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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省文联主办，省曲协承
办，沈阳市曲协协办的“奋进小康共
谱新篇”辽宁省第二届新曲艺群体
新人新作展演在沈阳会友曲艺社
举办。来自全省 9 个新曲艺组织和
新曲艺群体的 50 余名曲艺新秀参加
展演。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本次展演
从今年7月筹备至今历时5个月，省曲
协组织专家对上报的节目进行了初
评，最终，9个新曲艺组织和民营文化
公司的15个曲艺节目进入展演环节。

此次参加展演 的 演 员 多 为 80
后、90后和 00后的曲艺新人，是目前

活跃在省内小剧场舞台的曲艺新
秀。他们拿出自己的小剧场演出特
长演出原创节目，用相声、评书、快
板等曲艺形式展示新曲艺组织和新
曲艺群体的活力。比如获最佳节目
奖的相声《我爱沈阳》《葫芦兄弟》

《还是祖国好》《“孙后腿”致富》、评
书《梁山好汉“开火车”》、快板《砸食
堂》等。

据省曲协负责人、国家一级演员
刘蕾介绍，此次展演旨在发现、培养
青年曲艺人才，提升优秀曲艺节目创
演水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此
次展演还特别安排在沈阳会友曲艺

社举行，用传统曲艺茶楼的形式展演
曲艺节目，体现小剧场演出的特色，
让沈城观众有机会在一个地方欣赏
来自不同城市的小剧场曲艺演出。

沈阳鑫荷相声汇、沈阳会友曲艺
社、辽宁星期六传媒鼎泰茶社、沈阳
六合相声社、沈阳缘春社相声俱乐部
等获组织工作奖。

中国曲协顾问、省曲协主席崔凯
说，辽宁曲艺的优良传统是创新。过
去，辽宁的曲艺家在原创作品和艺术
创新方面得到全国曲艺界的认可。
令人欣喜的是，辽宁省第二届新曲艺
群体新人新作展演涌现出一批新人

新作，虽然有些稚嫩，形式上以相声、
快板居多，演唱类较少，但这些作品
贴近生活，特别是与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重大主题紧密结合，生活气息浓
厚，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演员们一边
登台演出一边创作，表达了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很接地气。

此次展演的评委由省、市曲艺
家协会主席、副主席、顾问组成，他们
一致认为，新曲艺群体用心用情创作
和推出的这些优秀曲艺作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记录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历程为主线，大
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曲艺群体成省内小剧场舞台新秀
本报记者 杨 竞

国家文物局日前印发第一批国
家级长城重要点段名单的通知，83个
点段入选。其中，我省的战国燕长城
建平县段、明长城虎山段、明长城龟山
段、明长城植股山段、明长城小虹螺山
段、明长城锥子山段、明长城九门口段7
个点段入选。就此，记者采访了省长城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专家组专家丁辉。

1处燕长城6处明长城入选

通知表明，此次入选的国家级长
城重要点段构成以秦汉长城、明长城
主线，与抗日战争、长征等重大历史
事件存在直接关联，以及具有文化景
观典型特征的代表性段落、重要关
堡、重要烽燧为主。

就此次我省入选的重要点段，丁
辉介绍，战国燕长城建平县段位于建

平县烧锅营子乡境内，是国内现存燕
长城保存最好的一段。其余6个重要
点段均为明长城。其中，明长城虎山
段位于丹东市。很长时间以来，人们
都误认为万里长城的起点为山海关，
但上世纪末，专家学者经实地调查后
认定，虎山长城为万里长城的最东端
起点。明长城龟山段位于锦州凌海
市，明长城植股山段位于葫芦岛市连
山区，明长城小虹螺山段位于葫芦岛市
南票区，明长城锥子山段位于葫芦岛市
绥中县永安堡乡，明长城九门口段位于
葫芦岛市绥中县李家乡。这些重要点
段都是历代长城遗存中的典型代表。

据介绍，长城辽宁段区位条件独
特，自然环境多样。我省地处环渤海
和东北亚地区中心地带，既沿海又沿
边，拥有大陆海岸线2110公里。长城
辽宁段整体呈“M”形蜿蜒分布，西接燕

山余脉，东至鸭绿江畔，北抵内蒙古草
原，南临渤海之滨，负山阻海，地险而
要。各个时期的长城遗存广泛分布于我
省13个地级市市域范围内，仅营口除外。

开展长城重要点段保护工作

当前正在开展长城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工作，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长城
重要点段的7段长城已全部作为核心
资源纳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辽宁
段）近期实施的 5 个一级区段之中。
根据国家文物局印发第一批国家级
长城重要点段名单的通知要求，我省
下一步将全面开展国家级长城重要
点段机构建设、空间管控、监测管理、
保护修缮、展示阐释等工作。

丁辉说，一切工作从严格保护长
城文物本体做起。在已有保护工程

的基础上，对这 7个重要点段进行全
面排查，针对长城资源保存现状提出
日常维护措施、修缮措施、重点抢险
加固措施等，真实、完整地保存并延
续长城的整体价值和历史信息。结
合长城沿线存在的居民聚居点、重要交
通线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统筹考虑长
城本体保护工作，探索长城的抢险维护、
预防性保护措施和数字化再现方案，消
除长城安全隐患，让长城保护惠及民
生。建立长城遗产监测预警体系，实现
技术监测与人工监测有机结合，充分利
用长城资源信息平台进行信息化、精细
化管理。在此基础上，要以这 7段长
城资源为主干，深入挖掘长城文化遗
产，传承长城文化价值，注重长城保
护宣传教育与公众参与，增强群众保
护长城文物意识，引导公众自觉守
法、积极参与共同保护长城文物。

我省对7处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实施监管

保存并延续长城整体价值和历史信息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由
沈阳市委宣传部、沈阳市文明办主
办的沈阳市“倡导移风易俗，树立文
明新风”主题文艺演出日前在新民
市大剧院开演，整台演出全部由新
民市农民群众自编、自导、自演，地
方特色浓郁，乡土气息芬芳。

演出涵盖了舞蹈、京东大鼓、
情景剧、二人转、合唱等表演形式，
舞蹈《共筑中国梦》、京东大鼓《垃
圾分类要牢记》、歌曲《新风伴我
行》、情景剧《移风易俗树新风》等

10 个节目接连上演，内容贴近群
众、贴近实际，生动形象地展现了
农村群众文明、节俭、健康、科学的
生活方式，并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
化形式宣传了移风易俗政策，倡导
了节俭养德、文明理事的社会新风
尚。观众们说，看身边人演身边事，
很亲切，都爱看。这场简朴而不失
精彩的演出，不仅展现了村民们多
才多艺、热爱生活的一面，更展现了
沈阳“倡导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
风”取得的成效。

“树立文明新风”
主题文艺演出开演

将此展当作课堂的不仅是历史、文学爱
好者，截至 12 月 6 日，儿童观众达 686 人次。
由家长、教育机构带入展厅的孩子们非常幸
运地在童年时代步入古代文学巨匠的世界。
此展不仅是他们的历史文学艺术课堂，而且更
是文化启蒙场域。孩子们昂起稚嫩的小脸专
注地仰视一件件文物，成为展厅一道动人的风
景。沈阳青禾美育机构负责人王皓长期致力
于儿童艺术教育，她将课堂搬进博物馆，围绕

“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设置艺术课程，结合
相关文物详细讲解这些书画文物的思想性、艺
术性以及美学特征，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

将艺术课堂搬进博物馆

连日来，在省博物馆举办的“山高水长——唐宋
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展厅，犹如
一所大学校，文博志愿者悉心讲解，观众凝神聆听。
其中，很多是青少年。

展教并重是“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策展的宗
旨之一。策展方查阅了小学、初中、高中语文教材中
选取的“唐宋八大家”经典篇章，如韩愈的《马说》《师
说》、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
洵的《六国论》、苏轼的《赤壁赋》、苏辙的《黄州快哉
亭记》、曾巩的《墨池记》、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
等，并联系这些篇章对文物展品进行选取，以篇章、
展品、故事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唐宋八大家”的文学
成就、生平故事和家国情怀，力求将博物馆变成观
众特别是青少年感知历史、增长见识、学习知识的大
学校。

在一些人心中，博物馆曾经是个“高大上”的地
方，让参观变成了一场“文化苦旅”。而今，这种状况
已经有了根本改变。我省是文物资源大省之一，丰
富的文物资源使我省的一些博物馆、纪念馆蜚声海
内外，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随着我省文博事业
的发展而逐步得到满足。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当代
生活，博物馆所担负的公共教育责任更加重大。一
座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如何让博物馆馆藏文物
资源转化为人们感兴趣的知识、喜欢听的故事，让博
物馆为人们提供精神滋养和文化熏陶，特别是带动
青少年走进博物馆接受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这是当
下需要人们不断思考和探索的命题。

在“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上，徜徉在“唐宋八
大家”的世界里，观众感受到的不仅有沉淀的历史，
而且还能在多个打卡地找到不同的快乐。在一处打
卡地，大屏幕上是 8 位穿着唐宋服饰的卡通人物，每
个卡通人物下方的电子屏可供观众写下观展感想。
浏览时，看到很多感言发自童心，而最多的表达就是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责任感。他们在博物馆这所大学校找到了自
己人生的方向。

作为博物馆，结合自身资源开展社会教育特别
是青少年教育，已成为其特色和优势。让历史“活”
起来，让深奥的科学“动”起来，如今，我省许多博物
馆利用自身资源，组织开展各种青少年博物馆教育
活动，开发“课外教育校本课程”，开展研学活动进校
园，推出流动展览，将青少年“引进来”，送博物馆教
育“走出去”，打破博物馆与学校之间的藩篱，校外扩
展博物馆教育精彩纷呈，并且不仅仅局限于如“博物
馆日”等特殊时间节点，努力建立中小学生利用博物
馆学习的长效机制，让博物馆对青少年的教育常态
化。“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为了让更多的青少年有
所收益，形成馆校合作教育项目、大型主题式教育项
目、线上研学系列教育课程、乐学堂系列教育课程、
场馆现场体验活动、流动文化进校园社区、特色讲解
活动等七大主题、18 项活动的系列社教方案。

青少年正处于文化素养、审美素养、科学素养的
养成阶段，若将博物馆变成各级各类学校的“第二课
堂”，寓教于文博，就很有可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效
果。有专家认为，一些国家会将孩子们带到乐器博
物馆了解各种乐器的起源与演奏方法，再到美术博
物馆去寻找名画中的乐器，给孩子以丰富的视觉、触
觉、听觉感受，我们不妨借鉴类似的经验，让更多的
孩子走进博物馆。

国家文物局和教育部日前下发了在中小学教育
中充分利用博物馆资源的指导文件，毋庸讳言，博物
馆要肩负起文化和教育的双重使命。

博物馆
是青少年的大学校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省
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
办的“2020年辽宁省优秀主题作品
展演”活动定于 12 月 11 日至 28 日
举办。

为展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奋斗历程，纪念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展现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
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我省广大文艺
工作者创作了一批艺术作品。这些
作品在省第十一届艺术节上进行了
首演，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欢
迎。为进一步展示我省艺术创作成
果，扩大这些作品的社会影响，省委

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决定主办
此次展演活动。

据介绍，展演活动经各单位申
报，确定7台剧目进行展演，每部剧
目演出两场，演出 14 场，演出地点
为沈阳。参加展演的剧目是辽宁人
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术剧院）的
话剧《干字碑》、沈阳市公共文化服
务中心（沈阳市文化演艺中心）的评
剧《过大年》、大连话剧团的话剧《无
风地带》、鞍山市演艺集团的海城喇
叭戏《杜鹃花开》、本溪市歌舞剧院
的话剧《与你同在》、丹东市民族歌
舞剧院的音乐剧《最可爱的人》、阜
新市歌舞剧院的评剧《牵·纤手》。

2020年
辽宁省优秀主题作品展演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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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 12 月 6
日，“山高水长——唐
宋八大家主题文物
展”已在辽宁省博物
馆展出5天，5天内
参观总人数达19121
人次。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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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为
进一步传承国家级非遗项目——北
京评书（本溪）艺术，本溪市群众艺术
馆主办的“曲苑流芳”北京评书艺术
展演系列活动日前在本溪拉开帷幕。

器乐合奏《木兰情》、传统段子
《呼延庆打擂》、双人评书《大年三
十》、田派评书经典段子《初到京城》
等精彩节目先后上场演出。之后，
进行了非遗进校园活动。

“曲苑流芳”评书艺术展演启幕

开展5天参观者近2万人次

“唐宋八大家”展打动中外观众
本报记者 王臻青

站在展厅外装饰着“唐宋八大
家”动漫形象的留言墙面前，记者颇
为感慨，不是因为展览开始前我们
的预测如此准确，这里果然成了观
众热门打卡地，而是因为仅仅数日
之后，这面巨幅留言墙上密密麻麻贴
满了观众的心声。记者花了半小时仔
细看了观众写下的感言，可谓纸短情
长。观众既写下了参观展览的感受，
又表达了对辽宁文化事业的赞赏与期
许。大部分观众留言并没有华丽的辞
藻，也无惊人字眼，但每一句话都是那
么质朴而深情。

一位未留姓名的观众留言：“我
要好好背诵你们的诗句。”观众王心
怡留言：“希望‘唐宋八大家’的经典
作品永流传。”还有一位观众以漂亮
的行书留言：“励志修身，厚德端行。”
小小的纸片已装不下观众小雪的感
言，她写满两张纸：“‘山高水长——
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让我们了解
到不曾知晓的历史故事，了解到熟悉
而又陌生的‘唐宋八大家’没能在课
本中体现的多个侧面。我们学习过

‘唐宋八大家’的作品，却是第一次近
距离地感受他们的精神世界，我为我
们中华传统文化感到骄傲和自豪。
祝愿辽宁文化事业越来越好。”

观众留言纸短情长

省博物馆严格按照疫情防控常态化
要求，对每一位观众进行扫描登记，监测
体温。连日来，沈阳的气温在低温区徘
徊，却丝毫没能影响观众观展的热情。
上周六、周日迎来观展高峰，慕名而来的
观众络绎不绝。

记者在展厅采访到聚精会神观看展
品的鞠女士，她对展厅中两幅对照展出
的《洛神赋图》情有独钟，站在这两幅画
作前，她的思绪仿佛穿越了古今。对于
这种策展方式，她赞赏有加。古今画家
两种视角进行同一主题创作，画风不同，

气韵相似，正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一脉
相承。

据了解，不少观众都是在短短几天
里多次前来观展。观众王先生已经是第
二次来看展览，他告诉记者，看一两次是
不够的，这个主题文物展需要花时间仔
细看，所以隔了一天，他又来参观。但他
并不是参观次数最多的观众。在展厅外
文创区工作的体验科技公司员工栗月可
谓近水楼台，因为工作地点的便利，她在
工作之余多次进馆观展，她把此次展览
当作历史课堂。

不少观众多次观展

受疫情影响，进博物馆参观本次展览
的外国观众少于往年同类展览。但此展
依然收获了众多外国网友的热烈好评。
据《中国日报》辽宁站站长吴勇介绍，《中
国日报》全平台直播了 12 月 2 日“山高水
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开幕式当晚
的夜场活动，点击量达 744.7 万，《中国日
报》Facebook 海 外 平 台 直 播 浏 览 量 近
198.8万。

据省博物馆统计，展览开幕之后的5天，
有4个国家的16位观众参观了展览，他们是
在沈阳高校工作的外教以及留学生，其中，巴
基斯坦8人、坦桑尼亚4人、泰国3人、俄罗斯1

人。其中，很多留学生用各自母语，通过各自
国家的社交媒体平台推介“山高水长——唐
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

中文名叫王丽华的泰国留学生接受了
本报记者采访，她参加了《中国日报》的“外
国友人带你看展览”视频拍摄活动，她与多
个国家的留学生一起身着中国古代服装，
进馆参观“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
文物展”。她还与同学们一起担任志愿
者，在展厅为不会中文的外国观众担任翻
译。王丽华观看展品非常认真仔细，她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溢于言表。王丽华
说：“我能如此接近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感

到非常幸运，以前通过书本学习中国文化，
也学习过‘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但是参观
这次展览让我更加深入、直观地感受到中
国的悠久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中
国的唐宋时期涌现出了这么多优秀的文
学家，他们都值得我学习。我突然有个想
法，如果能穿越时空该多好啊！于是，我
穿上中国古代服装进馆参观，我感觉无限
地接近了他们。让我置身在那个伟大辉
煌的时代，感受他们的思想与精神。学无
止境，我今后要继续学习中国文化，做一
名合格的中国文化传播者。让全世界都
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璀璨夺目。”

外国观众热评“唐宋八大家”展

观众在留言墙上留言。 贾敏书 摄

俄罗斯、泰国留学生观展。姜 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