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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核心
提示

跃龙门接龙运、点龙睛纳龙福。2月21日，
是农历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有万物复苏、
龙降祥瑞之意。当日，沈阳（和平）第八届龙抬头
文化节在沈阳老北市举办。民俗文化艺人进行

了喜庆剃龙头、踩高跷、放风筝、开笔礼、撒金豆等民俗文化
展示活动，吸引了上万名群众和游客前来观赏，共同祈福今
年和和顺顺。

鼓声咚咚，大红灯笼高高挂，
欢腾的巨龙舞起来……21日上午，
沈阳老北市人山人海，处处洋溢着
喜乐祥和的气象。

活动现场，穿着民族风盘扣绣
花红上衣、黑裤子，张着红色大嘴
巴，戴着黄绿相间犄角帽子的胖墩
墩的吉祥物“和小龙”，引来很多游
客驻足拍照。

最值得一提的是“龙舞”，5条由
40多名身穿红色衣服的大小伙子组
成的舞龙队，在广场上摇曳生姿，又
不失磅礴气势，备受关注。景区主路
皇寺广场上有非遗文化体验区、美食
品尝区、文旅打卡宣传区、电商直播
推荐区、公益服务区等，市民在此沉
浸式体验、品尝和游玩。

在非遗文化体验区有剪纸、微
雕、刻瓷技艺等；在文旅打卡宣传区
设置“文旅林”，“文旅林”中有20余
块展板，展板上是中共满洲省委旧
址纪念馆、沈阳和平区不可移动文
物分布图、老北市汉字主题书房等；
在公益服务区，市民热情参与剃龙
头、撒金豆、文创礼等活动。

一位游客站在满族剪纸省级
代表性传承人初春枝展位前久久
不愿离去，手里拿着红色的小兔
子看来看去，爱不释手。初春枝
自幼学习剪纸，其作品画面饱满、
气势恢宏，以巧妙的构思、突出的
形象和夸张的手法，折射出满族
人民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场景，保
持了原始、古拙的传统韵味，充满
浓郁的满族文化特色。此次活动
上，初春枝展出的作品是清一色

的兔子，都是北京兔爷长耳形象，
竖着两只大耳朵，或坐着或立着，
十分可爱！

“老北市因清太宗皇太极敕建
实胜寺而兴起，拥有皇寺、锡伯家
庙等文化遗产，传承着皇寺鸣钟、
拉弓开运等祈福习俗，民族、民俗
等多元文化在此交融，承载着几代
沈阳人的记忆。”金牌导游引领大
家参观讲解，让人更加深入地了解
老北市 的前世今生。

当日，沈阳市皇姑区也在舍利
塔公园广场举办二月二“抬头有礼——
开笔礼”民俗文化活动。活动现
场，身穿汉服的小学童，进行正衣
冠、点朱砂、写大字等习俗。开笔
礼成，孩子们将心中的美好愿望写
在红丝带上，开启传统优秀文化和
学习成长的新旅程，寄托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此外，舍利塔公园广场上设
置的由 8 面战鼓和 36 面龙鼓围成
的方阵锣鼓，为现场增添了热闹
的气氛。12 条飞龙盘旋广场上
空，雄风阵阵、气势磅礴、翔跃飞
腾。在这里，市民们可以体验“击鼓
明志”的乐趣。而广场两侧的摊位
上，龙耳（饺子）、龙鳞（煎饼）、龙眼

（桂园）和龙须（面条）等充满“二月
二”节日元素的美食应有尽有。精
心打造的非遗技艺和文创产品展
示角，给市民带来不一样的节日
体验。

除沈阳外，“龙抬头”当天，我
省其他地区也举办了各种各样的
民俗文化活动。在鞍山市千山区

举办的“首届风筝节暨沈阳现代化
都市圈风筝表演赛”上，游客现场
观赏风筝比赛的同时，还可以品尝
特色美食，赏舞龙、赶大集，观看海
城高跷、地秧歌表演等活动；抚顺
市新宾满族自治县赫图阿拉城景
区举办的“二月二民俗节”上，推出
了萨满祈福、满族地秧歌、满族民
乐、赶大集、爆龙花、吃龙耳等活
动；本溪市小市一庄景区推出赏花
灯、品美食、看演艺、放烟花等活
动；阜新市福宇博物馆举行“龙头
节”大型舞龙舞狮活动；辽阳市辽
阳县前杜草莓小镇举行龙抬头、采
龙气、聚龙福、赏舞龙、逛美食街、
拍大型花瓣雨、看大型宫廷剧精彩
演绎等活动；铁岭博物馆广场举行

“龙抬头非遗项目展演、舞龙舞狮、
威风锣鼓、大秧歌和高跷表演”等
活动。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新
设立的“文物藏品数字化保护成果
展示”区域日前开放，通过二维、三
维触摸式交互展示机将文物以及
文物背后承载的故事向观众进行
展示，从而更好地实现了数字化成
果的应用和展示。随之，红色朗读
亭悄然上线，借助精密设备让观众
心中激荡的爱国情、报国志，通过
朗读方式真情抒发。

数字化技术的运用，给展馆带
来了许多先进而精密的设备，而这
些设备的应用使展馆在人们心中
的形象焕然一新，让展陈的历史文
化给人们带来更为深刻的印象。

站在“国歌墙”前
可点唱多首抗战歌曲

2 月 19 日 9 时许，晴雪初霁。
丝丝寒意挡不住人们的参观热情，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入口处
百余位观众列队进馆。“这些天正
值寒假，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这里
重温历史。数字技术的应用，展陈
形式的创新，对年轻人特别是青少
年增添了很强吸引力。”展陈部主
任宁克强说。

进入展厅，人们纷纷聚拢在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平面布局
图”电子屏幕前，自主查询关注的
参观事宜，点击上面的导引，浏览
内容。记者看到，布局图应用了
多媒体场景、360 度全息投影、多
点触摸屏技术等数字手段，通过
虚拟展馆，实景模拟、文物展示、

语音导览、互动分享等功能，让观
众真切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深刻
体验。

一大早，市民唐先生就带着儿
子和侄女来到这里，站在白桦林场
景前，他领着孩子们体验数字技术
仿制的雪地脚印，随着光控播出的
东北抗联的《露营之歌》，对孩子们
讲述抗联战士英勇抗战的动人故
事。在浮雕“国歌墙”前，地上有“站
立区”3个字，他让儿子站上去，随着
雄壮的旋律响起，他和孩子们肃立，
一同高唱国歌。记者注意到，走到

“国歌墙”的背面，触摸屏幕，同样可
以点播歌曲，只不过，这里播放的不
再是国歌，而是一些抗战歌曲，如《长
城谣》《抗敌歌》《救亡进行曲》等。

在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展区前，
32岁的李女士利用手中的讲解机给
6岁的女儿讲起赵一曼宁死不屈的
英雄事迹。“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来过
馆里，那会儿只有展板和文物。现
在，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展陈内容更
加立体形象，让孩子们更多地感受
到红色历史文化的魅力。”

宁克强介绍，博物馆在重新展
陈后，通过数字化虚拟技术、增强
现实技术的有效运用，能够为观众
带来多重真实的体验，产生一种深
层次的精神共鸣。从数字化交互
手段来说，通过各种互动装置的运
用，能够增加展示空间的真实感，
有效地拉近展示空间和观众之间
的心理距离。

打开VR链接
可观看省内7家展馆内容

在新设立的“文物藏品数字化
保护成果展示”区域，靠墙并列摆
放着 6 台触摸式交互展示机，个个
都像个磁场，吸引着人们驻足，有
的在操作，有的在围观，人群中不
时传出惊叹声。

大学生刘骏来到一台竖屏的
“数字三维”展示机前实操，点开
“珍贵文物三维展示”页面后，呈
现“金属藏品”“石类藏品”“名人
遗物”“陶瓷藏品”“竹木藏品”“杂
项藏品”6 个分项；点击其中的“金
属藏品”分项后，页面上图文并茂
地显示“东北抗日联军使用的锡
灯”“老火车牌牙粉盒”“平顶山惨
案遇难群众遗存手镯”等文物名
录；点击“东北抗日联军使用的锡
灯”后，页面上便有了这件文物的详
细介绍。

“该锡灯是抗日战争时期东北
抗日联军使用的生活用品，通高
38.5厘米，锡制。东北抗日联军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创建的东北重
要一支抗日武装力量……”阅读着
屏幕上的文字，刘骏又通过数字化
展示手段来观察文物，还进一步放
大观察文物的细节。而他的两位
同伴则忙不迭地拍照、录视频。刘
骏告诉记者，他们是学美术的，正
在创作抗战题材的油画作品，以前
历史文物只能隔着玻璃展柜瞧，现
在通过数字化技术赋能历史文物，

更能产生情感认同和思想共鸣。
“乐乐，来这一趟，咱们能看

好多展馆呢。”就在刘骏的身边，
记 者 听 到 了 另 一 个“ 现 场 同 期
声”。59 岁的王建勇带着念小学
的孙女乐乐正在一台“数字二维”
展示机前看“沈阳抗战联线数字云
展”，点击屏幕，打开VR链接，可以
观看赵尚志纪念馆、沈阳二战盟军
战俘营旧址陈列馆、阜新万人坑死
难矿工纪念馆、抚顺战犯管理所旧
址陈列馆等7家展馆的数字化采集
成果，进行线上跨时空沉浸式参
观。祖孙俩从营口来沈阳参观博物
馆后，又利用展示机了解了更多的
红色历史文化，乐乐还掏出笔记本，
记录下相关的展示内容。“我要把
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同学
听。”乐乐说。

据馆长范丽红介绍，为切实保
护好、管理好、运用好馆藏文物，
该馆利用三维激光扫描、三维实
景展览扫描、无人机外景航拍等
多种技术手段，对馆藏千余件珍
贵文物和沈阳抗战联线成员博物
馆展厅、展览进行影像数据采集，
并将数字化成果投入应用和展
示。观众可在数字馆藏中，通过
图文等多种方式了解每件文物的
信息和文物背后的故事。她表
示，该馆将用数字化技术不断提
升展陈水平，使历史文化中的内
涵变得更具感染力。

走出展厅，观众纷纷在出口处
新建的红色朗读亭驻足，在朗读中
感悟历史的回声。

本报讯 记者王笑梅报道
省第十二届艺术节是我省今年文
化生活的重头戏，省公共文化服
务中心统筹特色资源，围绕参与
办好艺术节，从春季开始，组织开
展舞台艺术、展览展示、文博非
遗、群众文化、文艺评论等系列文
化惠民活动。

这些活动中，文艺创作演出

丰富多彩。以辽宁芭蕾舞团、辽
宁歌舞团的精品舞蹈节目亮相央
视为开端，线下演出迅速恢复。
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将组织第
二届“大河之澜”——音乐季、辽
宁大剧院优秀剧节目演出季、

“中国芭蕾力量——辽芭经典”
演出季、《倾听辽河》巡演等活
动。创排话剧《天粮》、歌剧《邓

世昌》、交响乐《此山此水》、芭蕾
舞剧《巴黎圣母院》、音乐剧《绿
水青山》等。同时，复排“抗战三
部曲”——话剧《祖传秘方》《开
炉》《天算》。

文化活动亮点纷呈。为纪念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
志题词60周年，省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将组织芭蕾舞蹈组诗《榜样》

在各地巡演，并在全省范围内举
办学雷锋志愿服务系列文化活
动。围绕“5·18 国际博物馆日”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组织“世世
和平——齐白石的艺术世界”“光
影有声——皮影艺术展”等系列
展 览 展 示 和 社 教 活 动 ，以“ 文
物+”“非遗+”为纽带，促进传统
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惠民活动送不停。据了解，
系列文化活动将推出“继往开
来，国韵书香——古籍保护与传
承特展”“东北工业题材美术作品
国内巡展”“流动图书馆”“流动博
物馆”“流动青年宫”“红色文艺轻
骑兵”等文化惠民活动，形成月月
有主题、周周有活动的良好文化
氛围。

我省推出春季系列文化惠民活动

《水浒传》“喜提热搜”。不久前，一位网
民在浙江省政府网站留言，称充斥着大量血
腥描写及打家劫舍情节的《水浒传》“是我见
过的最毒小说”。此言一出，立即引爆网络。

其实，对《水浒传》的非议，自其成书以来
就从未断绝，尤其是用现代社会的观点看，该
书的部分情节和人物形象确实存在一定瑕
疵。但是，这不应该成为否定《水浒传》的理
由。在这一轮网络辩论中，大多数网友站在

《水浒传》一边，认为作为一部经典名著，不光
要看它的低点有多低，更要看到它的高点有
多高，光是鲁达林冲武松宋江吴用李逵这些
人物的塑造，《水浒传》就配称伟大，遑论其
他。对此，浙江相关部门也及时给予正面回
应：重要的不在于你“读了什么书”，而在于你

“怎样把每本书读好”。
作为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在我国文

学长河中有着特殊的地位。首先，《水浒传》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
说，文学价值巨大。通过阅读，我们可以从文
本的语言、人物塑造和情节设计等方面赏析
作品，提升语言技能和鉴赏水平。以《林教头
风雪山神庙》一节为例，无论是通过雪景层层
点染、融情于景，还是利用细节一步步刻画林
冲“逼上梁山”的心路历程，都堪称传世经典，
无愧于金圣叹“艺林之绝奇”的评价。

其次，《水浒传》是批判性阅读的好载体，对
当代人有着很强的警示意义。那位网友言辞激
烈地抨击《水浒传》，甚至称其为“是我见过的最
毒小说”，这种情绪性的语言，几乎脱离了《水浒
传》文本本身，失去了评论意义。《水浒传》中确实
存在一些与当代主流价值观相悖的内容，比如
宋江的阴狠、李逵的血腥，这正是小说的警示意
义所在，就如网友戏言：你看了“拳打镇关西”，不
也没去肉摊要老板给你切十斤寸金软骨吗？

再次，《水浒传》蕴含着丰富的教育价值，
有助于培养读者独立思考的能力。叔本华曾
说：“不要让自己的大脑成为别人的跑马场”，
在思想多元、信息爆炸的时代，拥有独立思考
的能力越来越难能可贵。阅读时带着思辨性
的思维，去对《水浒传》进行深度阅读，不仅能
够进入文本深处，而且能培养读者的个性阅
读、独立思考的能力。

无论何人，从小都是在一个复杂多变的
环境中成长的，只有汲取不同的知识，通过自
己的思辨能力进行分析处理，最终才能建立
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如果过分追求真空
无菌的成长环境，有时反而会让读者丧失感
知和想象力。更何况，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
的映射，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不可避免都会带
有时代的局限性。如果站在当下视角来审
视，要求一部 700 年前的文学作品极度契合
今人的价值观，岂非太过苛求古人？

所以说，对《水浒传》这类古典文学作品，
“因噎废食”不可取，正确的态度是“扬弃”，也
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
用。相信多数读者在传统与现实的碰撞中，
在善与恶的交织下，有能力提升自我思辨能
力，最终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读经典
不能只盯“低点”
李 翔

舞狮子 赛风筝 开笔礼

欢喜二月二 处处龙抬头
本报记者 杨 竞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展览手段接连上新

数字化让展陈“活”起来“火”起来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文并摄

舞龙队在沈阳老北市进行喜庆“龙抬头”表演。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首届陈伯吹
新儿童文学创作大赛颁奖典礼近日在上海举
行，8部作品分别摘得桂冠奖和佳作奖，我省
作家源娥创作的《声花绽放》获得佳作奖。

《声花绽放》是一部情节生动、跌宕起伏、
细节饱满的励志成长小说。讲述的是一个有
着像大叔一样嗓音的平凡女孩，把自己的缺
点变成了自己的特点，从自卑软弱变得自信
坚强，超越自我的心路历程。作品把成长中
的疼痛用平实细腻的语言表达得真实可信，
是一部真挚感人的现实主义佳作。首届陈伯
吹新儿童文学创作大赛由陈伯吹儿童文学基
金专业委员会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主办。
评奖力求在保证评审专业化的同时，注重作
品思想性、文学性和艺术性相融合，注重国际
视野下的多元化观点，发掘真正优秀的新人
新作。本届大赛共收到有效投稿1411篇，最
终有 8 部作品入选获奖。源娥系儿童文学、
青春文学作家，自由插画师，已出版《饕餮餐
馆》《冰壶女孩》《时间超市》等多部长篇小说，
翻译作品《绿野仙踪》等。

《声花绽放》
获“陈伯吹文学奖”

吉祥物“和小龙”引得众多游客拍照。 本报记者 赵敬东 摄

观众利用触摸式交互展示机观看文物。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作为 40 集
大型文化专题片《手艺辽宁》中的重要内容，
辽宁文化共享电视频道和辽宁文化云平台近
期播出《绣艺》，介绍锦州满族民间刺绣。

《手艺辽宁》不仅涵盖了辽砚石雕、满族
刺绣、煤精雕刻、岫岩玉雕等极具辽宁地域风
情的手工艺技艺，而且每一种手工艺都着重
从历史渊源、传承人的坚守与传承、制作过程
等多方面展示了辽宁手工艺文化的独特魅
力，体现了辽宁深厚的文化底蕴。

锦州满族民间刺绣，俗称“针绣”“扎花”
“绣花”，最初主要流行于满族人聚居的广大
农村，通常以家织布为底衬，以红、黄、蓝、白
为主色调的各种彩色丝线，用一根细小的钢
针参照图案上下穿刺，织绣出各种纹样，绣品
包括服饰、日用品等。绣品题材广泛，风格多
样，情趣盎然，寓意深刻，充分表达了满族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厚重文化的内涵。
2008年，列入中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讲述“锦绣”的专题片
《绣艺》开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