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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抗疫文明史主题展

山高水长

——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

（辽宁省博物馆）

中国绘本的力量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70周年图片文献展

（辽宁省图书馆）

辽沈战役

暨辽宁解放档案文献展览

致敬！最可爱的人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70周年档案文献展览

（辽宁省档案馆）

辽宁省第十一届艺术节 优秀美

术、摄影、书法和篆刻作品展

奋进小康路 开启新征程

——辽宁省美术书法摄影民间文

艺名家作品邀请展

（辽宁美术馆）

众志成城 共同抗疫

——沈阳市抗击新冠疫情纪实展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十四年抗战中的

中共满洲省委史实展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

南吴北齐的艺术世界

——吴昌硕、齐白石作品展

（沈阳美术馆）

第六届亚洲儿童画展

（沈阳市群众艺术馆）

重组之力

——阿曼艺术展

（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

辽宁主要展览

辽宁美术馆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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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这一年，我
们经历了众志成城抗击
疫情、纪念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
周年、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可以用“奋斗”“关键”
等词语为其做注脚。这
一年，一个个展览与这些
时代主题相交织，让我们
更好地学习和提高，也成
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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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省举办的各类展
览逾百个，大型主题性展览看
点十足、精彩纷呈。就此，记者
采访有关人士，请他们谈谈这
些展览从内容到形式如何体现
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记者：现在办展如何推陈出
新、贴近大众的心灵？

王筱雯：展览是博物馆最核
心的文化产品。今年，省博物
馆推出了以“山高水长——唐
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玉出红
山——红山文化考古成就展”

“文·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展”等为代表的十余个展览，引
起国内外观众和媒体的关注，
成为现象级的文化大展。之所
以会有这样的社会反响，我想
一是我们在策展中，努力实现

“文物展”向“文化展”的转变，
注重文物内涵的挖掘和阐述，
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二是
由以往“以文物为中心”的办展
方向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办展
方向转变，更加注重观众的感
受和需求，通过展览，讲好中国
故事，讲好辽宁故事。

记者：这些重大主题展览给
辽宁带来了什么？给辽宁人带来
了什么？

王筱雯：在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之际，这些展览以
提振辽宁文化形象、反映时代
精神为高远立意，以雕琢立得
住、叫得响、传得开的精品展览
为目标要求，以文化展示的视
角，推出系列重大主题展览，充
分说明了“辽宁有国宝、辽宁有
历史、辽宁有文化”，彰显了辽
宁丰厚的文化底蕴。以“山高
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
展”为例，展览开幕十余天，平
均每天接待观众近 4000 人，有
不 少 外 省 观 众 来 省 博 物 馆 看
展。我们举办的唐宋八大家诗
文 诵 读 活 动 ，线 上 直 播 时 ，有
200 万 名 国 外 观 众 在 线 观 看 。
通过举办这些重大主题展览，
在提升辽宁文化软实力，优化
营商环境建设中发挥了文化的
独特作用，进一步增强了我们
的文化自信。

这些展览让观众在观看过
程中沉思历史的厚重，感受辽
宁大地的独特文化风貌，感悟
多元发展的辽宁，读出这片土
地 的 崭 新 形 象 ，增 强 了“ 爱 辽
宁，爱家乡”的自豪感。

记者：网络时代的展览在模式
上有什么新变化？

李晨：在全媒体语境下，展
览跟以前不一样了。从模式上
说，现在不但有线下展览，还有
线 上 展 览 ，线 下 线 上 相 融 相
伴。线上的展览有实时展厅，
就是那种从进厅到出来，在线
上都有三维的呈现。像连环画
展，每一套画上都有二维码，只
要扫描二维码，不仅能将这套
画存到手机里，还有语音讲解
这套画。这就体现了展览的交
互功能。过去看展是被动的，
而现在看展则主动告诉观众这
个展览是怎么回事儿，而且介
绍这张画的特点、创新点，在虚
拟展厅还可以展示出画的很多
细节。还有，现在的美展布置
有一种代入感，比如像连环画
展，画面可以动起来，以动画形
式呈现，让观众有一种沉浸式
体验的感觉。

今年疫情防控期间，很多
展馆关闭了，但是展馆都探索
像 VR、AR、MR 这种增强现实
的虚拟展馆，这个模式现在也
很流行，让观众在家里足不出
户，上网也能体验到观展的感
觉，这种借用增强现实等高新
技术和沉浸式的观展模式很受
年轻人喜欢，也是我们未来办
展的一个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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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嘉宾

王筱雯
（辽宁省博物馆馆长）
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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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家访谈

守正创新
迎来长足发展
本报记者 赵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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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者不完全统计，这一年，我省举办的
各类展览逾百个，其中，省博物馆10个、省图
书馆 23 个、省档案馆 5 个、辽宁美术馆 9 个、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15 个、沈阳市群
众艺术馆 9个、沈阳美术馆 5个、鲁迅美术学

院美术馆19个……
这一个个数字与时代同频共振，在逐渐

形成具有辽宁自身发展与艺术特征的呈现方
式的同时，用真实而鲜活的展品讲述着中国
故事、辽宁故事。

今年，伴随着重要的时间节点，大型主题
性展览相继推出。

5 月 18 日是国际博物馆日，省博物馆推
出“启示——人类抗疫文明史”主题展览，这
是该馆继“文物系荆楚 祝福颂祖国”接力海
报展之后推出的又一个抗击疫情主题展览。
同日，由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沈阳
市文物局主办的“众志成城 共同抗疫——沈
阳市抗击新冠疫情纪实展”在沈阳“九·一八”
历史博物馆开展。为记录这段特殊的“城市
记忆”，沈阳市文物局发起了征集抗击疫情见
证物活动，征集到的数千件见证物汇聚成沈
阳市抗击疫情的真实记录。展出期间，参观
总人数近 3 万人次，成为该馆今年推出的最
具社会影响力的临时展览。

在挖掘馆藏资源基础上特别策划的重大
主题展览，在特殊时间节点推出后，激活了承
载历史记忆和文化积淀的资源力量。今年10
月底，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70周年之际，我省相继推出这一主题展览。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图片文献展”作为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
共文化服务中心）的重要展览，省图书馆今年
初就着手准备，查找文献资料，甄选图书120

余种、报刊7种十余期，以图片资料、文献、实
物、模拟场景和多媒体影像相结合的形式生
动再现抗美援朝战争。省档案馆举办的“致
敬！最可爱的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
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档案文献展览”，从
馆藏档案中精选出档案文献、历史图片、视频
资料等 500 余件作为展件，其中，130 余件档
案文献为首次向社会公布，用档案数字讲述
辽宁故事是这个展览的突出特色。恰在此
时，建成并对外开放的河口抗美援朝陈列馆
以珍贵的历史影像和实物，从一个侧面展现
了当地民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记忆。

在辽宁美术馆举办的“奋进小康路 开启
新征程”——辽宁省美术书法摄影民间文艺
名家作品邀请展，以四大艺术门类描绘、展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历程，展示了辽
宁人民携手奔小康，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全
方位振兴的精彩时刻。省图书馆推出的“百
名摄影师聚焦脱贫攻坚图片展”，多角度、多
层次反映了我省精准扶贫工作的进展与亮
点。在沈阳市群众艺术馆美术展厅举办的

“影像见证新时代·聚焦扶贫决胜期”摄影
作品展，摄影家用光影记真情、录实感，拍
下一个个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难忘瞬间。

重大主题展览提振民心

今年，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省委宣传部
共同主办的“玉出红山——红山文化考古
成就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影响辐射
全国。此展以辽宁域内红山文化科学考古
发掘的文物为基础，以红山文化研究的学
术成果为理论支撑，运用先进的陈列展示
手段，呈现红山文化出土的精美文物，让观
众欣赏并了解 6500 年至 5000 年前西辽河
流域的灿烂文明。

盘点我省今年办展情况，“线上展览”
是最新出现的一个关键词。沈阳“九·一
八”历史博物馆相继推出“印记·中国革命

历史版画展”等 8 个线上展览，从不同角度
诠释了抗战精神。省档案馆从今年 6 月 9
日“国际档案日”起，“‘云’上档案馆”正式
上线，已推出“满族历史与文化展”“辽沈战
役暨辽宁解放档案文献展览”等。省档案
馆副馆长欧平认为，与线下展览相比，线上
展览不受空间、时间限制，更为方便快捷，
受众更加广泛。

以“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为
主线，外推展览、流动展览、研学展览等都
是今年新推的办展模式。沈阳“九·一八”
历史博物馆利用馆藏资源在旅顺日俄监狱

旧址博物馆举办“无声之营——沈阳二战
盟军战俘营专题展”，此外，还在抚顺平顶
山惨案纪念馆、营口市博物馆举办主题展
览。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正在进行的
百场“十四年抗战中的中共满洲省委史实
展”已办到社区、村、非公企业等，乃至延伸
到农村偏远地区。采用“走出去、请进来”
的办法，由博物馆、纪念馆等推出的研学之
旅、抗战大讲堂、志愿者服务等宣教活动，
到机关、学校、社区等单位送展，在更广阔
的课堂上对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

线上线下融合展览

正在热展的“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
主题文物展”是我省继“又见大唐”书画文物
展、“又见红山”精品文物展后，再度推出的
重磅之作，并与“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一样
入选国家文物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年度主题展览重
点推介项目。与此呼应，省图书馆推出“文
道：唐宋八大家古籍文献展”；辽宁美术出版
社出版了画册《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
题文物》，将“唐宋八大家”的成就图文并茂
地呈现出来。联动形成了重磅效应，此展更
是今年公共教育的精彩之作。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广大读者
对古典诗词的理解和鉴赏能力，省图书馆推
出的“顺时而诗——最美唐诗文化展”，努力
把以唐诗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讲清楚”，
让它“活起来”。省博物馆特别推出的“中华
传统文化教育展”，以馆藏文物为主，通过
10 个不同主题的课程，将文物与古诗词、成
语等有机融合，让青少年从文字中寻找文
物，从文物中学到历史知识。

今年，省图书馆共举办“顺时而诗——最
美唐诗文化展”等展览 23 个，主题涵盖重大
历史题材、时事热点、中华传统文化、青少

年教育、地域文化等，形式包括图文展、实
物展、巡回展、网络展等。据省图书馆阅读
推广服务中心主任孟志丹介绍，对于公共
图书馆来说，展览是将各种知识信息用图
文形式快速传递给读者的一种特殊的阅览
方式。该馆自 5 年前迁到新址试开馆后，
即凭借丰富的馆藏资源和完备的场地设
施，开始自制各种原创大型展览，现在内容
愈加丰富、形式愈加多样。

公共教育活动是美术馆充分发挥公共
文化服务职能的途径之一。“聚焦新时代 奋
进新征程”第十九届辽宁省摄影艺术展刚刚
在辽宁美术馆落幕，这个展览是省摄影家协
会主办、每两年一届的全省综合性摄影艺术
展览，已经成为我省摄影界最具影响、规模
最大的摄影艺术展览。沈阳美术馆举办的

“南吴北齐的艺术世界——吴昌硕、齐白石
作品展”虽然已展出一月有余，但每日观众
仍络绎不绝。辽宁美术馆馆长冷旭说，如今
美术馆已经是公共教育很重要的一环，面向
社会，让大众走进来。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
今年举办“2020亚洲社会设计展”等展览，着
眼于国际化、学术性，对公众审美具有引领
性，成为高雅艺术的普及课堂。

展馆也是公共教育课堂

在省博物馆举办的“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现场。

省图书馆举办的“百名摄影师聚焦脱贫攻坚图片展”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