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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记者上周末
前往沈阳市铁西区
三家大型文化创意
园采访文化活动，

这些文创园均由老厂房改造
而成。今夏，这些文创园成
为沈阳市民参加文化活动的
主要场所。这些场所既保持
了沈阳工业文化遗址原貌，
又丰富了工业建筑群的文化
内涵，均已成为沈阳独具特
色的文化地标。

中国邮政日前发行《2020 集邮
周》纪念邮资明信片 1 套 1 枚。设计
者李晨延续了他的“集邮周明信片”
创作题材，第 4次在方寸之上用画笔
讲述“邮票之父”罗兰·希尔的故事。

“集邮周”宣传活动是2016年由中
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和中国邮政集团有
限公司联合设立的，“集邮周纪念邮资
明信片”与每年的“集邮周”同期发行。
2020年“集邮周”以“中国梦 集邮情”为
主题，展示邮票的知识性、鉴赏性、收藏
性，传承集邮文化。应中国邮政之邀，
2017年鲁迅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
家协会连环画艺术委员会主任李晨以
邮票的发明者英国人罗兰·希尔的故
事为素材，为“集邮周明信片”绘制了图
案。接下来在2018年和2019年的“集
邮周明信片”创作中，李晨延续了这个
题材。今年，李晨画了第4枚“集邮周
明信片”，继续讲述罗兰·希尔的故事。

罗兰·希尔是英国教育家，一生
为邮政改革作出不懈努力。在使用
邮票前，邮件的收费手续十分繁杂，
收费的标准也非常高。1837 年，罗
兰·希尔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改革邮
政的建议，他主张实行统一的收费标
准，印刷一种标签，背面涂上一层薄
胶，寄信人可以在任何邮局买到，只

要沾湿背胶就可以将其贴在信件上，
作为预付邮资的凭证，由此他发明了
世界上第一枚邮票“黑便士”。为表
彰罗兰·希尔对邮政改革作出的杰出
贡献，英国女王赐予他爵士称号，人
们尊称他为“邮票之父”。

李晨告诉记者，今年的设计还是
采用素描的手法表现罗兰·希尔和收

信女孩交流的场面，细节刻画得相对
细腻。这套明信片是他设计的第 12
套邮品，4年4幅集成一个连续故事在
中国邮政明信片历史上尚属首次。

李晨说，用连环画的形式，以明
信片为载体，讲述罗兰·希尔的故事，
宣传和倡导集邮文化，也是连环画作
为一种大众美术形式，贴近生活、贴近
时代，以其通俗性和丰富多样的表现
形式充实人民文化生活的具体体现。
随着“大连环画”观念的深入，连环画从

“小人书”发展成为展厅艺术品，画家们
以更多的热情投入连环画创作中，他
们通过各种题材元素完成各自的作
品。艺术语言更加丰富，表现形式也
更为多元。近十年来，美术界倡导新
形势下的“大连环画”观念，以新的视角
重新审视连环画的外延和内涵，从实
践出发对传统连环画的创新性发展，
是对“大连环画”观念的有力践行。

4年4幅组成一个连环画

辽宁画家明信片上画“邮票之父”故事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文并摄

本周开始，观众荆先生成为东北
金融博物馆“轮值馆长”，他将在这一
周体验作为博物馆“馆主”的乐趣，并
以个性化的视角向观众介绍东北的
金融、历史、文化等展览内容。

历史的钩沉、文化的纵横、科学
技术的艰深，如果不是有专业研究
或是提前做足功课，很多走进博物
馆的观众单凭展品上的说明很难感
受到文物的乐趣。即便有电子导游
配置，仍不能充分满足观众的兴趣。
以致有的展览给观众留下看不懂的
印象，甚至成为下次对博物馆说“不”
的理由。而现在，换个思路办展览，
观众走上了展览的台前幕后。

今年暑期，沈阳“九·一八”历史
博物馆为青少年量身定制了一项特
殊展览，讲解员及小志愿者引领小
观众们结合展览内容观看互动情景
剧《黑土英魂》，这个展览从策展之
初就转换思路，特意请小朋友参与
其中，扮演剧中的角色。在名为“九
一八之夜”的一幕中，小演员们身着
角色服装，带领观众“穿越”到1931年
9月18日夜。通过这种极具现场感
的互动表演，小观众们被东北军民顽
强御敌、誓死报国的爱国情怀和民族
气节所鼓舞和震撼。这出情景剧深
受小观众们喜爱，许多人一看再看。

如何让博物馆离观众更近些？
这个展览给了我们启发。博物馆恢
复开放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
下，丰富业余生活，提高文化素养，
更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不过，观
众仅仅走进博物馆还不够，从“走马
观花”到“下马观花”也不够，还需要

让观众观有所学、观有所得、观有所
用，只有让展览走进观众的内心深
处，展览内容才能得到观众的心灵
感应，传播内容才能得到活态的传
承，这才是积极有效的。

近期，沈阳举办的多场不同内
容的展览都做出新的尝试，让观众
从被动的接受者变成主动的参与
者。沈阳故宫博物院、辽宁省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联合举办的“宫中邂
逅——当青花遇见剪纸”展览，在展
示青花瓷文物和非遗传承人剪纸作
品的同时，还将4位剪纸项目非遗传
承人邀至现场，一边展示妙“剪”生花
的精湛技艺，一边辅导观众学习剪纸。

一般情况下，博物馆的策展人
都由专业人士担当，现在这种情况
正在悄然改变，越来越多的展览在
策划之初便充分吸纳观众建议，甚
至有一些展览专门请观众参与策
展。专业的内容用观众的视角来呈
现，用普通人听得懂的语言来讲述，
以更开放的心态将观众所思所想纳
入展览中，从而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让展览更亲民。

从博物馆提供什么、观众就接
受什么，到如今观众需要什么、博物
馆就提供什么，办展在从“以物为
本”向“以人为本”悄然转变。正如
今年博物馆日的主题所说的“致力
于平等的博物馆：多元和包容”，博
物馆和观众在办展上都有了身份的
变化，这给展览形式带来了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也使展览内容更
好地发挥记录历史、传承文明、弘扬
文化的功能。

观众不再是
博物馆的“旁观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9月
4日19时，第六届浑河岸交响音乐节
将在沈阳沈水湾公园云飏阁开幕。本
届音乐节由沈阳市委宣传部与中国交
响乐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和平区委
宣传部和沈阳交响乐团承办。音乐节
将以“决胜全面小康 共享美好生活”为
主题，为沈城市民献上4场精彩演出。

第六届浑河岸交响音乐节开幕
式暨首场演出《沈水之夜》专场音乐
会将由沈阳交响乐团呈现。特邀而

来的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交响乐团
将于 9月 6日、8日在云飏阁和盛京
大剧院各演出一场，9月9日，沈阳交
响乐团将继续为沈城观众演出。此
外，武汉交响乐团等国内知名乐团
将专门录制单曲演奏视频，通过现
场大屏幕播放，隔空为音乐节助力、
添彩。同时，线上经典交响乐共享
展播、交响乐赏析等活动也将在音
乐节期间举办。另外，在云飏阁上
演的3场演出将进行网络直播。

第六届浑河岸交响音乐节本周开幕

由辽宁省博物馆、扬州博物馆、
广州艺术博物院联合策划的“领异标
新——清代扬州画派精品展”正在广
州艺术博物院展出。省博物馆为本
次展览特别精选的郑燮《幽兰图》、金
农《花卉册》、黄慎《柳塘双鹭图》、李
方膺《竹石图》、汪士慎《墨梅图》等22
件/组（69单件）馆藏书画成为本次展
览的一大亮点。

18世纪，扬州出现了一股艺术革
新的潮流，其代表人物有金农、郑燮、
黄慎、汪士慎、李方膺、高翔等，他们
因行为和艺术与世俗不同，故有“扬
州八怪”之称。到了现代，学家逐渐
以“扬州画派”命名这一画家群。

此次展出的辽宁省博物馆馆藏
郑燮《幽兰图》，纵91.3厘米、横51厘
米，画面以侧锋浅墨勾勒山坡，略作
皴擦，幽兰、稚竹生长于坡石缝隙
间。兰叶、竹叶均用浓墨撇写，淡墨
写兰花，浓淡相衬，潇洒雅秀。画上

题诗：转过青山又一山，幽兰藏躲路
回环。众香国里谁能到，容我书呆屋
半间。据介绍，郑燮，字克柔，号板桥，
江苏兴化人。其诗、书、画世称“三

绝”，尤善兰竹，题竹诗达百余首，著有
《板桥全集》。

黄慎的《柳塘双鹭图》中垂柳依
依、双鹭觅食，展现一派生机勃勃的
景象。几株柳树从画面右侧斜伸入
画，树干交错，极富形式美感。此图
章法简洁纵逸，意到笔精，神韵飘洒
豪迈，极富艺术情趣，不难窥见作者
精湛功力。

黄慎的绘画创作在雍正年间名
扬于世，“尺纸容缣，世争宝之”。黄
慎对自己的绘画常作分类自评，凡最
得意者题上诗，次者则识以岁月，再
次者只署“瘿瓢”二字。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黄慎是福建宁化人，生于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乾隆三十
五年（1770 年）83 岁时尚在，卒年不
详。他自幼丧父，以卖画为生，奉养
母亲。初随上官周学画，后离家出
游，曾多次在扬州卖画。黄慎的诗
文、狂草书法、绘画被称“三绝”。

汪士慎一生清贫，居扬州以卖画
为生。自幼喜爱书画篆刻，爱梅花，
常到扬州城外梅花岭赏梅、写梅。不
幸的是，汪士慎 54 岁时，患疾已久的
左眼失明了；67岁时，另一只眼睛也渐
渐失明。汪士慎虽因失明而生活潦
倒，但艺术志趣不减当年，其所作书
画“工妙胜于未瞽时”。其绘画题材
很广，最为人称颂的是梅花。自古以
来，梅兰竹菊象征清高坚毅的人格，
汪士慎就是这样一个人。

从此次展出的《墨梅图》可以看
出，汪士慎画梅花的方法用淡墨画树
干，以浓墨与苔点和白描法画花。笔
墨不多，但各具姿态。画面飘溢着苍
劲、清冷、孤傲、芳香的气息。

扬州画派画家以“领异标新”为
意趣，作品多以诗、书、画相结合，构
成一个综合的艺术整体，将文人艺术
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对近现代写
意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扬州画派精品展开展

辽博馆藏珍品成亮点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9
月1日，沈阳市档案馆举办“第二届
推进沈阳打造抗战历史文化名城论
坛”，十余位专家学者就加速推进打
造沈阳抗战历史文化名城提出对策
与建议。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沈阳
有着丰富的抗战历史文化资源，比
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张氏帅府
博物馆、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

庭旧址、二战盟军战俘营等历史遗
迹。另外，抗战前 6 年史实的研究
有很大空间，应将沈阳抗战历史充
分发掘、梳理、传播，使其成为人们
了解沈阳抗战文化、缅怀先烈，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素材。会上，
沈阳市档案馆相关人员介绍了馆藏
抗战档案史料汇编“三部曲”等成
果，并演示了新制作完成的沈阳抗
战历史文化名城“视听指南”。

专家在沈研讨如何打造抗战名城

位于沈阳市铁西区的奉天工场
是今夏沈阳市民参加文化活动的新
地标。8 月 29 日傍晚，记者来到奉
天工场，见到很多市民前来欣赏露
天电影，当天放映的影片是《非诚勿
扰》。从 7月奉天工场开放以来，这
个文创园吸引了众多沈阳本地以及
外地的参观者。

这里原是沈阳冶金机械修造厂
旧址，如今成为集美术展厅、工业文化
展厅、工业历史陈列馆、戏剧工作室等
于一体的文化创意园。这处新开放的

文创园在提升城市文化底蕴的同时，
再现了老工业城区的历史风貌。由于
极为独特的建筑外观以及形式多样的
文化活动，奉天工场颇有人气。

记者了解到，这里每晚均由沈阳
市电影公司放映露天电影，颇受欢
迎。奉天工场与沈阳市电影公司协
商决定，将“铁西消夏季”奉天工场露
天影院由原定每周上映3部电影，增
至每晚上映1部，以上映国产优秀影
片为主。奉天工场露天影院的观影
时间为每日 19 时 30 分至 21 时 30

分。记者看到，前来观影的市民均按
规定佩戴口罩，出示“辽事通”健康码
并配合测温。他们在落实防疫措施
的基础上，观看露天电影。

享誉全国的戏剧导演王延松的
戏剧工作室日前落户奉天工场。据
了解，这是首个入驻奉天工场的戏
剧工作室。今后，该戏剧工作室将
依托辽宁本土文化创作更多的戏剧
作品，丰富市民的戏剧文化生活。
除了戏剧工作室，奉天工场还设有
工业文化展览、当代艺术展。

奉天工场露天电影受欢迎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在
第二个“营口有礼日”到来之际，由
盖州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市美
协、市书协承办的书画家送文化进
基层活动，日前来到盖州市太阳升
办事处，助力企业发展。

活动现场，书画家们挥毫泼墨，

以书画传真情，用笔墨去赞美企业
不断创新产品、开拓市场、诚信经营
和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工作的精神风
貌。一幅幅书画作品鼓舞人心，艺术
家们把精神食粮奉献给企业，把高雅
的艺术送到企业员工手中，更好地诠
释了“营口有礼日”的内涵。

书画家进企业送艺术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9
月 1 日，山东邹鲁礼乐团原创礼乐
文化音乐剧《礼门义路》在沈阳盛
京大剧院上演。

《礼门义路》讲述了北宋末年靖
康之变后，孟氏后裔不辱使命，举家
南迁、传播邹鲁文化的故事，剧名取自
孟子名言。该剧以中古音乐为主线，
现场演奏编钟、编磬、埙、琴、瑟、篪、
笙等古代乐器，并根据故事情节展现
及笄加冠等传统礼仪，用传统礼乐文
化表达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

据山东邹鲁礼乐团团长、该剧
编剧米怀志介绍，融合跨越时空的

文化艺术是这部音乐剧最大的特
色，剧中吟唱的是先秦时代的《诗
经》，演奏的是中古时代的乐谱，讲
述的是北宋末年的礼乐传承。

八音是中国古代对乐器的统
称，主要指金、石、土、革、丝、木、匏、
竹。据山东邹鲁礼乐团学术顾问董
伟介绍，古八音每种乐器都有情感
寄托，传达“走礼之门、行义之路”的
民族精神。基于此，山东邹鲁礼乐
团根据挖掘整理出来的先秦雅乐、
中古燕乐乐谱，创造性地将《诗经》
中的风、雅、颂部分篇章进行谱曲，
用古八音乐器配器演奏。

音乐剧《礼门义路》在沈上演

《幽兰图》
郑 燮

《柳塘双鹭图》
黄 慎

既保持工业文化遗址原貌 又丰富建筑群文化内涵

沈阳文创园今夏成文化新地标
本报记者 王臻青

8 月 28 日晚，记者在沈阳 1905 文
创园看到，许多市民在此参加文化讲
座。位于该文创园二楼的十分钟文化
艺术空间正在举办传统服饰赏析文化
讲座，主讲人是沈阳青年服装设计师
李婧晗。她以图文加实物的讲解方
式，将中国传统服饰的历史发展传承
娓娓道来。据了解，这是“艺汇·言传”
主题文化活动内容之一。当天前去参
加讲座的大部分人是这里的常客。据
了解，从 7 月 31 日至 8 月 30 日，近 30
名文艺工作者在这里举办了 21 场艺
术分享活动、1 个画展、两场音乐沙
龙，成为今夏沈阳各文创园中持续时
间最长且主题最丰富的文化活动。

记者在沈阳1905文创园了解到，该
文创园今夏已举办了多场大型文化市
集，其中包括手工艺品、非遗项目的展示
活动以及剧本诵读会、传统相声、魔术表
演活动。这些文化市集活动展现沈阳地
域文化，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与好
评。目前，该文创园正
在筹备第三届1905当
代国际戏剧节，遴选引
进优秀剧目，该戏剧节
将于10月1日至11月
15日举行。

一个月举办
24项文化活动

8 月 30 日，记者前往位于沈阳
市铁西区的另一处颇具特色的文创
园——沈阳红梅文化创意产业园。
这里由原红梅味精厂老厂房改造而
成，拥有工业厂房13处，其中1栋老
发酵厂房是文保建筑，还有5栋历史
建筑等。该文创园是集文化艺术展
览、创业创新、时尚生活于一体的城
市特色主题园区。

从8月1日开始，在沈阳红梅文创

园发酵艺术中心举办的“爆·料——纸
上·至上2020”大型艺术展，是今年以
来在沈阳举办的最大规模的艺术展。
艺术展展出了50多位艺术家的原创作
品。这是以“纸”媒介进行艺术创作的
大型展览，将持续到9月6日。

对于由老厂房改造的文创园来
说，留存保护老建筑固然重要，但更
为重要的是在工业文化遗产与市民
的日常生活之间建立更为密切的联

系。通过区域资源整合，重塑沈阳
文化产业形象，从而建立东北文化
创意高地，打造工业文化新地标，形
成工业旅游新热点。

记者在这些文创园随机采访了
十多名观众，他们普遍反映非常喜
欢这里的工业文化氛围，既可以参
观工业文化遗址，又可以欣赏到当
代艺术作品展和观看露天电影，感
到非常幸福。

今年沈阳最大规模的艺术展落户红梅文创园

艺术讲座现场。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为
加强对我省剪纸类非遗代表性项目
的传承和保护，辽宁省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日前组成调研组深入锦州，
拜访我省非遗保护专家、民俗专家
王光，同时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医巫闾山满族剪纸的传承与保护
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

辽宁剪纸的最大特点就是风格
多样化。王光建议将省内剪纸项目

按照风格分类，如民俗类剪纸、装饰
类剪纸等，这样既能充分体现我省
剪纸的多样化与差异性，又能体现
出剪纸艺术研究的学术性。此次调
研开启了《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系列丛书——剪纸卷》编撰的前期
摸底工作，辽宁省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将持续开展实地调研工作，梳理
和总结我省各剪纸项目的传承与保
护情况。

我省开展剪纸项目调研工作

李晨在设计中。 明信片图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