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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金
玉满堂——沈阳故宫典藏清代宫廷珍
品展”展出沈阳故宫馆藏清代宫廷文
物200余件（套），同时，中国国家博物
馆精选馆藏 30 余件（套）清宫器物参
与展览。此展以“皇权与秩序”“生活
与习俗”“陈设与清供”“艺术与信仰”

“文治与武备”为脉络，揭开清朝的神
秘面纱，展现出清代宫廷艺术丰富的
文化内涵和高超的工艺水准。

展现清代工艺美术发展
水平

据沈阳故宫博物馆馆长李声能
介绍，沈阳故宫是清入关前，清太祖
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和清世祖
福临营建和使用的宫殿，清入关后
第一位皇帝——顺治皇帝就出生在
沈阳故宫的永福宫中。从明万历十
一年（1583 年）努尔哈赤起兵，至顺
治元年（1644 年）清军入关，是清王
朝在东北地区奠基发展阶段，沈阳
故 宫 是 这 一 时 期 最 著 名 的 历 史 遗
迹，同时也是收藏清前文物最丰富
的博物馆。本次展出的汉满蒙文龙
纹信牌、努尔哈赤御用宝剑、皇太极
御用腰刀，就是清开国时期艰难创
业的珍贵物证。

清入关后，沈阳故宫成为“陪都
宫殿”，又因其为“龙兴重地”而备受
清朝皇帝的重视。康熙、乾隆、嘉
庆、道光四位皇帝 10 次东巡盛京，拜
谒祖陵、瞻仰盛京旧宫。沈阳故宫
至今收藏着乾隆帝东巡盛京时使用
的卤簿仪仗，有车舆、兵仗、伞、旗、

幡等。
乾隆时期，大量清宫珍品随皇

帝东巡运至盛京，盛京皇宫成为当
时与北京紫禁城、承德避暑山庄齐
名 的 皇 家 三 大 珍 品 宝 库 之 一 。 此
展展出的精美的盆景、花盆，华美
的如意、火镰，吉祥的“寿山福海”
碗、盘，精致的唾盂、渣斗，做工考
究的皇家饮食用具，富丽华贵的首
饰配饰，工艺高超、形制各异的装
饰物等，不仅可以满足观众对清代
宫廷日常生活奢华与别致的想象，
而且也从侧面展现了清代工艺美术
的发展水平。

珍贵玉册记述“北四
阁”入藏《四库全书》始末

清代帝王多对书法创作有着浓
厚的兴趣，其中，康熙、雍正、乾隆的
书法最好。本次展出的“玄烨临董其
昌行书诗轴”为洒金蜡笺绫本，右上
引首钤篆文白文“渊鉴斋”长圆印，行
书写七绝诗一首，诗后署款“临董其
昌”，下钤篆书朱文“康熙宸翰”“敕几
清宴”二方印。

随 着 国 家 统 一 、政 治 承 平 ，康
熙、雍正、乾隆诸帝将“崇儒重道”

“文治教化”作为治理国家的国策，
大规模收集和整理历代典籍、修书
治史，出版了种类繁多、卷帙浩繁、
集大成式的文化典籍，形成了中国
古代最后一个宫廷文化景观。乾隆
三十八年（1773 年），皇帝下旨编撰
的《四库全书》就是其中的典型代
表。《四库全书》前后共抄录七部，为
了贮藏《四库全书》，沈阳故宫特别
修建了文溯阁。展览中的“描金书
文溯阁等四阁记玉册”，记述了“北
四阁”入藏《四库全书》的始末，具有
很高的历史价值。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整个展览
的最后设立了新春特别环节，展出沈
阳故宫收藏的三对清宫门神和两副清
宫对联。当年沈阳故宫所用的门神、
对联都是由北京皇宫御画院、御书院
特供的，这三对门神分别是“将军门
神”“福禄门神”和“娃娃门神”。“将军
门神”多挂于皇宫的正门，“福禄门神”
挂于宫殿隔扇门上，“娃娃门神”多挂
于后妃寝宫的门上，以此祝愿观众纳
福迎祥、喜迎新春。

李声能说，沈阳故宫重视原创展
览的策划和展示，注重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挖掘和传播，陆续推出了“金
玉满堂——沈阳故宫的奢华典藏”“龙
耀帝乡——清代宫廷御用品展”等精
品展览，深受观众的欢迎和喜爱。本
次与中国国家博物馆合作推出的“金
玉满堂——沈阳故宫典藏清代宫廷珍
品展”是在这些精品展览的基础上，经
过双方合作不断打磨而成的，旨在让
观众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
意境之美。

沈阳故宫典藏清代宫廷珍品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

200余件藏品展现清宫珍品的文化意蕴
本报记者 杨 竞

新的一年开启。
滋味挺复杂。对新的一年、新

的一天，永远是充满期待的。但对
疫情的关注和拥抱新年的喜悦交
织在一起，这种开启新年的方式，
多少预示着：我们仍将以勇敢作战
的姿态面对2021年。

一档综艺节目出了一道脑洞
题：“全人类带着记忆重启 2020，
你支持吗？”在我看来，节目中两位
选手花了很大力气去辩论的不过
是一个老问题：人类会从过去的记
忆中吸取经验吗？我的回答是“会
的”。这当然是我选择做一个乐观
者之后才有的回答，而这样选，不
是因为乐观者一定会做正确和肯
定能赢的事，而是因为只有乐观者
才能推动世界向前——顺利或者
跌跌撞撞，都是向前。

那么，过去的一年告诉我们什
么样的经验呢？就是在 2020 年最
后那几个小时里，直到现在，始终
令我们激动的那几句话：“平凡铸
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每个人都
了不起！”“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
得玉成。”“征途漫漫，惟有奋斗。”

对2021 年的文化生活，充满
期待。

最大的期待来自于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从上海石
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
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
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
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
轮。回顾这一历程足以将无数人
的读书和观影、观剧计划填满，也
将在无数人心中掀起澎湃巨浪。
相信会有众多反映建党百年的文
艺作品竞相出现，前期采访获知，
辽宁文艺工作者的建党百年献礼
之作正在紧张创编之中，仅从题
材上看，既有英雄颂歌，又有重要
历史事件重现，凭借辽宁文艺创

作的实力和创作者的诚心、努力，
一定会佳作不断。期待在这些作
品中看到那些我们熟悉的人、怀
念的人以及所有难忘也不应该被
忘记的岁月，期待这些作品是有
思想、有灵魂、有温度、接地气的，
期待它们让我们心中那团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之火烧得更旺。

另一大期待是更多元的辽宁
文化形象展示。2020 年，无数次
为辽宁和辽宁人感到自豪：当湖北
向辽宁援鄂医疗队致敬，说出“老
铁，666！”的时候；当“唐宋八大家
主题文物展”再度吸引海内外参观
者，充分展现“辽宁有文物、辽宁有
历史、辽宁有文化”的时候；当辽宁
交响乐团与埃及开罗的音乐人在

“云端”奏响《友谊地久天长》《携手
并肩》的时候，这些高光时刻足以
让我们对辽宁的文化形象充满自
信。当然，还有活跃在各大综艺舞
台上的李雪琴与短视频里的张踩
铃们，让更多人看到了辽宁人面对
生活的乐观、豁达与智慧。希望
2021 年，辽宁文化有更多的展示
机会，有更多的文学作品、更多的
展览、更多的演出，让世界看到辽
宁，希望高光再现、乐观继续。

还有一个期待，就是看到更多
大众文化的“新物种”。2020年，在
疫情和5G的双重影响下，“云文化”
走进千家万户，既传播了信息、增强
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又丰富了人
们的精神生活、抚慰着无数人的心
灵。辽宁的“云端”文化同样丰富多
彩，“云上展览”“云上图书馆”“云视
听”“云读书”，都做得风生水起。
2021年，随着5G技术更加普及，期
待云上文化“新物种”出现，期待辽
宁文化云有更多风景，更期待多彩
的辽宁文化从“云端”走进更多寻
常百姓家，让更多人从文化惠民中
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写给2021年的三个期待
高 爽

据了解，2020 年，辽宁芭蕾舞团舞
剧《天鹅湖》在辽宁、吉 林 、山 东 、福
建 、江 西 、广 西 等 地 巡 演 11 场 ，受 到
当地观众的热烈好评。该剧今年的巡
演日程将根据防疫要求排定。

有很多沈阳观众在辽宁芭蕾舞团
微信公众号留言，表达渴望在新年欣

赏到辽芭舞剧的心愿。受疫情影响，
很 多 观 众 无 法 走 进 剧 场 欣 赏 辽 芭 演
出，为了弥补这一遗憾，连日来，辽宁
芭蕾舞团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天鹅
湖》等辽芭经典保留剧目及原创剧目
的演出片段以及剧情、艺术特色等内
容介绍。

通过微信公众号展演经典剧目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 杨竞
报道 为落实中央、省、市疫情防
控工作精神，响应疫情防控的部
署要求，由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
播电视局、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主办，沈阳美术馆、沈阳书画
院承办的“以艺抗疫——沈阳疫情
防控题材艺术作品展”，于1月4日
在线上举行。

沈阳艺术家们以书法、篆刻、

绘画、摄影等艺术形式表达心声，
以艺术语言传播战“疫”必胜的决
心。这些作品展示了沈阳人民同
心协力、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的必
胜信念。

此次线上展览共展出36件作
品，其中书法作品包括隶书、行书、
楷书；篆刻作品包括大篆和小篆；
绘画包括中国画、彩铅画、水彩画、
水粉画、油画、数码绘画等。

沈阳举办“以艺抗疫”
艺术作品线上展览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由
西安半坡博物馆和沈阳博物院

（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新乐遗
址博物馆主办的“辽河畔史前文
明之花——沈阳新乐遗址展”正
在西安半坡博物馆展出。

半坡遗址是黄河流域一处典
型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母系氏
族聚落遗址，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西安半坡博物馆是中
国第一座史前遗址博物馆，国家一
级博物馆。此次展览以“辽河畔史

前文明之花——沈阳新乐遗址”为
主题，旨在让观众通过展览了解沈
阳地区古代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展
现原始先民的聪明才智和古代文
明的历史进程。

据悉，展览选取了代表新乐文
化、新乐上层文化的典型器物，能够
反映农业、渔猎和手工业发展水平
的石器、陶器等展品 125 件(套)。
希望通过展览，加深观众了解辽沈
地区的古代文明与优秀文化，提高
观众的理解和认知。

沈阳新乐遗址展亮相西安

世界著名编导马拉霍夫为辽芭量身定制

世界第25版《天鹅湖》惊艳上演
本报记者 王臻青

1月2日、3日晚，辽宁芭蕾舞团在辽宁大剧
院上演了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这是我省专业
艺术院团今年开年推出的舞剧演出。据辽宁省
演艺事业交流中心副主任杨原介绍，根据演出场

所观众人数不得超过座位数50%的相关防疫要求，1月2
日、3日，《天鹅湖》两场演出平均售票率为40%。既要满足
观众的节日文化需求，又要确保观众的健康，辽宁大剧院严
格落实防疫措施，经过测量体温、验证健康码、核对身份证
与购票信息等环节，观众有序进入剧场，间隔落座。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由
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自然资源作
家协会主办的第六届中华宝石文
学奖、第四届大地文学奖暨抗疫征
文颁奖典礼日前在北京举行。沈
阳出版社出版的《草木记》获得第
六届中华宝石文学奖。

《草木记》是一部贴近大地、
亲近植物的散文集，展现了作者
对植物的细腻观察和深刻思考，
是一部审视传统、致敬大自然的
作品。《草木记》曾获孙犁散文奖

等奖项，是教育部全国中小学图
书馆推荐图书，入选全国农家书
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曾获全
国城市出版社优秀图书奖、沈阳
市优秀选题奖。作者刘学刚为中
国作协会员，著有《食客辞典》《安
静的勇气》《路上的风景》《舌尖上
的节气》等作品。

中华宝石文学奖于 1990 年
设立，5 年一届，由中国作家协会
和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共同
主办。

散文集《草木记》获奖

新年伊始，在省文化演艺集团（省
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指导下，辽宁芭蕾
舞团在严格落实防疫措施前提下，组织
演员认真排练，为观众献上世界第25版

《天鹅湖》。经典芭蕾舞剧的艺术魅力是
永恒的，《天鹅湖》这部世界经典舞剧一
直备受各国观众喜爱。连续几年，辽芭
在年终岁尾或者新年伊始均为家乡父老
演出这部唯美的舞剧。不过，今年辽芭
为了满足观众的节日文化需求，克服了
许多困难，比如，按照防疫要求，辽芭演
员在密集排练阶段需要佩戴口罩进行。
这些年轻的演员并未因此叫苦喊累，每
一名演员都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力求为
观众献上完美的芭蕾表演。

《天鹅湖》于1877年在莫斯科首演，

该剧以优美的音乐、纯美的故事、优雅的
舞姿以及富有难度的舞蹈技巧深受各国
观众喜爱。辽芭此次上演的世界第25版

《天鹅湖》由享誉世界舞坛的舞蹈编导马
拉霍夫为辽宁芭蕾舞团量身定制。马拉
霍夫结合辽芭演员的条件，对该剧很多
舞段做了改良编排，无论是独舞、双人舞
还是群舞，既有古典芭蕾气质又有独特
风范，极具观赏性。这一版选择了凄美
的悲剧结局，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此版《天鹅湖》舞美设计简洁精致，
设计风格并不奢华炫目，目的是为了
衬 托 芭 蕾 演 员 在 舞 台 上 的 细 腻 表
演。相比以往版本较为暗沉的舞美
色调，新版《天鹅湖》采用了较 为明亮
的色调。

演员克服困难排练演出

连续两晚，辽宁芭蕾舞团 50 名演
员为观众献上了精彩的表演，此版《天
鹅湖》由敖定雯、李偲旖、张意坤、张海
东、王占峰、常斯诺主演。辽宁芭蕾舞
团精心安排主演阵容，以“芭蕾宿将+
新秀”的组合为观众呈现精美的芭蕾
舞剧。

观众非常珍惜这次观看芭蕾演出
的机会，尽管天气严寒，尽管受到疫情
影响，观众人数少于平时，但演出现场
的气氛依然非常热烈，观众沉醉于辽芭
演员精彩的表演中。演出结束后，掌声
经久不息。有观众感叹，感觉还没看

够，演出就结束了。
观众邓女士说：“受疫情影响，我好

久没欣赏到芭蕾，一直非常喜爱辽宁芭
蕾舞团的舞剧。新年伊始，能够看到辽
宁芭蕾舞团表演的《天鹅湖》好开心。
辽芭演员良好的表演状态、精湛的演技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演出体
现了辽宁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作
为观众，我觉得很感动。感谢文艺工作
者的坚守。”

辽宁芭蕾舞团演员们表示，即使只
有一位观众走进剧场，他们也会用全部
热情认真演好每一部舞剧。

观众珍惜欣赏节日演出的机会

核心
提示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1
月 4 日，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
心沈阳市演艺中心评剧院国家
一级演员冯子洋获得中国戏曲
十大青年领军人物荣誉称号。

经过 7 场比赛，冯子洋以优
异的成绩胜出。他在比赛中先
后 演 唱 了 传 统 戏《无双传》《回
杯记》选段，以及新编历史剧《孝
庄长歌》片段，受到评委与观众
好评。

中国戏曲十大青年领军人
物评选活动由西安广播电视台
等单位主办，由央视频等媒体平

台播出。
据了解，冯子洋先后师从评

剧表演艺术家郭贵臣、张德福，他
的评剧基本功扎实，唱功精湛，唱
念做舞俱佳。近年来，他主演了
17 部评剧传统戏、现代戏及新编
历史剧。冯子洋曾获得中国评剧
艺术节优秀表演奖，屡登央视舞
台。冯子洋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
会员、沈阳戏剧家协会理事，他不
仅从事评剧表演工作，而 且 还 致
力于评剧推广传承。多年来，他
坚守戏曲艺术，以多种方式传承、
创新评剧艺术。

冯子洋获
中国戏曲十大青年领军人物称号

芭蕾舞剧《天鹅湖》剧照。 本文照片由李明明摄

芭蕾舞剧《天鹅湖》剧照。

芭蕾舞剧《天鹅湖》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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