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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辽宁
省图书馆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馆藏党史文献荐读资源库，
内容包括建党百年主题文献推荐之
多媒体文献部分、辽图好书榜、党史
党政数据库。

谈及建党百年主题文献推荐之
多媒体文献部分，该馆有关负责人就
人民出版社、东方电子音像出版社出
版的大型党史文献纪录片《中国共产
党历史》向记者介绍，本片以宏篇巨
制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自一大以来成
长壮大的辉煌历程。该片由100多位
党史专家、军史专家、历史学家及影
视工作者历时两年呕心沥血制作而
成，选题重大，政治性、思想性极强。

在这部大型党史文献纪录片中，
记者看到从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
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
到党的十二大以后的入党誓词逐一
呈现，从中可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各
时期的入党誓词随着革命形势的变
化和革命事业的发展，随着党的任务
的不同和党的建设的需要，内容也有
所变化，不断完善。据介绍，该片具
有史料价值、学习价值及珍藏价值，
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党史教科书，更是
每一位中国共产党员永久的珍藏品。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省图书馆还推出建
党百年主题文献推荐之辽图好书

榜和畅想之星党史党政数据库。
建党百年主题文献推荐之辽图好书
榜上，有《领航定向：牢记共产党人
的理想》《为什么要入党》《保持政治
定力 共创复兴伟业》《看懂世界格局
的第一本书》《论中国》等。畅想之
星党史党政数据库包含 1 万余册电

子图书，涵盖多种适合党员和群众
阅读的经典、政治理论；影像频道记
录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中国人
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百年斗争、
奋斗、发展和探索的伟大历程；有
声频道内容包括风云记录、红墙记
忆、开国大典、家国记忆等；党史党

政专题模块包含聚焦两会、红色文
学、抗战胜利、两学一做、学“四史”
守初心、“一带一路”等精选专题，
每月进行内容更新。有关数据库
内容，读者无论是居家、在旅途，
还是在通 勤 路 上 ，登 录 就 能 即 选
即学。

省图书馆推出馆藏党史资源库——

多媒体文献展现建党百年伟大历程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 丛焕宇
报道 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录
制的百集评书《话说党史》3月8日
起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云”听
客户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相关频
率同步播出。“学习强国”用户可以
在平台APP端推荐频道和学习电台

“听文化-听曲艺”频道收听学习。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助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
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联合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
听、北京田连元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录制百集现代音频评书《话说
党史》。《话说党史》评书精选中国

共产党历史上 100 个经典故事，以
通俗易懂的大众化语言，热情讴
歌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而不怕
流血牺牲的革命前辈，生动再现
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鲜
活往事，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
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小到大，从
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历史必然性。评书由“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组织创作，田连元编纂
演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
制作合成。

播讲人田连元代表作品有《水
浒传》《杨家将》《隋唐演义》等。

田连元录制百集评书《话说党史》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东
北热力集团团委日前举办“重温雷
锋故事 弘扬雷锋精神”——雷锋
文化作品主题展。员工们重读雷
锋、感悟雷锋、深思雷锋，在接受灵
魂洗礼的同时，校正立身做人的精
神坐标。

本次展览共展出 200 余件展
品。展品一部分是由雷锋生前战友
刘树田精心制作的雷锋精神、雷锋
日记宣传板；一部分由沈阳的收藏
家李恩生提供的雷锋画报、书籍、日
记、杂志、小人书；还有一部分是该
集团员工刘国壮收藏的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的油灯、水壶、电话、旅行兜、
热水壶等民俗老物件。展品集中诠
释了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干一行
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艰
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 展
览现场，员工纷纷驻足观看，追寻雷
锋的感人故事和闪光足迹，表示要
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用实际行
动发扬和践行雷锋精神。“这个展
览，播撒着雷锋精神的种子，作为年
轻一代，我们要向雷锋一样为社会
增添更多的温暖和力量。”员工王
燕说。

200余件展品讲述雷锋故事

3月8日晚，“国韵芳华”——2021
辽宁省新春民族音乐会暨辽宁民族乐
团建团20周年音乐会在辽宁大剧院
举行。这次音乐会是对辽宁民族乐团
光荣历史的一次回顾，更是献礼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耳熟能详的曲
目，为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鼓
劲，为新时代喝彩，为祖国歌唱。

用新视角让观众“看懂”音乐

音乐会在序曲《在希望的田野上》
演出中拉开序幕，接着竹笛三重奏《扬
鞭催马运粮忙》、民族管弦乐《黑土赞
歌》、古筝与板胡《春江月夜五更情》、
民族管弦乐《我的祖国》接续上演。

音乐会分上、中、下三个篇章：“幸
福赞歌”“乐动时代”“春满辽河”。“幸
福赞歌”以传承民族音乐为己任，表达
辽宁民族乐团的音乐家站在前辈音乐
家——辽宁歌舞团民乐队肩膀上，肩
负艺术使命，为人民创作，为人民演
奏，创作演出了大批脍炙人口的民族
器乐曲目。“乐动时代”以守正创新民
族音乐为基调，表达新一代辽宁民族
乐团的艺术家与时俱进，用全新视角

让更多的音乐爱好者“看懂”音乐，让
观众在赏心悦目中爱上中国民族音
乐，在倾听中了解中华优秀传统音乐
文化。“春满辽河”以融合发展民族音
乐为基调，表达辽宁民族乐团正在以
全新的面貌，在创新中融合，在融合中
发展，充分展示民族音乐的多样性及
表现力。演出现场，观众被高雅的民
族音乐所征服，掌声不断。

致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音乐会演出现场，辽宁歌舞团
团长、中国舞协副主席吕萌介绍，辽宁
民族乐团隶属辽宁歌舞团，是我省唯
一的民族音乐专业表演团体。它的源
头可追溯到东北鲁艺音乐工作团、东
北音乐舞蹈团民族乐队，前身是辽宁

歌舞团民族管弦乐队，2000年3月正
式成立辽宁民族乐团。辽宁民族乐团
及其前身创作曾演出唢呐独奏曲《欢
庆胜利》、笛子独奏曲《扬鞭催马运粮
忙》《麦收时节》《快乐的邮递员》、笙独
奏曲《水库引来金凤凰》《边塞行》、高
胡协奏曲《冰山雪莲》、器乐合奏曲《龙
飞凤舞》《白鹿额娘组曲》等脍炙人口
的民族音乐作品，培养了民乐作曲家、
指挥家朴东生、刘治国，作曲家刘连
生，演奏家胡海泉、杨萌林、白杰、赵越
超、魏显忠、王庆琛、沈志鹏等。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辽宁民族
乐团每年春节期间都演出“庆新春民
族音乐会”，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成为辽宁春节舞台上的保留剧目。
2001年10月，该团专场民族音乐会“龙
乐千年”应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之
邀进京演出，获得成功。辽宁民族乐
团以精美的民族音乐声震大江南北，
出访过法国、德国、新加坡等国家。

近年来，辽宁民族乐团打造的
“迎新春大型民族音乐会”已经成为
辽沈地区的一个文化品牌。以守正
创新民族音乐致敬历史，敬礼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辽宁省新春民族音乐会举行

守正创新奏响民乐乐章
本报记者 杨 竞 王笑梅

如何让一部珍贵的历史文化
典籍升值？先做好梳理、校注基础
工作，再进行阅读推广，加以开掘
利用。

上周末，《沈阳历史文化典籍丛
书》第十辑面世了。首发式上，几位
参与校注工作的文史专家开心地
说，历史文化典籍不但要保值，也要
力求升值，现在这些典籍经过研究、
整理、校注后，从藏于“深宫”无人
知且很少人能读懂的“天书”，变身
为百姓学习地域历史文化的方便
读本，回归生活才是对它们最好的
保护。

历时13年，沈阳市文史研究馆
一直在组织文史专家抢救性发掘、
整理那些长期沉寂、濒临湮没和散
藏在民间的地域文化古籍，其中，不
乏一些孤本、珍本和善本，至今相继
出版了十辑30册《沈阳历史文化典
籍丛书》。对于这项工作的价值，一
位著名文化学者点评说，一是使那
些散失的、残缺的、破损的珍稀典
籍经整理出版后得以保护，获得重
生；二是使典籍所承载的思想内容
经过校注，人们可以看懂弄通，古
为今用，典籍里的精髓得以赓续，传
承利用。

承载着一方水土的历史记忆、
延续其文化血脉的历史文化典籍，
如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珍视与追
捧。这两年，本人因工作关系与典
籍馆藏单位常打交道，了解了很多
馆藏单位采取的典籍保护措施，重
点就是保护这些典籍不丢失、不损
坏，还采取了科学存藏、修复、数字
化、典籍再造等技术手段，但在传播
和利用方面则考虑较少。与之不
同，沈阳市文史研究馆实施《沈阳历
史文化典籍丛书》文化工程，初衷就

是不能让历史文化典籍躺在书斋
里、活在书本中，要让其走入社会、
进入人心。

据此，这套丛书在选择上，重点
校注有关沈阳历史沿革、城市变迁、
重大事件、典章制度、社会生活、各
类人物、文化著述、风俗风物等方面
的珍贵典籍，对研究沈阳历史文化
有较大参考价值的典籍和手抄本，
孤本典籍优先纳入整理书目，以
期丛书陆续出版后，能为沈阳文
史研究提供一批重要资料，为广
大读者乃至国内外各界人士了解
沈阳、关注沈阳提供一份值得珍视
的参考书。

历史是地域的根，文化是地域
的魂。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和精
神，往往浓缩在其浩瀚历史长河的
文献典籍中，而那些与沈阳历史文
化相关的文献典籍，是厘清文化脉
络、更好地走向未来的“根”和“魂”
的有效载体。通过文史专家校注沈
阳历史文化典籍丛书并予以解读，
能够让越来越多的沈阳典籍艰深晦
涩的文字活起来，为我们所学所用，
走进生活，走进时代。据悉，这套丛
书的部分诗赋将为沈阳市发展旅游
产业给予文化赋能，助力旅游景点
文化内涵的深度传播；《盛京蔬菜
赋》《盛京瓜果赋》《盛京物产赋》等
诗赋，将为沈阳市农业部门发展生
态品牌农产品提供文化赋值，使沈
阳众多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能够更
多地走进大众视野，助力当地生态
农业发展；部分诗赋还将作为沈阳
市的重要地域历史文化读物，进入
中小学校，让孩子们知沈阳、爱沈
阳、爱家乡，感受文字的魅力。这些
典籍的充分利用，释放出“文化+”
的新动能。

让历史文化典籍
从书架上走下来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陈琳琳报道 3
月3日至7日，辽宁日报开展《雷锋
地图》2021主题活动——“听锋”云
对话。沈阳与抚顺双城联动，围绕

“迎接建党百年，理想照亮童年，小
雷锋在行动”主题，选取《雷锋地图》
中的两段雷锋原声音频，两市共46万
名少先队员参与聆听并留言，留下自
己最想对雷锋叔叔说的话。

活动期间，辽宁日报客户端及
微信公众号累计收到留言达 20 万
余条。在线收听雷锋原声音频，辅
导员和少先队员为之动容。沈阳市
和平一校大队辅导员金帅说，聆听
雷锋叔叔的音频备受激励，今后要
继续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让雷锋
精神发扬光大、融入血脉。抚顺市
第四十一中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付
瑶说：“重温雷锋叔叔的感人事迹，
加深了同学们对雷锋精神的认识，
广大少先队员通过这样新颖、活泼
的方式和雷锋叔叔说心里话，激起
了他们参与的热情，调动了他们学
习雷锋精神的积极性。”去年入队的
少先队员宋彦歆来自沈阳市和平区
南京一校二（9）中队，她说：“雷锋叔
叔说话很有感染力，我一定会把他
作为生活和学习的好榜样。”沈阳市
于洪新城第一小学六（1）中队石悦

铭说：“我们沐浴在党的阳光下，聆
听着雷锋叔叔——那承载着希冀的
声音，必将踏着他光辉的足迹，用梦
想之笔临摹精彩的瞬间，用时光之
墨勾画完美的人生。今天的我们，
要让雷锋精神如繁花绽放，似草木
葳蕤，永驻心中，续写永恒。”

共青团沈阳市委副书记、市少
工委主任任大林说，通过设计雷锋
原声重现和隔空对话的形式，一方
面要突出雷锋对党和社会主义无
比热爱的精神实质，另一方面是启
发少先队员理解时代的深刻内涵，
作为少年儿童，最核心的是要成为
善良、正直、诚实、勤奋、有爱心的
人，从小学先锋，长大当先锋，努力
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共青团抚顺市委副书记、市
少工委主任佟洋介绍，组织全市少
先队员聆听雷锋叔叔的声音，晒出
想对雷锋叔叔说的话，不仅拉近了
榜样与学生间的距离，更是一次精
神上的升华和洗礼。“我们还向全
市广大青少年朋友发出倡议：学习
百年党史、做信念坚定的传承者，
弘扬雷锋精神、做甘于奉献的志愿
者，助力抚顺发展、做文明城创建
的践行者，让雷锋精神在祖国大地
上枝繁叶茂。”

46万少先队员在线“听锋”

盛京大剧院演出季结合剧目新增历史讲座

10部献礼作品辉映舞台
本报记者 王臻青

话剧《上甘岭》剧照。 天津人民艺术剧院供图

演出现场。

3月6日，沈阳盛京大剧院多功
能厅里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
讲座《重回上甘岭》。当晚，“飘扬在
党旗上的旋律”音乐会上演。著名指
挥家于海、朗诵名家陈铎、张悦携手
北京新九州爱乐乐团，为沈阳观众带
来一场高扬主旋律的音乐会。盛京
大剧院“永葆初心 峥嵘百年”演出季
活动就此启动。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共有10个剧目陆续上演。每场提
供100张演出票，邀请基层党员走进
剧场观看优秀舞台艺术作品。盛京
大剧院举办“永葆初心 峥嵘百年”演
出季旨在启迪思想，陶冶情操，重温
历史，导赏艺术，寓教于艺。

公益讲座《重回上甘岭》
感人至深

原沈阳军区后勤史馆馆长、“全国
学雷锋最美志愿者”徐文涛应主办方
邀请，举办《重回上甘岭》公益讲座，
讲述上甘岭战役中的英雄故事。主办
方还邀请徐文涛与沈阳市和平区南京
街第一小学学生吴抒仪以对谈的方
式，并结合经典电影《上甘岭》，重温历
史。沈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关捷在讲
座现场朗读了电影《上甘岭》英雄连长
原型、一级战斗英雄张计发寄给他的
信件，从另一个角度回望峥嵘岁月，回
顾英雄事迹。90岁高龄的中国人民
志愿军老战士马世勋应邀参加了这次

公益活动，与大家见面，讲述历史。听
了老战士的讲述，观众为之动容。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前来参加
活动的观众来自社会各界，他们在活
动结束后久久不肯离去，围绕在老战
士身边亲切地交谈并合影留念。其中
有很多小学生在家长的带领下前来参
加活动，他们认真听讲座，学历史，在
互动环节十分活跃，积极与主讲人进
行交流。活动现场，歌声嘹亮。讲座
结束后，观众深情合唱《我的祖国》。
记者与观众一同见证了这感人的场面，
这是一堂生动的历史讲座，也是一次深
情的交流活动，日后必将形成留存于大
家心中的珍贵记忆。

10部作品艺术形式多样

据了解，盛京大剧院将陆续上演
话剧、京剧、舞剧、歌剧、音乐会、歌舞晚
会等10部舞台艺术作品，包括话剧《上
甘岭》、芭蕾舞剧《沂蒙》、现代舞剧《长
城》、交响合唱音乐会《东方红》等，献礼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首场演出“飘扬在党旗上的旋律”
音乐会于上周六举行。这场音乐会以
演奏结合朗诵的形式进行，作品有《黄
河》《红旗颂》《我的祖国》《致敬人民》

《红色娘子军》组曲等。记者采访了多
位观众，他们表示，这场音乐会非常生

动并且满怀深情，演出将朗诵与器乐
演奏有机结合，很有感染力。

邀请老战士
欣赏话剧《上甘岭》

3月11日、12日，话剧《上甘岭》将
在盛京大剧院音乐厅上演。这是“永葆
初心 峥嵘百年”演出季中的第二个剧
目。盛京大剧院邀请中国人民志愿军
老战士及其亲属观看话剧《上甘岭》。

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天津人民艺术剧院
排演了话剧《上甘岭》。该剧以著名
的上甘岭战役为背景，以中国人民志
愿军挖掘的坑道为主场景，刻画出具
有钢铁般意志的志愿军战士的群像，
讲述了英雄们英勇无畏、顽强坚守阵
地的故事。话剧《上甘岭》由天津北
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钟海
担任艺术监制，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
李任担任总导演。剧组还邀请电影

《我和我的祖国》《八佰》的特效团队
负责此次舞台剧目的爆破特效。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沈阳文艺演
出上座率必须低于剧场座席的75%。
盛京大剧院继续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措
施，每场演出前，盛京大剧院入口处有
工作人员认真有序地为观众测量体
温，核验身份证信息，查验辽事通健康
码。观众入场后自觉地间隔落座。

大型党史文献纪录片《中国共产党历史》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