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核心
提示

最近，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登上热搜。这并不
奇怪。对于有着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
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来说，我们从哪里来、我
们的文明地点在哪里，一直是多方探寻的动力与
追问的方向。

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我们引以
为傲的资本。对辽宁人来说，我们还应该因为生
活在这片土地上而感到自豪，因为距今五六千年
的红山文化，尤其是红山文化晚期的牛河梁遗址
就在我们辽宁。

虽然，以现在的目光打量“牛河梁”，会感到它
位置稍显偏远。但若要往前追溯，走进历史深处，
你就会发现，这处藏身于连绵起伏山岗中的遗址
正是先民朝拜的中心与圣地，五千年前，这里就已
经闪现文明的曙光了。

已经延续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证明，五千多年
前，牛河梁这处同时拥有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的
史前遗址，不仅有众多红山先民在这里虔诚地祭
天敬地，而且在他们的祈求护佑中，我们的祖先已
经在浑然不觉中步入了初级文明社会。换句话
说，五千多年前的红山先民已经在中华大地上率
先推开了文明大门。从这个意义上讲，红山文化、
牛河梁遗址在中华文明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标
志性意义。

实际上，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对当下正
在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着不可估量的推动
作用。在和红山文化研究权威专家郭大顺的交流
中，他就透露过，1986年的媒体报道，不仅揭示在
牛河梁“存在着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
会”“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 1000 多年”的事实，而
且还掀起了学术界关于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大
讨论，也正由此，我国有关文明探源工作开始逐步
深入，并于20年前正式开启探源工程。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既曾率先诞生文明的曙
光，又曾对国家重点考古工程有着推动作用，对于这
些，我们在骄傲与自豪之余，还应该思考如何提升红
山文化，尤其是红山文明的影响力与感召力。

让红山文化愈加“红”起来，考古发掘工作肯
定是基础，这也是红山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
环节，但在学术研究的同时，如何讲好红山文化，
让红山文化被更多公众所熟知，就不只是历史与
考古工作者的工作了。

国内包括良渚、三星堆等在内的众多考古学
文化已经构建起了自己特有的品牌传播方式。仅
就三星堆遗址而言，近些年就借助大众媒体的传
播力量，陆续出版了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式的各种
书籍。围绕“三星堆”推出的系列文创产品，又进
一步深化了这个考古学文化品牌。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考古学文化的文创产
品开发可以“脑洞大开”一点。相较于传统的书
签、便笺等较为简单的文创产品，结合热点，开发
有趣、有料和有意义的文创产品将有助于考古学
文化品牌的传播。

仍以“三星堆”举例子，前不久，三星堆遗址博
物馆开发了一款戴着古蜀面具瓷人围桌打麻将的
文创产品，因其造型憨厚可爱，又具“三星堆”特
色，这个文创产品一经问世，受到观众热切追捧。

文创产品的开发只是提升某一个考古学文化
影响力的手段之一。要讲清楚红山文化是不是步
入了文明阶段，讲清楚红山人具有怎样的宇宙观、
社会观，展现红山先民的悠久历史和底蕴，真的需
要我们认真思量，本着对先民和后人负责任的态
度，做好这篇考古学文化传播的大文章。

让红山文化
真正红起来
朱忠鹤

“同学们，我现在走进中共满
洲省委旧址纪念馆展厅了，大家
可以跟随我的镜头参观。”身材高
大的张佳骐举起手机开始直播，
言语神情充满激动。

7 月 15 日，北京大学法学院
以“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为主题
的思想政治实践课程团队到中共
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调研学习。
这个团队有 16 人，多为大一、大
二的本科生，还有两名博士生。
他们统一穿着红色短衫，短衫背
部的白字“青年者，国家之魂”有
力、醒目。

按事先约定，大一学生张佳
骐为身在外地的同学做线上直

播。他不时将镜头对准展陈的英
烈照片，读出照片下面的文字说
明。当将镜头对准了中共一大代
表开会的人物雕塑时，他难抑激
情：“走进展厅，更多看到的就是
一张张革命者充满朝气的年轻面
孔。‘青年者，国家之魂’，这是革
命先驱李大钊的话。现在我们将
其背负肩上，承接的就是一种使
命和责任。”

“这就是我在材料里提到的两
位英雄学长之一张甲洲。”他的话音
刚落，同学们都聚集过来。

大一学生肖睿说，来之前，他
收集整理了中共满洲省委的相关
资料，分发给团队成员。此间，发

现这里展示的内容中有北大毕业
的刘澜波、张甲洲的革命事迹，他
还特别做了标注。

学生们仔细端详照片，阅读
文字，纷纷用手机拍照。“我最初
知道张甲洲的名字就是从北大静
园的‘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
上，立此碑就为纪念从五四运动
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
期间为革命英勇献身的北大83位
师生。”肖睿说。

一条陈列在展柜中的破旧的
白毛毯，俄式浅绿色花纹点缀其
间，巴掌大小的粗布补丁格外显
眼。“我旁边就是英雄赵一曼使用
过的毛毯，当年工作地方变动时

她将毛毯送给战友王景侠，多少
年来王景侠精心保存着，从未舍
得用，几年前他的后人将毛毯捐
给馆里……”学生们边听边聚拢
在展柜前，反复观看毛毯，细细品
味着它所呈现的爱国心、战友情。

个子不高、留着长头发的江
衍锜录制完讲解后，拍下毛毯，又
踮起脚拍下赵一曼牺牲前写给儿
子的信，长久地凝望着赵一曼的
照片。“我从台湾到北大读书，以
前对抗战英烈了解不多，听了他
们的故事，我内心怀有无比的崇
敬。”江衍锜轻声告诉记者。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馆
长刘秀华和两名同事一直现场为

学生们解答问题。刘秀华说：“赓
续红色血脉，用脚步丈量祖国大
地，也要在历史中丈量，在思想上
丈量。这是今年暑假我们为学生
开讲的第一堂研学课。”

展厅里，学生们记录、拍照、
录视频、做直播，他们是参观者，
也是思考者，追寻着英烈们远去
的足音，又仿佛听到了这足音留
下的回响。

“我就是沈阳人，每年暑假回
家我都会来这里看看，每次来都
会有新的感受。今天，重走革命
之路，我们在用脚步丈量祖国大
地，也在找寻自己前进的方向。”
走出展厅，博士生铁婧可说。

请同学们随着我的镜头走进纪念馆
本报记者 赵乃林

为全面展示长城文化，我省
优先规划建设的 3 家长城博物
馆之一——绥中长城博物馆已
经面向社会各界征集历代长城
历史文化相关展品。7 月 18 日，
记者从绥中县文物管理中心了
解到，目前绥中长城博物馆项目
建设指挥部已经征集到长城相
关文物 50 余件，包括石雷、建筑
长城背砖工具、用于连接石条的
榫铁等。

因九门口长城是长城文化公
园辽宁段的重点建设区，绥中长
城博物馆选址就在九门口长城
景区里。站在九门口长城城墙
上 ，绥 中 县 文 物 管 理 中 心 副 主
任王建华指着远处山坡上一片
仿 古 建 筑 告 诉 记 者 ，那 里 就 是
绥中长城博物馆，目前正在施工
建设中。

绥中长城博物馆占地 9835
平方米，为中型历史类博物馆。
按照建设规划，展览区里包括基
本陈列区和配套功能区，基本陈
列区将重点展示长城文物、长城
历史、长城文化等内容。

其中，博物馆展览面积 2252
平方米，由序厅、长城历史、长城

营造、长城功能、一片石大战三
维影像、长城故事、长城余晖、长
城保护、九门口长城发掘现场景
观复原、史迹昭然、穿越时空、摄
影书画展 12 个部分组成。整个
展览将集中展示长城文化，集科
技、历史、互动等旅游体验于一
体，是九门口长城景区品质提升
建设的重要环节，将成为绥中县
乃至辽宁省长城文化展示的重要

窗口。
去年 10 月，绥中长城博物馆

项目建设指挥部向社会发出征集
长城文物展品的通告，此后工作
人员通过在长城沿线村落张贴
告示、在当地媒体宣传、走访村
民 调 查 、转 发 微 信 朋 友 圈 等 方
式 ，千 方 百 计 征 集 不 同 历 史 时
期、反映不同侧面的长城有关文
物。目前已经征集到长城相关

文物 50 余件，包括 40 件榫铁（用
于连接石条、防止错缝移位）、10
个 石 雷（用 石 头 作 壳 的 简 易 地
雷）、3 件建筑长城背砖工具，为
上世纪 80 年代维修九门口长城
时民众所用，此外还有板瓦 3 块、
石墩 1个。

据悉，绥中长城博物馆将面
向社会各界长期征集长城文化展
品，包括各个时期长城修建过程

中，留下的城砖、条石等建筑材
料，历史实物、照片及建造技术
等文献资料；见证与体现长城军
事防御体系、长城抗战的重要文
物；见证与体现长城关隘经济的
边贸互市、屯田驻守和文化交流
情况的重要文物；其他具有重要
展示价值、承载重大历史信息、
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文物。

据介绍，对于此次向绥中长
城博物馆捐赠文物、展品的单位
和个人，相关单位将给予捐赠人
相应的奖励。城砖、条石等长城
修建材料仅接受无偿捐赠。对数
量大、价值高的捐赠，有关部门
会单独举行捐赠仪式，此外还可
以采取借调展品、寄存代管、复
制仿制、有偿征购等方式，接收
长城相关文物展品。

绥中长城博物馆项目建设指
挥部成员曹楠表示，绥中长城博
物馆将被建成有浓厚现代气息的
综合性博物馆，充分展现长城辽
宁段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展示
长城精神、长城文化、长城沿线
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长
城学的研究基地和长城国家文化
公园的标志性精品工程。

绥中长城博物馆已征集到文物50余件
本报记者 商 越

现场 XIANCHANG

36名塔城民间艺人11个歌舞串联情景剧

用手风琴讲述辽宁援疆故事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文并摄

锡伯族艺人谷平用手风琴为歌舞《团结之花处处开放》伴奏。

故事从塔城手风琴讲起。
舞台屏幕上，蓝天白云，山花烂

漫，手风琴演奏塔城民间音乐《美丽
的塔尔巴哈台》，踏着舒缓的旋律，
演员们身着民族服装翩翩起舞。

“对于塔城人而言，手风琴是
他们最熟悉的一种乐器，每逢重大
节日、婚礼庆典、朋友聚会，手风琴
就是各民族欢聚一堂的纽带。手
风琴也给辽宁援疆干部工作之余
带来了快乐，丰富了他们的文化生
活。瞧，这位援疆干部来到了这户
手风琴世家……”这番旁白后，男
主持人客串援疆干部走向舞台左
侧拉手风琴演员。

“大叔，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手
风琴的？”“我记不清了，年轻时和朋
友在一起，大家都拉手风琴，我就跟
着学会了，在我们这儿，只要相聚，
就有手风琴，就有歌舞。”援疆干部
被感染，也背起手风琴拉起来……

这时，手风琴演奏《幸福的塔城
娃儿》，男主持人开始讲述感人的援
疆故事。

“2014 年，是辽宁组团式援疆
第一年，受援地是塔城地区托里
县。初中毕业的燕艾等3名普通家
庭的孩子来到辽宁就读高中。就是
这 3 年的学习时光，让燕艾成为托
里县有史以来第一个考入清华大学
的学生。之后，这里又有孩子先后
考入中国政法大学、南开大学。”琴

声励志，演员们用歌舞表达对辽宁
人的感恩之情。

背景音乐改变，手风琴演奏《足
球世界杯主题曲》，演员们欢呼雀
跃，主持人开始讲述又一个援疆故
事。

“2016 年，辽宁援疆干部李晓
亮率领塔城青少年首次出征‘哥德
杯’世界青少年足球赛，获得季军。
2017年，这支球队夺得‘哥德杯’世
界青少年足球赛冠军。这群牧民的
孩子由此改变了命运，牧民们说‘沈
阳就是塔城队的主场’。”

情景剧讲述着援疆故事，载歌
载舞的节目《美丽的塔城遍地花香》

《党啊，亲爱的妈妈》《卡浪古尔河畔
的歌声》《团结之花处处开放》《加尔
加尔》等接续着上演，台下的掌声不
断，台上的琴声悠扬。

一袭红裙的女主持人开始了
温情讲述：“我在塔城地区人民医
院工作，我们医院就有这样一位援
疆干部，通过援疆工作深深地爱上
了塔城这片土地，于是他放弃原有
的优越工作和生活环境，将妻子接
过来，在塔城安了家，这位永远也
不走的援疆干部叫王鹏，现在就是
我的同事。”

手 风 琴 奏 响《沈 阳 啊 沈 阳》
《幸 福 不 忘 共 产 党》，舞 台 上 演
员们歌声充满深情，舞姿热情奔
放……

援疆故事串联整场节目

台上讲着援疆的故事，记者
在台下听到的也是“辽塔情缘”
的故事。

台上的 3 名手风琴演员，其
中两人是锡伯族父女，65岁的父
亲谷英福，41岁的女儿谷平。谷
平五六岁时跟父亲学琴，现在是
塔城地区师范学校的手风琴教
师，她每个周末都到当地的手风
琴角义务传授技艺，学习者中就
有援疆干部。“这次来沈阳演出，
就有回家的感觉，我还跟父亲特
意去了趟北市场的锡伯族家
庙。”谷平说。

俄 罗 斯 族 女 孩 安 娜 能 歌
善舞，这次演出她为 6 个节目
伴舞。“我自己创业，得知演出
的消息，我放下了一切去参加
排练，就是想尽自己的一份力

表达对辽宁人的感恩之情。”
安娜说。

女主持人米拉是哈萨克族，
谈起援疆干部王鹏成为自己的
同事一下子就来了精神，说辽宁
援助塔城这十年从项目资金到
教育、医疗、科技多方面支持，一
批批援疆干部、各方人才舍小家
为大家，无私奉献，感人的事儿
说不完。

这场演出的总导演郭文华
是达斡尔族，4 年前她曾带着自
己的达斡尔族刺绣来沈阳参加
非遗文化交流，与辽绣非遗传承
人结下很深友情。平素她喜欢
跳舞，这次身份变了，但她说就
像非遗一样，这台节目原汁原味
地呈现了塔城地区多民族文化
融合的地域特色，让观众更真切

地了解新疆、了解塔城。
郭文华介绍，参加这场演出

的 36 个人都是民间艺人，他们
的演出是原生态的鲜活呈现，流
露的是真情实感。

“辽塔情缘”的故事和手风
琴的旋律一样深情感人。

“塔尔巴哈台的山脚下，今
天敞开了喝酒吧，为幸福的今
天快点个赞，为美好的明天快
歌唱吧……”演出在塔城民间歌
舞《敞开了喝酒唱歌吧》进入尾
声，演员开始谢幕，台下掌声经久
不息。

这时，观众纷纷奔到台下，
站在台上演员的前方，有几名观
众还跑到台上演员的两侧，合影
留念。台上台下，一见如故，弥
漫着亲情……

“辽塔”故事讲也讲不完

7月13日，由省文联和新疆塔城地区文联主办的
“辽塔情缘——来自新疆塔城手风琴的故事”专场演出
在沈阳上演。36名演职人员均为塔城的民间艺人，3
架手风琴伴奏，11个歌舞节目串联的情景剧，讲述了我
省援疆10年来发生在塔城的一个个真实故事。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近日，国家艺术基金
2022年度艺术人才培训资助项目“红色文化展馆策
划与设计人才培养”启动仪式在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
举行，来自全国的30多人参加了此次培养计划。

多年来，鲁迅美术学院参与多个全国大型文博
展览、纪念碑、全景画、雕塑艺术工程等，其中很多展
览项目荣获“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启
动仪式上，鲁迅美术学院院长李象群说，红色文化展
馆是新形势下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它实现了
书本教育与实地教育、传统教育与现代高新科技教
育的有机结合。我们艺术工作者要为党和人民策
划与设计出更多、更好的红色文化展馆。

红色展馆人才培养项目
在鲁美启动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近日，多场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演活动在沈阳举办。“刘氏剪纸技
艺”“纪氏布贴画技艺”等非遗项目来到市民家门
口。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及市民参与非遗项
目互动体验活动，让市民亲自看到、亲身体会“活”
起来的非遗项目。

7月15日晚，记者在现场看到，在沈阳市皇姑
区一小区亮相的非遗项目引来众多市民观赏，“沈
阳李氏糖人制作技艺”“沈阳于氏面人制作技艺”

“王氏宫廷砚制作技艺”“刘氏掐丝珐琅画技艺”等
项目展演被市民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

该小区的居民多为年轻人，为了让小区内的
各级非遗项目得到广泛传播，特别是通过年轻观
众使这些项目得到进一步传承，沈阳市皇姑区文
旅局联合相关部门在文化节上开办了非遗夜市。
现场展演的非遗项目很多与人们生活的吃、穿、用
等方面息息相关，充满人间烟火气，吸引了众多年
轻人前来“赶集”。

据介绍，此次活动期间“沈阳面人汤”“杨桂
臣中国成语印篆刻技艺”“沈阳王氏泥人制作技
艺”“冯元平剪纸技艺”“沈阳关氏传统锔瓷技艺”

“周氏草编技艺”“奉天皮影雕刻技艺”“卜云鹏核
雕技艺”等 20 多项非遗项目将先后亮相非遗夜
市，非遗传承人及民间艺人现场展示和传授技艺，
面向市民开展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让市民亲身
感受非遗魅力。

非遗夜市开到百姓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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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板瓦、榫铁、背砖工具。（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