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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头机场空军轮战部队指挥所、探照兵阵地工事、机场碉堡遗址、铁路
编组站旧址……历时四年跋山涉水实地踏访，近日，丹东市文旅局工作人员基
本摸清丹东地区抗美援朝遗址遗迹，共梳理出十多类160余处遗址（群）。这
些记录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历史印记，是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也是不可多

得的文旅资源，对赓续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传承红色文化基因具有重要意义。

展览，仅仅是将文物摆放在展
柜里，观众边走边看吗？

不。
辽宁省博物馆正在进行的“和

合中国”特展中，除了将书画、陶俑、
缂丝等各类丰富文物陈列在展柜中，
还设计了互动空间，观众不仅可以看
文物，还可以置身于用数字技术搭建
的空间内，与文物积极互动。

近水坡岸，老松葱郁。一叶扁
舟上，艄公站在船尾，正轻摇船桨，
欲离开岸边。小船中间，坐着一位
白髯老者，安然自得，在他的身前，
摆放着一条长方形案几，上面有墨
砚和香炉。这幅元代画作，就是辽
博在此次“和合中国”特展中推出
的《扁舟傲睨图》。

距离这幅元代展品不远的大
型数字化屏幕上，正在展出另外一
幅《扁舟傲睨图》，只不过这是动态
画作——画面中，原本被坡岸遮挡
住的半条小舟正缓缓驶离岸边，随
着水波荡漾，整条小舟最终完全出
现在观众面前。小舟上的长者依
旧怡然自得，只不过在数字化加持

下的他，神态不仅动起来，而且活
了起来。站在船尾的艄公，手中的
船桨也在不断划动。虽在屏幕前，
但观众仿佛置身古画中。

辽博副馆长刘宁告诉记者，此
次“和合中国”特展充分融入了互

动与数字化技术，在让文物动起
来、活起来的同时，尽可能让观众
对静态文物产生深刻理解。

记者在“和合中国”特展现场看
到，作为彰显着“和合”文化的古代
丝绸之路不仅通过丰富的文物进行

了阐释与说明，而且该展特意辟出
空间，提炼出丝绸之路沿线的古代
城市地名，并精心将地名雕刻在木
牌上，悬挂在空间顶棚，形成了古代
城市地名密布陈列空间，让观众一
目了然。

“和合中国”还开设了星空观仰
空间。这是一个由数字化屏幕搭建
的多面独立空间，观众置身其中，脚
下是屏幕，周围及天棚也都是数字
化屏幕。随着星空不断变换，俯仰
之间，观众可以细微观察星空万千。

元代画家王蒙是“元四家”之一，
他的纸本设色画作《太白山图卷》是
此次“和合中国”特展中的重点展出
文物之一。在这幅长达两米多的图
卷里，王蒙精心绘制了浙江鄞县太白
山及周围景致，层峦叠嶂，绵延不绝，
小桥流水，高拱长桥。全篇用笔繁
密，以朱砂、花青点染，技法高超。

对于这样一幅韵味悠长、别具
一格的作品，“和合中国”特展并未
简单陈列，而是在距离《太白山图
卷》不远处，开辟出了一个以《太白
山图卷》为背景的冥想空间。

冥想空间的四周，是王蒙笔下
的太白山图。伴着轻悠的音乐，太
白山景色随着一年四季变化，不断
变换着色彩与风貌——春花秋月，
冬雪皑皑，一行白鹭不时翱翔于云
霄。在冥想空间里，太白山不仅活
了起来，而且成为观众放空冥想，
放松心情的地方。

记者在现场看到，冥想空间受
到了观众的欢迎。在看过多件文
物后，不少观众选择坐在冥想空间
的蒲团上静心欣赏王蒙的《太白山
图卷》。“观众不仅能够看文物，而
且能够从文物中汲取营养，通过参
观文物触发灵感，这是我们希望看
到的。”刘宁说。

除了让古画动起来、设置冥想
空间外，“和合中国”特展还精心设置
了不少互动活动区。作为我国丝绸
艺术精品的缂丝因其十分珍贵，有着

“一寸缂丝一寸金”之说。为了让观
众现场亲手体验缂丝与绫罗绸缎的
手感区别，特展特意将多块丝织品摆
放在一起，观众一边看文物，一边可
以现场比较各类丝织品的不同。

前几天，同事给我看了这样一则新闻，大意
是说，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以及人工智能——
AI时代的到来，人们原以为不会被人工智能侵
占的文化艺术领域，如今也岌岌可危了。

比如说，北宋画家张择端用了一年多时
间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只需给AI输入几个
关键词，十几秒钟后，AI 就能绘制出一幅一
模一样的画卷，令人叹为观止。

这几年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可谓日新月
异。除了上面提到的人工智能在十几秒钟内
即画出世界名作外，人工智能任意选用书法
字体“挥毫泼墨”、人工智能“露脸”做电视台
主播、人工智能作曲写歌以及恣意当场作诗，
等等，已变成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对于人工智能介入人类精神文化生活，
不同人有不同的判断与认知。有人认为，虽
然人工智能正在以一日千里的速度飞速发
展，但人工智能毕竟仅仅是人工智能；虽然它
们的绘画、书法、诗歌等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规
范，乍一看令人惊艳，但因为缺少人类的温度
与艺术体验，所以显得冰冷与干枯，对此，我
们不必感到恐惧和担心。他们认为，在文化
艺术领域，人工智能永远不能取代人类。

还有人对此抱以恐惧的心理。以人工智
能写新闻稿件为例，一则突发的地震类新闻，
几年前人工智能在立即抓取信息后，十几秒
钟内就能写出一篇行文流畅、新闻要素俱全
的七八百字的新闻稿件。实话实说，这样的
成稿速度的确令人心惊。要知道，即使是一
名成熟的优秀新闻记者，从查找资料、采访相
关人员，到最终写完这样一篇稿件也需要好
半天。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
写稿必定还会再度提速，这样的对比结果，不
能不令人感到气馁。

不过，看到人工智能在艺术领域“攻城略
地”后，就以为AI能干掉人类绘画师，言之尚
早。现在多数客服已经被机器人取代，可是你
遇上消费麻烦，还是得找人工解决最终问题。
艺术领域作为人类精神层面的投射，与人类的
情感、审美取向紧密相关。仅就目前来看，虽然
人工智能可以“照猫画虎”，甚至有了一定的独立
创作能力，但因为缺少了人类所独有的丰富的精神
世界，它们的艺术创作不免亦步亦趋，尾随在人类之
后。它们可能会画出“春江花月夜”的恬静美景，但
却无法，至少目前无法在笔端呈现出春江花月夜背
后所蕴含的人类丰富的情感。

既然，AI是在画画，画家是在创作，有什
么值得担忧的呢？

不必对AI创作
感到担忧
朱忠鹤

“和合”特展引入数字技术，观众可以——

静坐画中看四季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浪头机场指挥所被确定

抗美援朝遗址遗迹能够迅速
穿透时空阻隔，将历史与现实融为
一体，不仅是珍贵的历史遗产，还
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存。而在自
然侵蚀的状态下，这些遗址遗迹
正渐渐折旧、消失。因此进行全
面调查，建立遗址遗迹档案资料，
以备科学保护、合理开发利用非
常关键。

为了全面梳理丹东地区抗美
援朝遗址遗迹，4年来，丹东市文旅
局工作人员利用休息时间，跋山涉
水实地踏查境内遗址遗迹。丹东市
文旅局文博科科长李辉坦言，新中国
成立初期历史资料比较稀缺，特别是
抗美援朝战争涉及面比较广，因此查
找非常困难，为此他们走访了很多抗
美援朝老战士、当年参加支援前线的
群众以及相关专家学者。

“此外，只要在网上能找到的，
比如说各参战部队的书籍，能收集
到的，我就买回来，这些年买书已
经将近 100 本了。”李辉说，如果从
一本书里发现一个线索，就马上与
同事去大致区域寻找，比如当年的

铁路专用线，虽然铁轨扒掉了，但
路基土壤还在，仔细辨认，还能看
到原有的痕迹。就这样一点点苦
心摸排，几年里他们基本上把整个
丹东都跑遍了。

截至目前，已经梳理出十多
类 160 余处丹东地区抗美援朝遗
址遗迹，包括浪头机场空军轮战
部队指挥所在内的防空指挥部、
地下工事、高射炮和探照兵部队
阵地，桥梁浮桥过江地，空军部
队指挥所及机场，后勤保障、物
资供应地，铁路运输线，江防海
防工事、哨台，前线及后方医院，
纪念设施，如纪念馆、纪念塔、烈
士墓，全民人防工程，供应前线物
资的工厂，如生产笔记本的造纸
厂、生产牙膏的日化厂、生产军服
的服装厂等，地域范围覆盖丹东
市区、东港、凤城、宽甸等地。

长甸高炮部队阵地被发现

普查中有一处长甸高炮部队
阵地遗址群，是志愿军防空兵部队
留下的抗美援朝重要历史遗迹，位
于宽甸满族自治县长甸镇河口村，
包括河口高炮阵地遗址、河口火车
站高炮阵地遗址、拉古哨高炮阵地
遗址以及河口战备物资防空洞旧
址、河口防空洞旧址等，构成一处完
整丰富的抗美援朝遗址群，去年被
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长甸镇河口村因地理位置特
殊、战略地位重要，是中国人民志愿
军过江参战的重要地点，也是战争
期间向朝鲜运输作战物资以及实施
防空作战的重要区域。高炮部队在
该区域构筑了大量的防空阵地、设
施与防空洞等地下工事，用于保卫

鸭绿江上河口铁路桥、水丰水库等
重要建筑设施的安全。

河口高炮阵地遗址在河口公
路桥中国一端的一个山头上，如
今已被杂草树木覆盖，但基本形状
还清晰可见。迎着猎猎秋风，山间
的红叶簌簌作响，似乎在述说70多
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激烈战斗
和英雄事迹：1950 年 10 月中旬，志
愿军高炮一团奉命守卫鸭绿江沿线
桥梁。10月18日，高炮一团接到上
级下达的入朝作战命令，在安东设
立了留守处后，其一营、三营（不含
三连）奉调过江，在朝鲜境内开设阵
地，负责守护河口公路、铁路两座大
桥，其二营在宽甸县灌水镇待命。
在中国境内守卫河口公路大桥的三
营三连，仅靠4门75毫米高炮对空
作战，有效保护了志愿军部队安全过
江及作战物资的运输。

河口战备物资防空洞，是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志愿军为储存
作战物资及军民防空疏散而修建
的。当时河口有铁路、公路两座桥
梁，并有志愿军工兵架设的浮桥与
列柱桥。在丹东市区的鸭绿江大桥
频繁遭到美军飞机轰炸的情况下，
河口村附近的几处过江桥梁和临时
桥梁，为作战物资的运输和人员过
江发挥了巨大作用。

为防止美军轰炸，志愿军在河
口村北部山上修建了两座战备防
空洞，以存放准备运往前线的作战
物资。同时，也作为战时边境军民
防空疏散之用。两洞相隔约 1 公
里，在山腰处开凿。由于地处深
山，人迹罕至，目前保存较好。

这些遗址遗迹，见证了抗美援
朝战争中中华英雄儿女不畏艰险、
前仆后继、保家卫国的英雄壮举，对
研究抗美援朝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
价值，为开展红色文化旅游、提升旅
游文化底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
供了重要场所。这些极其宝贵的精
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人们不忘初心、
铭记历史，让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熠
熠发光、代代相传。

“如果你是辽阔的草原，我就
化作蜿蜒的小河……”歌剧《苍
原》第四幕正在复排中，排练现场上
娜仁高娃的扮演者祝君在深情地演
唱，表达对舍愣的爱。10月25日，记
者来到辽宁歌剧院，指挥孙博特正
在指挥乐队与合唱团排练，排练现
场，无论是演唱还是演奏，200多名
艺术家精神抖擞，充满激情。

歌剧《苍原》作为“大河之澜——
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首届优秀舞
台艺术作品演出季”剧目，将于 11
月13日在辽宁大剧院上演。

此次演出季于 9 月 30 日在辽
宁大剧院开幕，交响合唱音乐会

《新时代之歌》、原创芭蕾舞剧《八
女投江》、世界经典芭蕾舞剧《天鹅
湖》《斯巴达克》上演时，深受观众
好评。接下来的后半段演出季还
将有多部剧目登场，经典作品之
多、跨年度之久、演员之多是本次
演出季的看点。

一代又一代的渥巴锡
《苍原》走过27个年头

《苍原》排练现场，青春面孔居
多，比如渥巴锡的扮演者傅伟林，
他是辽宁歌剧院青年演员，之前，
渥巴锡的扮演者是著名歌唱家车
英。当年渥巴锡的扮演者车英才
38岁，如今已 65岁了，他由演员成
长为辽宁歌剧院院长，如今已经退
休。在排练现场傅伟林说：“此次
复排《苍原》，我饰演渥巴锡，是剧

院给我们这些年轻演员向老一辈
艺术家学习的机会，我们要继承老
一辈艺术家精益求精的精神，创排
出更好的作品。”

在辽宁歌剧院，人人都为《苍
原》而自豪。《苍原》自1995年10月
2日在沈阳首演至今，已走过 27个
年头，先后在内地 17 个省市及港、
澳、台地区演出 200 余场。曾先后
荣获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文华
大奖及 10 个单项奖，入选首届“国
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
目，已成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一部
歌剧经典。被誉为“西洋歌剧传入
中国以来最优秀的一部力作”“中国
歌剧艺术发展史的里程碑”“新时期
中国大歌剧创作的高峰”。

在排练场上，除了傅伟林、祝
君，记者还看到韩震、高峰、张元
军、孙杨等年轻演员，他们的加入
为《苍原》注入了新鲜血液。

此次辽宁歌剧院不仅推出歌
剧《苍原》，还将于11月4日、5日演
出大型交响音诗《倾听辽河》。

曾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晚在沈
阳上演的《倾听辽河》是首部以辽
宁的母亲河为题材的大型交响乐
作品，以鲜明的主题、磅礴的气势、
浪漫的色彩、真挚的情怀，感染了
无数听众……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祖传秘
方》《天算》《大栓的小尾巴》也在复
排中。《祖传秘方》曾荣获第四届中
国话剧表演学院奖优秀剧目奖、第
26 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

集体奖、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
会演剧目金奖等多个奖项。

同样正在复排的还有辽宁歌舞
团创排的舞蹈诗剧《月颂》、民族音乐
会《国韵芳华》和民族舞蹈精品专场
晚会《舞与伦比》，这三个作品代表着
辽宁民族歌舞艺术的最高水平。

据了解，“大河之澜”演出季的
剧目里，既有 1989 年创作的《大栓
的小尾巴》，也有2022年新排的《倾
听辽河》，新剧老剧整整跨越了 33
年。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
艺术剧院）创排的《大栓的小尾巴》
是由儿童剧作家于德义创作的。以
东北森林为故事场景，围绕主人公
大栓与象征自身缺点的小尾巴这一
矛盾关系展开，讲述大栓努力克服
自身不足、不断成长并最终赶走小
尾巴的故事。2020年8月，在儿童剧
导演许曼地的改编、执导下，《大栓的
小尾巴》再次呈现在舞台上。

《倾听辽河》是以辽河为题材，
全景展现其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
的大型音乐作品，生动刻画出辽河
儿女勤劳勇敢、坚韧不拔的优秀品
质，展现了辽宁人民在时代大潮中
奋勇向前的坚定信念。辽宁歌剧
院院长田剑峰说，这部交响音诗的
词作者吴善翎和曲作者王猛都是
辽宁人，他们对家乡感情深厚，曾
共同创作过《放歌大辽河》《中华是
我家》等脍炙人口的歌曲。此次两
人再度联手，历经5年多的创作、修
改和打磨，终于谱写出这部辽宁的、
时代的，也是未来的生命交响曲。

演出季名家云集
1300多人次参演

此次“大河之澜”演出季，演员
阵容强大，有 1300 多人次参演，并
有多位名家、名演员参演，回馈辽
沈观众多年的支持和厚爱。比如
辽宁芭蕾舞团创排的《八女投江》
由王勇、陈惠芬两位著名编导领衔
的主创团队名家云集。

辽艺的五部参演作品也有很
多名家加盟，话剧《祖传秘方》整个
舞台主演都是国家一级演员，都是
老戏骨，姚居德是《祖传秘方》的男
一号，他曾经凭借这个角色获得白
玉兰主角奖的榜首；话剧《天算》
中，观众还将欣赏到著名影视演员

宋佳伦的精彩演出，这也是辽宁
的、辽歌大院成长起来并走向全国
的好演员；在音乐会《流金岁月》
中，邀约到曾在湖南卫视《声入人
心》第一季演出的著名歌唱家洪之
光加盟，他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首
位海外引进人才，多次参加中央电
视台及地方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各
大综艺晚会节目录制，多次与世界
各大交响乐团合作演出。

此次音乐会还邀约到 2015 年
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王紫凝，中国
好声音 live house 全国音乐总监
关世鹏，全网粉丝量超千万的内地
新秀女歌手井迪，澳大利亚索尼唱
片公司悉尼公司签约歌手刘子逸
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指挥家曹丁
也加入此次演出季之中。

探班《苍原》 喜见青春面孔挑大梁
“大河之澜”演出季重启 后半程亮点多值得期待

本报记者 杨 竞 谭 硕

观众站在特展的数字空间里，既能欣赏画作，也可以仰观星空。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本报讯 记者谭硕报道 日前，由大连
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办，青岛市博物馆、旅
顺博物馆承办的“此中有真意——齐白石及
其师友书画展”在旅顺博物馆举行。

此次展览汇集青岛市博物馆和旅顺博物
馆的馆藏特色精品文物，是旅顺博物馆近现
代书画大师系列的第二个展览，分设画吾自
画——齐白石作品、同侪影响——齐白石师
友作品、白石门下——齐白石弟子作品三个
主题。

展览共展出了齐白石及其师友的书画作
品 60 余件，包括齐白石《大虾立轴》《牵牛花
立轴》《鱼虾蟹图轴》以及吴昌硕《花卉四条
屏》、陈师曾《花卉横幅》、徐悲鸿《奔马图轴》、
李苦禅《纸本松鹰中堂》、李可染《秋风图轴》、
陈大羽《纸本设色雄鸡迎春图中堂》等作品。
自10月15日开展以来，吸引着众多观众前来
观展。

旅顺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宋艳秋介绍说，
齐白石将传统的文人画风与民间艺术相融
合,创“红花墨叶一派”。所作花鸟、虫鱼、山
水、人物笔墨纵横雄健，造型简练生动，充满
乡间野趣和童真，开拓了中国画的新面貌。

齐白石及其师友书画作品
亮相旅顺博物馆

《苍原》正在紧张排练中。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0 月 24 日晚，
“爱之旅”刘博独唱音乐会在沈阳盛京大剧院
音乐厅举行。沈阳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青年教
师、女高音歌唱家刘博与其他五位青年音乐家
合作，共同呈现给观众一场精彩演出。

以“爱之旅”为主题，本次音乐会曲目涵
盖经典歌剧选段、艺术歌曲、古诗词歌曲以及
小提琴、大提琴独奏等不同艺术形式、不同音
乐风格的音乐作品，在歌者的歌唱与室内乐
演奏共同营造的音乐氛围中，带领观众感受
音乐艺术之美。

钢琴、弦乐起，在刘博悦耳的《啊，负心
人》歌声中，本次音乐会正式开启。这首由贝
多芬创作的咏叹调是一部经典作品，在沈阳
音乐学院的五位青年演奏者与女高音歌唱家
刘博共同演绎呈现出其戏剧交响性，一曲过
后，获得观众持续而热烈的掌声。

无论是运用意大利歌剧演唱技巧，形成
时而快拉慢唱、时而低拉高唱的悦耳效果的

《我将远离家乡》，还是线条悠长、自然流动的
《玛丽埃塔之歌》，抑或是呈现悠扬婉转的中
国古诗词意境的《山之高》，通过音乐作品展
示着歌者的艺术表现力。

音乐会艺术指导兰芳介绍说，音乐会主
要选取了从古典主义时期到浪漫主义时期的
不同音乐家创作的经典作品，需要声乐演唱
者通过对气息的控制以及音色的处理等方式
去呈现出这些作品的不同之处。

“爱之旅”独唱音乐会
在沈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