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示了全国戏曲（北方片）会演暨梆子声腔51部
优秀剧目展演参演作品名单，我省海城喇叭戏《杜鹃花开》、辽剧《加林与巧
珍·断情》和拉场戏《审舅舅》分别入选大戏展演和折子戏专场演出。此次
全国戏曲（北方片）会演，汇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自治区等21

个省区市地方戏曲优秀剧目，我省入选数量位居各省区市入选总数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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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3 月 25 日，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院长兼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馆长赵
宾福教授应邀在沈阳市博物馆三
楼报告厅，为广大观众带来了题为

“从东北出发：百年中国考古学的
起步与进步”的专题讲座，这也是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市文
博中心联合推出的“沈阳考古讲
堂”“沈阳文博讲堂”的首场讲座。

中国现代考古发展借鉴了当
时欧洲的先进经验。1921年夏，瑞
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运用类型学和
地层学的方法，对沙锅屯石穴遗址

（葫芦岛市北沙锅屯乡）进行了现
代考古发掘，沙锅屯石穴遗址经后
来调查研究证明是一处重要的红
山文化遗址。

赵宾福教授为吉林大学考古
学院院长兼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馆
长，通过讲座，他回顾了安特生
1921 年发掘仰韶村遗址拉开了中
国考古学序幕、梁思永 1931 年主
持发掘后冈遗址第一次实现了中
国考古学的科学化、苏秉琦提出

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
“古文化、古城、古国理论”开创了
中国考古学繁荣发展新局面等直
接影响中国考古学发展和进步的
标志性事件，并指出这些事件都
是从东北开始酝酿、从东北开始
起步，从东北走向中原、走向全国
的。可以说，东北在中国考古学

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
考古学的“试验田”“演兵场”“孵
化地”。

“沈阳考古讲堂”“沈阳文博讲
堂”是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沈
阳市文博中心开展的加强公共文
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满足人民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公益性

学术活动。“沈阳考古讲堂”以系
统、全面介绍考古学理论、考古新
发现，传播考古学最新研究成果为
宗旨。讲堂设有考古学理论、田野
考古、科技考古、公众考古及考古
学文化等板块，致力于向社会大众
系统、全面、深入地宣传考古学知
识，介绍最新考古学理论、重大考
古发现、典型的文物保护案例，打
造立足辽沈、面向全国的高端学术
交流平台。“沈阳文博讲堂”是沈阳
市文博中心精心打造的城市历史
文化交流平台，旨在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梳理沈阳城市历史文
脉、提升沈阳历史文化名城影响
力、打造国内外博物馆交流平台、
传播重要文博动态、让文物活起
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认识和感
受历史文化所蕴藏的丰富价值，增
强文化软实力、培育城市人文素
养、提升城市文明水平、推动城市
文化建设。

据悉，2023 年，沈阳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将以当前最受社会关注

的国内及辽沈地区考古学重要发
现和前沿成果为主要内容，在年内
举办六期专题讲座，用专业、权威
的学术研究成果为广大市民带来
多场文化盛宴；沈阳市文博中心
将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文
化名人，就中华文明、文物古迹、
文史知识、沈阳故事等方面的最
新动态和热门话题，开展一系列重
磅讲座。在向社会大众系统、全
面、深入地宣传文物考古知识，介
绍最新文物考古理论、研究成果、
文物保护技术的同时，在专家学者
和社会大众之间架起沟通、联系的
桥梁。

未来两家单位还将陆续推出
一系列反映沈阳历史文化名城新
内涵的公共文化产品，积极打造沈
阳“文物+旅游”新品牌，加快培育

“文物+旅游”体验新场景，不断增
强沈阳城市文化软实力，持续提升
城市文化氛围，为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沈阳新篇章提供强大的价值引
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沈阳考古讲堂”“沈阳文博讲堂”首场开讲，吉大教授赵宾福说——

东北是中国考古的“演兵场”
本报记者 郭 平

《杜鹃花开》《加林与巧珍·断情》《审舅舅》入选全国戏曲会演

三部地方戏唱出辽宁韵味
本报记者 赵乃林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底，我国博
物馆总数达6183家，相比2012年（3069家）翻
了一番。其中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总数达
1222家，增幅达59.9%，占全国博物馆总数的
21.1%。伴随着春日暖阳，人们开始走出家门
享受旅途的乐趣，近期兴起的“博物馆游”成
为颇受游客欢迎的选择。

对于游客来说，文物就是无声的讲述者，
一座城市、一段历史、一件文物，承载的是上
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博物馆旅游

“出圈”，让文物背后的故事走向大众，让文化
遗产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文旅融合
发展的生动实践，不仅可以让“上车睡觉，下
车拍照”的观光旅游方式成为过去时，为游客
构建一种富于文化内涵的生活方式，还可以
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

不过，整体来看，目前无论对于旅行团还
是游客，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把博物馆游当
作“配菜”，视为餐桌上的点缀。即便是在
西安这种级别的文化古城，拥有大量珍贵
文物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对于初来乍到的
游客吸引力多半也不如大唐不夜城和华
清池。因为在传统认知里，到一个地方游
览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品尝当地特色美
食，在“网红”地打卡拍照，是旅游的重点内
容，想要扭转这个观念并非易事。什么时
候博物馆能在游客有限的行程中占据一个
靠前的顺位，比如去杭州不只是记挂着西
湖和醋鱼，去苏州不只是心心念念园林和
生煎，那才意味着博物馆游真正成为旅途的
一道“正餐”。

当然，目前国内很多博物馆还存在着展
品吸引力不足、展览手段落后等问题，想要更
加深入挖掘博物馆游这座文旅“富矿”，让“博
物馆游”从“配菜”成为“正餐”，还需从多方入
手。从各地的角度来说，要慎重对待商业化、
娱乐化的趋势，将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结合
起来，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起来，要坚
持“内容为核”的发展理念，扩大有效供给，提
高文化消费品质，推动文化资源与现代生产
生活相融合，不断满足多样化的博物馆旅游
需求。

而从博物馆的角度来看，也需要开拓思
路。一方面，可以在充分挖掘现有文物潜力
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资源，加强馆际文物交
流。比如从今年1月开始在辽宁省博物馆进
行的“晋国六百年”展，就是由辽宁省博物馆
向山西博物院商借周代晋国相关精品文物，
并重新进行内容设计举办的展览。通过这种
方式，真正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书写在
古籍里的文字活了起来。

另一方面，博物馆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
和互联网手段，丰富文物的表现形式。比如
利用全息投影、VR、AR、三维影像、多传感器
融合等信息技术加持，让数字博物馆、虚拟博
物馆、智慧博物馆等游览方式成为可能，真实
生动再现历史场景，给游客带来沉浸式游览
体验。这样一来，曾经“沉睡”的文物和历史
将变得触手可及，博物馆游必然可以带来不
一样的体验。

让博物馆游
成为旅途“正餐”
李 翔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3 月 19 日，
“《凌水苍苍》新书作品研讨会”在辽宁文学会
客厅举行，这也是辽宁文学会客厅今年举办
的首场公益文化活动。

《凌水苍苍》是我省朝阳蒙古族作家张日
新历时 7 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系列，小说围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展开叙述，讲述了大
凌河岸边几个村庄发生的故事。

谈及创作感悟，张日新说，创作《凌水苍
苍》体会是，一个写作者无论站在哪一个生活
点上，表达真诚，书写美好，完美心灵，才是第
一要务。

辽宁文学院副院长张强表示，辽宁文学
会客厅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服务社会文化发
展、激励扶持辽宁文艺人才成长，辽宁文学会
客厅今后将以更多优质的文学研讨推介活
动，为辽宁文艺事业发展、辽宁文艺人才培
养、辽宁社会公益服务事业作出更多贡献。

辽宁文学会客厅
举办首场公益活动

“沈阳考古讲堂”“沈阳文博讲堂”开讲现场。（受访者供图）

全国戏曲（北方片）会演暨梆
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将于 4 月 26
日至 5 月 12 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
举办。此次共有 51 部优秀作品经
评审入选会演，其中有 21 台大戏、
30台折子戏，折子戏中有 14台“名
家传戏”专场、16台“青年戏曲人才
展演”专场。我省海城喇叭戏《杜
鹃花开》、辽剧《加林与巧珍·断
情》、拉场戏《审舅舅》分别入选大
戏展演和折子戏专场演出。

入选会演的51部作品中，很多
作品为“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中
国戏剧节等全国性文艺评比获奖剧
目或本省区市艺术节获奖剧目。

3部戏集中展示辽地风情

我省有评剧、辽剧、海城喇叭
戏、阜新蒙古剧、皮影戏、秧歌剧、
拉场戏、影调戏以及木偶戏等多个
地方戏曲剧种，地方戏曲地域特色
浓厚、分布广泛。此次入选的海城
喇叭戏、辽剧为我省独有的地方戏
曲剧种。

鞍山市演艺集团排演的海城
喇叭戏《杜鹃花开》，以鞍山市立山
区灵西社区党委书记刘娟的先进
事迹进行改编、创作，她每天与社
区百姓打交道，家长里短、纠纷矛
盾事件比比皆是，这些平凡之中见
真情的小事与海城喇叭戏的艺术

特色十分契合，二者相得益彰。用
海城喇叭戏来表现刘娟的事迹，呈
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及质朴的气
息，产生锦上添花的艺术效果。该
剧目于 2020年 9月首演，至今已演
出 56 场。海城喇叭戏是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国家濒危剧
种，该剧目的入选，也表明这个剧
种的艺术特色十分鲜明，代表了辽
宁地方戏曲艺术水平。

大连瓦房店市文化和旅游事
务服务中心排演的《加林与巧珍·
断情》，是辽剧《加林与巧珍》中的
一场戏，全剧根据路遥1982年发表
的中篇小说《人生》改编。铁岭市
民间艺术团演出的拉场戏《审舅
舅》是一部孝道与廉政题材相结合
的地方戏曲作品，以古喻今，由前
不久获得中国曲艺最高奖项牡丹
奖表演奖的演员张春丰表演，他以
快节奏演绎人物，打破传统小戏慢
节奏模式，令人耳目一新。

地方戏曲各具特色的声腔和
表演艺术，反映了各地群众的审美

趣味，有中国戏曲史“活化石”之
称，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
值。记者采访发现，此次我省入选
会演的3部优秀剧目秉持地方戏曲
剧种的传统特色，更蕴含着对其进
行创新与发展的思考，新在创意和
视角，精在制作和理念，深在内涵，
广在传播。

辽宁地方戏曲后继有人

地方戏曲是广大人民群众最
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此次
全国戏曲（北方片）会演，把各种地
方戏曲优秀剧目集中展演，既能产
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又能使各剧
种之间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使之
更臻完美。

在鞍山市艺术创作研究所副
研究员萧忠伟看来，这次我省 3 部
优秀剧目的入选，比较全面、真实
地展现了辽宁地方戏曲剧种的地
方特色。这几个剧种，在辽宁地区
的覆盖面较广，专业和民间的演出

团体也较为活跃，具有一定数量的
从业人员，观众基础深厚。入选的
这几部戏，以海城喇叭戏《杜鹃花
开》为例，集中了该剧种最优秀的
一批演员，精彩的舞台呈现也代表
了该剧种的最高水准。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真情实感
是艺术的生命。作为辽剧《加林与
巧珍》的编剧，辽宁文化艺术研究
院国家一级编剧刘永峥认为，这 3
部剧目能入选，是由其艺术生命力
决定的，因为它们的共性在于贴近
实际、源于生活、揭示人生，而且具
有真情实感的艺术效果。他举辽剧

《加林与巧珍》例子，全剧在1983年
改编创作后，曾连演300余场次，有
的观众竟看了 36遍之多。现在 40
年过去了，几个月前当瓦房店市文
化馆将原剧视频发到网上时，依然
反响强烈，众多网民纷纷点赞。就
此，他说，地方戏曲与其他文学艺术
一样都是以塑造各种各样活生生
的人物为目的的，没有深厚的生活
积累和情感积累是写不好人物、演

不活人物的。只有深入生活，熟悉
生活，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演出才
是戏曲艺术的必由之路。

据了解，按规定此次参加展
演的剧目题材不限，可以是整理改
编的优秀经典传统戏、新编历史剧
和现代戏；参加展演的折子戏均为
本剧种优秀传统折子戏；“青年戏曲
人才展演”专场展演，由 40 周岁以
下的青年戏曲演员表演地方特色
剧种选段。

年轻戏曲人才的培养是此次
会演的聚焦点之一，这也是我省
地方戏曲剧种传承发展的关键
点。此次，海城喇叭戏《杜鹃花
开》演职人员约 50 人，半数为年轻
人，两年前 5 名青年演员拜师肖
杰、曹华两位海城喇叭戏传承人
学艺，如今，这 5 名年轻人均已在
新创、复排剧目中担任主要角色，
并都在《杜鹃花开》这部戏中担
任重要角色。

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处长
高立军说，这次会演将有力促进辽
宁地方戏曲的发展，增强从业人员
的剧种自信。“今后一段时期，将采取
更加切合剧种自身发展规律的措施，
力争全面改善辽宁地方戏曲剧种的
生态环境，不断为剧种生存注入新的
活力，在为地方戏曲培养更多的观
众，尤其是年轻观众上多下功夫。”
高立军说。

拉场戏《审舅舅》剧照。辽剧《加林与巧珍·断情》剧照。海城喇叭戏《杜鹃花开》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