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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新春佳节到来之际，辽宁省博物馆将推出一系列精品展览与丰富多彩的
线下活动。在五大精品展览中，既有辽博独家策划的“和合中国”主题文物
展、“青花清韵”展、“玉兔迎春”展，也有展现西方绘画艺术史的“对望与凝视”
展，还有展示春秋历史的“晋国六百年”展。此外，各种互动性与参与性很强
的活动也将在春节期间与观众见面。

日前，由中国杂技家协会、黑龙江省文
联、吉林省文联、辽宁省文联联合主办的东北
三省魔术展演在哈尔滨落下帷幕，共评出“最
佳节目”12 个、“优秀节目”12 个。我省选手
在本次展演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吉庆有余》

《古韵襄平》《恭喜发财》《杯球传奇》《如临此
境》5 个节目获评“最佳节目”，《国色天香》

《偶》《纸牌与硬币》《月光宝盒》《烟来烟去》5
个节目获评“优秀节目”，几乎占据半壁江山。

据了解，我省获奖作品在技术和编排上
有很多亮点，既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
目，也有青年演员多元素的创新节目，时代感
强、完整度高，在中国传统民俗基础上融入了
现代文化元素，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比如
王婷婷的《古韵襄平》以汉唐鼎盛时期的襄平
古城（今辽阳市）为背景，融合魔术与古典舞
蹈元素，充分体现了2000多年前古城辽阳繁
华兴盛的歌舞场面，节目中服饰、道具与音乐
都仿照了同时期的风格。

我省获奖魔术节目不仅创新性强，而且
时代感也强。时代感不光表现在舞台时尚
上，时尚的内容也适应了当下观众审美习惯，
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赵佳琪的《如临此
境》，舞台上，魔术师表演了一场精彩的魔术，
最后观众发现刚刚看到的一切都是一幅画映
照出的幻觉，展现出魔术师非同寻常的艺术
表达手段，观众以一种别样的角度欣赏了一
幅画。还有赵梦圆的《国色天香》，以刘禹锡
的“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两句
诗为意境，用魔术表达红黄绿紫蓝色牡丹的
真国色，符合当下观众的审美习惯。

而王艺博的《吉庆有余》、李永成的《杯球
传奇》、赵树的《偶》、赵诚奕的《月光宝盒》、王
家合的《纸牌与硬币》、丁礼士的《烟来烟去》
等杂技节目也充分展现出创新创意，以多种
技巧、极强的视觉效果营造出意境之美，用独
特的杂技艺术语言描述了多彩世界。

谈到我省在此次展演中获得的好成绩，
省杂技家协会主席安宁说，这是我省杂技工作
者多年来守正创新，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
养的结果。通过本次展演，我省魔术创演人员
不仅展示了自己的才华，拓宽了自身的艺术视
野，而且在交流学习中不断提升魔术技艺，为
未来辽宁魔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东北三省魔术展演
近半获奖作品为“辽字号”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报讯 记者谭硕报道 年
味儿渐浓。记者从省公共文化服
务中心获悉，我省文艺院团的演职
员已行动起来，省内各大剧院已装
扮一新。据介绍，音乐会、舞蹈晚
会、儿童剧等13场演出将在新春佳
节期间先后登上各大舞台。

1月 2日，民族音乐会“国韵芳
华”在辽宁大剧院上演，正式拉开
了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线下新年
演出的序幕。“国韵芳华”的舞台
上，《花儿与少年》《春江花月夜》等
我国经典民族音乐作品接续上演，
让观众充分感受节日的喜庆气氛。

据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副主
任曲滋娇介绍，今年春节，省公共文
化服务中心将推出民族音乐会“国
韵芳华”、大型舞蹈诗《月颂》、舞蹈专
场“舞与伦比”与2023新春民族音乐
会、2023中外经典交响音乐会以及
儿童剧《大栓的小尾巴》《听说过，没
见过》7部精彩剧目，共计13场演出，
给观众带来多元的视听享受。

用优美的诗文、曼妙的舞蹈，

展现“月”的不同形象，以及月光照
耀下的不同风景和各有特色的人
文故事，1月6日、7日，大型舞蹈诗

《月颂》收获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
声。观众在一幅画面唯美、情感浓
郁、意境深远的舞台“画卷”上，在
民族歌舞的古典韵味中，领略了中
华文化之美。1 月 10 日、11 日，围

绕中华民族大团结这一主题，集
中展现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
回族、壮族、朝鲜族等民族的舞
蹈专场“舞与伦比”同样吸引了
大量观众走进剧场。来自辽宁
歌舞团（辽宁民族乐团）的舞者
将曼妙的舞姿、精彩的表演、精
湛的舞技展现在新年舞台上，和

观众共庆新年。
融合舞蹈与音乐的儿童剧，在

新年舞台上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春节期间，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
宁儿童艺术剧院）将带来《大栓的
小尾巴》《听说过，没见过》两部儿
童剧，既有东北民间的童话故事，
又有新时代儿童“心灵长征”的故
事，将吸引小观众们走进剧场。

《大栓的小尾巴》由当代著名
儿童剧作家于德义于 1989 年创作
完成。2020 年 8月，在儿童剧导演
许曼地的改编、导演下，《大栓的小
尾巴》登上舞台，收获了众多小观
众的掌声。改编后的《大栓的小尾
巴》先后荣获辽宁省第十一届艺术
节儿童剧优秀剧目奖、第十届中国
儿童戏剧节优秀展演剧目。新年
假期，来自沈阳的艾女士已经购买
了儿童剧《大栓的小尾巴》的票，计
划带着儿子女儿一起去剧场看演
出。“之前就听说了这部儿童剧，希
望春节假期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
感受一下。”艾女士说。

“《大栓的小尾巴》以东北森林
为故事场景，围绕主人公大栓与拟
人化、象征自身缺点的小尾巴这一
矛盾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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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曼地说，“我们在于德
义作品基础上，巧妙地融入绘本故
事形式，通过生动的原创音乐和演
员们精彩的表演，以更贴近少年儿
童生活来呈现，希望让孩子们看后
懂得什么是勇敢、诚实、善良。”

此外，2023新春民族音乐会即
将在小年夜上演。音乐会以春满
辽河为主题，分春雪送春色、春风
暖春情、春花迎春潮三个乐章，在
精心选择中国传统民族管弦乐作
品的基础上，对观众耳熟能详的
民歌作了重新改编，发挥民族器
乐的特质，并增加了人们熟悉的
歌曲元素，在展现中华国乐博大
精深传统魅力的基础上，融入声、
光、电等技术，将为广大辽沈观众
呈现一台喜庆祥和的新春民族音
乐会。

剧院不断档 13场好戏迎新春

除了“晋国六百年”展览外，今
年春节期间，辽博四大精品展览同
时与观众见面。

这四大精品展包括“和合中国”
主题文物展、“青花清韵”元青花瓷
器展、“对望与凝视——东京富士美
术馆藏西方绘画精选展”和“玉兔迎
春——生肖系列文化展”。

2022 年 10 月推出的辽博历史
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特展——“和合中
国”特展以主题宏大、文物丰富、品类
多样而著称。在此次展览的三个展
厅中，共展出402件/组（436单件）文
物和古籍，其中近半为首展。

“青花清韵”元青花瓷器展以辽
博馆藏10件元青花瓷器为主体，辅
以 300 多张图像资料，较为全面地
向观众展现了元代青花瓷器的独特
魅力。

除了五大展览和“古代辽宁”
“明清玉器展”“中国古代铜镜展”等
常设展览外，春节期间，辽博还将推
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互动

活动，和观众共同迎接新春佳节的
到来。

《奇妙的和合之旅》主题微电影
首映礼、巧手展鸿“兔”——手工剪
纸活动、“新春手写福、童心贺新
年——儿童体验馆特别活动”、兔
年“柿柿”红——手链 DIY 活动、

“花灯嘉年华——牡丹花灯DIY活
动”等新春活动，将与小观众见面。

为了充分发挥流动博物馆硬件
优势，新春期间，辽博还将送文化下
乡，到沈阳市浑南区祝家新春农民
大集、鞍山市图书馆或艺术馆（中长
期）及沈阳市居民社区等，为广大基
层群众送上新春文化盛宴。

志愿者是辽博的一张亮丽名
片。春节期间，辽博将组织志愿者
结合新春展览及各类文化活动开展

“共话历史——志愿者伴您游辽博”
“辽博志愿者拜年啦”“辽博志愿者
与您相约春节元宵节”及“遇见国
宝——志愿者老师带你看辽博”等
多项精彩互动活动。

五大展览春节期间同时展出

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

过文化年 去辽博看五大精品展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退避三舍、唇亡齿寒、掩耳盗
铃、楚才晋用……这些耳熟能详的
成语都与春秋时期的晋国有关。
日前，以“晋国六百年”为主题的展
览正在辽宁省博物馆内展出，159
件/组文物全部来自山西博物院，
这些文物是首次在辽宁亮相。

1 月 12 日，辽博一层“晋国六
百年”展厅内观众络绎不绝。除
了省内观众外，来自天津、山东、
吉林等地的观众也趁着假期赶到
辽博，近距离观看这些距今两三千
年、纹饰精美、造型别致的青铜器。

由辽宁省博物馆与山西博物
院共同举办的“晋国六百年”展
览，以丰富的图文内容与多媒体
辅助陈列，展示周代晋国相关文
物遗珍，讲述晋国兴衰风云。此
次展览分为晋侯风采、邦国遗珍、
春秋争霸、余烈三晋、器美范正 5
个单元，在每个单元中，嵌入了与
之相关的成语故事。

晋国始建于公元前 1033 年，
在 此 后 的
600 年，晋国
历史跌宕起
伏 ，曾 独 霸
中 原 ，也 最
终 因“ 三 家
分 晋 ”而 被
灭国。史学
界认为，“三
家 分 晋 ”是

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点。
辽博学术研究部副研究员王

忠华告诉记者，春秋时期，辽宁部
分地区属于燕国。燕国与晋国同
为周代诸侯国，虽然燕国和晋国
仅有少部分地区接壤，但这两个
诸侯国存在着文化共性，这点在
晋国与燕国出土的青铜器上有所
反映。

在“晋国六百年”展览中，山
西博物院藏重点文物“猪尊”是主
要推介展品之一。这件猪尊出土
于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
地，其体形硕壮，背脊有鬃，尾巴
上翘，生动形象，是当时的一款酒
器。猪尊背部有圆形的开口，上
面有盖、腹中空。周朝人将酒器
仿照动物造型来设计，除了美观
之外，更有祈求避邪的意义。

1955 年，朝阳凌源地区曾出
土一件鸭尊，其造型别致、体态优
雅。王忠华表示，猪尊与鸭尊虽
然分属两种不同的动物造型，但
其神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所
以，从这两件器物中，可以窥探作
为周代诸侯国的晋国与燕国之间
在文化上存在着关联。

不仅如此，朝阳喀左地区曾
出土多批商周时期的窖藏青铜
器，其中包括鼎、甗、罍等，这些青
铜器的造型与此次“晋国六百年”
展览中展出的文物保持了一致
性，这也反映出燕、晋两国之间存

有文化交流。
在“晋国六百年”展览中，展

出一件辽博收藏的《唐风图卷摹
本》，这件摹本的画作部分由现代
人陈林斋临摹，书法由杨仁恺所
摹。《唐风图卷》真迹也收藏在辽
博，其内容反映了春秋晋国时期
的文化。由于晋国起初被封在旧
唐国的领地，因此当时的晋国也
被称为唐国。《唐风图卷》中的“唐
风”实则是“晋风”。

据悉，作为交换展览，“晋国
六百年”展览将一直持续到 4月 8
日。2021年，辽博“礼出红山——
红山文化精品文物展”曾在山西
博物院举办。

辽宁山西联手掀“晋国风云”

“对望与凝视——东京富士美术馆藏西方绘画精选展”正在辽博举行。

山西博物院文物“猪尊”为一款酒器。

大型舞蹈诗《月颂》让观众在民族歌舞的古典韵味中，领略了中华文
化之美。（受访者供图）

“最佳节目”奖《吉庆有余》。（受访者供图）

扫描视频二维
码看“晋国六百年”。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日前，由文
化和旅游部指导，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与老
挝中国文化中心主办、辽宁省博物馆协办的
2023 年“欢乐春节”暨“江山如画”中国古代
山水画体验展在老挝中国文化中心启幕。

此次展览，特选辽宁省博物馆藏40幅笔
法不一、风格各异的中国古代立轴山水画作
品（复制品），让现场观众领略了中国古代山
水画独特的艺术魅力。

据悉，此活动是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与
老挝中国文化中心通过“部省合作”开展的系
列文化交流活动之一，对增进双方文化和旅
游交流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江山如画”展
在老挝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