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北票年过七旬的朱景峰掌握着一门
传统手艺：蛋雕。或镂空，或浅刻，小
小的鸡蛋壳转身就成了让人爱不释
手的精美手工艺品。

在家里埋头雕刻几十年的朱
景峰，将很快在北票市创业创新孵
化基地里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免
费工作室。在这间工作室里，他不
仅可以继续静心雕琢，而且还可以
对外展示、售卖这些蛋雕作品，并能
现场教学，让更多人学到这门手艺。

“我们通过创业创新孵化基
地，为北票地区的非遗项目提供创
作和展示的平台，不仅可以让这些
优秀的手工艺传承下去，而且也搭
建了一个宣传北票文化的窗口。”
北票市劳动就业局局长段锦辉说。

北票市创业创新孵化基地
2018年正式对外开放，在三层孵化

基地里，规划出包括农业区、服务业
区、电商直播区等多个区域。

北票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在几
千年的历史演进中，诞生了一批皮
影戏、蛋壳画、拨面制作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如何将非遗与创业创新相
结合，把代表北票历史文化记忆的
技艺传承下去，北票就业劳动部门借
助孵化基地，开启新的帮扶思路。

不久前，进驻创业创新孵化基地
的企业与周边社区共同举办了“手工
编织”活动，吸引了不少居民参与。
在宽敞明亮、简约温馨的孵化基地
里，亲手参与到手工编织活动中，感
受传统技艺的魅力，这种形式不仅扩大
了企业的知名度，也赢得了居民赞誉。

段锦辉表示，基地将对高校毕
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困难群众以及
有创业想法的人群，尤其是掌握非遗
技艺的人群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北票非遗进驻“双创”基地

“汉字之旅”、“九一八研学足迹点亮全国”、“科普惠民三进工程”

辽宁仨项目入选全国文博社教百强案例

辽博举办的“字途”教育展吸引了大量观众。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摄

年轻人有创意，把那些吃饭时
看的视听节目称为“电子榨菜”，真是
太形象了。

“榨菜”是佐餐的小菜，对于一
桌丰盛的宴席来说，它不过是个点
缀；而在桌上没啥“下酒菜”之际，
它又会令简陋的饭食有了味道。

“电子榨菜”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
它有可能是阖家团圆吃年夜饭时
喜庆热闹的电视背景音乐，也有可
能是一个城市里奋斗的年轻人孤
独用餐时的陪伴，还可以在此起彼
伏的弹幕中感觉不那么孤独。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电子榨菜”的存
在是合理的，也是个好事。

而“电子榨菜”这一概念的出
现，也让众多短视频作品的创作有了
一个方向：时间上，要以一餐为限，少
则四五分钟，多则十几二十分钟；内
容上，要直截了当，叙述只能是线性
的，内容不能太复杂；语言上就更要

“简单粗暴”、浅近直白。于是，各种
三五分钟就能带你读完一部名著、
看完一部电影的短视频大行其道。

还有很多影视剧和综艺节目
可以被充作“电子榨菜”，它们在宣
传语上，往往会直接打出“下饭剧”

“下饭综艺”的口号。这类作品有
一些共同点，综艺节目要气氛轻松
热闹，影视剧通常都是轻喜剧，节
奏缓慢、内容简单，多看一眼少看
一眼都无关紧要，很像前些年的

“肥皂剧”、现在的“爽剧”，提供的
是一些无须思考的即时性快乐。

这样一分析，“电子榨菜”营养
成分就一目了然了。如果只用作
生活的调剂或者孤独无聊时的陪
伴可以，当成主菜来吃甚至为了增

加营养来吃肯定不成。而让人忧
虑之处恰恰就在于此：“电子榨菜”
已经成为很多人获取知识的渠道，
它会给你这样的误解，你以为用几
分钟时间就了解了很多知识，掌握
到了很多道理，但这样的浮光掠
影，并不能增厚你的知识体系，更
不要说那些本来为了滋养心灵的
经典作品，在变成了几百字的故事
梗概以后，已经毫无力道可言了。

不用费脑子的“电子榨菜”，最
大的问题就是让人习惯于被给予，
不知不觉间让渡了更为重要的主
动思考、亲身感受的权利。当抽象
代替了具体，概念代替了感受，精
神世界又如何丰盈呢？

想起了一件很讽刺的事，电子
阅读器曾经很受年轻人推崇，以资
用来获取知识、武装头脑，但毕竟
还是电子书，读起来没那么爽，最
终沦为了“盖泡面神器”。而更带
有娱乐性、思考含量相对较低的短
视频，却成了他们充电的主渠道。

当然，笔者也很理解繁忙的年轻
人，毕竟，他们愿意利用乘地铁公交
和吃饭的碎片时间来充电还是难得
的。所以，如果必须选择一款“电子
榨菜”来佐餐的话，想提出两个建议：
一是尽量选择“优质产品”，创作者是
否用心是一个标准，不跟风或者人云
亦云也是一个标准，还有一个笔者自
己的经验，优质产品往往带有“索引”
性质，你会在关上视频后想要去了解
更多的内容；二是调整“进食”的心态，
即便只是简单的饭食也有不同的吃
法，当你不再狼吞虎咽而改为细嚼慢
咽时，你会发现，你可以吃得下那些看
起来味道平淡却回甘无穷的东西了。

别把“电子榨菜”当主菜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既要
让观众走进博物馆，还要让博物馆进
学校、进企业、进社区，扩大展览的覆
盖面与影响力，全国文博机构均在探
索如何提升社会教育的广度和深度。

日前，2022年度全国文博社教案
例宣传推介活动对外公布结果，在全
国百强名单中，辽宁省博物馆“汉字
之旅”主题教育项目、沈阳“九·一八”
历史博物馆的“赓续红色血脉 厚植
爱国情怀——‘九一八’研学足迹点亮
全国”研学综合实践活动、沈阳师范大
学（辽宁古生物博物馆）的“科普惠民

‘三进’工程”系列科普教育活动进入
榜单。

由中国文物学会、中国文物报社
共同主办的 2022 年度全国文博社教
案例宣传推介活动遴选出的全国百强
名单中，我省 3 个博物馆的社教案例
进入全国榜单，入选数量居东北之首。

不仅让文物在博物馆内绽放光
彩，而且要让文物和与之相关的历史
文化被更多人知晓。近几年，我省公
共文化事业不断发展，我省文博机构
社会教育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随之
日益增长。为此，我省各个博物馆、纪
念馆积极探索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
分众化社会教育，针对不同年龄、不同
地域、不同学习层次的群体开展丰富
多彩的社交活动，在让文物活起来的
同时，更好满足广大青少年对知识的
渴望、对文化的需求。

辽宁省博物馆“汉字之旅”主题教
育项目，由一个主题展览、两本纸质读
本、三次主题大赛、四门线上课程、五
种线下活动共同组成，充分体现“展教
合一”的博物馆教育理念，在让青少年
加深对汉字的理解和认识的同时，传
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这里的“一个主题展览”指的是
“字途”中华传统文化系列教育展。该
展览以汉字及汉字载体变迁发展为主

题，主要面向青少年，内容兼具教育性
与趣味性。展览以汉字的演变历史为
主线，将甲骨、虎符、封泥、瓦当、汉砖、
碑帖拓片等各类文物嵌入整个展览
中，实现了“由字及物”。不仅如此，甲
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
书等绵延了几千年的汉字发展流变历
史，也按照时间轴线在整个展览中得
到了充分展现。

与一般的展览不同，“字途”教育
展还嵌入了大量互动环节——在展厅
现场，摆放了三维针雕墙，孩子们用身
体或手掌就能书写汉字；通过主题动
画短片，轻松生动展示“仓颉造字”的
传说故事，寓教于乐，培养孩子兴趣，
既有实物教育，也有情景互动，充分体
现了“展教合一”的项目理念。该展览
入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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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览推介项目。

此外，辽宁省博物馆“汉字之旅”
主题教育项目还编写了两本纸质读
本，即《字说字话——汉字与文物的故
事》《字途趣味答题青少版》。

“‘汉字之旅’主题教育项目已让
17万名青少年观众获益，这大大超出
了我们的预期。”辽宁省博物馆公共服
务部副主任张莹说。

沈阳是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地，事
发地北大营距离沈阳“九·一八”历史
博物馆不足3公里。为了让更多青少
年熟悉这段历史，增强爱国主义情怀，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开展了“赓
续红色血脉 厚植爱国情怀——‘九一
八’研学足迹点亮全国”研学综合实践
活动。

这一活动打破地域和空间限制，
自正式开展活动以来，已相继在多个
省份、几十座城市、十几万名中小学生
间开展宣讲教育。在深入传递爱国情

怀的同时，这些横跨多座城市的活动
还开创了新颖、生动的研学教育形
式。比如，用情景剧的方式再现抗战
英雄的风采、用小学生讲故事的形式
重温当年那段历史。

辽宁古生物博物馆是我国迄今规
模最大的古生物博物馆，占地面积近
2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达 1.5 万平方
米，建筑外形像一个庞大的地质体和
一个巨型恐龙巧妙的融合。

作为深受青少年喜欢的古生物博
物馆，辽宁古生物博物馆始终坚持“科
学面向大众、服务大众”的科普工作理
念，结合现代化技术手段，进行生命起
源与演化等知识的传播。在“科普惠
民‘三进’工程”系列科普教育活动中，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古生物
知识竞赛、小小讲解员培训，建立了

“达尔文课堂”，与26所学校建立了科
普合作校，招募大学生志愿者4批500
余人，协助开展科普活动等。

与此同时，还举办了“辽宁恐龙
特展”“辽宁古植物化石特展”，协办
了“首届全国地质古生物科普工作
研讨会”“首届全国地质古生物博物
馆馆长专业培训班”等，邀请了包括
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内的国内外专家
前来授课，对普及地质古生物学基础
知识、贯彻国家化石保护的法律法规
以及提高博物馆业务管理水平等发
挥了积极作用。

“博物馆的功能不单单是保存
和保护好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同
时也是对外展示这些宝贵遗产的最
佳场所。随着时代的进步，博物馆
在社会教育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它作为‘第二课堂’的功能
也越来越重要。正因如此，我们在
吸引青少年走进博物馆的同时，也
在下大气力，让博物馆走出去，让更
多的孩子受益。”辽宁省博物馆副馆
长董宝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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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风刃》深挖辽宁“六地”红
色文化资源，根据解放战争时期战斗
在敌人心脏中的李年、赵炜等多位红
色特工的英雄事迹改编而成，主要讲
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党地
下工作者在沈阳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
的惊心动魄的“潜伏”故事。

红色特工赵炜是我党秘密战线上
的杰出代表，被称为中国近代特工史
上的“十大金刚”之一。在解放战争时
期，赵炜打入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
部高层，绝密代号“902”。正是这个

“902”，利用一道假命令，重创了敌军，

为东北的顺利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关于赵炜的英雄事迹辽宁日
报于 2010 年 9 月 18 日用一个整版以

《赵炜：设下口袋阵重创一个军》为题
进行过报道。

《风刃》用时1小时50分钟，共分8
场，由“风起”“风云骤变”“醉生梦死”

“书剑恩仇”“心结难解”“裸露狼群”“大
义回赠”“生离死别”“革命无悔”等部
分组成。舞台上，故事曲折动人，敌人
从侦听的电波中发现我地下党一个代号
叫“风刃”的卧底，于是一场没有硝烟的
生死较量悄然展开……透过近百名演

员的演唱表演让观众置身于历史场景
中，将观众带入到惊心动魄的沈阳版

“潜伏”故事中。
《风刃》音乐风格鲜明、节奏强烈，

韵律高低起伏，既有东北小调、古典音
乐，又有摇滚乐、爵士乐，时而娓娓道
来，时而高亢激昂。人物造型给人以
丰富、生动、隽永的审美感受。

《风刃》立足塑造英雄城市，深挖
革命史实，经过主创团队不断精炼和
打磨，最终形成以鲜明的红色基因、冷
峻的谍战风格为基调，又贴合当代审
美的红色主题音乐剧。该剧既有歌剧

的庄重大气，又兼具话剧的深刻内敛
和音乐剧的时尚灵动，给人以强烈的
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

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党委书
记苏颖说，红色音乐剧《风刃》是一个
真实的沈阳历史故事的艺术再现，是
一节生动的历史课和党性教育课，现
场震撼人心，令人潸然泪下，今天的和
平生活是无数个无名英雄用生命换来
的，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沈阳人对当
年的英烈的敬畏油然而生，我们真的
需要去更多地了解沈阳，了解这个有
历史故事的城市。

根据沈阳多位红色特工事迹改编而成

音乐剧《风刃》首演 讲述沈阳版“潜伏”
我省运用多种舞台艺术形式表现“六地”红色题材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核心
提示

音乐响起，大
幕拉开，沈阳北市
场阴云密布，舞台
上40多名演员边

舞边唱：“弯曲的身体，能否伸
展开？昂起的头颅，不怕受伤
害。迎接幸福日子到来！等
待和平，沈阳归来！”12月7日
晚，由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
电视局、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出品，沈阳歌舞团、沈阳
曲艺团创排演出的音乐剧《风
刃》在盛京大剧院首演，这是
我省首部以音乐剧的形式讲
述解放战争时期战斗在敌人
心脏中的李年、赵炜等诸多红
色特工英雄事迹的作品。

音乐剧《风刃》演出现场。

辽宁“六地”红色文化资源是辽宁
戏剧创作的富矿，如何用戏剧在尊重
历史与还原历史中对辽宁“六地”红色
文化资源进行深入的开掘与表达？

近年来，我省对辽宁“六地”红色
文化资源进行了挖掘，在戏剧舞台上，
不断有新剧目创作出来。比如，辽艺
创排的话剧《北上》、大连话剧团的《无
风地带》、大连杂技团的杂技剧《旗
帜》、大连歌舞团的《摇篮》、沈阳评剧
院的大型现代评剧《黄显声》以及沈阳
杂技团联合沈阳大学正在创排的杂技
剧《先声》、诗画音乐剧《国之歌》等都
是对辽宁“六地”红色文化资源的深度
挖掘。

话剧《北上》通过小人物串联起大
事件，突出展现了共产党人护送著名

民主人士“北上”历程中的初心与使
命，充分体现了仁人志士的家国情
怀。而《无风地带》是在中共大连地方
党史素材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和创作
而来的，从一段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
定视角，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
群众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英勇奋斗的
光辉历程。剧中通过夏子衿、常海阳、
夏先生等人的奋斗牺牲，歌颂了共产党
人的革命理想和英雄气概。

杂技剧《旗帜》以杂技语汇述说
百年来那些刻骨铭心、具有时代意
义的历史瞬间，让观众在欣赏全新
的惊险奇美舞台艺术晚会的同时，
重温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
成就。大连歌舞团创排的《摇篮》则
采用乐章式结构，以“苦难岁月”为

序，用“远航”作尾声，运用诗、歌、舞
等多种表现方式，采用现代声光电、
视频、多媒体等多种艺术手段，以及
多时空交织的艺术手法，表达人民对
党的无限热爱。

深入挖掘沈阳历史文化，将黄显
声的英雄形象和事迹艺术地呈现在
舞台上的现代评剧《黄显声》，传递出
抗日英雄永不言败、奋勇抗争的勇气
和精神。而正在创排的杂技剧《先
声》、诗画音乐剧《国之歌》等也都是以
辽宁“六地”红色文化资源为蓝本进行
的创作。

针对《风刃》的这次接力挖掘，红
色文化研究学者赵怀力说，对辽宁

“六地”红色文化资源的开掘，必将产
生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面向新时

代，更具文化意识的审美表达无疑有
助于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英雄形
象，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
感染力。

辽宁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郑永为
说，当下，全省文艺创作紧紧围绕辽宁

“六地”展开，在戏剧创作上，深度、广
度、视角是比较鲜明的。无论是话剧、
评剧，还是杂技剧、歌舞剧、音乐剧，都
在戏剧的舞台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而音乐剧《风刃》不说教，可看性极强，
有成功的人物塑造，同时又兼顾了艺
术性地表达，特别符合现今观众的观
赏需求。这让我们再次看到辽宁舞台
艺术创作始终紧扣时代脉搏，努力挖
掘本土题材进行创作，反映地域文化
的良好传统。

“六地”红色文化资源是辽宁戏剧创作的富矿

本报讯 记者谭硕报道 12
月 7 日起，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
宁儿童艺术剧院）抗战三部曲《祖
传秘方》《开炉》《天算》陆续登上

“大河之澜”——辽宁首届优秀舞
台艺术作品演出季舞台。

据悉，辽艺抗战三部曲演出日
期分别为12月7日、8日上演话剧《祖
传秘方》，11日、12日上演话剧《开炉》，
15日、16日上演话剧《天算》，演出
地点在辽宁大剧院。

辽艺抗战三部曲以抗日战争
为历史背景，围绕沈阳老北市场这
一故事发生地，通过展现沈阳普通
百姓的抗战故事，弘扬伟大的抗战
精神。自2014年《祖传秘方》首演至
今，《祖传秘方》《开炉》《天算》抗战三
部曲已演出189场。此次演出季上，
辽艺老中青演员将共同登台，三部剧
目，六场演出，为观众精彩演绎具有
东北地域特点的东北演剧学派系列
经典作品。

辽艺抗战三部曲亮相“大河之澜”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日前，丹东市将全域内 16 处不可
移动文物命名为第十一批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

这16处不可移动文物分别是
孤山山城遗址、明代海防工事—兴
隆山烽火台遗址、明代海防工事—
柞木山烽火台遗址、沙坝人工河、
盖家坝机场碉堡旧址、大孤山机场
提水站遗址、前阳机场提水站遗
址、抗美援朝大东沟机场中苏人民
空军导航台遗址、抗美援朝大东沟

机场苏军防空指挥所遗址、抗美援
朝大东沟机场中苏人民空军飞行
员驻地旧址、中日甲午海战—致远
舰沉舰遗址、李镇龙夫妇义烈碑、杨靖
宇抗联统战大会遗址。振兴区的花
园革命烈士陵园、“人民防空纪念”
碑；元宝区的抗美援朝第一铁路便
桥桥基遗址也成为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

记者还了解到，元宝区“汤玉
麟公馆旧址”更名为“东北边防军
高射炮兵17团团部旧址”。

丹东16处不可移动文物
列为“市保”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12月8日，“青花清韵”元青花瓷器
展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展。

本次展览以辽宁省博物馆馆
藏元青花瓷器为主，辅以300多张
图像资料片，以文物陈列与投影、
触摸屏、全息影像、文字相结合的
展陈方式，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元
代青花瓷器产生、烧造、销售、使
用以及在后世出土、收藏等诸多
内容。

在10件展品中，9件为辽宁省

博物馆收藏，另一件为阜新市博物
馆收藏。

此次展览的策展人告诉记者，
展览中 4 件展品是辽博 2022 年新
入藏的文物，包括元青花缠枝牡丹
纹盖罐、元青花缠枝灵芝纹高足
杯、元青花双鸾纹高足杯和元青花
束莲纹碗。4 件文物出土于同一
个窖藏。其中，元青花缠枝牡丹纹
盖罐，造型、胎釉、钴料、纹饰、工艺
等无不体现出元代瓷器烧造的最
高水平，极为难得。

“青花清韵”瓷器展辽博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