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辽宁文化云
平台将剧场里的舞台艺术、博物馆的
线下展览、文化讲座等活动变成了群
众“指尖上”的文化享受。

打开辽宁文化云，辽博全景 VR
展、“人·境——古代文人的园中雅
趣”展正在逛展览专区展出，观众通
过“云端”便可参观浏览，成为备受喜
欢的线上新年文化活动。

如何将线下展“还原”呈现给线
上观众？“我们与专业影像团队合作，
依据实体线下展，进行展厅点位设
置、影像采集、制作合成等工作，每
一个环节都很关键。”辽博信息部副
主任黄晓雷介绍，“在用鱼眼镜头
进行影像采集时，摄影师针对不同
文物特点调整感光度、曝光度、对
比度等数据，既要让观众看得清，也

要让文物更真实，尽可能‘还原’文物
本身。”

如今，基于实体展的线上展览与
线下展览形成良性互动，让更多观众
成为辽博的忠实粉丝。黄晓雷认为，
随着数字技术发展，将会有更多形式
的线上展览呈现给观众。

改变的是场所，不变的是舞台。
元旦期间，“明星 GALA”在辽宁文化
云上演，辽宁芭蕾舞团首席主演敖定
雯、王占峰演绎了现代芭蕾《惜缘》、
双人舞《堂吉诃德》两段舞蹈。在敖
定雯看来，线上演出更像是一场跨界
创作。“改变的是舞台的呈现形式，不
变的是舞台上文艺工作者的责任。”

“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演员如何呈
现艺术作品的美，这需要演员学习、
累积经验。但同时，无论是线上演绎

还是剧场表演，对舞台艺术的不懈追
求，对每一位观众的责任心，最终都
会在跳好每一个动作、诠释好每一部
作品中融为一体。”敖定雯如是说。

“从目前在线观众人数看，辽艺
在辽宁文化云上的演出可以说是每
场都‘进’万家了。”辽宁人民艺术剧
院（辽宁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齐昕
欣说，“新年期间，辽艺既有线下演
出，也有线上直播，希望能为群众烹
制出色香味俱佳的文化‘年夜饭’。”

齐昕欣介绍，近3年，辽艺线上话
剧的录制是以影视拍摄方式进行的，
一部 2小时左右的话剧，需要拍摄一
周时间。“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艺术
本身依然是人与人的交流，我们希望
呈现出更多细节，让观众通过线上演
出走进剧场，通过剧场，感受话剧的

艺术魅力，真正喜欢上戏剧，收获来
自戏剧的感动。”齐昕欣说。

从近两年全国的数据来看，看话
剧、舞剧，听音乐会依然是人们比较
喜爱的线上文化活动。“如果大家在
观看线上演出过程中，能够在某个瞬
间，被一个表情、动作，被一段台词所
感动，在情感上产生共鸣，进而走进
内心，我想这就是一场值得被记住的
演出。”梁海燕说。

如今，走进剧场，镜框式舞台成
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现代”舞台。其
实，源自16世纪的镜框式舞台也曾经
是独特的剧院建筑形式。前人口中
的奇思或许最终会成为后人的日
常。在这个新年，我们可以走进剧
场，感受艺术现场的独特魅力，也可
以在线上遇到感动你我的瞬间。

主题展览、文化讲座接连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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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手机看
演出、听音乐会，参
与“云端”文化活动
成了大家喜爱的生

活方式。作为全省线上文化
活动的重要平台之一，辽宁
文化云平台在元旦春节期间
举办多场线上文化活动，观
众可以在“云端”看文艺演
出，也可以体验VR互动展
览。借由网络，文化走进了
万家，成为节日生活的一部
分。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
起走进“云端”，讲述线上演出
的故事，聊聊VR展的展陈，
听听文艺工作者对于线上演
出的感受，更立体、更深入地
感受“云端”里的文化新年。

最近，常州一中学用学生书法
当大门校牌的举动引发不少网友的
点赞。新闻中介绍，该校启动了“你
的名字我来书写”活动，把校牌的

“题字权”交给了学生，每个月更换
一次校牌，被选中的学生题字在校
门口悬挂之后还会被永久保存在学
校的档案室中。

“我为母校题写过校牌”，一定
会成为题字者一生的珍贵回忆。且
不说他们，笔者在读到这篇新闻的
时候，也开始回想自己在母校留下
了什么。光是这个回忆的过程就美
好极了。

这件事之所以被大家一致认
可，至少因为几点：一是表达出对

“中奖”学生的尊重、认同和鼓励，平
等和尊重对学生来说弥足珍贵；二
是弘扬了书法艺术，书法是最具代
表性的中华传统文化符号之一，在
横平竖直和黑白之间感受美、产生
哲思，这是最好的美育；三是让更多
学生的才华和兴趣被看到，这一点
还可以推而广之，很多学生都有自己
擅长的才艺和感兴趣的领域，或许还
可以鼓励学生创作校歌、班歌，甚至把
校园里的花坛交给喜欢园艺的学生去
打理也未尝不可；四是在学生评价体
系中，进一步增加了才艺的比重。教
育界一直在谈淡化成绩意识，但究竟
该如何淡化？写一手好字可以为自己
加分，或者擅长打球游泳、歌舞绘画，
都可以为自己加分，只有在这样的时
候，出现了更多的选项，才会让分数
的比重降下来。

还有一点，笔者觉得也非常重
要，那就是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极好

的艺术实践机会。
现在一提到素质教育，常常想

到的就是学一门艺术，无论是吹拉
弹唱还是琴棋书画，培养的路径几
乎一致：报班—找老师—反复练习—
考级或参加比赛，拿到证书或奖状
后就算完事。这样的素质教育，跟
应试教育几乎没有区别，大多数孩
子被教育的过程也通常会变成一个
兴趣逐渐递减的过程。

而如何能让孩子们保持住兴趣
呢？就是要给他们提供更多分享和
展示的机会。新闻中说，首位题写
校牌的学生练习书法不过三年，写得
有多好肯定说不上，校方也无意在校
门口举办优秀书法作品展，这足以说
明他们是谙于美育之道的。美育不
是练习技术、积累知识点，最终培养
出震惊天下的少林扫地僧，或者把每
个人培养成专业的文化工作者，而是
将所学不断用于实践，让艺术滋润心
灵、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毕竟校牌的
展示，一年最多不过12个作品、12个
擅长书法的孩子，学校还可以有更多
形式、更多内容的交流展示活动，让
学生们在众人面前表演自己不太成
熟的技艺，在展示的过程中建立信
心、增强兴趣。

如果再拓展开来，也不光是孩
子，成年人的文化生活也是同样的道
理，各类读书会、各种发烧友的社群，
黄昏时分广场中跳舞的人群，网络上
面对镜头表演的主播，同样是“嘤其鸣
矣，求其友声”“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展示和分享，堪称绝佳的艺术实践，哪
怕技艺没有多大提高，至少你喜欢一
件事的快乐是一定会增加的。

让学生题写校牌
是生动的艺术实践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商越报道 看演
出、舞龙狮、扭秧歌……1月 11日，辽
宁北票大三家镇三家村马云飞文化
大院歌声嘹亮、鼓乐齐鸣、年味满
满。这是“启航新征程 幸福中国
年”——2023年全国“村晚”示范展示
活动的辽宁北票分会场。此次辽宁
共有三场特色“村晚”入选全国展播
活动，北票大三家镇三家村是其中之
一，还有大连普兰店区唐家房街道、
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桓仁镇的“村
晚”将在央视频和国家公共文化云中
亮相。

2023 年全国“村晚”示范展示活
动由文旅部公共服务司、文旅部全国
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和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视听新媒体中心联合举办。

北票大三家镇三家村马云飞文
化大院演出现场，开场以舞龙舞狮拉
开了展演序幕，紧接着热闹的二人转

《小拜年》一下子把全场观众带入了
春节的喜庆氛围，村里的一些孩子随
着音乐蹦了起来。接下来原创乡土
节目轮番登场。歌曲《请和天鹅一
起来》，赞美北票天鹅之乡的秀美山
川；歌曲《喜看北票新面貌》，营造了
创建国家文明城的热情氛围；原创歌
曲《一切都好》，抒发了对祖国和谐盛
世的真情祝福，表演朴实清新，雅俗
共赏。

北票“村晚”导演、北票市文化馆
馆长张大胜告诉记者，这场“热土宏
图幸福年”农民“村晚”，突出了原创
文艺作品的鲜明地域风格，尽显北票

文化的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和民俗特
色，展示了北票城乡的新面貌和乡村
文化振兴的新成果。

拟在小年当天央视频播出的本
溪“村晚”也亮点颇多。今年本溪

“村晚”围绕“咱们村的故事多”“我
的乡亲老有才了”“云上村晚年味
浓”主题，以当地民族特色为基础，
加入传统的东北民歌、民间舞蹈、地
方民俗等艺术元素，营造欢乐喜庆
的浓浓年味。

本溪市文化馆馆长孟祥利介绍，
比如器乐合奏《非遗里的旋律》，以竹
笛为引子，随之进入优美的主旋律
中，同时加入非遗手工技艺展示，“石
雕”“木雕”“版画”“剪纸”及民间“面
人”“糖人”等精湛手工绝活，与乐曲
完美融合，彰显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独

特魅力。
还有国家级非遗项目、桓仁满族

自治县的朝鲜族“乞粒舞”，通常在农
事劳动和喜庆节日里表演。舞蹈采
用了东北民间正月里过大年的民俗
情境，并加入娶亲剧情，极具民俗韵
味。晚会中，还有桓仁当地网红乐队
老炮乐队新创作的一首新歌《大美桓
仁》，介绍当地风土人情。

回族舞蹈《茗香情》以盖碗茶民
谣为序，展示了回族姑娘礼茶、伴茶
的情结和传承崇茶的风情。

本溪满族剪纸是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舞蹈《巧大姐》，将满族
剪纸元素与东北农村妇女粗犷豪放
的肢体语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体现
了东北民间舞蹈特色和轻松浓郁的
乡土气息。

即将录制的大连普兰店区唐家
房街道“村晚”也是精彩纷呈，有戏
曲、相声，还有二胡齐奏，最有代表
性的就数刚刚参加了央视 2023 年
跨年晚会、跟著名歌手合作《全世界
在等你》的复州鼓乐团，这次他们将
表演复州鼓乐管子合奏《篱笆墙的
影子》。

复州鼓乐诞生于辽南，是有着浓
郁地方特色的民间音乐，距今有五六
百年的历史，已经获评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其主奏乐器是唢呐和管子，
可分为唢呐乐和笙管乐两大类。“复
州鼓乐团是民间自发成立的农民鼓
乐团，成员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
平日忙碌在田间地头，有重要演出
前，集合到一起抓紧排练。”大连市
文旅局公共服务处处长王晓瑞说。
近年来，复州鼓乐团多次参加中国艺
术节展演，喜获佳绩，备受瞩目，还多
次参加了央视的农民新年音乐会等
演出。目前鼓乐团成员已经超过千
人，在相关部门的扶持下，他们不仅
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而且展现了乡村
文化振兴的风貌。

此次“村晚”，复州鼓乐管子合奏
的《篱笆墙的影子》，是复州鼓乐团新
改编的一首曲目。《篱笆墙的影子》是
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的主题曲，
在上世纪 90 年代曾引起很大反响。
本次改编，他们运用传统的演奏方
法，用管子叙事，以独特风格重温经
典音乐，而最后的绝活，一口气吹一
分钟，更是让人拍手叫绝！

辽宁三场特色“村晚”入选全国展播

本报讯 记者谭硕报道 近
日，由上海戏剧学院、全国戏剧期刊联
盟、田汉戏剧奖组委会、广东省艺术研
究所联合主办的2022年第36届田汉
戏剧奖评选揭晓，由《新世纪剧坛》选
送，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术
剧院）创排演出的话剧《北上》荣获第
36届田汉戏剧奖·剧目类一等奖，并位
居该奖项榜首。

田汉戏剧奖以中国现代戏剧大
师田汉先生命名，从创立开始，便坚
持理论与创作兼顾、思想性与艺术
性统一，鼓励创新与探索。今年，参
评田汉戏剧奖的共有26家期刊，参
评作品107篇（部），经过评选，评出

第 36 届田汉戏剧奖理论、评论、剧
本、剧目奖四类奖项。其中，《北上》

《革命家庭》《大道》获得第 36 届田
汉戏剧奖·剧目类一等奖。

立足现实主义题材创作，近些
年，辽艺在话剧创作上不断创新，创
作出《北上》、抗战三部曲《祖传秘方》

《开炉》《天算》等多部经典作品。《北
上》以1948年9月至1949年2月中国
共产党人护送爱国民主人士成功“北
上”为背景，通过象征性的舞美设计、
严谨经典的戏剧结构以及张弛有度
的节奏，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艺术
手法有机融合，具有史诗风格，彰显
出主人公的家国情怀和信仰的力量。

话剧《北上》获田汉戏剧奖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近
日，“青花清韵”元青花瓷器展在辽
宁省博物馆开展。浑厚大方、画风
豪放的青花瓷器，辅以饱满浓厚的
青花蓝布景，凸显了浓郁的青花瓷
韵味，让人流连忘返。

此次展览是辽博馆藏元青花瓷
器的首次集中展出。据统计，辽博
共藏元青花瓷器 11 件。本次展览
中 9 件展品为辽博收藏，另一件为
阜新市博物馆收藏。这些瓷器有传
世文物，也有出土文物，其中，阜新
市博物馆收藏青花莲池鸳鸯纹玉壶
春瓶即由当地出土，是研究元青花

瓷器的珍贵资料。
与一些展览不同，“青花清韵”

展览除了陈列多件精品文物外，还
特意设置了全息展柜，观众只要轻
点屏幕，就能随意调整屏幕中文物
的观看角度，既可以让文物翻转，还
可以拉近文物，观看细节。

我国青花瓷器始创于唐代，其
精彩篇章则从元代开始。元代青花瓷
器独步当时，在沉寂了500多年以后，自
上世纪初被逐步发现，备受推崇。元代
青花瓷器是可供观赏的工艺品，更是反
映元代手工业发展、商品贸易、社会生
活、审美习惯等的重要实物资料。

辽博全息展柜
让“青花瓷”动起来

我省“云端”文化盛筵陪你过大年
本报记者 谭 硕

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

听交响乐、看芭蕾舞，在刚刚过
去的元旦假期，辽宁文化云平台推出

“辽宁省新年音乐会精彩回顾”“明星
GALA”等线上演出，3 天假期，辽宁
文化云平台直播点击量累计超过 30
万人次。数据直观地表明观众对于
线上演出的喜爱，以及辽宁文化云平
台在展示传播辽宁文化精品上的尝
试与努力。

为传递节日的喜庆欢乐，省公共
文化服务中心组织省属四大文艺院
团于元旦春节期间开展2023年“我们
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优秀舞台
艺术作品线上展播，抗战三部曲《祖
传秘方》《开炉》《天算》、原创芭蕾舞
剧《铁人》、歌剧《苍原》、民族音乐会

“国韵芳华”等 14部文艺作品将陆续
上演。来自沈阳的宋先生计划在春
节期间通过“云端”和家人一起看几

场喜欢的演出，庆祝新年。“线上演出
缺少了线下演出特有的现场感，但线
上也有其独特之处，例如网友的互
动，别有一番乐趣。”宋先生说。

集文化信息宣传、公共文化服
务、文化产业、文旅融合于一体的一
站式文化服务平台——辽宁文化云
是由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重点
打造，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辽宁
省文化资源建设服务中心）负责技术
保障的数字文化项目，于 2019 年 10
月上线试运行，2020年 5月正式开通
运行。在近3年线上演出快速发展的
环境下，辽宁文化云平台也在不断拓
展文化数字化的边界。

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梁
海燕表示，在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
统筹下，辽宁文化云平台整合了公共
文化、专业艺术院团、文博考古、美

术、非遗、文学、旅游等机构的丰富文
化资源，通过手机和 PC 端为百姓服
务。来自该平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2022年末，辽宁文化云平台上线数
字文化资源近19万条，访问数量1300
多万人次，实名注册用户超过23万。

四大院团14部大戏陆续上演

春节期间，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创作的话剧将在辽宁文化云平台上演。（受访者供图）

大年初一，辽宁歌舞团将在“云端”上演民族音乐会“国韵芳华”，为观众送去新春祝福。（受访者供图）

本溪“村晚”器乐合奏《非遗里的旋律》融入了非遗文化元素。（受访者供图）

“青花清韵”展正在辽博举行。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摄

本报讯 记者郭平报道 1月
10日，沈阳故宫大政殿北、銮驾库西侧
新增一处红火喜庆的文创景观“文韵
故宫 永福在兹”，里面呈现了历经数
百年岁月洗礼的院藏吉祥文物图片、
匾额文字，还有各种吉祥祝福语。

走进沈阳故宫东路努尔哈赤时
期建造的大政殿与十王亭建筑群，
抬头向北就能看到这处新增景观。
新增文创景观是沈阳故宫博物院特
别推出的迎新春内容之一。景观以

“福”为创意源，以“文韵故宫 永福
在兹”为主题，整个场景采用圆形设

计，寓意团圆、圆满；仿制沈阳故宫
东大门，门前两座玉兔雕塑，寓意兔
年“遇兔呈祥”；入门正中设置“福”
字红墙，寓意“开门迎福”；福字墙两
侧是各色沈阳故宫文物图片展示，
参观者翻动文物展示牌，就能立即
收获一份新年祝福。

“蟾宫折桂”“金玉满堂”“紫气东
来”“山河锦绣”，文物图片背面的一
个个寓意美好的新年祝福，从小家到
国家，表达着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家
国情怀和浪漫情结，同时也展现沈阳
故宫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沈阳故宫推出迎新春文创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