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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核心
提示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近期，我省各家博物
馆陆续临时闭馆。为了弥补观众不能前往展
馆实地参观的缺憾，我省各博物馆将展览搬
到“云上”进行线上展览，让观众一饱眼福。
与此同时，我省的历史文化志愿者也加入到
知识传播之中，他们结合博物馆馆藏文物，在
线上积极与文物爱好者互动，并传播知识。

线下展览纷纷挪到线上继续展

“尊敬的观众朋友，根据疫情防控需要，
辽宁省博物馆从2022年3月15日起暂停对
外开放……”

最近几天，喜欢文物与历史研究的沈阳
市民段纯，陆续接到了全省各博物馆因疫情
防控要求而闭馆的消息，不过，这并不影响
段纯观展，“我可以通过数字博物馆、网上博
物馆‘云上’参观，很方便。”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包括辽宁省博物
馆、沈阳故宫博物院等在内的全省博物馆因
疫情防控需要而临时闭馆。

我省各博物馆虽然临时关闭，但“闭馆
不闭展”，一些展览纷纷在“云上”正常展出，
观众可以通过博物馆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
众号、官方短视频等多种媒介近距离观展。

“江山如画——辽宁省博物馆藏中国古
代立轴山水画展”正在辽博第 20 号展厅进
行线下展览，临时闭馆前，每天前来参观的
观众络绎不绝，好评如潮。这个精品展被原
原本本搬到了线上，观众足不出户、轻点鼠
标，就能在“云上”欣赏到古代立轴精品书
画。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仅是“江山如
画”这个展览，辽宁省博物馆包括2020年底
展出的现象级大展“山高水长——唐宋八大
家主题文物展”、正在展出的“虎虎生威——

壬寅虎年新春生肖文物展”等，观众都可以
在“云上”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欣赏。

历史文化志愿者加入文化传播中

不仅是辽博，我省其他城市的一些博物馆
在相继临时闭馆后，也推出了“云上”展览服务。

作为大连地区唯一一个遗址类博物馆，
大连汉墓博物馆加大了引导观众到“云上”
看展的力度。该馆负责人告诉记者，观众可
以通过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形式，通过

“文字+图片+视频”的全媒体方式了解博物
馆内的馆藏文物。

营口市博物馆加大了“云上”展览活动
的密度。此前，营口市博物馆策划制作了线
上活动——“萌娃讲历史”，邀请少年儿童对
馆藏文物进行讲解，闭馆期间，该馆把这个
短视频节目搬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让更多

人通过这种全新方式了解文物、熟悉历史。
除了各个博物馆外，我省一些历史文化

志愿者也加入了“云上”历史传播中。辽宁
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利用闲暇时间深
入全省各地，一方面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知
识，另一方面现场讲解历史古迹。该志愿者
团队队长、沈阳市大东区文化遗产保护协会
会长陈赫说，他们将改“线下”为“线上”，结
合各个城市和博物馆中的遗址、遗迹和文
物，通过团队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线上方
式继续讲解历史，传播辽宁厚重的历史文
化。

“大家看，这个钤印是很独特的……”专
注中国古代书画研究的历史文化志愿者韩宏
伟自己制作系列短视频，通过对包括辽博在
内的博物馆馆藏古代书画进行细致解读，来
传播书画知识。“观众十分喜欢这种娓娓道
来、积极互动的方式。”韩宏伟说。

闭馆不闭展 我省多家博物馆邀您云看展
本报记者 朱忠鹤

出征地系列展览第一期，对考察小组
发现的丹东十余处志愿军过江点，都进行
了多角度的今昔照片展示。姜晓杰解释，
已经确认的 4 座公路桥中除了马市村公
路便桥，还有鸭绿江断桥，是鸭绿江入海
口建起的第一座大桥；下河口公路桥，位
于宽甸满族自治县河口村下河口；苏甸沟
门木结构列柱桥，位于宽甸满族自治县苏
甸村沟门。

还有4座铁路桥，如中朝友谊桥，是鸭
绿江入海口建起的第二座大桥；沙河口木
结构列柱铁路便桥，位于丹东市大沙河入
江口，距中朝友谊桥上游约3公里；燕窝村
木结构列柱桥，位于丹东市燕窝村，现存
19座木结构桥墩，是鸭绿江沿线仅存的由
志愿军工兵搭建的木结构铁路桥梁；上河
口铁路桥，位于宽甸满族自治县河口村上
河口。

此外还确认两座铁舟浮桥，展览收集
到两张珍贵的老照片，记录了志愿军工兵
部队早晨撤收铁舟浮桥的场景，再现了志
愿军战士们的机智、勇敢和顽强。

原来下河口公路桥被美军飞机炸毁
后，志愿军工兵部队即在下河口公路桥上

游1公里及下游2公里处，架设了两座灵活
轻便的铁舟浮桥，以保障前方军用物资供
应。为防止敌机轰炸，铁舟浮桥每日黄昏
架设，车辆及部队夜间通过，清晨即撤收。
随着架桥手法日益熟练，战士们架设、撤收
铁舟浮桥的时间越来越短，开始架设、撤收
需要2小时10分钟，后来有30分钟即可完
成，保证了交通运输任务顺利完成。

周末特意带着孩子来观展的王女士
表示，这些大桥像一座座丰碑，生动诠释
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激励我们战胜一
切困难。

据悉“抗美援朝出征地”系列展览还
将推出“前线的后方 后方的前线”“志愿
军空军从这里起飞”等内容，陆续与观众
见面。

经典再现：熟练架撤铁舟浮桥30分钟内完成

电视剧《人世间》的热度还在上升，连带着原
著小说的销售量也上升了，势头甚至比2019年小
说获得茅盾文学奖时还要猛。作家梁晓声也因此
频频出现在短视频和新闻报道中，而上一次关于
他的热搜还是在多年前，他给文化下的一个定义：

“根植内心的修养，无须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
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对于一个文学爱好者来说，多少感到一丝悲
哀，文学被看见，是因为它“触电”“触网”，作家被
看见，是因为一句可以用到鸡汤文里的名言警
句。但从乐观的角度来说，这又是一件好事，正如
有评论者所说，《人世间》的成功是“文学与影视的
双向赋能”。

这确是一个存在已久的现象：影视创作乐于
借助名家名作，金庸的作品如此，四大名著更是如
此。而当代作家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成了一
种荣耀，能否被反复改编和拍制，也成了判断一
部文学作品优劣的一个标准。网络小说更是影
视剧的热门选题，不能被影视公司盯上，都没有
资格叫作大IP。图书销售也多以此为卖点，书的
腰封上经常会写着“某某著名演员主演影视剧原
著小说”的字样。

可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不争的事实：优秀的
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成
功者十不及一。自称为“原著粉”的网友，往往把
责任归咎于编剧。但编剧是怎么想的呢？初读小
说《人世间》时，我曾经觉得它无法被改编成影视
剧，因为它里面涉及的历史背景过于复杂，关于人
性的描写又过于尖锐甚至有些阴暗，很难被影视
剧的观众所接受。但在电视剧《人世间》的编剧王
海鸰看来，原著小说的复杂和尖锐恰恰给优秀的
编剧提供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在日前中国作协为电视剧《人世间》举办的
座谈会上，王海鸰说：“我想借电视剧的成功加
强对小说《人世间》严肃文学属性的强调。严肃
文学的根本是人性的真实，越真实越可信，可信
才动人。作家们大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广
泛的推介，影视是一条很好的出路。但如果有
了急功近利的动机，小说很难写好。迎合没有
出路。”

由一位影视剧编剧来提醒作家重视严肃文学
的属性，这事太让人感慨了。关于严肃文学、纯文学、
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等概念的辨析以及高下的争论由
来已久，也说来话长，简单几句话辩不清楚。但既然都
叫作“文学”，那就必须遵从文学的基本概念——“文
学即人学”。用文字去还原一幅照片或者构筑一个
清晰明了的物理空间，并不是文学的终极目的，与手
段丰富的影视语言角力，更非文学所长。文学要做
的是，要去透视人心、洞察人性，去反映人与时代的
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人在极端
处境下的内心挣扎和艰难抉择。这是文学的功能，
也是文学的优势和立身之本。

曹雪芹写林黛玉的“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
没人能画得像。沈从文笔下“细眉长眼”的女子，
描述过于笼统。鲁迅写阿 Q，甚至连名字都不认
真起。但这些并不妨碍他们的作品被一代又一代
读者反复品味，从各种角度去解读，用各种艺术手
段去再现。

所以，文学的最好出路不应该是“触电”，而是
让文学的归于文学。

影视化不该是
作家的唯一追求
高 爽

从丹东的公路桥铁路桥和铁舟浮桥跨过鸭绿江

53张照片记录志愿军十余处过江点
本报记者 商 越

3月14日，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票房突破40亿元。片方消息，已经有8086万观众走入影院，缅怀志愿军先烈。作为抗美
援朝出征地，70多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从丹东跨过鸭绿江出国作战。为深度发掘这段历史，最近，抗美援朝纪念馆对中国人民志
愿军过江地点等遗址遗迹进行了深度调查，已发现志愿军从丹东十余处过江地点跨过鸭绿江，包括公路桥、铁路桥和铁舟浮桥。根
据考察成果，3月8日，抗美援朝纪念馆推出“抗美援朝出征地系列展览——中国人民志愿军从这里跨过鸭绿江”，首次以53张图片

展的形式呈现抗美援朝出征地，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从1993年新馆落成开始，抗美援朝纪念馆
就成立了抗美援朝遗址考察小组，也是目前全
国唯一一支抗美援朝遗址遗迹调查研究团队。
近 30 年来，他们对丹东地区抗美援朝遗址遗
迹，如志愿军过江地点、志愿军空军机场、指挥
机构等诸多遗址进行了深度调查，先后走访档
案馆、参战部队、军事博物馆、铁路等部门，采访
了多位志愿军老战士、参战民兵等相关人员，收
集整理相关档案和照片，获得了丰富翔实的数
据资料。

很多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书刊，都曾采用过
一张经典的历史照片——《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
鸭绿江》，画面上，斗志昂扬的威武之师踏着白茫
茫的冰雪，如巨龙般蜿蜒而上，徒步通过鸭绿
江，出国作战。那么，这张照片是在哪里拍摄
的？志愿军徒步跨过鸭绿江的地点到底在哪？

时隔多年后，想寻访这张照片的拍摄地，却
颇费周折。抗美援朝纪念馆遗址考察小组组长
张校瑛告诉记者，大家先是找到照片的拍摄者、
志愿军第64军战地记者黎民，但鸭绿江边的景
物变化很大，黎民自己也记忆模糊。

2009年，一名收藏爱好者提供了一张丹东市
1954年版的军用地图，图上清楚地标明了上世纪50
年代丹东通往朝鲜的桥梁，除了现在的鸭绿江断桥
和中朝友谊桥、沙河口木结构列柱便桥、燕窝村木结
构列柱桥等，在上游的马市村还标注有一座桥。

考察小组随后对地图中标注的马市村过江
桥进行考察，并走访该村几位年纪大的村民，证
实马市村曾驻扎过志愿军，现在的村路还是当
时为志愿军部队过江和运送物资修建的。在村
南面的江面上，有一座志愿军过江前组织民兵
搭建的便桥，桥的规模不大，也很简陋，连桥栏
都没有，桥的中间有一处拱起，有村民曾目睹志
愿军从此徒步过江。

最有说服力的是朝鲜境内的山形。考察小
组成员拿着照片，沿着鸭绿江对照朝鲜的山形
地貌进行比较，尽管历经数十年沧桑风雨，但山
川依旧，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历史
照片的地形、地貌完全一致。考察小组最终确
定了这张历史照片的拍摄地，就是马市村志愿
军过江地。马市村的简易便桥是 1950年 10月
志愿军与当地民兵共同修建的一座公路便桥，
后来以“马市村浮桥遗址”之名列入辽宁省第九
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人民志愿军从这里跨过鸭绿江”展览策
展人姜晓杰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丹东市区的两
座大铁桥目标较大，是美军飞机轰炸的重点目标，
而马市村这座便桥地处偏僻乡村，比较隐蔽，很少
遭到敌机的空袭，大批的志愿军后续部队从这里
过江，众多的作战物资也从这里运往前线。

一波三折：找到著名
徒步过江地“马市村”

志愿军工兵部队在撤收铁舟浮桥。(资料图）

志愿军过江点——丹东市马市村。（资料图）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3月15日，记者
从盛京大剧院了解到，该剧院近期按照防疫要求，取
消了线下演出。从3月22日起，通过微信公众号、抖
音等平台推介各类戏剧作品的艺术特色与鉴赏方
法，首期介绍的是山东五音戏《追梦长歌》。希望通
过线上导赏的方式，提高观众的戏剧审美水平。

盛京大剧院已经连续多年在沈阳举办辽宁山
东戏剧展演。今年计划继续举办辽宁山东戏剧展
演，包括五音戏《追梦长歌》。山东五音戏有近
300 年的历史，唱腔婉转、妩媚，素有“北方越剧”
之称。其发生、发展、定型经历了秧歌腔、周姑子
戏、杂社和五音戏 4 个时期，地方文化特色浓
郁。五音戏《追梦长歌》紧扣“中国梦”这一主
题，打破常规戏剧结构，另辟蹊径，巧妙构思。采
取叙事文学的“叙述体”“回忆体”方式，通过淄
博一家三代人的回忆和讲述，围绕作品的“追梦”
主题和情节内核进行演绎。这部作品是将《英雄
铁山》《回》《山河情》3 个各自独立的小戏有机融
合为一台完整的大戏。

据了解，盛京大剧院将继续在线上推介历史
题材话剧《武则天》、悬疑题材话剧《死无对证》、
舞剧《李白》《长城》《花木兰》等。盛京大剧院采
取文字介绍结合图片、视频的方式，通过多个媒
体平台为观众进行导赏。

盛京大剧院
线上导赏五音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