四是没有翻译成汉文的满文
文献不在辑录之列；五是同一文献，
有差异较大或具有重要版本价值的
不同版本，酌情同时收入。在版本的
选择上，以善本、珍本为主，以全、精、
善为原则，首重足本，在求全基础上，
进而求精、求善。

这套丛书辑录的八旗文献中，作
者有顺治、康熙、雍正等清代帝王，有
允礼、弘晓等宗室贵胄，有于成龙、纳

兰性德等名臣巨卿，也有许多名不见
经传的八旗平民；所收文献有《指头画
说》《陶冶图说》《医品补遗》等学术专
著，有《梦堂诗稿》《紫幢轩诗集》《明善
堂文集》等个人诗文集，有《多尔衮摄
政日记》《清宗室敬徵日记》《英轺日
记》等日记，有《杭阿坦都统奏议》《西
藏奏折》《福康安奏疏》《中俄边防奏
疏》等奏议、奏折、奏疏，有《阿文成公

（阿桂）年谱》《恩福堂（英和）年谱》《德
壮果公（德楞泰）年谱》等八旗名人年
谱，有钮祜禄氏、赫舍里氏、讷殷富察
氏、叶赫那拉氏等八旗名门家谱、族
谱，有《恩福堂笔记》《述德笔记》《乘槎
笔记》等笔记，有《驻粤八旗志》《福州
驻防志》《旗军志》《荆州驻防八旗志》
等专题志书。这些文献是研究清代历
史，尤其是八旗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

这些八旗文献在辑录的同时，出
版方还约请专家对其认真整理，纠正
了许多记载讹误，考证出许多前人未
知的史实，彰显出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和价值。

《八旗文献集成（第三辑）》将出版

为后世留存最有版本价值的文献总集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8
月13日，记者从鞍山市演艺集团了
解到，集团接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的邀请，将参加央视戏曲频道《一
鸣惊人》栏目的录制。此次将亮相
该栏目的海城喇叭戏是传统名剧

《王婆骂鸡》。这是海城喇叭戏首次
亮相央视。

该剧讲述了发生在东北农村
的故事，周大姐趁邻居王婆去逛庙
会之机偷吃了她家的鸡，王婆回来
发现后指桑骂槐，周大姐听不下去
出来与王婆理论，后来事情败露，
周大姐承认错误，邻里重归于好。
该剧地域文化特色浓郁，表演诙谐
幽默。从 2011 年复排以来已演出
100 多场，深受广大观众喜爱。此
次去央视录制将由海城喇叭戏国
家级传承人肖杰和年轻演员杜晓
玲联袂演出。

近年来，鞍山市演艺集团多部
原创小戏、小品亮相央视综艺频
道、戏曲频道，参与了《我爱满堂
彩》《综艺盛典》《一鸣惊人》等栏目
的录制。此次是演艺集团第五次
受邀参加央视节目。由于海城喇

叭戏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乡土
气息，所以被央视戏曲频道《一鸣
惊人》栏目导演选中，受邀参加该
栏目录制。这也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海城喇叭戏首
次亮相央视，全国观众将感受到海
城喇叭戏的艺术魅力。

多年来，鞍山市演艺集团一直
致力于海城喇叭戏的保护与传承。
目前，该集团正在创作海城喇叭戏
大型剧目《杜鹃花开》，这是一部反
映英模人物先进事迹的现代戏。尽
管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创作进
度，但演职人员还是尽全力创排出
这部作品，该剧将在辽宁省第十一
届艺术节上演出。

以时代楷模、辽宁好人刘娟为
原型创作的大型海城喇叭戏《杜鹃
花开》讲述了刘娟 20 多年里将全
部精力投入到她热爱的社区工作
中的先进事迹。该剧以刘娟从一
名普通群众成长为优秀基层干部
的历程为主线，通过一个又一个生
动鲜活的事例，塑造出一个有血有
肉的基层党员形象。该剧目前正
在排练中。

海城喇叭戏首次亮相央视

鲁迅美术学院是从延安鲁艺走
来的具有红色文化传承的学院。陆
国斌在鲁迅美术学院执教 30 多年，
默默学雷锋 50 多年，他自己也是辽
宁省道德模范、全国岗位学雷锋标
兵。他了解道德模范的精神世界，因
此非常执着地带领团队，怀着一颗虔
诚的心，用情感做调和剂，为沈阳市
道德模范画像、抒怀。

为了创作大幅作品，陆国斌还将
工作室搬到了郊区库房，克服断水断
电、噪声高温、蚊虫叮咬等恶劣条件
进行创作。他深入基层体验生活，拜
访 30 多位道德模范，制作画框、装
裱、布展也都亲力亲为，他带领团队
通过画笔传播道德模范的故事，传播
社会正能量。

为了加大传播力度和培养传播
道德模范事迹的后备力量，陆国斌

邀约了更多的年轻人加盟创作队伍，
让年轻画家了解道德模范，以道德模
范精神激励创作，以道德模范情怀为
沈阳地域文化建设贡献力量。这支
创作团队以道德模范精神为导引，以
精神文明建设为己任，担当起了道德
模范文化传播的责任与义务。

展览现场，有专家认为，此次道
德模范美术作品创作，无论从形式上
还是成果上看，都不只是一次艺术作
品的展陈，它的实际意义与价值乃至
外延效应非常大。

“ 道德模范文化”作为沈阳精神
文化的标志性成果，将会引领沈阳地
域文化的发展。

让道德模范的故事以艺术的方式
浸润辽宁人的心灵，融入血脉，为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社会风尚提
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

让道德模范的故事以艺术
的方式浸润辽宁人的心灵，引导
社会风尚

以35位道德模范为原型的63幅美术作品在沈展出

以绘画形式弘扬道德模范精神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走进沈阳美术馆展览大厅，一幅
幅道德模范人物画像让人肃然起敬，
画中有罗阳、贾成武、姜广祥、苏广
林、安树堂等，他们有的蹲着劳动，有
的戴着安全帽匆匆赶路，神态各异。

来自辽中的道德模范贺新是第
一次到沈阳美术馆看展，看到自己成
为画中人，他连连说：“画得真像，太
荣幸了！”展览现场，很多道德模范看
到画中的自己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微笑。

道德模范美术作品创作工程负
责人是辽宁省道德模范、全国岗位
学雷锋标兵、鲁迅美术学院教授陆
国斌，他带着创作团队，历时半年
时间，数易其稿，才绘制出道德模
范群像。

陆国斌在现场介绍创作过程时
说：“每一位道德模范的背后都有一段
感人的事迹。创作过程对创作团队中
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次最好的心
灵净化过程，他们的事迹一直感染着
我们。”创作团队克服诸多困难，与道
德模范近距离接触、谈心交流，面对

面互动，捕捉道德模范的神态，寻找
创作灵感。在不断地沟通交流中了
解道德模范的事迹，在真正走入了道
德模范的工作、生活和精神世界，在
深刻地感受到道德模范所思所想的
基础上，创作团队对道德模范的形象
和美德进行艺术地延伸和再现，使道
德模范的形象更加立体，为道德模范
的精神内涵作了更好的诠释。比如，
某个夏日上午，创作团队在沈阳市铁
西区某住宅区见到了第二届全省敬
业奉献模范、铆焊工人杨建华，那天
正下雨，瘦弱的杨建华撑着一把雨伞
早早地等在一家店面的雨搭下，一身
洗得发白的蓝色半袖工装和黑色裤
子，花白的短发凸显劳动者的憨厚和
善良，慢悠悠的说话声和瘦弱的体形
怎么都无法和他抡大锤的职业形象
联系起来，但当他抡起大锤，瘦弱的
肩膀随着大锤落下的刹那，他那高大
的形象被画家定格在画作上。

陆国斌说，他们是怀着崇敬之
情、敬畏之心学习道德模范，服务道
德模范，画好每一位道德模范的。

让道德模范的形象更加立
体，为道德模范的精神内涵作更
好的诠释

道德模范张振杰画像 道德模范杨建华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