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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百牛图”“团花窗”“柿柿如
意”……走进正在举办“沈阳第四届
剪纸节”活动的沈阳市皇姑区文化
艺术中心，新春的喜庆气息溢满了
这个剪纸的艺术世界。偌大的“福
字墙”更是成了市民的打卡地，人们
纷纷拍照、录视频，还有人从墙上取
个“福”字带回家。

来自山东农村的务工者荀洪华
今年第一次在沈阳“就地过年”，得
知文化艺术中心举办剪纸节活动，
一家三口特地赶来观展，没想到在
此还看到了山东作者的剪纸作品，
全家人在作品前合影留念。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展出的作
品中，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的《强国梦》，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友善》，有中华优秀传统民
俗等题材作品《挂红灯》，也有歌颂抗
疫英雄题材的《逆行者》，还有展现沈
阳悠久历史文化的《文明摇篮 盛京起
源》等。一幅7米长、2米宽的巨型剪纸

《百牛图》引人注目，这是吉林省长春
市中学教师姜玉娟历时近一年时间的
心血之作，画面里的福牛不止百头，需
要观众细心寻找。

策展人张敬轲告诉记者，本届
剪纸节共征集到 2000 余幅剪纸作
品，参与者达500余人。创作者中有
80 岁高龄的非遗传承人，也有 4 岁
的剪纸爱好者；有著名剪纸艺术家，
也有热衷于剪纸艺术的民间艺人和
爱好者。创作者来自辽宁、山西、陕
西、吉林、黑龙江等10个省份。各地

作品地域特色浓郁，如具有北方粗
犷豪放技法的《金牛献瑞》，也有来
自四川、陕西展现精雕细刻技法的

《家风》等作品。
沈阳市非遗传承人冯元平今年

64 岁，已连续 4 届参加剪纸节。他
指着自己创作的剪纸作品《九牛图》
介绍说，他在牛身上特别设计了牡

丹、荷花、菊花、梅花等具有四季特
色的元素，期盼牛年里人们四季平
安、牛气冲天。

漫步展区，剪纸作品类别丰富，
纸艺衍生品荟萃，令人目不暇接，不
仅有单色剪纸、套色剪纸、分色剪
纸，有掐纸、折纸、衍纸、刻纸、撕纸
作品，而且满族剪纸、立体纸、纸壁
挂、堆纸作品也出现在展览中，更有
日本和纸作品首次亮相剪纸节。冯
元平特别强调说：“剪纸的类别非常
广泛，不要认为只有用剪刀剪的才
是剪纸，手撕、堆积出来的纸雕艺术
都属于剪纸范畴。”

剪纸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沈阳市就有市级以上剪纸类非遗
项目13项，市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14
人。从2018年开始，沈阳剪纸节已连
续举办四届，不仅展示了沈城非遗传
承人及剪纸爱好者的高超技艺，而且
汇集了来自全国的优秀剪纸作品。
一幅幅精美的剪纸作品展现了各地
优美的自然风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
独特的民族风情，剪纸节成为剪纸爱
好者和市民期盼的一个节庆活动。

2000幅剪纸作品汇集第四届剪纸节

“福字墙”成了市民打卡地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文并摄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沈
阳交响乐团近日将赴湖北武汉，与
武汉爱乐乐团共同上演“北国之春”
专场音乐会，演奏深受观众喜爱的
本土原创作品——交响曲《史诗·西
迁》，开启沈阳交响乐团 2021 年国
内巡演第一站，此举也是城市间文
化艺术交流的新尝试。

近年来，以“双城会”形式的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风起云涌，交响乐
团作为城市名片，把代表城市最高
水准的原创交响作品推向全国的同
时，也充分展示了开放的大都市的

精神风貌。交响曲《史诗·西迁》是
沈阳市委宣传部“2020 文艺精品创
作”扶持项目，由本土作曲家陶承志作
曲，2020年沈阳首演受到国内外业界
以及观众的普遍赞誉。作品反映了生
活在关东大地上的锡伯族，告别黑土
地，不畏艰险前往新疆戍边，在中华
民族历史上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
诗篇，熔铸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今年，沈阳交响乐团还计划赴
北京、西安、青岛等地巡演，通过巡
演让全国更多观众了解沈阳悠久的
历史文化。

沈阳交响乐团以原创交响曲
《史诗·西迁》开启国内巡演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由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辽宁省
文化资源建设服务中心）精心打造
的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辽河文
明》，2月24日起在“辽宁文化云”平
台线上播出。

历史文化纪录片《辽河文明》
以考古发掘为线索、出土文物为佐
证，将辽河流域从原始社会开始的历
史进程与文明发展历程向观众娓娓
道来。

辽宁省文物局专家组组长、红
山文化研究专家郭大顺说，辽河流
域 是 中 华 文 明 的 重 要 发 源 地 之
一。上世纪 80 年代辽西发现 5000
年前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址，
考古学界推断，这一重大发现将中
华民族文明史提前了 1000 多年。
这部纪录片介绍了辽宁省境内辽
河流域文化起源及发展演变的历
史，是第一部辽宁文明史纪录片，
将带观众走近辽河文明。

历史文化纪录片《辽河文明》
“云”上开播

作为沈阳人的集体记忆，老北市
在沈阳有着特殊地位。随着元宵佳节
的到来，老北市民俗老街大集也进入
尾声。各种各样的年货装点了节日气
氛，大集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有人
到这里买年货、赏民俗；有人到网红拍
照地直播打卡；还有人只是沉浸其中，
被传统风情吸引。值得一提的是，沈
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在北市场
设立了“万盏心灯福耀盛京”祈福打卡
地，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打卡。

占地 400 平方米的红色地台上，
5.6 米高的“心灯”散发着温暖的光芒，
LED大屏和分立“心灯”四周的屏幕交
相辉映……这里不仅可以拍照留念，还
可以通过AR技术放飞专属于自己的

“心灯”。市民扫描二维码即可进入祈
福程序，可输入心愿，放飞“心灯”，并拍
照分享。“心灯”在AR科技赋能下，给大
家带来了有趣的沉浸式体验。

北市场：到“万盏心灯福耀盛
京”打卡地祈福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2
月25日，由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
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辽宁省教
育厅联合主办的“唐宋八大家”博物
馆公开课在线上推出，主讲人为“山
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
展”策展人、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
宝厚，他讲述了国宝背后的传奇故
事，带领中小学生和广大网友走近

“唐宋八大家”的文学世界。
正在辽宁省博物馆举办的“山

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

展”，展出众多国宝级文物。“唐宋
八大家”的很多作品，比如《醉翁亭
记》《捕蛇者说》《小石潭记》等是中
小学语文教材中的重点古文篇目，
其中很多还是必背篇目。本次公
开课，主讲人在重点展示书法、绘
画、古籍、碑刻拓片等文物的同时，
充分运用互联网传播手段和数字
影像技术，讲述“唐宋八大家”丰富
的人生历程，帮助学生们了解他们
的文学、书法、绘画造诣，感知他们
的人格魅力。

辽博推出“唐宋八大家”公开课

多场地举办2021新春灯会活动——

为百姓打造一个文化元宵节
本报记者 杨 竞

2 月 24 日，沈阳市沈河区图书馆
内，一排排五颜六色的原创灯谜吸引
了众多读者驻足。以“唱响新时代 百
年铸辉煌”为主题的新春猜灯谜活动，
在沈河区图书馆一楼大厅、四楼阅览
室、五楼社科借阅室展开。在猜字、猜
成语、猜俗语现场，读者有的自己默默
思考，有的和身边的朋友轻声探讨，猜
到谜底的则赶紧去登记处对答案领奖
品……大家其乐融融，共同体验灯谜
带来的乐趣，处处洋溢着浓浓的闹元
宵的文化气息。

围绕活动主题，现场共挂出 300
余条谜语。值得一提的是，活动还邀
请了省灯谜协会与省级非遗项目——
沈阳民间传统灯谜传承人吴德显携手
创作，将谜语融入历史知识。参与读
者表示，灯谜集趣味性、知识性于一
体，让大家乐中有学，也感受到了浓浓
的节日氛围，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独
特魅力，加深了对历史知识的了解。
据工作人员介绍，此次猜灯谜活动还
开展了线上部分，与线下活动同步持
续至 2月 26日，读者可关注沈河区图
书馆微信公众号参与。

图书馆：
挂出300余条灯谜

中街·盛京龙城 2021 新春灯
会在汗王宫广场、北中街路等古色
古香的特色建筑空间营造了福运
满满、欢乐融融的气息。灯展特邀
高级工艺美术师、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万松涛担任灯会的总设计
师。邀请 50 余位非遗传承人用
625个小时手工制作了数千盏新春
花灯，同时还与 80 后新锐艺术家
孙东旭合作，将国潮精灵人偶融入

灯展之中，引领非遗文化与新锐国
潮的碰撞与融合，为市民打造一处
沉浸式唐风国潮艺术灯展。

呈现于汗王宫广场的“福牛入
梦”主题灯饰，是本次灯会的核心亮
点。8米高的金色“福牛”驾着金色祥
云腾空而起，市民触摸灯饰的福袋，

“福牛”便会通过智能感应AI向触摸
者送上新年祝福，内容风趣且种类繁
多。在触摸福袋的同时，“福牛”还会

变换多种颜色，极具视觉震撼。作为
2021年的生肖属相，“福牛”带有祥瑞
之意，“福牛入梦”，腾空而起，亦代表
了对广大市民的新年祝福。

位于西区中庭的“福运锦鲤”
是灯会的另一个打卡景观。两条
闪亮的锦鲤游弋于半空中，在彩云
间上下游荡，寓意福气与好运连绵
不断。据悉，此次灯展持续至 2月
28日，以满足沈城市民的期待。

中街·盛京龙城：打造数千盏新春花灯

2月26日元宵节，辽宁省博物
馆开放免费夜场，参观者不仅可以看
展览、赏文物，还有机会参与各项文
化活动。元宵节当天，中国美术馆馆
藏的北宋苏轼《潇湘竹石图》，将亮相

“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
展”。《潇湘竹石图》为苏轼传世之作，
弥足珍贵。1961年邓拓以《燕山夜
话》所得稿费加上变卖手中24幅古

画所得的款项购得该图，并于1964
年将其捐献给中国美术馆。此次《潇
湘竹石图》在“山高水长——唐宋八
大家主题文物展”中展出，是该图首
次离开中国美术馆，展出时间为2月
26日至3月28日。丰富多彩的元宵
节活动也等着观众来参与。据悉，本
次夜场活动当天，辽博在一楼大厅推
出包括“花灯嘉年华”“牛牛”剪刀手、

“袋”来福气以及“福来到”4场社教活
动，手把手教小朋友和家长制作元宵
花灯等节日纪念品。

此外，“何谓唐宋八大家”“文
明寻踪之喜乐元宵节”“打灯谜”等
特色讲解活动也于元宵节当日举
办，从文化习俗、历史文明等角度
帮助人们更深层次地了解传统佳
节。

辽宁省博物馆：元宵节开放夜场

过春节，过的是农历年。尤其
是在乡村，特别能够感知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那种微妙之处，很自然
地进入农历时空中，家里的老人不
会说几月几日，而是以节气和数九
来计算日子。正月初二一大早，饭
桌上老人会说：今天是七九头一
天，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
九，耕牛满地走……

写这篇稿的时候，元宵节也到
了，“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九九
消寒图》上的“春”字都快要写完
了。春天真的来了，从国家到小
家，都在展开一幅全新的画卷。

春天来到的第一个信号就是
听到身边的人这样说：“今天的天
特别好，别在屋里闷着了，出去走
走吧。”天可能是真好，也可能只是
属于春天的好心情，心里装着春天
就对那些美好的表述有特别敏锐
的感知，“春和景明”“春风和煦”

“政通人和”这些温暖的词漫上心
头。

“和”之一字，适合在春天慢慢
品咂。

首先在春天的美食里品出了
“和”字。“五味调和”是中国美食最
大的特色，而“人生有味是清欢”是
春天的味道，想象着山野菜正在春
天的山林和田野里肆意生长，味蕾
已经打开。

读书、观影、看展览，这些文娱
活动在春天里也有了更加包容的
好心情。网络的喧嚣变成了热闹，
对不同观点的交锋和多元文化的
碰撞有了更多的包容和理解。和
谐，不是所有人都发出完全相同的
声音，而是不同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形成的美妙交响。

工作和 生 活 也 因 为 春 天 的
到 来 有 了 轻 快 的 节 奏 。 被疫情
打扰到的生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

够恢复常态，把心情调整得更平
和，与自然和谐共生，与邻里和睦
相处，焦虑少了很多。工作中总会
遇到一个又一个烦恼，与它们和
解，与自己和解，才会好好地继续
奋斗下去。

到底什么是“和”？很认真地
查了一下，《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
给我满意的答案，“平和，和缓”“和
谐 ，和 睦 ”，不 过 是 在 以“ 和 ”解

“和”。再查《说文解字》，只有三个
字——“相应也”，再看专家的详细
解释，“和”字最初是音乐上的概
念，以声音相应，和谐地跟着唱，

“乐以和为美，乐和而后善”。另一
个关于“和”的重要表述来自《左
传》所载齐相晏婴的说法：“和如羹
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
肉……宰夫和之，齐之以味……君
子食之，以平其心……声亦如味，
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
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
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
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
也……”在他看来，无论是治国之
道，还是美食的调和与音乐的编
配，都以“和”为最高标准。而在

《论语》里，“和”同时又是一个哲学
与伦理道德的标准，“礼之用，和为
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
和”。

专家说，“和文化”是中华文化
的核心，是中国人的根与源。在不
知“和”字的本意时，它已经被我们
熟练地使用了，这就是流淌在我们
血液中“和文化”的力量吧。

仍旧是个俗人，很难达到圣贤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不
被春天诱惑实在是太难了，就连空
气 中 都 飘 荡 着 清 香 与 甜 蜜 的 味
道。那就好好地感受它，感受“和
文化”的魅力。

春天里感受“和文化”
高 爽

2021新春文艺汇

参观者在“福字墙”前拍照留念。

核心
提示

元宵节期间，沈阳举办2021新春灯会文化活动，在图书馆、博物馆、中街、
北市场等公共场合，举办猜灯谜、看花灯、观展览等活动，为市民打造一个文化
元宵节。

老北市民俗活动现场。 王 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