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停下脚步，驻足观赏。上个周
末，辽宁省博物馆第三层第 20 号
展厅内，三三两两的观众围聚在一
幅幅古代山水画前，静心品味古画
之美。

1 月 7 日，“江山如画——辽宁
省博物馆藏中国古代立轴山水画
展”正式启幕。此展不仅是辽宁省
博物馆开年首展，也是该馆首次对馆
藏“立轴”山水画作集中展出。

“这次展览中，一半以上的立轴
山水画都是首次展出，有些画作值
得认真欣赏。”辽宁省博物馆展览策
划部工作人员杨勇说。

辽宁省博物馆以馆藏古代绘画
数量多、作品精而蜚声海内外。此
次展览辽博独辟蹊径，特意从馆藏
古代绘画珍品中挑选出立轴作品
集 中 进 行 展 览 展 示 。 这 也 是 继

2016 年手卷山水画展后，辽博时隔
6 年，再一次集中展示馆藏的古代
山水画作。

此次展览从 1 月 7 日开始，至 4
月10日结束，共展出66组作品。作
品时间跨度从宋辽一直延续到清
代，其中，明清时期作品占较大比
重，明代戴进的《溪堂诗意图》、明代
吕纪的《桃林聚禽图》、明代沈周的

《魏园雅集图》、明代唐寅的《茅屋蒲
团图》等精品画作都在此次展览中
一一亮相，与观众见面。

杨勇表示，与辽博以往的古代
山水画展览相比，此次展览呈现出
几大亮点：首先，此次展览中的一半
以上作品是首次亮相，这对喜爱古
代山水画的观众来说是一次大饱眼
福的好机会；其次，展览中的一些
作品不论是在艺术价值上，还是在

历史价值上，都具有标志性意义，
可用“珍品”形容；再次，此次展览
深挖馆藏古代山水画中的精品，将
那些虽然作者名气不是很大，但画
作质量上乘的作品遴选了出来，可
让观众欣赏一场高水准的视觉盛
宴。再有就是，此次展览中的画作
尺幅较大，观众站在展品前会被深
深吸引。

一般来讲，书画有立轴、手卷、
册页、对幅等几种装裱形式。装裱
形 式 不 同 ，欣 赏 方 式 也 不 相 同 。

“比如说，古人在欣赏手卷山水画
的时候，因为是横幅作品，他们会
一点点展开，也就是说在动态中欣
赏。立轴则不然，因为它一下子全
都打开了，可以看到整幅画的全
貌，所以更适合站在画作前静态观
赏。”杨勇说。

精品山水画集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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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卧游江山——辽宁省博物馆藏手卷山水画展”之后，1月7日，辽宁省博物
馆梳理出66件馆藏立轴山水画精品，为观众呈上开年书画大餐。展品时间跨度从
宋辽一直延续到清代，明代的《溪堂诗意图》《桃林聚禽图》《魏园雅集图》《茅屋蒲团
图》和宋代画家马远的《松寿图》及辽代的《深山会棋图》等，都集中亮相。

辽宁省博物馆丰富的古代绘画藏品是辽宁文化底蕴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择选馆藏精品，让
人们在近距离揣摩山水画真意的同时，也获得了一次体悟中国人的自然观、哲学观的机会。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1
月10日，记者从辽宁中华剧场了解
到，在学生们寒假到来之际，该剧场
准备了一系列儿童剧，其中包括关
注青少年成长的励志儿童剧《米小
圈之李白白不白》、绘本实景儿童剧

《我是霸王龙》以及辽宁儿童艺术剧
院创作的儿童剧《小蝌蚪找妈妈》

《糖果城堡》等。
其中，儿童剧《米小圈之李白

白不白》根据小说《米小圈上学记》
改编，讲述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故
事，通过小学生米小圈如何对唐诗
产生浓厚的兴趣，表达传承传统文
化的主题。这部儿童剧风格诙谐

幽默、充满童趣，寓教于乐。该剧
由原著作者北猫担任监制，来自国
家大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艺
术家组成主创团队，历时一年进行
创作。该剧从舞美设计到舞台服
装，都进行了精心设计，多层次的
舞台布景打造出身临其境的舞台
效果。《我是霸王龙》则是科普系列
儿童剧，改编自深受儿童喜爱的绘
本，以鲜明的风格、浓烈的色彩、简
短 而 温 暖 的 故 事 吸 引 着 儿 童 观
众。《我是霸王龙》的主人公是可爱
的恐龙，这部儿童剧讲述了一个关
乎友情的温馨故事，引导儿童观众
做善良勇敢的人。

辽宁中华剧场上演儿童剧新作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1
月10日，沈阳市文物保护协会组织
民间收藏家向沈阳北大营旧址陈列
馆捐赠纪念章、老照片、徽章等文物
史料，丰富陈列馆的馆藏文物。

北大营营房旧址位于沈阳市
大东区柳林街2号。北大营始建于
1907年。现存建筑为1931年九一八
事变前夕东北军独立第7旅第619团
第2营的三栋营房，至今已有115年

的历史。作为沈阳重要的抗战遗址
遗迹，2019年，北大营营房旧址被列
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1年，在九一八事变90周年之际，
沈阳北大营旧址陈列馆建设工程正
式启动，文物史料征集工作同步展
开。沈阳北大营旧址陈列馆于2021
年12月23日建成开馆。此次，沈阳
市文物保护协会组织十余位民间收
藏家为该馆捐赠了文物史料。

沈阳文保协会组织收藏家
向北大营旧址陈列馆捐赠史料

如何以文学的方式书写红色历
史？如何塑造鲜活的历史人物？如何
创作精彩故事？这些经典的文学问
题，在长篇报告文学《天晓——1921》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以这部作品
为例，从不同角度给出了答案。

以文学方式讲述红色历史

如何处理宏大历史书写与文学审
美原则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作家不容
回避的问题。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
认为，从《天晓——1921》可以看到，作
者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领会历
史，在历史的发展变化中去把握人物
的命运沉浮；与此同时，又对大量细节有
着准确、敏锐的把握，将二者深度融合形
成自己的视角和语调，以文学的方式讲
述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整部作品充满情
节的吸引力、情感的感染力、精神的感
召力。

在《中国图书评论》主编杨平看
来，《天晓——1921》把各个历史节点

和当时人的行为状态串联起来，构成
中共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活
动的历史图像，具有强烈的画面感，读
后能马上在头脑里映射出中共一大形
成的历史路线图，让读者身临其境地
感受到历史的原生样貌，达到历史和
现实的双重结合。

这部作品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白烨最突出的感受是，作家在写作
中，既注意采用素材和史料的真实性，
又注重表述的文学性。

既写党史，也写人生

对于《天晓——1921》，中国作家
协会创研部原主任胡平认为，作者徐剑
以史学精神和个性化文学表达的融合
来塑造历史人物，不仅写建党，也写参
与建党的不同人物，他们的人生，以及
他们的人生给我们带来的思考。

这本书为中共一大代表逐一立
传，怎样书写这些历史人物，徐剑秉承
他的“三不写”创作规矩，没有用脚走

过的地方不写，没有亲耳听过的故事不
写，没亲眼看到的地方不写。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李朝
全认为，徐剑以人为中心，一方面追寻
踏访历史故事的发生地点，另一方面
通过大量细致的史料爬梳，历史当事
人和亲历者的回忆录、口述实录等，围
绕 13 位中共一大代表重新做文学的
叙述，表现建党历程。

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李东华分析
说，作者把求真的史学精神和个性化
的文学表达融合得特别好。比如中国
共产党创立时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杨
明斋，徐剑在这样一个已经湮没在历
史尘埃中的人物身上作田野调查，从
中可以看到他真挚的家国情怀以及对
早期共产党人的敬仰。创作中，他不
但写出了每个人的命运，而且传神地
写出他们的性情。

一个个历史人物再现，既让我们
看到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伟大精神，也
看到了一个作家精确又热情洋溢地把
自己的创作精神饱满地呈现出来。

《天晓—1921》研讨会在京召开，专家们认为——

在历史发展变化中把握人物命运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1
月 10 日，记者获悉，由辽宁音乐家
创作的大型古筝合奏曲《喜迎冬奥
万家欢》在央视录制。这首由辽宁
籍音乐家创作、辽宁籍青年演奏家
演奏的古筝合奏曲将在央视音乐频道

《风华国乐》栏目播出。新年伊始，这
首乐曲在一系列迎接2022年北京冬
奥会的活动中亮相，受到好评。

大型古筝合奏曲《喜迎冬奥万
家欢》由国家一级作曲、古筝专家王
天一为迎接北京冬奥会创作，乐曲
描绘了人民群众喜迎 2022 年北京

冬奥会的情景。此曲快板欢快热
烈，慢板抒情优美，具有较高的演
奏难度。据了解，《喜迎冬奥万家
欢》由中国东方乐团青年演奏家姜
淼、赵勃楠、王杜瓦等联袂演奏。
演奏者运用颤、按、推、揉等传统
演奏技法体现古筝演奏独特的韵
味，运用双手快速分指技法体现
人民群众迎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
的喜悦心情。据了解，大型古筝合
奏曲《喜迎冬奥万家欢》还将在国
家图书馆音乐厅、北京天桥剧场等
处演出。

古筝作品《喜迎冬奥万家欢》
在央视录制

1 月 4 日，“Kindle 或退出中国
市场”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

从消息中看到一个数据，Kindle
在中国的用户只有几百万人，所以
还是有必要先来介绍一下它是什
么。Kindle是亚马逊推出的一款电子
书阅读器，2013年正式进入中国，并
且在短时间内就受到了市场的青睐，
拥有一部Kindle成了当时年轻人证
明自己品位和时尚的标志。

Kindle几乎成了电子书阅读器
的代名词，就像苹果出了iPad，后来
其他品牌再出平板电脑，用户还是常
常习惯地把它们称为ipad一样。这也
就是为什么这样一款只有几百万人使
用的产品会登上热搜的原因。

读到这条消息的时候，看着手
里用了7年的Kindle，还有去年才痛
下决心买的故宫《千里江山图》保护
套，心情挺复杂，多少有些不舍。对
我而言，Kindle意义非常，它很大程
度上改变了我的阅读习惯。之前我
也是一直坚持“只有纸质书才能闻
到书香”的人，对互联网和智能手机
造成的碎片化阅读感到焦虑。打动
我入手 Kindle 的，首先是这样一个
理由：它可以上网，但非常不方便，
特意这样设计就是为了让读者不因
为互联网而分心。

墨水屏无频闪不伤眼，海量书库
任你读，再加上齐全的字典、摘录、笔
记功能，让我越来越习惯于用Kindle
来读书。现在读报刊或者是纸质书的
时候，遇到不认识的字、不懂的词，我
就会下意识地用手指去点，在Kindle
上这样做马上就可以查字典。

但在我被 Kindle 改变的同时，
Kindle 却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尤
其是面对着其他品牌电子阅读器来
势汹汹的竞争，它显得多少有些傲
慢——阅读器的功能和款式基本上
一成不变，电子书的价格也不够优

惠。而它此前的优势，现在也越来
越不明显了，目前市场上任何一款
电子阅读器都有墨水屏，字典、笔记
这些功能更是被极大地强化了。在
当当、京东以及众多手机阅读 APP
纷纷加入这场电子书争夺战的时候，
Kindle被市场冷落也不奇怪。最新的
消息中，亚马逊有了官方回应，但除了
一句“致力于服务中国消费者”之外，
对是否退出中国市场语焉不详。这基
本上也等于坐实了人们的猜测。

Kindle的老用户可能会带着感
情来关心它的未来，更多的人关心
的则是另外一个问题：Kindle 的退
出，是不是意味着电子书阅读器走
向了末路？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否
电子阅读与纸质阅读争夺地盘的战
局会有新变化？

我的观点是，Kindle的退出，不
意味着电子书阅读器的失败，相反
倒是这个行业不断升级的结果。
Kindle 的设备不再售卖，对 Kindle
用户来说，没有太大影响，Kindle电
子书库一定还会继续开放，因为电
子书不像纸质书卖一本少一本，电
子书不会有售罄的时候。等到阅读
器用坏了，换一个其他品牌的好了。

Kindle上了热搜后，很多人在群
嘲，说Kindle的使用方式是“充电—
放着—想起—没电—充电—放着”，说
它是泡方便面时的“盖面神器”，似乎
Kindle成了他们读不进去书的罪魁祸
首，可当年惊呼“Kindle将发起一场阅
读革命”的人也是他们啊！

Kindle 凉了，阅读仍然继续。
爱读书的人永远会有办法读下去，
不论是古代的凿壁偷光，还是今天
的墨水电子屏。不读书的人，今天
会拿 Kindle 盖面，明天盖面的就会
是下一款阅读器。归根结底，最重要
的是保持阅读和思考的习惯，怎么
读、在哪里读、用什么读并不重要。

选什么媒介读书
不是最重要的
高 爽

今天
我们更要讲好红色故事

真实性是红色故事的生
命，今天，我们更要讲好红色
故事。《天晓——1921》的书写
较好地处理了红色历史题材
文学创作实与虚的关系。《解
放军报》文化生活部主任刘笑
伟说，这部作品不仅告诉我们
鲜为人知的党史中的一些事
件，而且以文学的方式让党史
上一个个只有名字的人物有
了性格、有了血肉、有了命运
感；诚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
授丛治辰所言，对这些历史人
物来龙去脉的叙述，其实就把
党史的来龙去脉讲活了；又如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贺绍俊所言，历史影像与文学
情怀交相辉映，产生共鸣。

链接 LIANJIE

辽博开年首展主打“中国古代立轴山水画”

半数以上馆藏精品是第一次展出
本报记者 朱忠鹤

如何欣赏中国古代立轴山水画

专注中国古代山水画研究多年的艺
术史学者刘墨说，一般油画强调透视、光影
等因素，但这些在中国古代山水画中恰恰
是不重要的。与手卷不同，立轴山水画更
适合静态观赏。观众站在立轴山水画前，
应该采取一种俯视的角度，先看整幅画的
大气象，然后再细细品味其中的细节。

另外，除了观看画作本身外，山水
画上面的题目、题跋等也特别重要，这也
是中国古代画与西方油画的区别，需要
观众认真欣赏。题目、诗作、印章等不仅
承载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而且拓宽了画
作的内容，让整幅作品更丰富与立体。
中国古代山水画其实集合了中国古代人
的宇宙观与哲学思想，正因如此，如果观
众能沉浸其中，会收获很多感悟。

本报记者 朱忠鹤

延伸阅读 YANSHEN

既作为此次展览的主要工作人
员，也作为专研古代书画的研究人
员，杨勇在被记者问到此次展览中
首推值得观看的作品时，他给出的
答案是辽代的《深山会棋图》。

《深山会棋图》并不是用“家传”
方式保存下来的，而是上世纪 50 年
代，出土于法库县叶茂台乡一处辽
代箫氏家族墓葬中。1000多年前的
画作能在墓葬中完整保存至今，十
分难得。

除了这个原因外，《深山会棋
图》在古代山水画作中还具有标本
意义。中国古代山水画第一个巅峰

出现在五代、宋初，虽然也有据传宋
初的山水画，但其真伪一直在学界
存有争议。正因如此，出土于辽代
早期墓葬中的《深山会棋图》，因为
有了明确年代，所以在布局、绘画技
法等细节上，可为鉴定同一时期其
他山水画真伪提供标准。

杨勇表示，《深山会棋图》还是
中国古代绘画中较早体现“文人雅
集”这一主题的作品。画面中的山
顶处，二人对弈；山脚下，一位文人
缓步登山，旁边的两个童仆，一人背
负酒葫芦，一人背负琴囊。整个画
面将文人惬意悠然、超然世外的生

活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除了《深山会棋图》外，杨勇还

特别向观众推荐此次展览中另一幅
作 品—— 宋 代 画 家 马 远 的《松 寿
图》。

马远是南宋宫廷画家。这幅
《松寿图》之所以珍贵，除了构图独
特、笔墨雄劲简洁外，还因为上面有
南宋第四位皇帝宋宁宗赵扩的题
诗。作为皇帝赠送给大臣的祝寿作
品，《松寿图》不论是画中灵芝、长
松，还是皇帝题诗内容，都表达了祝
福的深意，可以说内涵丰富，具有历
史与艺术双重价值。

辽代墓葬中出土山水画

采访辽西太平鼓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成德时，79岁
的他，一身喜庆打扮，左手持太平鼓，
右手拿着鼓鞭，手中的太平鼓上下翻
转，鼓点欢快，舞姿优美，边打边舞，
富于变化，悦耳的鼓声伴着优美的舞
姿，演绎着辽西地区一个个鲜活古朴
的生活场景。王成德说，他一生奔波，
辽西太平鼓是他一生的最爱。尽管年
事已高，但他仍然在四处奔走宣讲、找
寻老艺人和在演绎辽西太平鼓的道路
上执着前行，只为重新敲响早已经远
离人们视线的辽西太平鼓，并要力争
将这项非遗项目传承给更多后人。
2021年“鼓舞相和奏太平”——辽西太
平鼓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王成德打心里高兴。

辽西太平鼓是辽西地区流传的

一种女子民间舞蹈，起源于唐，明代
开始有文字记载，盛于清。

辽西太平鼓的传授方式主要靠
口传心授、面对面的教学方式。太平
鼓的鼓点表现形式大致分六类，敲击
方法与用法共有 22 种表现形式。舞

者左手持鼓，右手持鼓鞭，边打边舞，
节奏明快，富于变化。

王成德说，辽西太平鼓有丰富的
表现力，右手持鼓鞭，打、抽、扣、按、片、
挑、沿、卡、倒、撩、边。左手持鼓，摇、颠、
翻、卷、抖、压、弹、绕、扑、旋、扇，脚步均
匀头稳平，左拜右拜腰眼灵，四面八方
团团转，翻滚扑踢一溜风。

辽西太平鼓虽简单易学，但变化
起来又千姿百态。由于受当时满、汉
等民族妇女服饰和体力的局限，太平
鼓无大蹦大跳动作，只着重“走”和

“转”，并以“快”和“飘”来要求“走”和
“转”。舞蹈动作大部分是表现妇女
劳动生活、自然景物和风土人情。

王成德介绍，辽西太平鼓起源唐
代，明代绘画《太平腊鼓》记载了童子
打太平鼓的有趣场面，清代绘画《太平

春市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到
清代太平鼓达到盛行。《锦县志》卷十
七《礼俗》中有所记载，辽西其他各县
志、地方志也均有类似的记载。

以往敲打太平鼓的是妇女，不仅
因为这些生活、劳动场景都是辽西妇
女日常生活主要内容，而且太平鼓的
起源也与过去妇女在家寻找自娱自
乐方式有关。后来在太平鼓表演中
逐渐打破了妇女“垄断”，主要原因是
很多男人看到后也加入学习。

辽西太平鼓有着强烈的实用性
与艺术审美价值。人们打起鼓来，不
仅表现自己的劳动生活，而且模仿生
活现象、自然景物、老人形象以及动
物形象，本身就充满了生活情趣。辽
西太平鼓对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
济、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鼓舞相和 翻滚扑踢一溜风
本报记者 杨 竞

我省入选第五批国家非遗项目展示

非遗绝活⑥ 辽西太平鼓

辽代《深山会棋图》

辽西太平鼓在沈阳演出。

《喜迎冬奥万家欢》录制现场。 任 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