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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核心
提示

《马麦志》《马成海》《布楞沟春天》等130余幅写生
作品，无论是人物画还是风景画，都在讲述辽宁助推西部
乡村振兴的故事。这些画作均出自沈阳书画院画家之
手。辽宁方大集团响应国家脱贫攻坚号召，走进西部担

当责任，展示辽宁企业风采。“五一”期间，本报记者跟随沈阳书画
院书画家一行18人赴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进行交流活动。

5 月 7 日，由文化和旅游部恭王
府博物馆、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传统工艺协同创新
中心工作委员会学术支持，大连市文
化和旅游局、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政
府承办的“贝阙天工 万物更新——辽
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连贝雕精品
展”在北京恭王府博物馆开幕。

本次展览主要选取我省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大连贝雕
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金
阿山40余件代表作品，向观众展示大
连贝雕的历史文化、制作技艺。

展览分为三大板块。第一板块
“材美工巧”主要介绍大连贝雕在上
世纪中叶的发展概况，以及所使用的
材料、工具和技艺流程，复原上世纪
50年代大连贝雕作坊一角，传承人现
场演示传统技艺。第二板块“家喻户

晓”主要介绍大连贝雕技艺在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的发展历程，复原当时大
连百姓结婚必备用品家居场景。第三
板块“万物更新”主要介绍大连贝雕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传承谱系，创新性成
果及其代表性作品。这些融合了中华
传统工艺和现代创新设计理念的贝雕
精品，工艺精湛、色彩绚丽，具有一定

的观赏价值和艺术价值。
大连贝雕工艺历史悠久，经多年

传承与发展，于2020年被列入我省省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甘井子区是
大连贝雕文化的“地标”区域，自古拥有
着丰富的海洋资源和贝壳资源，贝雕
工艺源远流长，早在4000年前的新石
器时代，生活在这片区域的人们便善
于用贝壳制作精美的贝雕制品，当地
的汉墓群中也考古发现了大量贝类生
活生产用品。为传承历史、弘扬工匠
精神，甘井子区高度重视贝雕文化的
保护与传承。目前，大连市贝雕企业
和贝雕大师工作室中，70%以上落户在
甘井子区，成为大连贝雕展示、生产、科
研、校企结合、文创及专业人才培训的
核心地区。2019年8月，省轻工业联合
会授予甘井子区“辽宁贝雕之乡”轻工
特色区域称号。

大连是我国贝雕工艺基地之一，
贝雕艺人在研究中发现，贝壳不仅有
表皮颜色，而且还有绮丽的潜伏色，
可以利用贝壳的多种自然色泽和弯
度雕磨成山水、花鸟、人物画。这种
贝雕画区别于用单一的贝壳制作的
螺钿镶嵌和用贝壳原形组配的贝雕，
所以被称为新兴工艺。本次展览的
贝雕工艺品出自金阿山之手，多年
来，他在师承传统贝雕技艺的基础
上，潜心研究贝壳软化技术，总结归
纳出设计、选料、粗胚处理、细胚处理
等十多道工序，创作出《九龙壁》《龙
船》《凤船》《百鸟争艳》等大型贝雕作
品。2019 年 11 月，金阿山艺术馆内
上百件贝雕作品亮相首届中国工艺
美术博览会，《九龙壁》获国家级工艺
美术专业奖项“百花奖”金奖，《貔貅》

《如意》分获银奖。

我省非遗项目亮相北京恭王府博物馆

40余件精品展示大连贝雕文化
本报记者 王臻青 王荣琦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由沈
阳油画学会主办，容美术馆、沈阳
市政协委员文化艺术活动基地等
协办的“新视界——沈阳油画学
会青年展”将于 5月15日在容美术
馆开展。

此次展览遴选了沈阳油画学会
6位有代表性的青年画家的油画作
品，共展出作品 40 余幅。参展艺

术家包括刘旭、王龙飞、刘丹、王复
亮、金福泰、孙宇。 展览所呈现的
是沈阳油画学会的年轻艺术家在
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中对自身艺
术道路的追求与探索，以作品表达
自身对新时代的认知与感悟。同
时展示沈阳当代油画创作的新气
象，将为观众带来多彩绚烂的观展
体验。

青年油画家作品展在沈阳举行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东
北大学“百年回音，乐动中华”民族
管弦音乐会日前在东北大学汉卿会
堂举行。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民族管弦乐
团推出的这场音乐会，选取了《浏阳
河》《春天的故事》《向往》《丝绸之
路》《新赛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等反映中国共产党辉煌的百
年征程及党带领人民奔向幸福美好
生活的经典音乐，以期带领观众在
经典旋律中回望历史、展望未来，汲
取力量、奋进前行。音乐会指挥为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导师、国
家一级指挥吴宪。本场音乐会还通
过东北大学官方微博、抖音、快手等
平台同步直播。

庆祝建党百年
民族管弦音乐会在沈举行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升
级版大型音舞诗画《沈阳印记》日
前在沈阳盛京大剧院进行了首演，
受到专家和观众的好评。

全新打磨后的《沈阳印记》进
一步丰富和拓展了演出内容和表
演形式，融入地域特色艺术符号，
增添了现代科技元素，使整场演
出既雄浑大气又跌宕起伏，使观
众既受到历史气息的浸染，又感
受到现代生活气息的扑面而来。
厚重感与艺术性兼顾，写实性故
事讲述与写意性艺术表演和谐统
一，勾勒出了一幅沈阳发展历程
的大美画卷。

为了挖掘好历史文化，讲好沈
阳故事，塑造好城市形象，实现“以
文塑魂，以文赋能”，沈阳市文化旅
游和广播电视局、沈阳市公共文化
服务中心（沈阳市文化演艺中心）于
2020年创排了大型音舞诗画《沈阳
印记》。共分《新乐畅想》《盛京盛
世》《奉天往事》《沈阳曙光》《魅力沈
阳》五个篇章，以歌曲、舞蹈、戏剧、
曲艺等多种艺术形式，演绎沈阳城
市发展史、清文化史、抗战历史和新
中国工业史，展示了沈阳在伴随新
中国成长和发展道路上取得的辉煌

成就，表现了沈阳人民在新时代奋
进征途中的新力量、新作为、新期
待。

《沈阳印记》是由国有专业艺术
院团打造的大型常态文旅融合节
目，由沈阳歌舞团、沈阳曲艺团、沈
阳话剧团、沈阳京剧院、沈阳评剧
院、沈阳市艺术学校联合演出。这
些艺术院团曾多次赢得中国舞台艺
术的最高荣誉，多次填补了沈阳舞
台艺术史上的空白和文化旅游市场
的空白。本场节目的联合演出，展
现了沈阳市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整合
和资源共享的显著优势，展示了国
有文艺院团的创作水平，体现了各
艺术院团舞台艺术创作的强大合力
和协调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

自2020年6月首演以来，《沈阳
印记》在沈阳梨园剧场、沈阳盛京大
剧院进行了近300场演出，约3万人
观看，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

《沈阳印记》作为沈阳市文化
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沈阳市公共文
化服务中心（沈阳市文化演艺中
心）重要的艺术作品，通过文艺演
出提升文旅市场活力，促进沈阳文
旅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助推沈阳全
面振兴。

升级版《沈阳印记》首演

《满洲红旗》创刊号、中共满洲省
委成立通告……这些省档案馆馆藏
红色档案，在正在进行的省第十届全
民读书节上，通过“云”传播方式引导
读者在书香中重温建党百年历程。

省第十届全民读书节以“读百
年党史 促辽宁振兴”为主题，设有

“书·红色记忆”“书·红色奋斗”“书·
红色未来”等板块，省档案馆通过发掘
馆藏档案资源，用红色档案宣传、展示
建党百年的光辉历程。

发掘红色档案资源

省档案馆作为读书节的“寻书
人”，不断发掘馆藏红色档案，寻找、研
究珍贵的档案记录。红色档案寻访过
程与档案背后的故事通过读书节所设
的“书·红色记忆”展示给读者。

省档案馆利用中心主任蔡冰带
领大家寻找到东北地区最早的红色
刊物之一——《满洲红旗》创刊号。
保存在省档案馆的《满洲红旗》创刊
号是中共满洲总行动委员会刊发的
党内刊物，创刊于沈阳，时间为 1930

年9月15日，由总行委书记陈潭秋指
示创办、宣传部部长赵毅敏主编。出
于保密需要，《满洲红旗》封面印有

“国民必读”和“上海大东书局印行”
字样。《满洲红旗》既宣传中共中央和
东北党组织的政策方针，扩大党在群
众中的影响，又刊载各地革命斗争的
消息，指导开展群众运动。

省档案馆利用中心副研究馆员
任婧在馆藏档案中寻找到一份珍贵
的档案——中共满洲省委成立的通
告。1927年10月24日，东北第一次中
共党员代表大会在位于哈尔滨道里十
二号街中共地下党员阮吉安的家中召
开，会上选举陈为人为中共满洲省委书
记。考虑到奉天（今沈阳）是当时东北
的政治经济中心，产业工人数量多，便
于开展工人运动，因此决定将中共满
洲省委机关设在奉天北市场福安里四
号。至此，东北地区党的最高领导机
关成立。陈为人利用北市场鱼龙混杂
的环境做掩护积极发展党员，到1928
年，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党员有270人，
分布在25个地区。这个通告在辽宁党
的历史，甚至在东北党的历史上是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珍贵档案文献。

讲述档案背后的故事

读书节期间，档案馆讲解员唐英为
读者讲述了赵一曼家书背后的故事。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
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

坚决地参加了反满抗日的斗争，如今已
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
前是永远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希望
你，宁儿啊，赶快成人，安慰你地下的母
亲。宁儿，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
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
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
你的母亲是为救国而牺牲的！”

这是 1936 年 8 月 2 日，时任东北
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二团政委的赵一曼
在牺牲前一刻留下的话。实际上，真
正的家书是赵一曼行刑前期，由赵一
曼口述，用日文记录下来并保存在档
案中的。赵一曼牺牲后，其身份信息
被日本人销毁。这份记录在日军审讯
档案里的家书时隔多年后，也是由于
电影《赵一曼》在全国上映，才传到赵
一曼的儿子宁儿那里，赵一曼的真实
身份由此解开。这封家书也是赵一曼
的儿子见到口述遗书之后亲自抄
录的。家书不仅是赵一曼的牵挂和寄
托，更是她家国情怀的诠释。

新发掘的红色档案通过人民网、
央视网等19家平台全媒体联动播出，
累计受众超2000万人次。

省档案馆“云端”呈现馆藏珍品

读红色档案重温建党百年历程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文并摄

甘肃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是古丝绸之路的黄金地段，人文历史
厚重。这里的炳灵寺石窟、丹霞地
貌、东乡县民族博物馆等，这些历史文
化遗存在王占魁、马昕、朱国良、马喆等
画家笔下熠熠生辉。东乡县民族博物
馆是了解东乡族文化的一扇窗，内设

“民俗文化”“民族服饰”等展厅，而在
辽宁方大集团扶贫车间，绣娘们传承了
博物馆里民族服饰的工艺，于立学欣然
画下东乡绣娘马麦米乃的形象。

在辽宁方大集团南阳洼村扶贫车
间，画家们见到了26岁的东乡县大树乡
南阳洼村村民马林红，她从一个农民成
为产业工人。马林红说，在东乡县有
9700多名群众和她一样在辽宁方大集
团提供的就业岗位工作，她是3个孩子
的母亲，扶贫车间就建在村子里，离家
很近。现在，马林红的月收入保持在近
6000元，她也从一名普通务工者晋升
为扶贫车间主管，并被评为先进模范。
曹明、刘建威等画家在车间为她画像，

讲述她与辽宁方大集团的故事。在扶
贫项目全忠薯业工作的马祖利哈对画
家说：“真的感谢辽宁方大集团在我们
家门口建工厂，让我们出不了远门的人
也能有班上，也能挣到钱。”

沈阳书画院的书画家还在东乡
县民族博物馆挥毫泼墨，由于晨、张
宝澍、邵世鹏主笔创作的大幅作品

《杏花第一村》捐给东乡县民族博物
馆，用艺术作品为东乡县百姓送去深
情的祝福。

国画作品《杏花第一村》捐给博物馆

不久前，辽宁省第十届全民读
书节正式启幕。对很多平日里喜欢
阅读的人来说，全民读书节的更大
意义是可以挖掘一批好书、结识一
群志同道合的书友，以及认识一些
藏书家。今天，我想谈的就是与藏
书有关的话题。

读书者也大多是藏书者，自从
踏上阅读路，很多人也就同时踏上
了藏书路。他们视书为宝，珍惜每
一本曾被自己触碰过的书籍。在和
一些热衷藏书的人士交流中，我经
常听到他们聊到自己在收藏某一本
或某一套书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
艰辛，以及收藏在自己书房里的那
些藏书的未来命运。

对于后一个话题，很多藏书者毫
不回避，而且很多人对这个话题还有
过深入思考。很多人说，这些藏书未
来不外乎有三种去向：其一，由子女继
承；其二，捐赠给当地的图书馆或者档
案馆；其三，送给社会上爱书的人。

第一种方式，即子女继承，虽然
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这里
潜藏的风险是最大的，因为子女是
否爱书与读书是不确定的，如果子
女并非像这些人这般热衷藏书，那
么，他们几十年来的心血很可能付
之东流。退一步讲，即使子女喜欢
阅读，但每个人的喜好是不一样的，
谁又能保证子女在阅读喜好上与自
己完全同步呢？

说到这儿，我的脑海中忽然闪
过司马光家训中的一句话，“积书以
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事实也是
如此。十几年前，我认识的一位德

高望重的老学者病重，他特意将我
叫到家里，请我帮忙联系一家图书
馆，想把他收藏多年的 2 万多册藏
书捐赠出去。然而，一切联系妥当
后，学者的子女却不同意父亲捐书
的做法。此事后来不甚了了。然
而，几年之后，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相
继从旧书摊上淘到了这位学者大量的
藏书。听到这个消息，我唏嘘不已。

对于那些痴迷于藏书的人来
讲，自己所藏之书不啻奇珍至宝，旁
人的觊觎都是令人不齿的。然而，
身前难管身后事，随着主人消逝，那
些曾经被视若珍宝的藏书，很多也
就一并消逝在茫茫书海之中了。这
不禁令人感伤。

我们不妨回到文章开头所说的
那些藏书者们对自己藏书未来走向
的判断中去。其实，将藏书捐赠给
图书馆或者档案馆，或者通过其他
途径实现藏书的活化再利用，不失
为安置藏书的一个好办法。在朝
阳市内有一家名叫“龙翔”的书院，
书院主人就将自己的藏书向社会
开放，只要喜欢阅读的人都可以到
龙翔书院去看书或者借阅。独乐
与众乐，后者更能凸显书籍的真正
价值。

当然，藏书者将毕生藏书对外
捐赠，除了包括图书馆、档案馆等在
内的承接方怀着一颗欢迎之心外，
还须有较为完备的承接与管理流
程。如若能锦上添花，规划出带有
藏者个人特色的“藏者书柜”之类的
空间，这对藏书者而言，则就更具鼓
励的意义了。

读书节里话藏书
朱忠鹤

沈阳18位画家深入甘肃东乡

用画笔讲辽宁助推西部乡村振兴故事
本报记者 杨 竞

此活动由沈阳书画院主办，沈阳
美术馆承办，以“展现脱贫攻坚成果 助
推西部乡村振兴”为主题，开展文化交
流活动。首站来到东乡族自治县。东
乡县过去是深度贫困地区，现今已经成
功脱贫。辽宁方大集团参与其中，因贡
献突出，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
号。此次画家们用心、用情创作出一幅
幅反映西部乡村脱贫攻坚成果、展现当
地独特自然景观的优秀作品。如沈阳
书画院院长于晨的《东乡方大粉条厂》、

刘伟的《黄土塬上又一春》等。
布楞沟村村史陈列馆曾是马麦

志家的老宅，在这里，马麦志向画家们
讲述了布楞沟的历史、新貌和辽宁方大
集团在布楞沟建设扶贫车间的故事。
南玉春、刘旭把布楞沟村历史面貌融入
画中，张宝澍则在画中呈现出布楞沟扶
贫车间。曹明说：“在这里亲眼见到脱
贫攻坚的成果，公路、学校、厂房和为搬
迁人口所建的住房井井有条地展现在
这片黄土高原上。”

布楞沟村村史陈列馆入画

画 家 们 写 生 时 ，村 民 都 围 着
看。东乡县东塬乡毛沟村 72 岁的
村民唐占霞说：“我没看过画家怎么
画，这次算是看到，画在纸上的画还
会这么好看！”田南竹在现场为唐
占霞写了一幅“勤奋”。在现场，王
中海和田南竹教毛沟小学小学生画
画、写书法，王中海还为孩子们画像

《山里娃》。年逾古稀的画家穆瑞彪
画了多幅作品，用动情的画笔再现
新农村景象。

画家们虽然离开了东乡县 ，但
脱贫攻坚给乡村带来的新气象还在
感动着画家。于晨将“方大·沈阳书
画院写生实践基地”牌子挂在这里，
标志着画家们将在“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的艺术创作道路上前行。于晨
表示：“辽宁方大集团在东乡县发展
特色产业项目，以产业扶贫助力当地
脱贫攻坚令人感动。此次艺术家描
绘的是东乡县的一方小天地，折射的
是整个中华大地欣欣向荣、充满生机

的美丽画卷。之后，沈阳书画院将组
织画家对此次采风活动进行创作研
讨，举办写生创作展，以文艺力量助
推乡村振兴。”

不断深入生活进行艺术创作

中共满洲省委成立的通告。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由
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主办
的本年度第一期“盛京艺术沙龙”活
动日前在沈阳市图书馆举办，活动主
题为“走进音乐，从这个春天开始”。

本期沙龙特别邀请了拥有丰富
国际演出经验的双簧管演奏家李卓
婷，长笛演奏家贺亮、亚当·卡列厄
姆。3人演奏了意大利音乐家维瓦
尔第的《春》，亚当演奏了法国作曲
家德彪西的《芦笛》，带给观众审美

享受。
据介绍，“盛京艺术沙龙”是沈

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推出的
文化品牌，旨在更好地“讲好沈阳故
事 传播好沈阳声音 树立好沈阳形
象”，深入实施“文化+”战略，搭建
文艺名家、艺术机构、宣介媒体间的
互动平台，以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
城市艺术盛宴，使文化交流、艺术品
鉴常态化，推动沈阳文化艺术事业
繁荣发展。

沈阳举办“盛京艺术沙龙”活动

《大山下的方大新厂区》 于 晨 作

《东乡的羊》 张宝澍 作

贝雕作品《弘扬红船精神》。

马林红肖像。 曹 明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