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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核心
提示

3月4日，为纪念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60周年，由辽
宁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国摄影家协会、辽宁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辽宁报刊传
媒集团（辽宁日报社）、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共同主办的“永恒的雷
锋”——雷锋照片主要拍摄者董哲、吴加昌、周军、张峻、季增、张泽西作品原件

展在辽宁美术馆开幕。
此次6位拍摄者联展的百余幅雷锋照片原件中，既有家喻户晓的《雷锋擦车》《雷锋

在军舰上》，也有首次展出的雷锋练习投手榴弹、锻炼身体等照片。展品中，《雷锋和少先
队员在一起》《雷锋在海军部队作忆苦思甜报告》等40余幅未经任何剪裁的照片为观众
还原了一个更加可亲可敬的雷锋形象。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2 月 24 日，由辽
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指导，辽宁省文化馆（辽
宁省青年宫）主办的“雷锋，永远的榜样”——辽
宁省群众文化志愿者专场演出活动在省青年宫
剧场举行。

此次活动在舞蹈《鼓动·雷锋精神》中拉开
序幕，随后，由群众文化志愿者演绎的诗朗诵

《新时代的雷锋》、舞蹈《唱支山歌给党听》、现代
街舞《传承》、歌曲《春风十万里》、双唢呐演奏

《黑土地》、表演唱《当兵的历史》、对口快板《找
妈》唱响新时代雷锋故事，体现了在辽宁这片黑
土地上，涌现出众多的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和岗位学雷锋标兵的生动场景，引得台下掌声
连连，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

据介绍，此次参加演出的百余名群众文化
志愿者也是雷锋精神的践行者。近年来，他们
参加红色轻骑兵文化志愿者边疆万里行公益惠
民演出，将文化精品节目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地方特色文
艺风采。

百名文化志愿者
唱响“雷锋赞歌”

前不久，央视新闻视频号制作了一组《这就
是中国色》的视频，瞬间刷屏。日暮中的长城、
金秋的麦田、积雪的黄山、映照着塔吊的城市上
空、火箭发射的现场，华夏大地的壮丽景象与绚
丽丰富的中国传统色一一相遇，展现出不可言
说的美，让观者在浓墨重彩与优雅清淡之间见
识了中国传统色的色阶之丰富、用色之精微、构
成之斑斓、审美之独特。

每个民族的色彩系统虽有交集，却也总有
一套自己的语言。不同族群文化都是在自然色
彩宝库里进行个性化选择，用以表达思考、情
绪，最后沉淀为一种审美意趣。“九色鹿”不会变
成迪士尼的“小鹿斑比”，也不会混淆于宫崎骏
的“鹿王”，不仅仅是因为造型，更在于色彩；瓷
器中即使画着西番莲，只要用了“青花蓝”色，立
刻就有浓郁的东方风情；杨柳青年画的桃红柳
绿，不同于圣诞节的“深红浓绿”，传统色就像审
美领域无声的语言系统，是中国文化的视觉指
纹，一眼便能认出。

所谓传统色，是中国人定义颜色的方式，更
是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传统色刷屏背后，
是中国式审美的共情。

传统色，不止于趣味，它是中国人世界观的
直观阐释。妃红、苍青、酡颜、月白、十样锦、远
山如黛、青梅煮酒、桥下春波，《千里江山图》中的
青绿山水，敦煌崖壁上的九色鹿，周昉笔下的明
丽仕女，秘色瓷如冰似玉的玄妙青润，这些都是中
华民族在漫长生活与审美实践中提炼出的具有独
特韵味的颜色系统。早在战国时期，五色就与五行
相联系成为阴阳五行学说的一部分，反映了中国古
人对于宇宙本体的哲学思考。中国色始终能在大
俗大雅中顺畅切换，达成了从庙堂到民间共同的审
美观。比如红色在中国传统中象征着火热的夏季，
被视作吉庆之色。故宫红墙黄瓦，富丽堂皇；江南
民间粉墙黛瓦，素朴幽静，各有韵味。而民间端午
的五彩线、春节的艳丽年画都追求热闹喜庆，展现
民间的喧腾活力，也是我们对富裕繁华喜爱的一
种直接表达。

中国色，不止于描绘，更是中国人感情与心
理的视觉表达。青、黄、赤、白、黑五色被尊为

“正色”。以正色混合可以获得色调丰富的“间
色”，代表了自然界变化繁多的色彩形式。看过

《红楼梦》的人都会对薛宝钗出场时的装扮印象
深刻——“蜜合色绵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
褂，葱黄绫绵裙，一色半新不旧，看来不觉奢
华”。薛宝钗身上的几种色都是温和百搭的中性
色。不突兀，也不廉价，正符合薛宝钗大家闺秀
举止娴雅、中庸平和的气质。中华传统中重大喜
庆场合必着吉服，古代百官朝服上百鸟禽兽无不
锦绣成堆，均以青、黑、深红背景设色，就是为适
应肃穆又隆重的场合，表达谦恭又严谨的态度。

传统色，不止于审美，也是生产实践和科技
发展的见证。无论绘画、染织或者烧瓷，颜色的
产生、流行、变化背后也是历史、科学、技术发展
的外化。蜚声中外的元青花，因为色彩深沉浓
郁，图案饱满丰富而备受收藏家推崇。这抹幽蓝
风靡世界，一直是中国瓷色彩代表之一。宋以
后，因丝绸之路中外交流频繁，青花釉料配方中
加入来自西域的“苏麻离青”，颜色由素淡转为浓
烈，绘画效果呈现出了青翠欲滴的流动艺术感染
力。中国的元青花，恰恰是我们与世界沟通交流
合作，最后依据自己民族审美特色，融合发展出
的旷世杰作。一抹蓝色，从宋汝窑清新的“雨过
天晴色”，再到浓烈的元青花，直到矜持的“霁蓝”，
经历了窑温、釉料技术的改良，中外文化的交流
融合，审美的更替变化，历史映衬在中国色中，
了无痕迹又千姿百态。

传统色，无论是矜持的单色，还是缤纷五
色，都反映了我国不同时期经济文化的色谱，是
一个民族对荣光、对恭谨、对幸福的理解。读懂
传统色，也就多了一份对中国的了解。

传统色刷屏背后
是中式审美的共鸣
王海宁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3
月7日，2023年度辽宁省红山文化
考古专项调查启动会在朝阳牛河
梁遗址博物馆举行。这标志着我
省围绕红山文化为期 5 年的又一
轮专项调查正式启动。据了解，此
次调查范围将越过医巫闾山拓展
至辽河流域。

启动会上，来自中国人民大
学、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对参
与调查的考古人员进行了培训，考
古人员还现场观摩了此前采集到
的部分红山文化文物标本。

辽西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
是红山文化分布的核心区，但红山
文化的整体分布情况并不清晰。
学界此前一般将医巫闾山山脉作
为红山文化分布范围的东界。在
此次为期5年的又一轮调查中，我
省考古工作者将越过医巫闾山，对
辽河西岸的红山文化遗址分布情
况进行调查。

据介绍，此次红山文化考古专
项调查是“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

究”项目的子项目。此次调查在以
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的
发掘和研究、复原中国史前史方面

担负着重要任务，并且为今后的系
列考古工作提供基础资料，为阐明
红山文化社会复杂化的机制、道

路、特征、文明出现和早期发展的
历史过程，及其在中华文明起源与
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提供信息支撑。

“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
目”已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正式纳
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这是截
至目前，国家文物局批准的东北地
区唯一一个纳入“考古中国”的新
石器时代研究项目。

近年来，我省在红山文化考
古、调查工作上成果丰硕，包括廓
清了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 2 号建
筑址的范围，实证了红山先民的强
大组织、动员能力；马鞍桥山遗址
的发掘，厘清了祭祀区建设步骤，
明确了生业模式；大凌河中游的考
古调查，现已发现红山文化时期遗
址和墓葬400余处。

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燕山南
北长城地带的重要考古学文化，是
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闪亮的一
颗。红山文化考古工作对认识和
实证“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特
征，丰富完善中华文明起源理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
要意义。

自 2017 年至 2021 年，我省曾
连续多年在大凌河上中游开展红
山文化专项考古调查工作。据统
计，我省已经发现的这些红山文化
遗址（墓地）主要分布在大凌河、老
哈河、青龙河流域。区域内的地形
以山地丘陵为主，丘陵形态多为漫
梁状，山梁之间沟谷相隔，纵横分
布着密集的季节河，且河流多、河
谷宽阔、河网密集。

通过这些已经发现的红山文
化遗址，可以窥探五六千年前红山
先民的选址特点——他们沿河而
居，选址时倾向于顶部较为开阔平
坦的丘陵顶部或者漫长的坡地，多
选择临近水源、背风向阳、地势开
阔平坦的位置。根据调查，红山文
化生活遗址和墓地出土陶器器物
类型和器物组合有所不同：生活遗
址出土陶器主要为日用陶器；墓葬
内随葬主要为具有祭祀用途的彩
陶盖罐、钵等。

红山文化考古调查将拓展至辽河流域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你知道雷锋在辽宁报纸上发表的
第一篇文章是什么吗？你知道哪
份报纸最早发现并宣传了雷锋的
事迹吗？你知道雷锋的名字是怎
样在全国传开的吗？3 月 5 日，辽
宁省图书馆“永恒的丰碑——纪念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
志题词60周年专题展览”为你打开
了这些问号。

本次展览甄选出省图馆藏 20
世纪 60 年代初至今雷锋相关文献
200 余件，这些文献是研究雷锋精
神起源、发展、升华的重要依据。
其中，尤为珍贵的文献有雷锋早期

发表在辽宁当地报纸上的文章以
及早期辽宁地区报刊关于雷锋事
迹的宣传报道。

1960年2月5日，雷锋在《辽阳
日报》发表《温暖如家》一文，讲述
了他参军后第一天到营房的事情
和感受。“我永远忘不了 1960 年 1
月 8日这一天，我光荣地参加了中
国人民解放军。”这是文章的第一
句话，接着他讲到自己因感冒发烧
受到营长的细心照料，他深深地体
会到，只有党才永远这样关怀我们
青年一代。这是现在能够看到的
雷锋在当时辽宁地区报纸上发表
的第一篇文章。此后，雷锋多次在

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报》上发表
文章。

《前进报》是最早发现并宣传
雷锋的报纸。1960 年 11 月 26 日，

《前进报》头版发表了《毛主席的好
战士——雷锋》等系列报道，开始
宣传雷锋事迹。1960年12月1日，

《雷锋日记》在《前进报》首次发
表。该报社发行的《民兵之友》杂
志在1960年第18期以雷锋手持钢
枪的照片作为封面，这是雷锋当兵
以后第一张肖像，也是他首次成为
封面人物。同时，杂志还刊载了

《雷锋日记》摘录与署名文章《做毛
主席的好战士》。

展览同时展出了我省文艺创
作单位和图书出版单位当年创作
出版的雷锋主题相关图书，如辽宁
群众艺术馆在 1963 年创作发行的
皮影戏《雷锋》剧本、春风文艺出版
社在 1964 年发行的 7 场儿童话剧

《雷锋的童年》剧本以及 1965 年发
行的《歌唱雷锋歌本》等。

据省图副馆长姚杰介绍，这个
展览除馆藏文献外，还结合翔实的
图文资料，再现雷锋平凡而伟大
的一生，并展示了全国 60 多年来
学雷锋活动的光辉历程和主要成
果，让读者在文献中汲取榜样的
力量。

省图馆藏雷锋文献展开幕

“永恒的雷锋”展览 3 月 4 日
10时开幕，9时刚过，辽宁美术馆
门前就已人头攒动，很多观众在
等待入场。

走进辽宁美术馆展览大厅，
《雷锋学毛著》《雷锋擦车》《雷锋
在军舰上》《伟大的战士——雷
锋》……一帧帧无言的影像、一张
张黑白的照片深深吸引着观众。
展厅里的大部分照片都是 1960
年 1 月 8 日雷锋入伍第一天到
1962 年 8 月 15 日期间拍摄的。
从照片上，可以多角度观察雷锋

的生活。董哲拍摄的《雷锋在军
舰上》展现了雷锋在海军部队作
报告的情景；周军拍摄的《伟大
的战士——雷锋》最早发表在
1960 年第 18 期《民兵之友》杂志
封面上，是雷锋当兵以后第一幅
公开发表的肖像，展现了解放军
战士的精神风貌。60多年过去，
从当代摄影理念看，这幅《伟大
的战士——雷锋》无论是人物神
态，还是构图、用光，都堪称人物
肖像的经典之作，成为雷锋的文
化符号和形象标识，被誉为百年

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三幅照片
之一。

展览现场，周军的儿子周宇
对本报记者说，雷锋的生动形象
和感人事迹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
国人，展览上父亲拍摄的很多幅
雷锋照片，他也是第一次看到，比
如 1962 年 2 月 19 日雷锋在沈阳
军区首届共青团代表大会上发言、
1961年11月战友们在雷锋的“流
动小图书馆”阅读等照片，讲述了
雷锋成长经历和感人事迹，刻画了
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战士形象。

老照片记录雷锋生命历程

董哲、张峻、季增等6位摄影师作品首次联展

百余幅照片定格雷锋永恒瞬间
本报记者 杨 竞

展览上，一张张黑白影像清
晰地呈现了雷锋走过的光辉岁
月。循着展厅，观众看到了 1960
年 11 月为辽阳灾区人民捐款的
雷锋，1960 年 1 月 8 日入伍后作
为新兵代表在大会上发言的雷
锋，1961 年 5 月用自己的津贴买
图书送给少先队员们的雷锋，
1961年3月到抚顺市西部职工医
院给伤病员送月饼的雷锋，1962
年2月19日在沈阳军区首届共青
团代表大会上发言的雷锋，1960
年 11 月 帮 助 战 友 洗 衣 服 的 雷
锋。董哲、吴加昌、周军、张峻、季
增、张泽西等老一辈摄影家用镜
头定格了雷锋生活工作的瞬间，
为中国摄影史留下了珍贵的影像
文献，让瞬间成为永恒。他们是
雷锋成长的见证者，也是雷锋精
神的传播者。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从雷
锋入伍第一天到雷锋牺牲的 951
天里，由于季增和雷锋同在一个

团，他背着相机跟随雷锋拍摄，
挖掘、塑造和记录雷锋平凡而伟
大的军旅生活，先后为雷锋拍摄
了投手榴弹训练、擦汽车、送大
娘回家、和少先队员在一起及日
常学习生活等照片。雷锋可亲
可爱的影像在《人民日报》《解放
军报》《中国青年报》《解放军画
报》等多家媒体发表，季增成了
为 雷 锋 留 下 照 片 最 多 的 摄 影
家。此次展览，6 位摄影者的后
代董重、董彬、周宇、张岩、张小
安来到了现场。季增的女儿季
咏梅、儿子季峻峰专程从承德来
到沈阳，在父亲作品前，季咏梅
说：“因为父亲，雷锋的每一个事
迹我都很熟悉，包括那些细节。
但是，今天来到现场，真正地站
在这些照片前，看着他的笑脸，
感觉自己离雷锋是这么近，眼泪
情不自禁地就流下来，敬佩之情
油然而生。”

展厅里，处处都有视觉冲

击。10 张以巨幅喷绘呈现的雷
锋大幅照片，瞬间就将观众带到
了 60 多年前雷锋生活的年代。
动画短片《雷锋的足迹》利用 AI
修复技术，以“照片年表”的形式
回顾雷锋的22年岁月，为老照片
赋予新色彩；微纪录片《与雷锋同
行》是以摄影展首次展出的雷锋
照片为主线，展现了辽宁摄影家
记录的雷锋形象。

省摄影家协会主席线云强
说，此次展览，在全国创下了4个
首次。除了百余幅雷锋照片原件
在全国首次集体亮相外，300 多
幅雷锋照片小样原件也是首次展
出，6位作者联展也是首次，每幅
展出的作品都有作者或作者后代
的签名也是首次。

辽宁是雷锋精神的发祥地，
雷锋在辽宁这片红色沃土工作、
生活、成长，雷锋精神也从辽宁走
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弥足珍贵
的精神财富。

黑白影像见证雷锋闪亮青春

1960年11月，雷锋帮助战友洗衣服。 吴加昌 摄

1960年12月，雷锋刻苦钻研驾驶
维修技术。

张泽西 摄

1961 年 4 月，雷锋给到连队参
观的抚顺建设街小学学生们讲节约
箱的故事。 季 增 摄

观众在辽宁美术馆参观“永恒的雷锋”展览。 本报记者 杨 竞 摄

参与红山文化调查的考古工作者现场进行陶片鉴定研究。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摄

辽宁群众艺术馆 1963 年创
作发行的皮影戏《雷锋》剧本。

表演唱《当兵的历史》。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