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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英雄远去，
精神永存！9月
15日，由鲁迅美
术学院主办的

国家艺术基金2022年度
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
“喜迎党的二十大 永远跟
党走”——抗美援朝美术
作品暨创作手稿展在沈阳
开幕。此次共展出100余
幅手稿和900余幅展品，
其中不少收藏于各级博物
馆的经典作品创作手稿首
次与公众见面，具有较高
的艺术价值和珍贵的历史
文献价值。

青苔灰砖，水雾环绕，江南雅
境。走进展厅大门，暖色的灯光，将
观众引入展览深处。

9 月 20 日上午，在省博物馆一
层的“人·境——古代文人的园中雅
趣”展览现场，观众已经陶醉其中。

作为以古代园林宅邸为主题的
书画展，“人·境——古代文人的园
中雅趣”8月27日正式开展，然而仅
开展两天，就因疫情防控需要，暂停
了对外展出。时隔半个月后，辽博
9月11日正式恢复开馆，“人·境”展又
一次与观众见面。

站在明代画家谢环的画作《杏园
雅集图》前，几名观众不时低声交谈。

邀请专家说名画、把“人·境——
古代文人的园中雅趣”中的精彩之
作原汁原味地搬到线上作介绍……

辽博的这一个个“云端”线上赏画
的举措受到了观众的欢迎。

今年大学毕业的张泽就是通过
辽博的线上的介绍来到“人·境”展
览现场的。张泽一直喜欢古代字
画，他说，“先在线上了解古画，再到
线下细品，这回印象更深了。”

此次展览，除39件辽博自有馆
藏画作外，还汇集了故宫博物院、南
京博物院等8家国内知名文博机构
的 32 件重要藏品，部分为海内孤
品。

为了让更多观众欣赏到这次展
览中的珍贵书画作品，有三件原本
到期的外借展品——清代龚贤《湖
滨草阁图》、清代华喦《临镜图》和清
代恽寿平《鱼藻图》将延期展出至9
月29日。

“线上了解线下细品，印象更深了”
本报记者 朱忠鹤

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申报的“辽
宁戏曲动漫进校园文化体验大课堂”
日前入选文旅部第六届志愿服务大
赛专项推报，是该赛事我省唯一的入
选项目。这表明，这个以戏曲艺术为
依托，将传统经典剧目以动漫形式融
入中小学课堂，在青少年中传播优秀
戏曲文化，让动漫为戏曲传承赋能的
创新做法将进一步得到推广。

戏曲是我们的国粹，剧种繁多
有趣，表演形式载歌载舞，有说有
唱，有文有武，集“唱、念、做、打”于
一体，好听好看。长期以来，戏曲都
是民间教化的主要形式，沉淀了我
们的审美取向和民族价值观，是美
育和德育教育潜移默化的鲜活教
材。当今社会，艺术形式多元化，戏
曲仍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如何延
续传统戏曲的文化生命力，需要从
内容到形式上破题。

一个时期以来，传统戏曲面临
传承危机，如何有效地促进传统戏
曲在青少年中传承传播，从而获得
可持续性长足发展，显得尤为急迫
和关键。其实，传承途径不外乎让
孩子们学会欣赏传统戏曲，并身体
力行，参与其中。但我们知道，传
统戏曲历来是为成人创作的，从内
容到形式体现着鲜明的成人化色
彩，而且传统戏曲表演的复杂性也
给青少年一招一式地学习带来困
难。破题，要从孩子的心理、兴趣
找答案。动画片曾是我们童年的
好伙伴，单是动画片《大闹天宫》就
会唤起几代人的儿时记忆，很多人
是从看这部动画片开始，兴趣所致
读《西游记》再读四大古典文学名
著，以致养成阅读经典的好习惯。
动画片画面精美，色彩鲜艳，造型
独特、可爱、夸张，这既迎合了青少
年天真好奇的心理，又满足了他们
对美的渴望。进入数字时代，动漫
作为动画和漫画的综合艺术呈现，

让当下的孩子们看得津津有味，成
为他们的最爱。以戏曲剧目为蓝
本创作动漫，保留戏曲的程式及美
学特征，融合动漫本身夸张、幽默、
多种色彩冲击等要素，符合孩子们
的审美和兴趣需求。通过动漫展
现传统戏曲，既可以保留戏曲艺术
的神韵，又可以发挥现代数字技术
的特长，更重要的是，由于动漫与
孩子之间的亲和度，更容易使孩子
们对戏曲产生共鸣。

从黑胶唱片、磁带、CD，再到
MP3、动 漫 …… 随 着 媒 介 科 技 发
展，戏曲载体和所展现的形态也
在悄然嬗变。戏曲动漫不是戏曲
和动漫的简单叠加，而是创新性发
展，在我省已制作完成的40多部戏
曲动漫专题片中，有京剧、评剧大剧
种，也有辽剧、海城喇叭戏等地方剧
种，当古老的戏曲与时尚的动漫结
合起来，当传统的演出方式与数字
化的传播手段结合起来，经典剧目
呈现出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戏曲动漫进校园”有传承戏曲
瑰宝之功，也有让戏曲之美滋养童
心之用。这项活动开展 5 年多来，
京剧《三岔口》《三打白骨精》等戏曲
动漫已在全省城乡近百所中小学校
展演 300 余场。展演为孩子们“量
身定做”，以戏曲动漫专题片为教
材，戏曲演员志愿者以“看一段、唱
一句、亮一相、学一招”的互动教学
模式，通过脸谱化妆，组织学生模仿
戏曲人物的简单动作，如山膀、云
手、兰花指等，再配以简单的服装造
型，现场教唱，让传统戏曲在孩子们
的心中生根发芽。

把有意义的事做得有意思，“戏
曲动漫进校园”以贴合时代的呈现方
式，播种戏曲传承的种子，收获了孩子
们的欢笑。作为一种启示，让戏曲跨
界出圈，艺术研究工作者也在探索传
统戏曲现代传播的更多可能性。

用动漫为戏曲传承赋能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近
日，沈阳市儿童文学作家源娥的长
篇小说《饕餮餐馆》、叶雪松的历史
小说《金戥子》获第四届“青铜葵花
儿童小说奖”。

第四届“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
产生获奖作品9部，作家源娥的《饕

餮餐馆》获铜葵花奖，叶雪松的《金
戥子》获潜力奖。

“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奖项的
设立意在繁荣中国儿童小说创作，
发现和培养更多儿童文学作者，支
持和鼓励纯文学优秀中长篇儿童小
说的出版。

沈阳两部儿童文学作品
获“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

现场 XIANCHANG

抗美援朝美术作品展在沈阳举办

千余幅作品再现志愿军英雄气概
本报记者 杨 竞 吴 限

既是美术工作者，也是战士

走进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一张
张英雄的面庞、一尊尊英雄的雕像、
一幅幅发黄的手稿、一部部经典的作
品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把观众带
回70多年前那个硝烟弥漫的岁月……

此展以致敬英雄，致敬最可爱的
人，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为主
题。展览上，一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的展品，如柳子谷、满健的《抗美援朝
战争画卷》手稿，柳青的《三千里江
山》手稿，萧瑛的《不朽的勇士》手稿、
孙常非版画《奇袭》，王盛烈的水彩画

《金彭两将军视察前线》等尤显珍贵，
艺术家以自己独有的表现方式，再现
志愿军将士的英雄气概。

记者注意到，展厅里最为引人注
目的是两幅巨幅长卷，一幅是满健创
作的 15 米长卷《抗美援朝战争画卷
草图》手稿，另一幅是画家柳子谷和
满健创作的 27 米长卷《抗美援朝战
争画卷》手稿。93岁的满健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回忆起当年创作的始末，
依然充满激情与骄傲。1950年，满健
作为 38 军 112 师宣传队美术组的一
名战士，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炮
火纷飞的战斗间隙，收集了大量的素
材。回国后，他将在朝鲜战场，特别
是 第 二 次 战 役 中 的 经 历 画 出 来 。
1956 年，满健画出了《抗美援朝战争
画卷草图》手卷。

1956年，柳子谷仔细看了满健带
来的草图以及从前线带回来的 500
多张战地照片等资料后，欣然接受
受邀约共同创作。随后，倾注 3年心
血 ，柳 子 谷 与 满 健 完 成 了 这 部 长
卷。画卷上有人物多达 1000 余个，
自然景物种类30多种。

“没了右手就不能画画了！”

展厅里有四幅素描手稿和一幅
色彩手稿，虽然纸张已经发黄，但画
面仍然清晰。这是柳青于 1963年在
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进修期间创作

《三千里江山》的手稿。
《三千里江山》原作收藏于中国

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93 岁的柳青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借这次展出，使
这些一直被我珍藏的战友肖像得以
与世人见面，我心里很是欣慰！”柳青
指着战友肖像上的名字，回忆着当时
创作写生时的艰辛。他说：“当时战
争环境极其艰苦，我们住的猫耳洞被
敌机一炸再炸，修完了炸，炸完了修，
当时我就想能把我的右手留下就行
了，没了右手就不能画画了！”

展览上，萧瑛的《不朽的勇士》手
稿、《苗玉春带伤运弹药》手稿和“战
地日记”“战地速写”等也令人瞩目。
今年 91岁的萧瑛是一位志愿军老战
士，1950 年入朝，1955 年回国。当年
他在 38 军美术组，在出国作战前萧
瑛为自己准备了速写本。利用停火、
休整的空隙时间，随手将身边战友、
军 事 物 品 等 记 录 在 册 。 萧 瑛 说 ，
1952 年 2 月 6 日完成了组画《不朽的
勇士》的创作。画稿从朝鲜战场邮寄
回国，1952 年 8 月 6 日发表于中南军
区兼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出版发行的

《战友画报》增刊第 16号上。再由国
内邮寄到朝鲜前线，发送到连队，每
连分发两份。他将战友看过的画报
留存下来。这些手稿、剪报经过战火
硝烟保存至今。

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负责人、鲁迅
美术学院教授满懿去萧瑛家拜访收集
资料时，91岁的萧瑛面对自己年轻时候
的画作对她说：“这些从朝鲜带回来的
纸片片，我全部保存着。都是年轻时候
画的，太稚嫩了。你就给大家挑一些有
特色的看吧！”

在《不朽的勇士》手稿前，记者看
到一位耄耋之年的抗美援朝老兵久久
伫立不愿离去，画作将他带回到战火纷

飞的战场上……“看到这些作品，与战
友们并肩作战的一幕幕又回到了眼
前。这些画作勾起我对战友的思念。”
老战士动情地说。

从3000件作品中精选出展品

对面一个展厅里大多是鲁迅美
术学院艺术家的展品，如李象群的雕
塑《志愿军》，陈绳正的雕塑《志愿军
战士像》等，还有宋惠民、任梦璋、王
铁牛、晏阳、李晨等艺术家的作品和
手稿，这些展品生动反映了伟大的抗
美援朝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

鲁迅美术学院院长李象群说，此
次展览以创作手稿为主体，辅以其他
展品。汇集了70多年前的老一代艺术
家经典作品及创作时的手稿，以及当今
中青年艺术家的优秀作品，涵盖了造型
艺术的所有门类，以不同艺术形式与表
现手段，生动再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
美援朝的光辉历史。

展览上，观众还看到王冠的漫画
《期待》、华君武的漫画《换掌！》、张仃
的漫画《杜鲁门及其“双斧”》、王盛烈
的素描作品《战斗英雄孙占元坚守阵
地》等，这些作品都发表在上世纪 50
年代的报刊上。满懿说，这是她们的
文化志愿者团队从图书馆的报刊上
一页一页翻出来的。2022 年 3 月获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后，再次来到
辽宁省图书馆，查找 1950 年至 1955
年报纸杂志，又发现了一大批鲜为人
知的美术作品，如张望、方成、钟灵、
柳子谷等漫画作品，还有很多其他鲁
艺的师生作品。这些报刊上的作品，
不单单有辽宁地区美术工作者创作
的，还有北京、上海国内诸多艺术家
的 。 此 次 展 出 900 多 幅 展 品 是 从
3000件文献、图片、作品中精选出来的。

展览上，吴云华的油画《最可爱
的人》和《跨过鸭绿江》草图也吸引了
观众，他说：“这次展览的作品比较集
中而全面地反映了抗美援朝战争和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我画了很多
抗美援朝题材的作品，能参加这样的
展览，我感到荣幸。”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近
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化演艺
集团主办，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
办的“曲苑流芳”刘兰芳评鼓书专场
展演在沈阳举行。评书表演艺术家、
北京评书（鞍山评书）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刘兰芳用精彩的评书、
好听的鼓书，礼赞英雄楷模、弘扬时
代精神，展现我省近年来曲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优秀成果。

展演中，既有传统评书作品，
又有经典鼓曲表演，比如穆芳菲、
张娃佳表演的东北大鼓《梁红玉擂
鼓战金山》、王双凤表演的评书《岳
飞传——抛彩招夫》、王封臣表演
的评书《四渡赤水》等，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刘兰芳在现场表演了新作
品《帕米尔雄鹰》《钟院士，百姓心
中的一座山》，展现刘兰芳评鼓书
的艺术特色。

刘兰芳评鼓书专场开演

本报讯 记者商越报道 近
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2022年度“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结果，
我省文博单位 4 个展览从全国 266
个申报展览项目中脱颖而出，入选
全国100个集中推介的主题展览。

向社会推介的100个主题展览
中，有重点推介展览 20 项，我省鞍

钢博物馆“一切为了新中国——解
密鞍钢红色档案”特展入选重点推
介榜单。此外，辽宁省博物馆“字途
——中华传统文化系列教育展”、辽
沈战役纪念馆“战旗美如画——东
北解放战争荣誉旗帜专题展览”、抚
顺市雷锋纪念馆“永恒的丰碑——
雷锋生平事迹暨全国学雷锋成果
展”被列入推介项目。

我省“永恒的丰碑”四展览
入选国家文物局推介展览

满健的《抗美援朝战争画卷草图》手稿。

油画《最可爱的人》 吴云华 作

萧瑛的战地速写。

柳青的《三千里江山》手稿。

北方图书城是什么？
如果20年前被问到这个问题，得

到的答案可能趋同：“这是一家书店”
“这是全国第一家图书卖场”。

如今，抛出这一问题后得到的答
案可能更加多元：除了书店外，“它是
文化综合体”“它是具有美学范本意
义的主题文化空间”。

“我们一直在求新求变，但目标
一直未变，那就是我们愿意为‘文化
辽宁’的构建贡献一份力量，希望文
化的脚步走得更远。”9月22日，新华
书店北方图书城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赵毅说。

为全省读者
提供美学文化空间

树木婆娑，绿荫掩映，大面积的
暗红墙体穿透街树，成为最为醒目的
城市背景。一绿一红，一动一静，歌
德书店——这家隐身于近百年欧式
历史建筑里的书店位于沈阳市和平
区中山广场附近，它是沈阳市第一家
24小时不打烊书店，同时也被众多读
书人评为“沈阳最美书店”。

走进书店，典雅与温馨扑面而
来——木质书架、丝绒沙发、具有浓
郁哥特式和新古典主义风格的门窗，
这不仅带给读者视觉舒适感，而且提
供了一个静谧的文化主题空间。歌
德书店店长周金丹说，一些读者正是
因为喜欢上了这种具有审美价值的
书店，才开启了自己的阅读之旅。

走进沈阳市北方文化新谷一楼
的魔方小镇咖啡店，则是另外一番风
貌：窗外车马喧嚣，人流熙攘；屋内静谧
安然，节奏舒缓。在这个布局简约、集
合了咖啡馆与城市书房于一身的文化

空间里，三三两两的读者安静地坐在
角落里，埋头阅读，手边的杯子里，新鲜
出炉的咖啡味道浓郁。书架上，最新
出版的书籍散发着淡淡的墨香。

不论是歌德书店，还是魔方小镇
咖啡，虽形态不同，但它们都是北方
图书城在全省布局的主题文化空间
的一部分。经过20余年的发展，北方
图书城目前已在全省拥有4家文化综
合体、19家线下综合书店、8家与咖啡
有机融合的城市书房、1800多个共享
图书阅读点。

“我们希望通过搭建这些不同形
态的文化空间，为全省读者提供不同
的阅读体验，让阅读真正成为辽宁人
的生活方式，也希望通过这些具有美
学意义的文化空间搭建，让美好在潜
移默化中影响到读者。”赵毅说。

也正基于此，自今年起，北方图
书城开始在全省推行“漂流书屋——
辽宁省全民阅读共享计划”。作为一
项公益活动，这些小而精的“漂流书

屋”直接嵌入机关、银行、社区、学校
等读者可以方便触达的地方。读者
在向“漂流书屋”捐出自己的书籍同
时，作为回报，可以获得一张书城提
供的六折购书券。而这些捐出来的
书籍，其他读者可以免费阅读。

记者了解到，除了文化综合体、
城市书房、漂流书屋等主题文化空间
外，北方图书城下一步还计划将“科
创小院”为载体的触点直抵乡村，让
辽宁大地上的广大农村书香四溢。

搭建泛渠道
为文化传播奠定基础

面对蓬勃发展的数字时代，北方
图书城既固守本源，又守正创新，通
过大文化的传播渠道，来构筑最顺畅
的文化影响力与传播力平台。

“北方文化新谷”是书城总部的
所在地，这幢12层的办公大楼部分楼
层设置，无意中契合了这几十年来北方

图书城文化传播渠道的升级与迭代。
一层是北方图书城线下实体综合书

店，记者在这个综合文化空间里看到，书
籍与文创、小家电与生活百货打破原有
摆放布局，以文化主题为核心，巧妙地构
筑了一个又一个独立文化IP场景。

六层是北方图书城的新媒体平
台，借助京东、天猫等电商平台，书城不
仅将自己的线下门店搬到了“云端”，全
领域商品销售，而且还将辽宁出版集团
下属的所有出版社旗舰店放在了线
上。据了解，仅图书销售而言，目前，北
方图书城运营的60多个电商门店售卖
70万种长尾云仓书籍，其品类是单一
线下门店的几十倍。

随着直播行业的兴起，八层办公
区变身为盛文网红直播电商基地。
用主播带销量，用供应链畅渠道，目
前北方图书城通过多种形式，正与海
尔、斯凯奇、好孩子等国内500多个知
名品牌展开合作。此举实现了单品
牌销售过亿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吸引
了一大批忠实粉丝。

作为一家文化企业，北方图书城
在精选商品时恪守商品的品质与文
化属性，在销售的过程中也尽可能赋
予商品文化色彩，让“文化”成为北方
图书城的一张显著标签。

据悉，今年，书城围绕本地流量数
字化开展创新经营，通过与腾讯智慧
零售、美团、饿了么、抖音本地生活的全
面合作，将门店客户资源全部数字化
运营，通过海量数据描绘精准客户画
像，牢牢抓住文化传播的目标客户。

如今的北方图书城早已蜕变为
一家在国内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数字
文化综合企业。预计到今年底，北方
图书城将实现线上、线下销售 3.2 亿
元，实现逆势增长。

构筑美学读书新空间 搭建书籍传播泛渠道

北方图书城：让文化的脚步走得更远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化空间里，读者翻看最新上架的书籍。（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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