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1月10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杜 娟 视觉设计：黄丽娜 检校：高 峰 李世同文化新闻
WENHUAXINWEN

09

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网络文学作为一种
新的文学样式，已成为
文学界一支重要的新生
力量，受众越来越多，影

响越来越大。11月6日，省作协在
大连举办“金芦苇”工程重点作品
《硝烟散尽》研讨会，组织省内外网
络文学专家对网络作家骠骑的新
作《硝烟散尽》进行版前研讨，这也
是该工程首次扶持网络文学作品。

作为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
游厅主办的辽宁省第十一届艺术节
的延续活动，全省曲艺类非遗项目展
演日前在沈阳举办。此次活动的举
办，旨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展
示曲艺传承发展成果，推出优秀曲艺
传承人及优秀作品，充分发挥曲艺在
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本次展演从 11 月 6 日持续至 10
日，包括开幕式演出、评书专场、东
北大鼓专场、东北二人转专场、曲艺
专场，5 场演出均在辽宁大剧院小剧
场进行。本次参演作品既有传统经
典之作，又有新创作品。这些作品
题材丰富，包括歌颂家乡、树立良好
家风等题材，有歌颂抗击疫情过程
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事迹的新作
品，还有以脱贫攻坚为背景的纪实
作品，既有传统曲艺节目，又有蒙古
族、朝鲜族传统说唱艺术。

记者在演出现场看到，国家级、
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汇聚一堂，竞
相登台献艺，赢得观众的热烈喝彩。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表演

的评书《岳飞转》片段《收复河山》以及
蒙古勒津好来宝《抗疫赞歌》、东北大
鼓《红梅赞》、东北二人转《大西厢》等
一系列精彩的节目受到了广大观众的

喜爱。观众冯女士表示，她已连看两
场演出，非常精彩。难得能在家门口
连续欣赏到全省曲艺类非遗展演，她
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继续欣赏。从五
场演出的票务情况看，这一系列展演
颇受欢迎。

这些曲艺类非遗作品分门别类地
集中展演，有助于鼓励非遗代表性项目
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的创作积极
性，加大对我省特色曲艺类非遗项目的
推介力度，从而推动曲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发展。据了解，我省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通过举办展演活动等多项举
措，鼓励倡导曲艺类非遗代表性项目保
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以及各类文艺团
体挖掘、整理优秀传统节目，鼓励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结合时代生活，对传统节
目进行改编或再创作。鼓励根据曲
艺特点，创作体现时代精神、根植当
代生活、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
求的当代曲艺作品。

省第十一届艺术节延续活动举办

曲艺类非遗项目五场展演受欢迎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最近，文艺评论的使命担当成
为话题，相关的专业组织就如何增
强文艺评论的针对性、实效性，扩大
文艺评论的传播力、影响力积极谋
划，拿出措施。赶巧，这些日子我写
了两篇小说评论，所以对评论的话
题也就敏感，问自己：读者读了这两
篇评论会不会失望？于是，我从读
者的角度想，什么样的评论能让人
读下去，读完又感觉读得值。

不止一个人说过，发现是小说
的价值。小说家昆德拉就说，发现
唯有小说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
一的存在理由。其实，发现也是评
论的价值和魅力所在。评论者的
评论对象是作品，用文学批评家斯
坦纳的严肃口吻说，“批评家只盘
问作品。”斯坦纳的“盘问”是追问
的意思，追问是发现的另一种表
达。评论者评一篇小说、一部电
影、一台话剧，评论的内容就是他
发现的作品独特价值，或者根本问
题。作为评论的读者，就是要看这
种“发现”。读者看到了，就得到启
示，就觉得评论者有眼光。评论者
在作品中看到的一般人也能看到，
那不是发现，如果把这当作发现写
进 评 论 ，评 论 无 疑 平 庸 ，不 值 得
读。对平庸评论，读者只是不屑，而
对那些“直播带货”式的评论，读者
只有厌恶的份儿了。

我读小说或者看电影时也好找
相关评论来读，那些有所发现的评
论，读了，大有被点醒的快乐。比如
看了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喜欢
得不得了，一时又说不清为何喜欢，
于是找出《伟大的电影》，读罗杰·伊
伯特的《阿拉伯的劳伦斯》评论。评
论说，这部电影“所表达的东西只能
用眼睛去看、用身心去感受，却无法
用语言述说”“没有复杂的情节和大
量的对话，这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

其魅力的来源。”随后，评论又引导
我去关注影片的摄影弗雷迪·杨，看
他怎样拍出令人震撼的画面。我脑
海中马上出现那个镜头：一望无际
的大沙漠，在尽头，出现一个小点，
缓缓地，由小变大，成为一个人。而
盯着这个小点变大的，是一个在沙
漠中绝望的人。向绝望者伸来拯救
之手的是劳伦斯，作为英雄，劳伦斯
在由远及近的过程中被树立起来。
这篇评论和影片形成互动，或者说，
评论者用自己的智识映照影片，使
影片的光彩凸显出来，这种互动和
映照的结果，让我体会到什么是电
影，什么是“史诗片”。电影是用画
面说话，史诗片“不是大成本、大制
作，而是大想法、大视野”。

退休后，读文学作品主要读经
典，我和文学的关系实际上成了和
经典的关系。不读当前作品，又想
了解文学现状，我只能求助于研究
文艺现状的综述性评论。由此我
想，对文艺创作倾向性问题的发现，
也是评论的一种魅力值。关键是，
综述性评论多是铺述现象，评功摆
好，而痛下狠嘴，直指问题，一针见
血，有透辟感的评论很少。这涉及
评论者在写评论时是不是率真、正
直、诚实的问题。

读一些有建树的评论家的评
论，总会从中感觉到属于评论者
自己的文学观或艺术观。以自己
的立场去看作品，评论者会有属
于自己的发现，“用自己的眼睛去
发现”说的就是这个。评论者在
评论中表达发现的同时，也在阐述
自己的文学或艺术主张。所以在
我眼里，评论不低于评论的作品，
从某种角度讲，我对评论有更多的
兴趣，我愿在评论中欣赏评论者独
特的文学观或艺术观，那其中有智
识之美。

评论的魅力值
洪兆惠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由
沈阳市总工会举办的“中国梦·劳动
美·筑梦沈阳”2020 年沈阳市职工
文化艺术节日前在沈阳市工人文化
宫闭幕。

此次文化艺术节作为 2020 年
沈阳市职工文化建设的重点项目，
经过县（市）区工会和产业工会层层

选拔，有近2000名职工文艺骨干、954
个职工文艺文化作品入围市级选拔
赛，万余名基层职工文艺骨干参与其
中。闭幕式的网络直播平台观看量达
59万人次，网上“圈粉”215万人，粉丝
投票16.2万余张，沈阳市新晋职工“网
红”和职工艺术“达人”纷纷登台亮相，
送上一场精彩演出。

万名文艺骨干
献艺沈阳市职工艺术节

11月 4日，记者从中国冶铁历史
博物馆文物修复中心获悉，中国冶铁
历史博物馆文物修复中心科研人员研
制出一种“金属文物保护剂”，使铜、铁
类文物保护有了新方法，使金属文物
的保护工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85 岁的考古专家冯永谦对记者说，
据 调 查 ，在 我 国 馆 藏 文 物 中 ，有
50.66％的文物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蚀
损害。无论博物馆收藏的文物，还
是考古研究院发掘出土的文物，都
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延长文
物的寿命，因为文物在不同的湿度、
温度中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如
何保护好文物始终是文物考古与博
物馆从业者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是人类技术
和文化的结晶，是人类创造活动的实物

遗存，是珍贵的研究材料。作为中国冶
铁历史博物馆文物修复中心特聘专家，
一辈子都在从事考古工作的冯永谦，对
金属文物保护有了新方法特别欣喜。

冯永谦说，在出土文物中，有数
量较多的金属类文物，其保护工作
一直存在很大的问题。尤其是铁器，
保存很不容易，随时随地都有掉渣现
象，自损程度惊人，经常残坏，缺乏成
功的保护手段。总的来说，过去对金
属文物的保护及研究不够，使得金属
文物腐蚀损害不能得到有效的遏
制。过去人们将铜铁类文物的腐蚀
残坏“误诊”为氧化的结果，其实这种
认识是不准确的。经科学检测发现，
自然环境中真正破坏和腐蚀金属文
物的根源是微生物菌群在器物上的
活动，衍生繁殖造成文物腐蚀分解，
而逐渐损毁。比如，青铜器滋生的微
生物有铜绿假单胞菌、铜钾氯细菌
等；铁器上滋生的微生物有氧化铁杆
菌、氧化亚铁硫杆菌等。各种细菌、
微生物才是导致金属文物腐蚀损毁

的根本原因。中国冶铁历史博物馆
文物修复中心科研人员与专家任春
山一道研制发明的“金属文物保护
剂”具有双重保护作用，既能杀菌防
腐，又能抑制锈蚀的发生，其保护效
果可达100％。创造了金属文物新的
保护途径和方法。

任春山说，他们团队于2016开始多
次去西安、湖北等地博物馆考察，多次实
验、多次失败，终于研制出“金属文物保
护剂”，文物修复中心的每一位专家都为
文物保护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冯永谦说，当前，国家高度重视
古代文物的保护工作，先后出台了

“指导意见”和相关政策、法规。从中
可以看出国家对文物保护的重视，对
文物的保护是对历史、文化的保护，
是对社会共同记忆的保护，也是对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辽宁文物修复科研人员推出科研成果

金属文物保护有了新方法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报讯 辽宁广播电视台主
持人曹琳琳创作的《太阳大冒险》，
日前由辽宁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

曹琳琳有 19 年的电视主持经
验，曾获全国主持人大赛铜奖，同
时，她也是一个 6 岁孩子的母亲。
她创作此书的想法是在和孩子交
流时萌生的，“孩子对童话故事的
接受度很高，那些藏在故事里或大
或小，或深或浅的道理，更容易被

孩子接受与理解。”于是，她把自己
热爱的职业和熟悉的场景写在童
话里。

《太阳大冒险》里有适合儿童阅
读的描写，更有探险奇幻小说的环
环相扣。作者巧妙地把未知之境架
构在身边，安排在孩子们既向往又
好奇的电视台大楼，更加增添了故
事的吸引力。

孙郡阳 本报记者 高 爽

童话故事《太阳大冒险》出版

我省网络文学发展现状如何？
记者从省作协了解到，我省网络文
学同全国网络文学发展历程同步,
近年来发展迅速。在 2019 年底颁
发的第一届辽宁网络文学“金桅杆”
奖获奖名单中，既有入行近15年的

“明星级”作家，又有 90 后作家新
星，我省的网络文学作为辽宁文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出勃勃生机。

我省网络文学创作质量、网络
文学创作人才储备在全国均处于第
一梯队，先后涌现出月关、玄色、骠

骑、烟雨江南、满城烟火、风咕咕、
徐公子胜治、李枭、雾外江山、辰机
唐红豆等全国知名的网络作家。
这些作家创作了一批在全国具有
广泛影响力的作品，贴近现实，获得
了文坛和众多读者的认可与肯定，
吸引了大量的网络读者，拥有众多
点击量和粉丝，其部分作品还被拍
成影视剧。

大连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张祖立
介绍说，目前，网络文学已经从单纯
的创作兴趣发展成有专门网站稳定

运营的文化产业，不仅满足了通俗
文学市场的需求，而且在经济效益
上也开发了新的产出模式，尤其是
随着网络文学及其监管机制的逐渐
成熟，网络文学也在以其独特的方
式发挥着社会效益。随着网络文学
作品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一些作品
开始更关注主旋律题材，加强现实
主义创作，融合中华民族优秀的文
化基因和精神内核，不断推出讴歌
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
的精品力作。

网络文学发展贴近现实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1
月7日，故宫博物院古钟表修复专家
带来的第二场古钟表修复技艺公众
示范实操展示活动，在沈阳故宫西
朝房举办。活动以“钟表铜版画的
简单制作与原理”为主题，20名面向
社会公开招募的体验者在了解铜版
画的艺术形式及工艺后，在专家的
指导下，创作自己的铜版画作品。

本次公众示范实操展示活动的
主讲人刘潇雨，来自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古钟表修复技艺”的唯一传承
单位——北京故宫博物院古钟表修
复室，师从古钟表修复技艺国家级非
遗传承人王津，主要从事古钟表类文
物的修复、保护与研究工作。

刘潇雨介绍了宫藏古钟表作品
中的铜版画、铜版画中西风格的不
同，以及其工艺流程的不同与分
类。在对宫藏钟表文物中的铜版画
有一定了解后，在专家一对一的指
导下，体验者开始动手创作铜版画。

跟专家学铜版画创作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11
月 7 日，“看民俗老物件 寻民族文
化根”公益讲座在沈阳市苏家屯区
文化馆举办，与此同时，展出了数百
件民俗老物件。

主讲嘉宾刘国壮以退出历史舞
台的民俗老物件唤醒大众保护传统文
化的意识，珍惜生活，坚定文化自信。

刘国壮是国电东北热力集团有限公
司的一名普通员工，系辽宁文保志愿
者、沈阳文保协会会员，2017年度曾
在辽宁第五届志愿者关爱行动中荣获

“优秀正能量志愿者”荣誉称号。他热
爱传统文化，自费建立流动民俗博物
馆，收集了500多件民俗老物件，举
办了上百场公益讲座展览活动。

“看民俗老物件”公益讲座开讲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1
月6日，在第十一届北京青年相声节
相声大赛上，辽宁鼎泰茶社原创相声
作品《辽宁赞》《歪批西游》分别获得
二等奖、三等奖，同时，辽宁鼎泰茶社
获得组织奖。

由北京市文联、北京市曲协联手
打造的北京青年相声节自2010年起至
今，已经举办11届，是享誉全国的曲艺

品牌活动。本届北京青年相声节相声
大赛有来自北京、天津、辽宁等14个
省（区、市）的72个作品参赛，经过专
家严格评审，48个节目入围决赛。

鼎泰茶社演员戴向、孙道弘表
演的《辽宁赞》获得二等奖，蔡东岩、
齐乃龙表演的《歪批西游》获得三
等奖。辽宁相声在全国大赛上取得
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

辽宁相声获北京青年相声节奖项

“金芦苇”工程首次扶持网络文学作品

我省网络文学创作关注现实生活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文并摄

省作协自2017年起实施“金芦苇”工
程，对长篇小说重点作品进行扶持，每年
两部，至今已经重点扶持8部作品。《硝烟
散尽》是一部描写抗美援朝战争的长篇小
说。作品视角取自一场“联合国军战俘运
动会”，通过塑造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
象，展现我方感化战俘的过程。选择重点
扶持这部作品，除了作品本身具有较高文
学艺术水准外，还因为这是反映抗美援朝
英雄事迹的网络文学作品。以此表明省作
协像重视传统文学一样重视网络文学的发
展，并将其打磨得更精彩。骠骑是铁岭
人，参军后离开家乡到北京。这些年，他
一直关注和支持我省的文学事业，特别是
网络文学发展，任省作协网络文学工作委
员会常务副主任。

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默默无闻到广
为人知的过程之后，我省的网络作家正
在成为文坛上的蓬勃力量。网络作家风
咕咕的长篇小说《春风故事》日前获评第
四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优秀网络文学作
品，并入围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评选。这部
作品勾勒了东北老工业基地近30年间的沉
浮变革，作品真实、形象地表现了大型国企
艰难而义无反顾的改革之路，既反映改革
开放以来时代变迁的主旋律，充满厚重感，
又有很好的融入感。风咕咕说，她出生在
老国企员工家庭，她热爱这块承载无数荣
誉、始终坚定地行走在改革之路上的工业
热土，更敬佩产业工人“撸起袖子加油干”的
劲头儿。今后，她会努力书写工业文化。

“金芦苇”
首次扶持网络文学

随着大力发展网络文学逐渐成
为社会共识，原创网络文学也迎来
全新的发展机遇。在这样的时代背
景下，我省的网络作家应该怎样抓
住机遇讲好中国故事、辽宁故事？
近年来，省作协从顶层设计到基层
创新不断加强我省网络文学创作队
伍建设。

2019 年，省作协分别举办了首
届网络作家培训班和新文学群体培
训班，邀请国内顶级网络文学研究
学者、作家授课，共培训省内优秀网
络作家和新文学群体成员 100 人，
以提升我省网络作家的政治意识和

创作水平。省作协成立了网络文学
工作委员会，建立了网络文学孵化
基地、创作基地、研究中心和中国
网络文学港，设立了年度辽宁网
络文学“金桅杆”奖。为推动当下
华语网络文学及辽宁网络作家作
品的研究，促进华语网络文学尤其
是辽宁网络文学的发展，省作协在
大连大学建立网络文学研究中心，
开展网络文学研究和网络文学教学
建设工作，进行网络文学创作与研
究人才培养。

省作协副主席孙伦熙告诉记者，
网络文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我

省网络文学服务和管理工作进入新
的阶段。未来，省作协将以此为平
台，广聚全国网络文学研究人才，加
强对我省优秀网络作家及其作品的
研究，积极促进辽宁网络文学事业和
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2020年
底将举办第二
届辽宁网络文学

“金桅杆”奖评
选，以鼓励和嘉
奖本年度辽宁
优秀网络作家
及作品。

不断加强网络文学队伍建设

《硝烟散尽》研讨会现场。 《硝烟散尽》书封设计图稿。

乌力格尔演出照。

喷有金属文物双重保护膜的
汉代铜壶实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