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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为积极响应省
委、省政府留“辽”过
年、共守安“宁”倡
议，落实省委宣传部

关于“我们的中国梦”——文化
进万家活动等工作部署，省文
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优势，
组织所属文化机构线上线下推
出优秀文化艺术作品，节日期
间开展六大板块80余项新春
文化活动，营造欢乐喜庆、文明
祥和的节日文化氛围，丰富群
众节日精神文化生活。

展览演出互动体验精彩不断

春节期间，省图书馆展览展示
厅、特殊群体服务区、少儿天地、多媒
体服务区、图书和期刊借阅区等正常
开放，省图书馆最新推出 5个展览和
7项线上活动。24小时自助图书馆正
月初一照常服务。

春节前夕，省图书馆举办的“我
爱你中国”——最美中国年画展为新
春佳节增添了喜庆祥和的气氛。“迎
新春牛年话牛奔前程梦中逐梦——
2021牛文化主题展”介绍了中国的牛
文化。省图书馆还专门为少年儿童
准备了多个展览。线上7项活动包括

“牛气冲天”迎新年——春节文化常
识有奖竞答以及举办两场讲座等。

省博物馆特别推荐六大特色展
览和10项常设陈列展览，创新推出春
节特色讲解活动。为满足观众的观

展需求，在省博物馆举办的“山高水
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延期
至3月28日结束。同时，省博物馆首
次以图片与文物相结合的方式推出

“牛转乾坤——辛丑牛年新春生肖文
物展”。省博物馆还推出“文·物——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教 育 展 ”等 5 项 展
览。此外，“明清瓷器展”等10个常
设陈列展览欢迎观众进馆参观。正月
初一至初四，省博物馆“集印章·贺新
春”等互动体验活动也期待您的到
来。初一至初六有“今年过年我‘宅’
沈，辽博陪您过大年”春节特色讲解
活动。省博物馆儿童体验馆将推出
两节“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系列
线上研学课程。

辽宁大剧院正月十五将上演开
心麻花喜剧《瞎画艺术家》。正月初
一、初三、初五线上推出3期《云剧场》
特别栏目——“迎新春 云看戏”。辽
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留‘辽’过年，

温暖回‘艺’”主题活动，在辽艺官方微
信公众号推出线上音乐会展播。辽宁
芭蕾舞团推出“文化进万家 新春芭
蕾线上展演”活动，将在线上展演《天
鹅湖》等 7 部世界经典芭蕾舞剧。辽
宁歌舞团正月初一至初八，线上播出
大型民族舞蹈精品晚会《舞与伦比》、

“国韵芳华暨辽宁民族乐团建团二十
周年音乐会”精彩片段。

丰富服务形式，广泛开展新春文
化惠民活动。省图书馆春节期间继续
开展“百万图书万里行”活动，将为基
层单位赠送 200 册期刊，并根据场地
为部分群众和官兵送去展览。春节
前夕，辽宁美术馆开展了“牛年送福”
快闪活动。春节期间，由辽宁美术馆
承办的“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第三届辽河情诗书画原创作品展”
将在线上展出。正月初五，计划开展

“金牛迎春——辽宁美术馆（辽宁画
院）优秀作品线上展”，并策划开展

“圆梦辽宁牛年有福——辽宁美术馆
（辽宁画院）牛文化线上作品展”。省
文化馆举办“群文艺术过正月，数字
资源展风采”2021年元旦春节系列群
众文化线上活动，达到春节期间“文
化输出不间断、艺术普及进万家”的
服务效果。辽宁文化云平台计划播
出历年辽宁省新年音乐会等节目以
及《辽河文明》专题片等，丰富广大观
众节日文化生活。

非遗展示展演活动丰富多彩

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春节期间
推出“非遗过大年文化进万家——辽
宁非遗展示展演系列活动”20 场，展

现辽沈大地的文化“年味”。
系列活动已经拉开帷幕，“视频

直播家乡年”通过短视频、直播形式
记录和展示“吃灶糖”“做豆腐”等丰
富多彩的年俗活动；“名家名段欢乐
年”在春节期间每天推出一场“云”
展演，京剧、评剧、曲艺名家齐聚线
上，各项非遗传承人联袂表演，让
观众“过正月、看大戏”；“专家开讲
文化年”邀请专家、传承人共话“我
们的节日”；“非遗年货幸福年”开
启以“金牛贺岁福运新春”为主题
的非遗购物节；“翰墨飘香吉祥年”
邀请省内知名书法家创作楹联、福
字，为社区百姓和各地村民送去节日
祝福；“心手相承中国年”展播《辽海
情韵——辽宁秧歌系列专题片》《国
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程》综述
片等。

在线举办
考古发现文物赏析活动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春节期间将
线上举办“考古发现精彩纷呈好戏
连台牛气冲天”过大年活动，将田野
调查、考古发掘、科技考古等工作成
果向全省人民推介，以图文并茂、短
视频的形式，为全省人民送上丰厚
的文化大餐。

省文博产业发展交流中心线上
开展“福瑞祥吉金牛耕春——旧藏
文物赏析”专栏，以介绍所藏“牛”年
系列文物艺术品为主，讲述中国民
间传统历史，引领民间收藏良性发
展,结合各大博物馆院文物，为大家
带来一场线上文化盛宴。

今年的春节在立春之后。查
了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沈阳白
天的气温都将在 0℃以上。这个
春节注定是暖的，尤其是回想起
上一个春节的严寒，暖意已经溢
满全身。

暖意流淌在大街小巷里。这
是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
的第一个春节，过一个富足的中
国年，是我们对自己过去一年所
有努力的奖赏。经济回暖，物畅
其流，备年货早已是不需要烦恼
的问题。疫情的风险阻挡不住人
们传递温暖的愿望，时不时就收
到亲戚快递来的年货，表妹在电
话里转达姑姑的意思，“过年就不
集中拜年了，收到年货就等于收
到祝福。”

暖意 流 淌 在 电 视 荧 屏 上 。
看春晚过大年，央视网络春晚和
几家卫视的春晚已经在小年夜
播出，热腾腾的气氛让人更加期
待春节期间的各种春晚。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主题作品展播活
动正在电视和网络视频平台火
热进行中，活动有一个很热血的
主题——“理想照耀中国”。很
多平日里无暇观剧的人都有自己
的春节观剧计划，上一部展播作
品《山海情》的轰动效应还在发
酵，很多朋友都要在春节期间补
看。而我想跟大家推荐的下一部
可追的剧集是《觉醒年代》，写的
是百年前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追
寻信仰之路，回望这条通往“开天
辟地”的觉醒之路、信仰之路，会
让我们在今天心生更多敬仰、更
多暖意。

暖意流淌在大银幕上。2020
年中国票房高达30亿美元，超越
美国的20亿美元票房表现，成为

全球最大的票房市场。元旦前
后，一批新年档电影陆续上映，

《送你一朵小红花》《温暖的抱
抱》，光从名字上看就觉得暖。春
节档会更暖，新闻中说，春节档大
年初一上映的7部大片总预售票
房已接近 5 亿元。这其中，好几
部都令我期待，《唐人街探案 3》
是去年春节被疫情拦下来的“意
难平”；《人潮汹涌》是拍摄过《你
好，疯子！》《无名之辈》的导演饶
晓志的作品；《刺杀小说家》，由

“铁西三剑客”之一的辽宁作家双
雪涛的同名小说改编，阅读原作
时我就很看好它。

暖意流淌在展览馆里。辽宁
省博物馆的“山高水长——唐宋
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从去年 12
月开展以来好评如潮，就在家门
口的高水平大展，是值得我们春
节期间用一整天的时间去细细欣
赏的文化盛宴。此外，还有辽宁
省图书馆的“迎新春牛年话牛 奔
前程梦中逐梦——2021 牛文化
主题展”等精美展览，同样是春节
文化生活的好去处。

暖意将更加欢快地流淌在
“云端”。对于很多“就地过年”的
务工人员来说，团圆虽没有出现
在现实里，却可以在心里、在手机
里，“云”上的拜年问候一样暖
心。跟着手机里的短视频博主学
学过年的新花样，在“云端”聆听
大气磅礴的跨年音乐会，也是不
错的选择。还可以线上观展，辽
博的“唐宋八大家”VR 线上展，
沈阳美术馆“南吴北齐的艺术世
界——吴昌硕、齐白石作品展”线
上展，都很不错。

借用林徽因的诗句，中国年
“是夜夜的月圆”“是一树一树的
花开”“是爱，是暖，是希望”。

这个春节是暖的
高 爽

今年的春节因疫情防控需要，有
些外来务工者要留辽过年。他们可
能是装修工、环卫工，可能是商场的
营业员、饭店的服务员，还可能是外
卖小哥、汽车维修工。在作家商国华
心里，这些务工者是一个值得尊敬的
群体。如何让他们在共建共享发展
中有更多获得感，也是社会应当关注
的。于是，他开始提笔创作诗歌《除
夕密码》，感谢这些过年不回家的异
乡人。

商国华从部队复员后，一直在沈
阳市铁西区工作，现任铁西区文联主
席。他以作家的敏锐以及责任担当，
注视着这片热土，积极投身工业题材
文学创作，运用多种文学体裁展现铁
西区工业发展历程。商国华注视着外
来务工者的生存状态，他们的艰辛、苦
恼、憧憬与快乐始终牵动着他的心。
20年前，商国华写过一首诗歌《打工仔
的月亮》，诗中写道：“归乡团聚的梦/
却一次次复印成空/打工仔的月亮/一

半在天涯/一半在家乡/天上有多少星
光/地上就有多少张望……”这些年，
他看到周边很多当初只身来到沈阳的
打工仔通过创业、拼搏，已脱贫致富成
了小老板，并带领更多的人脱贫致富，
由此触动他再度为他们创作了这首

《除夕密码》。
商国华说，春节来了，谁不想跨

越千山万水归乡过年？受疫情影响，
很多人不能返乡。让人充满敬意的
是，这些务工者既留之，则安之，让
人看到了他们的敦厚善良，爱家、爱
国的情怀。过年团圆是一种传统，
团圆就是除夕的最基本的密码，怀

揣深情和感动，他又写道：“归家团
聚也好/视频遥祝也罢/祝福爹妈身
子骨平安/就是除夕密码的全部内
涵”，以此表达儿女对父母的孝心，
也承载着中国传统最深刻的美好祝
愿和文化基因。

《除夕密码》写好后，商国华立马
发给了他的老友王余昌。10 年前商
国华创作的诗话情景剧《我们走在
大路上》，王余昌就在剧中扮演主人
公老铁师傅。71 岁的王余昌，是辽
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国家一级演
员，多年来，他以革命英烈事迹为主
线创作诗歌，用声音塑造了一个个

可歌可泣的革命者形象。当时，王
余昌正在医院照顾病重的老伴儿，
读过这首诗后非常感动，就早早地起
来在医院走廊一个安静的地方把这首
诗朗诵出来，用手机和随身听录下。
连续朗诵两遍，直到满意才将录音发给
商国华。

诗朗诵《除夕密码》m4a 上线后，
被多家微信公众号转发，感动了无数
网友，被誉为是一首应时、接地气、充满
浓浓思乡情的好作品，朗诵者的情感
完全融入作者的情感之中，在《春节序
曲》音乐的衬托下，感恩更感人。有人
留言，“温暖乡情，浓烈年味，中国旋律，
时代赞歌”。

商国华说，相隔 20 年，他创作的
《打工仔的月亮》和《除夕密码》姊妹
篇，从中折射出外来务工者生活状况
及人生命运的改变，但不变的是他们
对家乡的眷恋、对父母的思念、对祖
国的热爱，他们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值
得赞美的人。

《除夕密码》网上热传

给留辽过年的务工者吟一首诗
本报记者 赵乃林

2月9日, 由省书法家协会主办
的“辽宁书法名家新春论坛笔会暨现
场创作春联福字——致敬平凡勇士”
公益活动启幕。活动现场，书法家满
怀激情地创作出一批春联作品，赠送
劳模、民警、基层公务员、铁路交通一
线人员、医务工作者、志愿者代表，表
达敬意与新春的祝福。

此次活动不仅有老一辈书法家聂成
文、姚哲成、王贺良、宋慧莹，中年一代的
省书协主席团成员李琳、卢林、赵立新、
师索民，还有刘红卫、郭德军、陈洪普、
李京臣、牟小萌等青年书法家。他们现
场写“福”字送春联，送祝福。

省文联副主席、省书法家协会主
席胡崇炜说，“送万福进万家”，是省
文联、省书法家协会的品牌项目。15
年前就开始举办书法家“送万福 进
万家”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组织全省
广大书法家、书法工作者，成立书法
小分队，深入厂矿、工地、农户、社区、
边防哨所、贫困家庭，开展送“福”字、
写春联、书“家风”活动。15年间从未
间断，让浓浓的墨香伴着春风远播千
家万户。

今年，受疫情影响，下基层送春
联活动转为线上活动。1月 27日，省
文联、省书协在线上举办了“文化进

万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迎新春·颂党恩’春联展览”活动，分
6期展出 150余副作品。省书协秘书
长李琳说，今年与往年不同的是，首
先举办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辽宁2021年迎新春春联征集”活
动，吸引了全国 500 多人参加，征集
1000余副春联，评选出 150余副优秀
春联，在线上展出。往年都是书法家
下基层面对面为老百姓写春联，今年
书法家在家里先写好，之后，由省文
联、省书协统一送到抗击疫情一线医
务人员、劳模、农民、市民手中。

在做好疫情防控情况下，此次活

动和 2 月 8 日的“投资辽宁、文化拜
年”公益活动是“文化进万家·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迎新春·颂党
恩’春联展览”活动的延续。

“投资辽宁、文化拜年”公益活动
是省商务厅与省文联共同发起的文
化助力辽宁优化营商环境之举。活
动由胡崇炜开笔，之后，李琳、卢林、
师索民、赵立新、李京臣、张殿忠、王
军轩、陈洪普、刘云生等书法家挥毫
泼墨，洋溢着新年喜气的福字和春联
跃然纸上，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传统习
俗。此次公益活动深受投资辽宁的
企业家欢迎。

喜庆的春联福字写起来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欢庆新春佳节，沈阳文博场所推
出多项展览，观众从中既可了解
传统文化，又能体味浓浓的年味。

沈阳故宫推出了“贺岁迎春”
系列线上展览。展览以吉祥文字
为主题，遴选沈阳故宫馆藏带有
福、寿、吉、喜文字的精美文物，进
行深入解读，展示古人对吉祥与
福寿双全的祈盼。同时，还展出
了典雅雍容又寓意美好的“清乾
隆款粉彩九桃瓶”“镂月裁云——
院藏清代宫廷雕刻精品展”“盛世
典藏——沈阳故宫博物院藏国宝
展”“曾在盛京——沈阳故宫南迁
文物特展”“清前三京——兴京
东京 盛京展”“乾隆在盛京文物
特展”“清前历史陈列”“清代宫廷
钟表展”等。

张氏帅府博物馆推出多个
线上线下主题展，有“帅府 3D 展
馆”“帅府数字文物展”“百年张
学良陈列展览”“张作霖与张氏

家族展”等。沈阳金融博物馆推
出金融 720 度全景展厅、金融馆
3D 展馆、金融馆基本陈列展览、
金融馆 4 项系列临展、金融馆

“纸醉金迷”巡回展等线上、线下
展览。

到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观
众除了可以欣赏常设展览“沈阳
历史源头”“新乐遗址出土偏堡子
文化和新乐上层文化文物展”，还
可以看到“重温红色经典，感悟爱
国情怀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电影海报专题展览”。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将
在线上推出“中共满洲省委百位
英雄人物专题”“缅怀英烈三分钟
线上讲解”等三大活动。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
陈列馆将在线上推出“新中国沈
阳审判系列故事”。

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
列馆将在线上推出“抗日战争中
的国际友人展”等。

沈阳文博场所
春节期间推出多项展览

2021迎新春·文艺汇

80项文化活动陪您过大年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杨 竞

“你那张攥出了汗渍的车票/揉搓着归心似箭/你翻看
日历时窃笑的眼神/回放着爆竹飞花的斑斓/你时不时拱动
的舌尖/回味着妈妈端来的年夜饭……”在牛年除夕即将到
来的时候，一首被制成m4a的诗朗诵《除夕密码》开始在
沈阳众多的公众号上流传。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2
月 9 日晚，群口相声《牛转乾坤》

《酒令》、相声《报菜名》《新婚快
乐》《评书趣谈》等节目在鼎泰茶
社上演。沈阳鼎泰乐和艺术团

“新春演出季”活动正在进行中。
2 月 4 日晚，鼎泰乐和艺术

团举行了“新春演出季”首场演
出 ——2021 年《天南地北过小
年》相声专场。演员把家乡话、家
乡事、家乡情融入相声中，给观众
拜年，受到热烈欢迎。考虑到留
沈过年的外地观众需求，沈阳鼎
泰乐和艺术团将于大年初三开
箱，增加下午场演出。沈阳鼎泰

乐和艺术团团长史艳芳表示，“我
们精心编排了节目，希望高质量的
相声演出能陪大家过一个欢乐、祥
和、喜庆的春节，让更多人感受到
沈阳浓浓的年味和文化味。”

鼎泰乐和艺术团的名誉指导
杨振华将参与“新春演出季”活
动。作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沈阳
相声的代表性传承人，杨振华虽
已年逾八旬，但仍笔耕不辍，心系
相声的未来，始终把现实生活作
为自己创作的源泉，对新生事物满
怀热情、勇于尝试。正月十五晚，
杨振华将带着自己最新创作的相
声作品，和观众一起欢度元宵节。

杨振华参演“新春演出季”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线上看展、随时观展，沈阳美术馆
拟上线数字展示项目。项目建成
后，或与线下展览同步展出，市民
足不出户就可以随时观展。

据介绍，沈阳美术馆上线数
字展示项目，一是可以让市民观
展更便捷，二是可以让全国各地
的观众都能看到沈阳的美术展，
让大家欣赏到辽沈地区的艺术作
品。今年，沈阳美术馆已开展 4
次线上美术展，一些大型线下展
结束后，再转移到线上开展。线
上数字展示项目与线上美术展不
同之处在于，数字展示项目可与
线下美术展同时展出，当观众觉

得线上看展不过瘾时，可以选择
线下看展。无论是数字展示项目
还是线上美术展，都不只是简单
的转换形式，而是借助网络优势
和网络传播特点，重新打造展览，
增添新内容、采用新编排、运用新
技术，使展览更精彩。据悉，今年
7 月，沈阳美术馆将举办为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筹备的

“大好河山”美术展，美术展将邀
请各地区知名画家参与，以山水
画的形式展示辽沈地区的大好河
山。10月，沈阳美术馆将举办绣
片展，进一步挖掘辽沈地区的深
厚文化底蕴。这些展览也将在线
上展出。

沈阳美术馆
计划上线数字展示项目

京剧《二子乘舟》剧照。（沈阳京剧院供图）

辽芭在春节期间推出线上展演。（辽芭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