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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10月28日，沈阳市图书馆举办“李文信、李仲元父子学术成就展”，展览汇集、展示了李文信和李
仲元父子俩在考古研究、文物鉴赏、诗文书法领域的突出成就，通过展览人们可以加深了解东北地区的
历史文化。此次展览是沈阳市图书馆对沈阳地域文化进行充分挖掘后的成果展示，是传播与梳理地域
文化的一次有益尝试。

展览上有一张李文信与李仲元
父 子 二 人 的 合 影 照 片 ，摄 于 1981
年。李仲元附诗一首：“生我育我，垂
训趋庭。诗书博古，德艺相承。”还有
一张是李仲元在母亲怀中的照片，摄
于 1934 年。李仲元同样附诗一首：

“赐我身命，授我征衣。悠悠寸草，难
报春晖。”李仲元将两首诗写成书法
作品，赠予沈阳市图书馆。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李仲元，自幼
吟诗习书，从小打下了扎实的传统文
化基础。父亲既是他的崇拜对象，又
是他在文物考古上的启蒙恩师。

当兵转业后，他一直从事古代艺
术研究和沈阳地方考古工作，不但编
撰了《沈阳故宫清绘画选辑》《明清
楹联选》《纹饰典故》等图籍，还发表
了《古候城考》《辽双州遗址遗物考》

《中国狮子造型源流》等论文数十篇，
涉及史地研究、文物鉴赏、专题探讨等
多领域，受到业界肯定。尤以沈阳故
宫珍藏的书画鉴定、沈阳建城2300年
的考证等成果极具影响。

李仲元在诗歌创作上，也颇有成
就，体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他用10

年心血创作的《辽海行吟》收录180首
诗，后又创作了206首，这几百首古体诗
涵盖辽海地区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人物、
历史事件、文物古迹、考古出土与传世文
物等内容，诗作以书法作品的形式系统
呈现，精彩的诗篇、优美的书法，勾勒
出辽海地区的历史演进脉络，描绘出
辽海大地的生动历史画卷，诠释了辽
海历史文化的丰厚内涵和地域特征。
他创作的《沈阳赋》用气势磅礴的汉赋
表达了对家乡沈阳的赞美之情。

从此次展出的李仲元的手卷和
册页中，读者不难看出，李仲元的书
法不仅是“技”，是“艺”，更是“道”。
他对书法文化的尊崇，对书法传统的
固守，对文人精神的取向，显示出书
法家的文化情怀。

同时展出了李仲元的学术年表，
清晰地记录了他学习、研究与创作的
累累硕果。

谈及此次展览的初衷，赵萍萍
说，为了纪念沈阳市图书馆建馆 112
年，充分挖掘与传播地方文化，特举
办了此次“李文信、李仲元父子学术
成就展”。

《古候城考》为沈阳建城2300年提供了
可靠的学术依据

为开启沈阳戏曲的寻根之旅，
“2020盛京戏曲论坛”在沈阳北市场
举办。老北市曾经是全国有名的“戏
窝子”，是出戏的好地方。现在，北市
场经过改造，重新展现“十步一个戏
台”的景象。论坛上，戏曲行家提出沈
阳戏曲的发展要以北市场为依托，实现
有舞台，有剧目，有角儿，有活儿。

看有关论坛的报道，我想到戏曲
的现代转化问题。这个问题，理论界
一直在说，创作界也在摸索如何落
实。戏曲的现代转化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一是形式，二是内涵。戏曲
形式上的创新有个前提，那就是守
正。戏曲的每一个种类，都有自己的
本体特征，创新一定要在守住自己本
体的前提下进行。戏曲不管怎么变，
怎么有现代气息和时代风采，视觉听
觉再唯美再时尚，但各自的属性不能
变，是京剧就要有京剧味儿，是评剧
就要有评剧味儿。这一点，作为外行
人，我说不明白。这里，我只能以一
个戏曲关注者的视角就其内涵的现
代性说点儿看法。

去年，我在“盛京戏曲一甲子”的
研讨会上，提出让戏曲走近青年人。
我还想说这个问题。戏曲走近青年，
是戏曲现代转化中的一个明智选
择。从某种程度上说，戏曲一旦实现
了“年轻态”，就等于找到了现代转化
的路径。戏曲的“年轻态”，不仅要在
演出形态上时尚、华丽、唯美，让青年
人眼睛一亮，而且在内涵上，更要得
到青年的认可。改编经典作品的古
装戏，也有“年轻态”的问题。如果创
作者着眼于现代人的价值取向和审
美需求，对经典作品进行再创造，古
装戏也会有现代意味，让青年喜欢，
能产生共鸣。白先勇主持制作的昆
曲青春版《牡丹亭》和沈阳评剧院演

出的青春版《宝玉与黛玉》，就是以内
涵取胜的成功案例。这两台戏，除形
式青春靓丽外，更主要的是内涵上再
现了纯粹而永恒的爱情。特别是《宝
玉与黛玉》，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悲剧
感，超越了情，超越了生死，透着生命
的荒谬和苍凉。

戏曲在内涵上实现“年轻态”，重
要的还是创作反映青年生活，触及青
春问题的全新剧目。现在太需要青
春戏曲了，“青春戏曲”应该像电影中
的青春片那样，作为一种艺术类型，
成为青年人追剧对象。我异想天开，
想象戏曲的创作者像青春片的创作
者那样，大胆地触碰青春内核，那还
会为戏曲难以走近青年而犯愁吗？
我真想向有志于戏曲现代转化的创
作者建议，关注一下国内外的青春电
影，把《阳光灿烂的日子》《牯岭街少
年杀人事件》《天才枪手》《狗十三》

《过春天》这些青春片研究透彻，体会
什么是青春内核。特别是，要了解90
后和00后这些年轻人，了解他们究竟
在想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精神困惑
和内心诉求。在此基础上去创作青
春戏曲，那戏曲舞台上会因别致的青
春样态而焕然一新。戏曲有没有胆
识和气魄去触碰青春内核，决定了戏
曲能否走近青年。这是毫无疑问的。

有人说，以前是三十年河东三十
年河西，现在是上午河东下午河西，
一代青年就在这快速的世事变化中
苦苦奋斗着。他们需要不时地停顿、
安静下来，想想生命的根本问题。而
欣赏戏曲是让青年人停顿、安静的一
种方式。在停顿和安静中，青年人咀
嚼戏曲的韵味儿，感受戏曲的空灵，
体验戏曲的无极之境，从而复苏人的
灵性，积蓄行动的能量。戏曲有此担
当，自然就有前途。

戏曲现代转化中的“年轻态”
洪兆惠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经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批准，丹东
市邮政分公司日前启用“纪念中国
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自助式邮资机宣传戳一组 4
枚。这套宣传戳的设计者为我省画
家李晨。

李晨现为鲁迅美术学院教授、
中国美术家协会连环画艺术委员会
主任。近年来，李晨已为中国邮政
设计12套纪特邮票，并设计了大量
邮品。据了解，邮资机宣传戳品种
作为新的集邮门类发展迅速，为集
邮爱好者的集藏提供了丰富素材。

我省画家设计抗美援朝集邮
宣传戳图案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辽
宁省档案馆与辽宁省委老干部局等
单位历时一年多时间，联合采集了
84位抗美援朝老战士口述档案，抢
救抗美援朝老战士的珍贵记忆，留
下一批珍贵的视频资料。这些资料
将在省档案馆永久保存。

据介绍，这84份口述档案视频
资料采访总时长 5987 分钟。采集
视频的老战士，年龄最小的 86 岁，
最大的 104 岁，包括指挥员、战斗
员、侦察员、通信员、飞行员、报务
员、测绘员、译电员、防疫员、卫生

员、宣传员、运输员、文工员，有步
兵、工兵、炮兵、铁道兵、工程兵，也
有记者、翻译、医生。

记者还了解到，由辽宁省广播
电视局组织摄制的 16 集文献纪录
片《不朽的丰碑——中国人民志愿
军英烈故事集》日前在辽宁卫视、丹
东电视台首播，这部纪录片的主创
团队在辽宁省档案馆等地拍摄了
300 多件珍贵文物的影像，并在辽
宁各地志愿军老战士休养所采访了
数十位老战士，留存并呈现了大量
珍贵的影音资料。

省档案馆抢救式采录一批
抗美援朝老战士视频资料

2020盛京戏曲论坛于10月23日
在沈阳老北市文盛园举办。

据了解，2020盛京戏曲论坛依托
沈阳艺术节，以“盛京戏曲，北市梨
园”为主题开展系列活动。通过专
题研讨、戏曲人物画展、戏曲晚会、
戏曲进校园等活动，梳理沈阳戏曲
发展历程，振兴沈阳地方戏曲发展，
促进文旅融合。2020 盛京戏曲论坛
的主题活动包括：专题研讨《寻根之
旅——北市舞台与盛京戏曲》、沈阳
市戏曲进校园交流推进会《校园与梨

园》 盛京戏曲人物画展《墨戏·开
场》、戏曲晚会《北市梨园——盛京戏
曲之夜》。

《寻根之旅——北市舞台与盛京
戏曲》研讨会以沈阳戏曲发展史为主
线，邀请戏曲艺术家、评论家及全国
青年戏剧评论家代表，共同梳理沈阳
戏曲的发展历程，探讨如何大力发展
沈阳戏曲艺术。沈阳市戏曲进校园
交流推进会《校园与梨园》邀请了 37
位参与戏曲进校园活动的代表及相
关戏曲院团、艺术院校代表，就戏曲

进校园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以及新构
想进行交流研讨，以丰富戏曲传播手
段，推进戏曲进校园工作。盛京戏曲
人物画展《墨戏·开场》于 10 月 18 日
至 25 日在老北市辽宁非遗体验馆展
出，该画展展出了徐培成、郑永为绘
制的十余幅精美的戏曲人物画作。
戏曲人物画展是盛京戏曲论坛最新
拓展板块，旨在传播戏曲文化，优化
戏曲生态，并为盛京戏曲人物画进校
园和“走出去”奠定基础。戏曲晚会

《北市梨园——盛京戏曲之夜》于 10

月 23 日在老北市共益剧场举办。晚
会由沈阳市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戏
剧梅花奖获得者李静文领衔主演，老
中青戏曲演员们演出了《坐宫》《野
猪林》《杜鹃山》等经典唱段和折子
戏。在古色古香的老北市戏台上，
展示盛京戏曲流派的艺术魅力，备
受观众好评。2020 盛京戏曲论坛由
沈阳市和平区委宣传部 、沈阳市公
共文化服务中心 （沈阳市文化演艺
中心）主办，沈阳艺术创作研究所等
单位承办。

盛京戏曲论坛在老北市开启寻根之旅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李文信、李仲元父子学术成就展”开展

观看文博大家成就 了解东北地域文化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0
月25日，鲁迅美术学院举办儿童美
育活动。

本次活动是鲁迅美术学院人
文学院美育工作室美育系列活动
的首次活动。活动包括对校园、公
共雕塑、工业设计国家实验室、美
术馆的参观以及有主题的美育实
践课程。参观路程与课程的设计
专门针对4岁至7岁的儿童，结合了
国际上先进的美育教育方法与教
学策略。

孩子们不仅参观工业设计国家
实验室、美术馆等，而且还上了一

堂“肌理”课，让孩子观察并亲手触
摸各种不同质地材料，如竹木、陶
瓷、织物、墙壁、树皮等，感受物体表
面各种纵横交错的纹理变化。

鲁迅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杨
波说，美育是审美教育，也是情操教
育和心灵教育，不仅能提升人的审
美素养，而且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
的情感、趣味、气质、胸襟，激励人的
精神，温润人的心灵。美育要从娃
娃抓起，培养孩子们正确的审美观
与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
的能力。由于报名人数太多，11月
初还将举办第二次活动。

鲁美举办儿童美育活动

本次展览共展出图片60余帧，个
人著作40余册、手稿1部、册页1部。

走进沈阳市图书馆展览大厅，读
者首先看到的是李文信和李仲元两
位学者的个人简介。

李文信是“东北考古第一人”。
作为东北地区以现代科学手段开展
考古工作的先驱、东北历史地理研究
的集大成者、辽代陶瓷研究的拓荒
者，李文信从事东北考古几十年，足迹
踏遍白山黑水、沙漠草原。他的研究领
域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博物馆学、古器
物学等学科，是东北地区考古与博物馆
事业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之一。

李文信的长子李仲元秉承家学，
刻苦探求，在沈阳地方考古与古代艺
术、文物鉴赏领域亦建树卓著，是著
名学者、书法家、诗人。其书法，自上
世纪 80 年代初“九畹书法展”后，更
是名扬书坛，广受赞誉。他尤擅古体
诗，被誉为“沈水四家”之一，其《辽海
行吟》以古诗形式咏唱了东北历史。

展板上，有李文信部分考古日记
手稿，有李文信学术年表，年表详细
记录了李文信在每一个时期、每一个
阶段的工作内容和研究成果。

李文信早年被聘入奉天博物馆，
从事东北地区考古专业工作。自
1953年田野调查中发现鞍山羊草庄
战国遗址后，1954 年他开始主持辽
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发掘，写出对
当时农民生活方式、社会性质进行分
析研究的发掘报告《辽阳三道壕西汉
村落遗址》。接着，又主持了辽阳鹅
房、大林子、三道壕等墓葬发掘，写
出《辽阳北园画壁古墓记略》等多篇
学术报告，解开了壁画中涉及的礼
仪制度、器物辨别、结构绘制等许多
疑团，建构起辽阳地区汉、魏、晋壁画
发展演变的脉络图。这些学术报告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到海内外考古
界瞩目。

李文信是东北历史地理研究的
“活地图”。他先后编著了《辽宁史迹
资料》和《周汉魏晋时代的辽宁史迹》

等学术著作，填补了汉代东北历史地
理研究的空白。

李文信还是辽瓷研究的拓荒人，
他先后完成《辽瓷简述》《辽宁省博物
馆藏辽瓷选集》等著作，并在辽瓷整
理研究中提岀许多重要论点，如辽瓷
的特点，以及辽代确有官窑等，这些都
是以前未曾有人论及的。从而把辽瓷
的研究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补充
丰富了中国陶瓷史的重要内容。

展览展出了李文信的考古著
作，如《辽宁史迹资料》《陶瓷浅说》

《李文信考古文集》《李文信考古与文
博辑稿》等，以及学术报告如《阜新契
丹萧氏墓调查报告》《北票县天乌兰
区莲花山村古墓情况》等。

开幕式上，李仲元将《李文信考
古与文博辑稿》（共五册）捐给沈阳市
图书馆。沈阳市图书馆馆长赵萍萍
说，《李文信考古与文博辑稿》是为东
北文博考古学界增添一份厚重的权
威专著，填补了文博考古领域的空
白，对文物专家、考古专家、中国史研
究者、艺术史研究者、文物收藏爱好
者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素材。

东北地区考古与博物馆事业的开创者
与奠基人之一

一本自制的版画册页呈现在记者
面前，一幅幅画作已经发旧泛黄……
这些画作的作者康凤桂是一位抗美
援朝老战士，一个多月前刚刚离世。
10 月 28 日，他的儿子康殿华给记者
讲起在那烽火岁月里老人与版画的
故事。

1950 年 12 月末，正在沈阳市第
十中学读初中的康凤桂响应国家号
召报名参军，成为某炮兵部队的一名
战士。他随部队入朝，参加了“金城
反击战”，停战后在朝鲜驻守 3年，于
1956年回国。

康凤桂从小喜爱画画。参军后，
因有绘画特长被抽调到团部负责宣
传工作。入朝后，他参加“金城反击
战”，停战后，康凤桂依然在团部做宣
传工作，有空去坑道参加备战劳动，再
挤时间画速写。然后，依照速写做成
版画。

当时康凤桂创作版画是在非常
有限的条件下进行的。他手里只有
两把刀，没有刻板，就找来手榴弹箱，

拆下两块箱板再将其锯断磨平。利
用晚上时间画稿上板，借着蜡烛光刻
板。因为手榴弹箱板是松木的，板面
松软纤维还粗，想刻准确太难了。怎
么办？思来想去，他想出的办法就是
改变画稿构图，尽量采用粗线条，并
在箱板上反复练习，待熟悉材料特性
后才在自制的刻板上刻出作品。

驻防期间，有一次康凤桂接待的
抗美援朝慰问团成员都是国内的著
名画家，画家们为志愿军战士写生。

康凤桂一边为画家们服务，一边跟着学
艺。在康凤桂的记忆里，这是一次非常
难得而特别的学习机会。

记者翻阅册页看到，康凤桂在朝
鲜创作的木刻版画《阵地铁工组》，上
面是几名志愿军战士挥动铁锤打制
镐头，他在画旁记录“因战争环境没
有木刻板，就在手榴弹箱板上刻”；木
刻版画《打坑道》，他在画旁记录“为
修工事打坑道，自制独轮小木车，昼
夜奋战忙”；木刻版画《练兵场》，他在

画 旁 记 录“ 在 朝 鲜 驻 地 练 兵 的 情
景”。还有一些写生作品，《驻地速
写》《战争留下的战利品》《驻地朝鲜
人民生活一角》等，即使回国后，志愿
军题材仍是他版画创作的重要内容，
木刻版画《登高英雄杨连弟》，他在画
旁记录“这幅木刻是1957年2月为纪
念建军30周年而创作”。

几十年来，这些版画被康凤桂精
心保存着。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50周年之时，他用这些作
品自制了一个纪念册页，并在小记中写
道：“……我毅然投笔从戎报名参军到
朝鲜，在部队的日子里……我搞宣传工
作，写标语、画幻灯、画速写……现在，
我把当时创作的版画找出来，让我们共
同回忆那段让人感慨怀念的日子。”

1969年，康凤桂从部队转业到辽宁
省机械工业厅机关工作，版画创作伴随
他一生。康殿华告诉记者，当年在朝鲜
时，个人能携带的物品有限，刻板没能
保留下来，印制的画作只保留下一小
部分，现在这已是康家的“传家宝”。

一位志愿军老战士以版画讲述抗美援朝故事——

刻在手榴弹箱板上的烽火岁月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文并摄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木刻版画《打坑道》 木刻版画《练兵场》

李文信考古手记 本报记者 杨 竞 摄

李仲元（中）正在给观众介绍展品。 王义信 摄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0
月29日，第三场青年策展人“踏浪”
计划讲座以“策展的实践与思考”为
主题在沈阳市图书馆举行，主讲人
是沈阳书画院院长、沈阳美术馆馆
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于晨。

9 月 19 日至 10 月 31 日举办的
“2020沈阳艺术节”以“礼赞新时代
‘艺’起铸风采”为主题，推出“炫彩
舞台”“视觉先锋”“战‘疫’颂歌”“艺
术+N”四大板块，17 个主题单元
200余场演出与展览及艺术交流活
动等内容，涵盖戏曲、话剧、杂技、曲

艺、舞蹈、交响乐、美术等众多艺术
门类。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艺术节开
创性地增设“青年策展人‘踏浪’计
划”单元，邀请国内知名专业人士举
办系列讲座、互动研讨等活动，着力
挖掘、培养和扶持艺术后备力量，激
活业界发展潜在动能，厚植沈阳艺
术沃土。9月7日，第一场青年策展
人“踏浪”计划讲座以“当代艺术”为
主题，完美开启了青年策展人“踏
浪”计划单元。10 月 11 日，第二场
讲座在别处美术馆完美落幕。

青年策展人“踏浪”计划讲座
第三场在沈图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