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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WENHUA

用国家艺
术基金打造艺
术 精 品 。 近
日，2020年度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公
布，我省有26项入选，在
全国省（区、市）及中央直
属单位中排名第7。国家
艺术基金对我省入选项目
的资助，对于我省繁荣艺
术创作、打造和推广精品
力作、培养艺术人才、推进
艺术事业健康发展起到积
极的促进作用。

核心
提示

这是一套可以捧在手中的“博物
馆”，用轻松有趣的方式，生动演绎不语
的文物，让孩子发现文博的乐趣和传统
文化之美。近日，由辽宁科学技术出版
社出版的“博物馆里的奇妙中国”系列
图书在省博物馆与小读者见面，该书一
套四册，分别是《陶器》《瓷器》《漆器》和

《青铜器》。
“小朋友们，如果没有陶器，我们现在

喝水可能需要用手捧着喝……”这是系列
图书的开篇语。用童言童语讲文物，引导
孩子走进书中的“博物馆”。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
绵延了五千年的伟大文明。在漫长的历
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留下了很多故
事。这些故事藏在流传至今的一件件文
物上。这套系列图书的主创、中汇艺术
馆馆长王可对记者说，如何让孩子爱上
博物馆、爱上文物，从孩子的角度看文
物，这是创作该系列图书的初衷。系列
图书由中国考古学界泰斗冯永谦、辽宁
省博物馆公共服务部副主任张莹等专家

把关，历经14个月的创作与反复打磨，在
保证了知识严谨性的同时，表现形式上力
求活泼、易读，并配有动画视频，吸引小读
者的兴趣。比如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文
明地图”章节，小读者可以了解 马家窑文
化、齐家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

文化等，在“埋在地下的陶俑军团”章节，
小读者会对秦始皇兵马俑有深入的了解。

张莹说，博物馆青少年教育近年越
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并获得家
长的广泛认可，很多家长希望自己的孩
子能多了解中华民族丰厚的历史文化，

在历史中汲取营养、思考问题，并作为
可以陪伴孩子一生的智慧与力量。张
莹审阅了四册书稿，对很多细节给出建
议，还从博物馆公众教育的角度给出了
亲子阅读建议。

博物馆中的文物是历史和民族精神
的双重载体，有太多古人的巧思和对生
活的理解。对于孩子们来说，了解每一
件不言的文物，就是获得了一笔精神财
富，文物展现的是中华文明一步步向前
的心路历程，记录的是中华民族一路走
来的哲思与情感。在这套图文并茂的书
中，从儿童的视角去解读，比如在“炫丽
的三彩王国”章节，唐三彩是什么？唐三
彩只有三种颜色？等等。

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说，2020年
省博物馆推出了儿童体验馆，希望让孩
子能读懂文物，爱上博物馆，在博物馆的
陪伴下快乐成长。本套儿童文博绘本的
出发点也是如此，是一套可以捧在手中
的“博物馆”，用轻松有趣的方式，让孩子
发现文博的乐趣和传统文化之美。

博物馆绘本让孩子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抚顺市“向日葵”学雷锋小志愿
者联队日前在抚顺市雷锋纪
念馆成立，这支联队的 60 名小
志愿者来自抚顺市两个社区，
为到馆参观的观众提供志愿
讲解服务。

抚顺是雷锋的第二故乡，也
是雷锋精神的发祥地。抚顺市
雷锋纪念馆的展览以“光辉的
一生”“永恒的精神”“永远的传
承”为主题，记录了雷锋短暂而

不平凡的一生，是传播雷锋事
迹 、弘 扬 雷 锋 精 神 的 重 要 阵
地。“向日葵”学雷锋小志愿者
联队的成立，旨在教育小志愿者
以雷锋为榜样，懂得感恩、乐于
助人、甘于奉献、刻苦学习、增强
本领，从身边小事做起，充分发
挥志愿者作用，用心用情讲好雷
锋故事，做雷锋精神的传播者、
践行者，做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
传承者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践行者。

“向日葵”
学雷锋小志愿者联队成立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 王
荣琦报道 由大连市公共文化
服务中心、大连市博物馆联盟

（论坛）主办，大连中山美术馆
承办的“我心中的大连——儿
童画展”日前在大连中山美术
馆开展。

“我心中的大连——儿童画

展”以大连为创作对象，展出儿
童画 60 幅。画作题材丰富多
彩，表现形式各具创意，融艺术
性与趣味性于一体，反映出孩子
们眼里与心中的美好世界。不
难看出孩子们细致的观察和新
颖的视角。展览将持续到 8 月
29日，免费向公众开放。

大连儿童主题画展开展

8月16日，记者从省文化演艺集团
（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了解到，我省多
部优秀舞台艺术作品以及艺术类期刊
入选国家级项目。包括舞剧《花木兰》
被评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话
剧、芭蕾舞剧等多个舞台艺术剧目以及
青年芭蕾编导人才培养、工业题材戏剧
创作人才培养等人才培养项目获得国家
艺术基金支持。话剧《北上》、舞剧《铁
人》入选省委宣传部2020年度文艺精品
创作生产专项资金扶持项目。《新世纪剧
坛》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学术
期刊数据库2020年度艺术学最受欢迎
期刊”。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
务中心）被商务部评为“国家文化出口重
点企业”。取得这些成绩，得益于省文化
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深入推
进实施舞台艺术项目制管理。

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遵循艺术创作规律，深入推进实施
舞台艺术项目制管理，按照“策划一批、

签约一批、投产一批”的创作生产模式，
抓项目，带队伍，出精品，创品牌，在艺术
创作中发挥我省艺术资源优势。话剧

《北上》、舞剧《铁人》的成功创演，是艺术
创新的有益探索，通过艺术精品创作锻
炼和培养了一批文艺新秀。

我省艺术院团力求将社会效益与
经济效益相统一。芭蕾舞剧《花木兰》

《八女投江》探索出艺术创作演出的成
功模式，两部剧的商演均达到百场以
上。话剧《北上》在北京、沈阳、齐齐哈
尔巡演之后，正在全力开拓全国演出市
场，为下一步巡演作充分准备。舞剧

《铁人》在北京、沈阳上演之际，邀请了
众多国内演艺院线专业人士观看，已初
步达成100场演出签约意向。

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围绕重大主题和重要时间节点，组
织艺术院团创排新作，复排经典。近年
来，我省舞台艺术精品力作不断涌现。

《开炉》《工匠世家》《长征组歌》《逐月》

《花木兰》《铁人》《月颂》《舞与伦比》《国
韵芳华》等一批原创舞台艺术作品备
受好评；复排《干字碑》《苍原》《八女投
江》等经典剧目满足了广大观众的欣
赏需求。

目前，省文化演艺集团（省公共文
化服务中心）正在积极策划启动话剧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天算》、芭蕾舞剧
《巴黎圣母院》、芭蕾舞蹈诗《榜样》等剧
目的创排。

实施项目制管理

辽宁舞台艺术新作影响力增强
本报记者 王臻青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由沈阳市委宣传部、沈阳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辽宁省美术家
协会联合主办，沈阳市美术家
协会、沈阳美术馆承办的“初
心如磐 奋楫笃行”沈阳市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美术
作品展日前通过“学习强国”
辽宁学习平台等新媒体进行

“云”展览。
展览展出辽沈地区著名画

家王易霓、卢志学、刘明、徐甲
英、郑伯劲、马学鹏、秦永春、亓
官良等百余位画家创作的 150
幅美术作品，分为“回望初心”

“砥砺奋进”“江山如画”和“盛世
芳华”4个部分，涵盖了国画、油
画、版画、水彩画、雕塑等艺术形
式，展现建党百年来的辉煌成
就，歌颂英雄模范人物，描绘了
沈阳城市的发展变迁，作品内涵
极具思想性和艺术性。

庆祝建党百年美术作品展上线

评论近来几个娱乐明星出
事，不知谁先起的头，反正有好
多人在复制这样的形容：“眼看
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
他楼塌了。”于是，就出现了“塌
房”这个流行词。

上面引用的这句话出自清
代传奇剧本《桃花扇》，是作者
孔尚任经历十余年三易其稿完
成的经典戏剧作品。故事的时
间段是清军入关攻陷北京城之
后，明宗室福王朱由崧在南京
建立南明小朝廷随即覆亡的一
年时间，作品以名士侯方域和
歌妓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
事为主线，探讨南明覆亡的原
因。这是一出历史大悲剧，如
作者所说“借离合之情，写兴亡
之感”。从戏剧史的角度来说，

《桃花扇》的价值在于它是中国
古典戏剧中极其少见的以悲剧
收场的一部作品，连《窦娥冤》
里那种父亲中举做官之后为窦
娥平冤昭雪的“光明的尾巴”都
没有，可见作者亡国之痛、感伤
之深。

剧中最经典的唱段正是这
段《哀江南》：“俺曾见，金陵玉
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
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
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
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
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
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
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
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
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
唱到老。”

把如此大的悲痛用在形容
娱乐明星的沉浮上，让我真有
点生气，可惜了戏剧名家孔尚
任的好词和深情。当然也必须
承认，这几个娱乐明星“塌房”的
速度与南明小朝廷还真有一比。

而网络，恰恰让这种“其兴
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速朽变
得习以为常。都说网络是一个

让人健忘的地方，每天大量信
息不断刷新，谁还能记得几年
前甚至十几年前红极一时的
人、轰动一时的事？所以，也就
难为了那些流量明星拼尽全力
也要待在热搜上，生怕粉丝把
他们忘了。

但是，与此同时，人又是被
记忆塑造的，每个人都带着记
忆生长，在师长的讲述中、在历
史教科书中不断强化历史记
忆，直到它们变成了自己生命
的一部分。我们没有经历过甲
午，没有经历过抗战，但这种被
侮辱被奴役的感受我们永远都
记得；我们也没有经历过大唐
盛世、雅宋风华，但这种大国气
象我们永远都记得。而网络，
也同样让记忆的不朽得以强
化，甚至不需要再去翻阅档案
馆里那些泛黄的纸页，一个搜
索框就能完成记忆的重现。

所以，建立历史感，在网络
时代就有了更多的意味。那些
明星八卦、无病呻吟，哪怕收获
再多的关注和评论，也会很快
被遗忘。只有那些影响历史进
程的大事件、大悲欢以及这些
事件中带给我们感动和力量的
人和细节，会被一代又一代人
重新提起、重新置顶。

于是，网络世界最终还是会
回到地面，就像臧克家的诗句：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
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把名
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
人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
烧……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
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
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
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行走网络中的历史感，于
公众人物而言，就是留下好作
品、好人品。于我们普通人而
言，就是留下值得被后世珍惜
哪怕只被自己的后代珍视的话
语、故事和情感。

网络上的速朽与不朽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由我省著名编剧李铭担任编剧
的电影《小小爸爸》日前在央视
电影频道播出。

电影讲述了一个每天浑浑
噩噩度日的父亲在陪伴失散多
年的儿子成长的过程中，逐渐懂
得责任与担当，成为了一个合格
的好父亲的故事，上演了一场饱
含欢乐与眼泪的父子亲情大戏。

影片没有刻意表现父爱的
深沉厚重，而是将影片中小小
和爸爸的感情以喜剧的形式进
行展现，从父子俩的对话以及
生活中的细节，展现父子情。

据了解，亲情喜剧《小小爸爸》
曾获优秀影片金鹿角奖。李铭
的作品深深扎根于生活，质朴、
生动，接地气。《梨花雨》《石榴
的滋味》《小岛运动会》《为了这
片土地》等电影都是他深入基
层生活进行创作的。李铭不
仅创作电影剧本，而且创作了
一批优秀的舞台剧剧本，包括
评剧《牵·纤手》、话剧《代理村
官》等。《牵·纤手》曾获辽宁省
第十一届艺术节“优秀剧目”
奖，《代理村官》曾获全国第九
届话剧金狮奖“剧目奖”和“金
狮编剧奖”。

电影《小小爸爸》亮相央视

我省26个项目获国家艺术基金支持

创作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
本报记者 赵乃林

入选项目中，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申报
的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引起记者关
注。为何要着力培养创作工业题材戏剧
的编剧群体，又如何培养？记者就此采访
了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梁海燕。

梁海燕说，在新中国工业发展历
程中，涌现出的典型事件、典型人物及
其体现出的伟大精神始终是戏剧创作

艺术宝库。书写新中国工业建设的成
就，是当下编剧的责任与使命。然而，
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在工业题材
戏剧创作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很多
作品处理不好技术与艺术、生产与生
活、做工与做人的问题，致使戏剧作品
创作同质化严重，思想性、艺术性、观
赏性不高。如何将主题进一步深化，

如何把情节构建得深入浅出，如何将
专业术语转换为大众所能接受的舞台
语言，如何将平面的资料转换成立体
的戏剧人物等问题成为编剧创作的瓶
颈所在。因此，用系统的教学方法梳
理和探讨工业题材戏剧的发展脉络及
发展路径，培养可以创作工业题材戏
剧的编剧群体显得尤为重要。

培养工业题材戏剧编剧队伍2020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申报项
目数量为 11917 项，申报数量首次破
万，其中，我省申报 488 个项目，66 项
入围复评，经过专家会议评审最终26
项入选。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
2020 年度资助项目有美术创作资助
项目、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艺
术人才培训资助项目、传播交流推广
资助项目、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五
大类型，我省均有项目入选。

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
我省入选项目申报主体（单位和个人）
有23个，范围广，遍布全省各地。有
专业艺术院团，如辽宁人民艺术剧
院（辽宁儿童艺术剧院）的话剧《天
算》、儿童剧《听说过，没见过》入选
大型舞台剧和作品资助项目；有高
等院校，如沈阳师范大学的戏剧小
品《爱的呼唤》、群舞《筑梦》入选小
型剧（节）目和作品资助项目；还有
文艺研究单位，如辽宁省文化艺术
研究院的“工业题材戏剧创作人才
培养”入选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
以及自由职业者任杰获青年艺术创
作人才资助项目等。

26项入选
五大类资助项目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省文化和旅
游厅将按照国家艺术基金的要求，指
导入选项目做好各项工作，推出优秀
作品，培养艺术人才，确保所有入选项
目按时通过结项验收。

那么，入选项目如何进一步操作
呢？以“工业题材戏剧创作人才培养”
项目为例，如何开展培训？

梁海燕表示，坚持文艺创作正确

导向，坚守文艺创作基本立场和美学
追求，在具体操作上将严格按照国家
艺术基金章程要求，通过理论讲座、剧
目观摩、现场教学、交流研讨、案例剖
析等教学方式，聘请国内戏剧创作及
艺术领域资深专家、编剧、导演、表演
艺术家授课，从基础上保证师资力量
的权威性和专业性。让学生在夯实戏
剧创作技巧原理的同时，贯彻落实党

的文艺方针，了解戏剧创作规律，熟悉
戏剧舞台。

梁海燕说，最终以此次培训为契
机，加强阵地建设，打造以辽宁为起点
的中国当代工业题材戏剧创作实验中
心，培养一批符合新时代文艺创作的
高精尖创作人才，壮大工业题材戏剧
创作人才队伍，为中国戏剧的发展、为
振兴老工业基地作出积极的贡献。

推出优秀作品培养艺术人才

芭蕾舞剧《花木兰》剧照。 李明明 摄

“博物馆里的奇妙中国”系列图书封面。

话剧《工匠世家》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