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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3月15日，记者从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辽宁省文物局日前发布《关于公布辽宁省第一批革命文物
名录的通知》。按照国家文物局相关要求，省文物局组织各市对辖区内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和国有可移动革命
文物进行核定。经征询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等部门意见，最终形成辽宁省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

3月15日，中央芭蕾舞团原创芭蕾
舞剧《沂蒙》在沈阳盛京大剧院歌剧厅
上演。这是盛京大剧院举办的“永葆初
心·峥嵘百年”展演剧目之一。该剧院
向观众提供了100张公益演出票，还邀
请沈阳市各大企事业基层党员代表进
行观摩学习，致敬每一位在平凡岗位弘
扬时代精神的共产党员。

40多年前，中央芭蕾舞团老一辈
艺术家编创的芭蕾舞剧《沂蒙颂》成
为一部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剧中

《愿亲人早日养好伤》的主题曲传唱
至今，而沂蒙红嫂乳汁救伤员的故事
更是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中央芭
蕾舞团自 2017 年以来多次组织创作
团队分批前往沂蒙山区，深入挖掘沂
蒙人民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学习他
们的先进事迹，体会“家家有红嫂、户
户有模范”的无私奉献精神。

此次中央芭蕾舞团老中青三代艺
术家共同创作，在舞剧《沂蒙颂》基础
上，采用了新的艺术创作手法，构思
创作出芭蕾舞剧《沂蒙》。芭蕾舞剧

《沂蒙》特邀著名词作家、国家一级编
剧王晓岭担任编剧，重置全新而宏大

的故事架构，以更加凝练的剧情脉络
将“乳汁救伤员”“火线桥”等真实感
人事迹有机串联。

著名作曲家、芭蕾舞剧《沂蒙颂》
作曲之一、80岁高龄的刘廷禹担任作
曲，用耳熟能详的旋律带观众重温经
典。中央芭蕾舞团艺术总监助理徐刚
担任编导并集合中央芭蕾舞团年轻一
代舞蹈编创人才和舞美设计人才，力求

通过独特的视角创新艺术表达形式，让
“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在新
时代重焕光彩。中央芭蕾舞团老一辈
艺术家在《沂蒙》创作中倾注大量心血：
著名舞剧编导、中国经典芭蕾舞剧《红
色娘子军》编导之一、86岁高龄的蒋祖
慧担任该剧艺术顾问；“中国芭蕾舞服
装设计第一人”、芭蕾舞剧《沂蒙颂》的
服装设计、92岁高龄的李克瑜担任美

术顾问。
芭蕾舞剧《沂蒙》以两幕的结构，

讲述了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
发生在沂蒙地区的感人故事。与前
作不同，芭蕾舞剧《沂蒙》是一个完整
的故事。

在原创芭蕾舞剧《沂蒙》中饰演
英嫂的中央芭蕾舞团优秀演员宁珑，
在感悟历史意义、找寻英雄人物的过
程中，有着真切的体会。她说：“在舞
剧《沂蒙》的创作过程中，我对经典形
象的重塑、对历史人物的解读，以及
对舞剧角色演绎上的把握，是团长冯
英给予非常多的指导与帮助，大到
沂蒙精神的传承，小到人物的一个动
作和表情。作为剧团年轻一代的演
员，非常感谢剧团能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出演英嫂这个角色。然而要诠
释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角色，是非常
具有挑战性的，如何既符合观众心目
中已有的红嫂形象而又有所突破？
如何让观众从新的视角去看红嫂？
除了多看前辈的演出视频，更多的是
要结合时代精神走进历史，走进她们
的故事里。”

中芭作品亮相盛京大剧院“永葆初心·峥嵘百年”展演

舞剧《沂蒙》弘扬奉献精神
本报记者 王臻青

前两周，在全国各地做了一
段长时间采访，走了很多城市，访
谈了很多人，对于中国之大、中国
发展之快有了切身的感受。每一
个城市都有不同的面貌、不同的
美丽，如果说其中有哪些相似之
处，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包容”。

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看夜景，
美到窒息。重庆的朋友说，朝天
门是长江与嘉陵江交汇之处，自
古以来就是繁华码头，南来北往
的客商都在这里会集，也把各地
的风俗习惯带到了这里，重庆人
极其善于与各种人打交道，就是
受这种码头文化的影响。所以，
重庆是个很有包容性的城市。

来到福建中部的全国首批文
明城市三明市，跟一位 50 岁出头
的出租车司机聊天，谈了沙县小
吃 和 闻 名 全 国 的 三 明 志 愿 者 之
后，他说：“别看我们的城市小，但
是完全不排外。上世纪50年代，全
国各地的人来支援三明的工业建
设，小时候，我的很多同学祖籍都是
外省的，山东、江苏、浙江都有。我
们的文明是包容的文明。”

深 圳 的 包 容 性 当 然 更 不 必
说。采访对象中，一小半人来自
广东各市，一大半来自其他省市，
哪种口音的都有。作为当今中国
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天南地北的
移 民 共 同 创 造 了 深 圳 崭 新 的 文
化，而“包容”正是其中最大的特
色，因为包容，才有汇聚，才有了
40 多年里深圳的创新创造活力。

可以说，“包容”是我此次走
过的所有城市共同拥有的气质。
这种气质既是历史形成的，如重
庆融汇五湖四海的码头文化；也
是这几十年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
的，如深圳和三明这样由移民共
同建设起来的城市。由此想到我
们辽宁的各个城市，明清两代的

流人，闯关东的移民，百余年前开
埠的大连、营口会聚的南来北往
的客商，为建设新中国第一个重
工 业 基 地 而 来 的 全 国 各 地 的 人
才，当他们都拥有了辽宁人这个
身份之后，也把各地的文化融入
了辽宁这片土地。

是否具有包容的精神，已经成了
一个城市营商环境的一部分。上述
被采访者之所以对自己城市的包容
津津乐道，就是因为他们已经从中
享受到了包容带来的红利。一个包
容的城市，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
涌入，有越来越多的观光客到来，有
越来越多的人为自己的城市点赞。

采访途中，正好收听到国务委
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全国两会
记者会上说：“多样性是人类文明
发展的特征，制度差异不应成为对
立对抗的理由，交流互鉴可以增进
相互了解，激励共同进步。中国文
化中，和而不同是君子之德。西方
文化里，尊重别人是绅士风度。我
们都记得这样一句话，‘万物并育
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句
2000 多年前的中国名言就包含了
丰富的具有包容性的哲学……”

确实，包容的精神，是中国文
化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之一，中国
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多元并存、和
而不同的文化，“海纳百川”“厚
德 载 物 ”“ 求 同 存 异 ”“ 兼 收 并
蓄 ”，这 些 词 汇 都 在 说 包 容 。 但
是今天我之所以被不同城市的人
所说的包容打动，是因为知难行
易，这些年，我们都经历了各种各
样的“地域黑”，各种由地域、身
份 、收 入 甚 至 方 言 带 来 的 互 怼。
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学会尊重
彼此的文化、风俗、兴趣爱好，消
除傲慢和偏见，实现美美与共、和
而不同，是一门我们还要继续学
习的大学问。

天南地北说包容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3
月24日，辽宁文学院将举办“地域·
民族·历史——长篇小说创作三人
谈”文学讲座，主讲人为我省作家老
藤、津子围和刘庆。

三位作家将围绕地域、民族、
历 史 经 验 与 小 说 创 作 素 材 的 转
化 ，如 何 在 地 域 和 民 族 文 化 中

“寻根”，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实
现 地 域 文 学 的 文 化 超 越 等 命 题
展开深入探讨，以期促进东北地
域文学的发展，助力东北老工业
基地振兴。

老藤，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
员，现任辽宁省作家协会党组书

记、主席。长篇小说《战国红》入
选中宣部第 15 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中篇小说《黑画
眉》获第九届《小说选刊》年度大
奖，长篇小说《刀兵过》入围第三
届长篇小说金榜。津子围，著名
作家，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
员，大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
品曾获《小说选刊》“全国优秀中
篇小说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
奖等。刘庆，著名作家，辽宁大学
教授。长篇小说《唇典》被中国小
说学会评定为 2017 年中国小说排
行榜长篇小说榜榜首作品，并获
第七届“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
小说奖”。

辽宁文学院举办
“地域·民族·历史”文学讲座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3 月
16 日，记者获悉，沈阳故宫面向社
会招募800名志愿者。

沈阳故宫在往年讲解服务、
参观引导、收集汇总观众意见调
查表等基础性服务岗位基础上，
今年增加了信息采集、古建筑维
护 、综 合 服 务 等 志 愿 者 岗 位 ，开
放 了 多 个 更 具 专 业 性 的 工 作 岗
位，以吸引有识之士走进沈阳故
宫志愿者队伍，更好地进行文化
传播。

2014 年至今，沈阳故宫志愿者
队伍已成立 7 年，人数从开始的

500 人增加到现在的 800 人，成员
也从开始的清一色成人志愿者逐
渐过渡到吸收未满 18 岁的小志愿
者加入队伍中。

沈阳故宫博物馆馆长李声能
说，希望把沈阳故宫志愿者队伍打
造成一个专业化、全方位的志愿者
队伍，服务功能更加全面，专业技
术性更强。根据今年的志愿者服
务情况，积累经验、完善措施，明年
将开放更多专业岗位，吸引更多专
业技术人才加入志愿者队伍中补
充博物馆人才缺口，使博物馆服务
水平和能力再上新台阶。

沈阳故宫招募800名志愿者

在公布的沈阳33处不可移动革
命文物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有两处，为中共满洲省委旧址、审
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旧址；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有 9 处，分别为刘
少奇同志秘密居址、宋任穷旧居、
中山广场雕像、抗美援朝烈士陵
园、苏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奉天基
督教青年会旧址、于济川公馆旧址
及附属建筑、肇新窑业公司办公
楼、东北陆军讲武堂。

位居榜首的中共满洲省委旧址
坐落于沈阳市和平区皇寺路福安巷
3 号，如今已正式辟为纪念馆。中
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馆长刘秀华
介绍，中共满洲省委于 1927年 10月
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设立的
第一个最高统一领导机构。随着东
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1927 年党
的“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陆续派

陈为人、刘少奇、林仲丹、陈潭秋、
罗登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担
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杨靖宇、赵
尚志、赵一曼、周保中、李兆麟等抗
日民族英雄也都曾是中共满洲省委
重要成员，他们在东北这片黑土地
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1931 年“九
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站在
抗日最前线，号召各阶层民众坚决
抗击日本入侵者，在抗日战争中发
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中共东北地
方史乃至中共党史上都占有重要的
地位。

记者在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
念馆探访时看到，这是一排看似平
常的硬山式青砖瓦房，坐北朝南，面
阔6间，进深1间，在阳光下显得格外
肃穆。据介绍，次间是中共满洲省
委秘书张光奇的办公室，第三间是中
共满洲省委书记陈为人的办公室，

第四间是陈为人与夫人韩慧芝的卧
室，西侧两间是场景复原，展示了中
共满洲省委成员工作和生活的景
象。这里的一砖一瓦都留存着历史
的烙印。

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
到，下一步，我省将以本次革命文
物名录公布为契机，扎实做好本地
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弘扬革
命文化；同时，进一步做好革命文
物认定、公布、定级等工作，充分利
用这些红色地域文化资源，讲好革
命文物故事，宣传革命先烈在艰苦
环境中舍生取义、不怕牺牲的革命
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让革命文物
活起来。

省 文 物 局 将 根 据 工 作 实 际 ，
依据各市革命文物排查、认定结
果，适时分批次公布全省革命文
物名录。

革命文物留存着历史烙印

芭蕾舞剧《沂蒙》剧照。 盛京大剧院供图

我省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公布

万余革命文物绘制壮阔历史画卷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文并摄

记者看到，在此次对外公布的辽
宁省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中，包括不
可移动革命文物 650 处，可移动革命
文物10818件（套）。

在《辽宁省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
录（第一批）》中，排名前列的是 10 个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括沈阳的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审判日本战犯特
别军事法庭旧址，大连的中苏友谊纪
念塔、南子弹库旧址，抚顺的雷锋墓和
雷锋纪念碑、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丹
东的鸭绿江断桥、抗美援朝下河口公
路断桥遗址，营口的西炮台遗址，盘锦
的甲午战争田庄台遗址。

从该名录中可见，这些不可移动革
命文物按级别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一般不可
移动文物。从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区域
分布看，沈阳有各种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33处，大连为16处，鞍山为51处，抚顺
为49处，本溪为77处，丹东为174处，
锦州为 37 处，营口为 14 处，阜新为 7
处，辽阳为20处，铁岭为76处，朝阳为
42 处，盘锦为 25 处，葫芦岛为 29 处。
从类型范围来看，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包含故居、旧居、纪念馆、纪念堂、战斗
遗址、烈士墓、陵园、纪念碑等。

在此次公布的《辽宁省可移动革
命文物名录（第一批）》中，可移动革命
文物有票据、手稿、书籍、刊物、武器、
纪念章、历史照片、生活用品等，它们
共同勾勒出近代以来辽宁波澜壮阔的
革命历史画卷。

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650处，可移动革命
文物10818件

赵一曼使用过的毛毯。

陈为人用过的公文包。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