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新乐遗址展”在西安开展——

向省外系统展示“新乐文化”
本报记者 杨 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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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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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西安半坡博
物馆和沈阳博物院、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
馆共同主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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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展出的125件（套）
文物，用11个单元向观众系统
展示了新乐先民的生产与生
活状况，为了解辽河流域文明
这一中华文明发展路径上的
重要支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
例证。

新乐遗址的发现，填补了
辽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
时代文化的空白，并把沈阳地
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从原来
的5000年前推到7000年前，
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在史学界
被命名为“新乐文化”，具有较
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独
特的文化艺术价值。

此次展览选取代表新乐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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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件（套）文物。观众可以
通过这些文物了解辽沈地区古代人
类的生产与生活情况，展现了先民的
聪明才智和古代文明的发展进程。

曾阳说，沈阳新乐遗址是我国北
方地区一处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社
会时期的聚落遗址，距今已有 7000
多年的历史。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黄
河北大街龙山路、新开河以北的高台
地上。自 1973 年发现遗址以来，经
过 6 次考古发掘，出土文物 3000 余
件，发掘半地穴式建筑房址 50座，确
认这一地区存在上、中、下三种文化

类型。上层文化以磨制石器和素面
陶器、鬲、甗等为主要代表，距今约
3000 年至 4000 年。中层文化，以磨
制石斧、细石器和附加堆纹陶罐、壶、
钵为主要代表，距今 5000 年。下层
文化，以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
器、煤精制品、压印“之”字纹深腹罐
为主要代表，距今约7000年。

新乐文化层还出土有玉器、骨
器、斜口器、高足钵、碳化谷物、赤铁
矿石等遗物，其中一件碳化木雕艺术
品，雕刻的线条及纹饰流畅，抽象化
的图案更是举世罕见。此次，这件
碳化的木雕艺术品也在西安展出，
它出土时已断为三截，长 38.5 厘米、
宽 4.8 厘米、厚 1 厘米，由嘴、头、身、

尾、柄五部分组成。除柄为圆柱形
外，尾部以上均为扁平状。图案是
由圆目、弯喙、菱形花纹的身体、细
长的尾构成。在雕刻技艺上，刀法
娴熟，线条流畅，形态独特，充分展
示了新乐先民高超的雕刻技艺和审
美艺术。

曾阳说，新乐文化有很多未解之
谜，如新乐人的祖先是谁？新乐遗址
与阜新的查海遗址是同一族群留下
的遗迹吗？创造新乐中层文化、上
层文化的人是下层文化创造者的子
孙吗？新乐人的玉器、煤精从何而
来？新乐人的墓葬究竟在哪儿？新
乐人最后到哪去了？这些都有待我
们研究。

▶碳化木雕
充分展示了新乐先民高超的雕刻技艺和审美艺术

因工作关系，前几日，笔者致电
四川省眉山市的“三苏祠”博物馆。
事宜沟通结束，刚刚放下手机，“嗡嗡”
两声，一条来自这家博物馆的短信息
就显示在了笔者手机屏幕上，“感谢致
电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地址……”话
语简短，但却让人心中生暖。那种
感觉就像你和一位朋友分别，当你
渐行渐远，猛地一回头，却见朋友仍
驻足原地、面带微笑地向你不停挥
手告别一般。笔者并没有实地到访
过“三苏祠”，除了知道它是苏洵、苏
轼和苏辙的故居外，对这家博物馆
的其他信息全然不知，但就是这条
短信息让笔者对千里之外的“三苏
祠”好感顿生，一下子拉近了笔者与
这处名人故居的心理距离，这就是
精细化服务的魅力。

长久以来，人们大多看重博物
馆、展览馆等文博机构的文物展示
功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它们的服务
功能。实际上，带有温度的精细化服
务对一家文博机构而言绝不可小觑。
因为观众在观展中感受到的人本理
念、暖心服务，都会累加在知识的收
获上，让头脑充盈的同时，让心情也
会同时充盈起来。先以辽宁省博物
馆正在举办的“山高水长——唐宋
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举例子。这一
次，正是因为辽博以人为本，从枯燥
的文物展示中抽身而出，跳离了原
来的策展思路，把“文物展”变为“文
化展”，才能吸引省内外众多观众源
源不断地前来观展。

最近两年，包括辽宁省博物馆
等在内的省内文博机构纷纷将自家

展览搬到首都北京、搬到其他省份，
送展“上门”，消除了其他地区群众
长途跋涉来辽宁观赏文物的不便，
让收藏在辽宁的文物全民同飨、全
国共享，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人本理
念的具象体现。再比如，最近几年，
一大批集合了声、光、电的高科技展
陈展示设备在我省各个博物馆中的
大范围应用，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
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存、书
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而且极
大提升了展览的生动性、趣味性，让
观众意犹未尽，流连忘返。

上述种种变化都在说明，人本
理念看似无形、貌似不可量化，但实
际上，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次
展览和一家文博机构的声誉。正因
如此，文博机构更需要多多换位思
考，提供更多精细化、暖人心的服
务，比如，针对外国观众可否提供多
语种讲解？对那些前来参观的聋哑
观众可否提供手语讲解？再比如，针
对首次到访的观众，为了避免他们面
对众多文物茫然无措，可否提供一份
量身定做的观展建议书，等等。

总之，只要文博机构站在观众
角度设身处地地去思考、去探索，
一定还会挖掘出更多令人如沐春
风的服务举措。走进博物馆，就是
走进历史深处，就是站在空间与时
间的双节点上与历史隔空对话。
在这个过程中，观众既希望在枯燥
的文物中找寻到历史温度，又希望
在观展中找寻到现实温度。对文
博机构而言，这是一道需要时时思
考的必答题。

由一条暖心短信息想到的
朱忠鹤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中国年画：悬挂的风景》日前由沈阳
出版社出版发行。

年画是中国寓意吉祥的一种
表达，是民众审美取向的呈现，也是
中国社会历史、生活、信仰和风俗的
反映。这本书以中国年画为蓝本，
深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借此传
承并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该书
选取了中国古典文学百花园里经典
且影响深远的古代名著、传说和童

话故事入画入文，作者以周柏生等
多位已故著名画家的同题材作品为
主，以旧版书影、连环画封面点缀，
将 100 部经典凝结在一起，以散文
诗的形式，将图画故事重叙，形成近
似于曲词风格的短文，具有较高的
艺术欣赏价值和文学价值，也是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再创造。本
书作者赵冬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已在国内40多家出版社出版小说、
散文、诗集50多部。

《中国年画：悬挂的风景》出版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金
牛迎春，掌上精彩。大连市文化馆
日前在线上推出“众志成城牛起
来——2021 迎春特别活动”，以多
彩的线上文化活动，为市民营造迎
接新春佳节的喜庆氛围。

此次推出的各类线上文化活动
丰富多彩。有“掌上学艺术”活动，由
市文化馆专业教师为市民进行各艺
术门类的培训辅导；有“掌上看演出”
活动，为市民推出精彩的线上春晚和
线上“村晚”；有“掌上赏作品”活动，
为市民奉上各艺术门类的作品欣赏；

有“掌上看春联”活动，带市民线上看
优秀牛年春联作品展；有“有才你就
来”活动，推出市民自己的作品，由专
业教师为作品进行点评指导；有“百
首大连原创歌曲展播”活动，请市民
欣赏百首大连原创歌曲，并为自己喜
欢的作品点赞、投票。此外，“年味非
遗”活动也在线上推出，有“舌尖上的
年味”“指尖上的年味”“大连春节习
俗”“非遗专题片展播”等，这些活动
弘扬大连本地传统文化，通过“年味
非遗”的方式，带领市民过好充满文
化气息的新春佳节。

大连线上推出
“2021迎春特别活动”

日前，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考古
学系与阜新市博物馆联合举办了以

“让考古学走近公众”为主题的公众
考古实践活动，昔日小众的考古活
动来到市民身旁。

记者了解到，本次活动以 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考古学系对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他尺
西沟遗址的发掘成果为基础，举办

“他尺西沟遗址”主题文物展览、专
题讲座及专业体验等一系列近距离
接触和体验考古的活动。辽宁大学
历史学院考古学系教授陈山告诉记
者，此次活动旨在承担起“向公众宣
传考古成果、普及考古知识、提高全
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弘扬中华优
秀历史文化”的责任，将考古工作的
全貌更真切地展现于公众面前，让
其感受到考古学的真实、历史的厚
重以及中华文化的绚烂。

在阜新市博物馆举办的“他尺西
沟遗址”主题文物展览中，公众观展
可以全面了解 3 年来遗址的发掘情
况，从图片上可以看到考古工地的现
场、遗迹的分布、发掘的经过；听专家

与现场发掘人员讲述考古发掘的过
程；识别先民的墓葬、房址，看到7000
年前的聚落。现场部分石器、修复后
的陶器让公众真切地了解到日常用
具的历史与变迁。

在考古体验活动中，公众可以
参观文物库房，看到文物出土时最
初的样子，了解“破陶片”的前世今
生，领略远古文物的朴素之美；可以
参观出土文物的整理与修复，听到

关于当下众多科技考古的新方法以
及对陶片上肉眼不可见新知识的讲
述；同时参观重大发现之外的考古
日常修复整理工作。公众还可以了
解到，面对数不清的陶片，考古工作
者如何不知疲倦、满怀热情地做好
枯燥的拼对与复原工作。在活动
中，阜新市博物馆志愿者亲手体验
陶器的拼对与复原，从中获得更直
接的体验。

本次阜新市博物馆与辽宁大学
历史学院他尺西沟遗址发掘团队合
作的一系列公众考古活动，让公众
亲眼看到展厅内展陈文物的发现、
发掘过程，由看见到实践，由听说到
思考，唤醒公众的保护意识，激发公
众的考古热情，从而获得公众对考
古事业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为公
众开启了一扇纵深眺望当地历史和
走进真实考古现场的大门。

陈山说，无论是城市历史文化
的传承，还是文物的保护、修缮和活
化，只有将这方水土的考古大门向
市民敞开，才能使其历史文脉和城
市记忆绵延不绝。

唤醒保护意识 激发考古热情

把考古实践活动办在大众身边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文并摄

本报讯 记者杨竞 王臻青
报道 电视剧《爱的厘米》正在热
播，这部电视剧取景地在沈阳，盛京
大剧院、浑河两岸、青年大街等沈阳
诸多地标性建筑和街区在剧中频频
呈现。

不仅如此，《爱的厘米》出品
人、制片人也都是沈阳人，男主角
佟大为是辽宁抚顺人、女主角佟丽

娅是“沈阳媳妇”。制片人俞霈也
是沈阳人，他为拍这部电视剧第一
次真正走遍了沈阳的各条街路，他
说，沈阳的变化真是太大了，这里的
现代化程度、城市面貌让人耳目一
新。盛京大剧院、奥林匹克公园、科
技馆等地标建筑，在其他影视作品里
呈现不多，这次我们争取给观众带来
全新的观感。

《爱的厘米》呈现沈阳新面貌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人心齐，泰山移。同心同德守阵
地，家家户户守秩序……”近日，抗
疫主题歌曲《人人都是战疫的旗》在
沈阳创作完成。

面对沈阳突发的疫情，辽宁作
家商国华一直密切关注，他希望为
抗击疫情尽自己的一分力量。他被
沈阳人民在抗击疫情中一幕幕感人
的场景、一件件感人的事迹深深感

动着，很快完成了《人人都是战疫的
旗》的歌词创作，并联合作曲家黄华
桥，完成了歌曲的全部创作工作。
近期将进行录制并在全市播放。

商国华表示：“作为文艺工作者，
我们希望通过歌曲鼓励全市人民自觉
加入到战‘疫’前线，人人为沈阳抗击
疫情作出应有的贡献。只要人人都成
为战‘疫’的一面旗帜，万众一心，众志
成城，便一定会赢得胜利。”

歌曲《人人都是战疫的旗》创作完成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曾阳
介绍，此次展览的 11 个单元，包括

“文明曙光-地球家园”“日出而作-农
耕与采集”“渔猎荒泽-捕鱼与狩猎”

“畔河而居-聚落与生活”“凝土成器-制
陶与使用”“鸾凤歌舞-图腾与崇拜”

“远古华装-衣着与服饰”“玄妙莫
测-煤精与石墨”“新乐文化-未解的
谜题”“ 新乐遗址出土偏堡子文化、
新乐上层文化文物展”等。

使用火是人类迈入文明时代重
要的标志，但对于远古先民来说，如
何保存好这“星星之火”，并将火种
传给更多需要的人，是一项技术难
题，而 7000 多年前生活在东北沈阳
地区的先民们解决这一问题的工
具，就是此次展出的一件造型奇特

的陶器。这种器物是辽沈地区史前
文明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学界
称之为“斜口器”，也有人称之为“簸
箕形器”或“异形器”。它敞口、斜壁、
小平底，斜口呈“心”形或“门”形，整
体为箕状。

虽然它很像簸箕，却不是用来收
集杂物的，而是以取火、载火、传火方
便为目的而设计的——它多出土自火
塘遗存旁，斜口设计不仅有利于火苗
的采集，而且还能让器皿中保存的炭
火与空气中的氧充分接触，从而更好
地起到助燃的作用，使火种能在较长
时间里保持半燃烧状态。可以想象，
在东北寒冷而漫长的冬季里，一簇簇
火苗正是依靠着这一“神器”点亮了
更多的火塘，温暖了更多的先民。

▶“斜口器”
温暖了更多的先民

木雕艺术品

斜口器

1 月 7 日，记者从大连杂技团了
解到，1月1日至23日，大连杂技团赴
江苏、浙江、江西、广西等地演出杂技
剧《胡桃夹子》，陆续在杭州、南昌、南
宁、昆明等10个城市演出10场。

大 连 杂 技 团的《胡 桃 夹 子》自
2008年 9月首演以来，至今已在国内
外演出近 600场，2009年该剧成为中
国文化出口重点项目，已在亚洲、欧
洲、美洲巡演十余年，好评如潮。此
次，大连杂技团携《胡桃夹子》开启为
期近两个月的国内巡演，为各地观众
献上精彩演出。

德国文学家霍夫曼创作的儿童
文学作品《胡桃夹子与鼠王》家喻户
晓，俄罗斯音乐大师柴科夫斯基根据
这部文学作品改编的芭蕾舞剧《胡桃
夹子》已成为经典作品，在世界各国
久演不衰。大连杂技团将《胡桃夹
子》搬上杂技舞台，受到了国内外观
众的喜爱。

《胡桃夹子》讲述的是一个天真

可爱却孤独无助的小女孩玛莎得到
一个胡桃夹子玩具。夜晚，她梦见这
个胡桃夹子变成了一位王子，带领她

和一群玩具同老鼠兵作战。获胜后，
王子又将她带到一座仙山，受到糖果
仙子的欢迎，与小伙伴们一起快乐地

参加聚会。在魔术师的帮助下，小女
孩战胜自我，告别孤独，用爱与勇敢
的力量击败邪恶。这个童话故事彰
显了爱的力量以及勇气的可贵。

大连杂技团在尊重原著的基础
上，创造性地将这样一个充满浪漫色
彩的童话融入多种杂技技巧。杂技
剧上半场运用了单手顶、晃管、花
盘、单车等技巧，下半场运用了绸
吊、软钢丝、空竹、水流星、钻圈、对
手芭蕾等技巧。《胡桃夹子》首次运
用中国杂技艺术诠释演绎西方芭蕾
经典作品。杂技剧《胡桃夹子》综合
运用多种艺术手段，以杂技为主体，
以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为补
充，颇具创意。

大连杂技团成立于1951年，是我
国成立较早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杂
技艺术团体之一。多年来，大连杂技
团不断创新，创作了一大批观众喜闻
乐见的杂技剧，这些作品题材丰富，
观赏性强，备受国内外观众好评。

十余年在国内外演出近600场

杂技剧《胡桃夹子》再启国内巡演之旅
本报记者 王臻青

公众考古实践活动现场。

“辽河畔史前文明之花——沈
阳新乐遗址展”展览现场。

杂技剧《胡桃夹子》剧照。 大连杂技团供图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1
月7日，“方寸乾坤——盘锦印社迎
新春篆刻作品展”在盘锦市图书馆
启幕。盘锦印社的 17 名篆刻艺术
家参展，他们的作品呈现出多种风
格，体现出近年来盘锦篆刻艺术的
成果。据了解，本次展览由盘锦市
书法家协会、盘锦印社、盘锦市图书
馆联合主办，是盘锦市公众审美教

育系列展览之一。
中国篆刻艺术入选 2009 年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独具魅力的篆刻
艺术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喜
爱。据悉，盘锦印社多年来积极组
织各种题材的篆刻艺术创作，并在
线上线下展出，得到全市篆刻艺术
家的积极响应。

盘锦举办“迎新春篆刻作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