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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沈城4月，春和景明。4月4日，辽宁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代表大会、辽宁省作家协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辽宁省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沈阳闭幕。两天里，来自全省的900余名文艺、社科代表共聚一堂，总结过去5年辽宁
文艺、社科事业取得的丰硕成就，展望未来的奋斗方向，共绘辽宁文化建设的宏伟蓝图。

文化自信、辽宁故事、使命担当……会场内外，与会文艺、社科工作者们热烈地讨论着以这些关键词串联起的诸多话
题。他们激情满满地表示，接下来的5年，将继续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体现在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之中，为辽宁振兴提供强大的价值引
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正因为辽宁省
博物馆出借了南宋画家马远的《松寿图》，在中
国古代书画史上赫赫有名的“南宋四家”作品才
能在时隔800年后再次聚首。

由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浙江省博物馆承
办的“宋韵今辉”艺术特展正在杭州举办。以书
画收藏见长的辽博出借的6件古代珍品书画作
品在特展上与观众见面，让观众一饱眼福。

这 6 件书画作品包括南宋马远的《松寿
图》、马和之的《毛诗图》，明代佚名的《谭道图》、
董其昌的《潇湘白云图》、赵养志的《西湖二十景
书画册》和清代王原祁的《西湖十景图》。

“宋韵今辉”艺术特展系统呈现了从宋元
明清到近现代江南地区的宋韵书画艺术文脉。
除辽博外，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天津博物
馆、云南省博物馆、安徽徽州历史博物馆等也将
各自收藏的与这一主题相契的书画作品一并展
示。此次艺术特展共展出宋元明清传世书画
37件（组），其中一级文物 13件（组），包含两宋
书画10件（组）。

据悉，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南宋画院画家
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被称为“南宋四家”。
他们都与杭州渊源至深。这“四家”中，每人都
有自己的风格，其中李唐画笔犀利，作画严谨，
有气势，属简约派；刘松年擅水墨和青绿等画
作；马远在章法上非常大胆，还能更好呈现出整
体的空间感，散发出非常浓郁的诗意；夏圭在水
墨方面展现得淋漓尽致，用笔精简，变化丰富。
不过，在南宋之后的几百年里，“南宋四家”的作
品从未在一起集中展出过，此次“宋韵今辉”艺
术特展弥补了这一缺憾。

时隔800年
“南宋四家”杭州再聚首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普通的篮球比赛
中场休息，都是热歌劲舞、啦啦队又蹦又跳加油
助威。而在4月5日CBA联赛辽宁男篮对阵青
岛的比赛中，沈阳杂技团表演的《大武术》节目
则成为休息时段的“啦啦队表演”。

4 月 5 日，CBA 常规赛最后一轮辽宁男篮
主场迎战青岛队。中场休息时，沈阳杂技团的
40 名演员上场表演了杂技节目《大武术》。节
目中，数个快速小翻、花式空翻、连续空翻动作，
在力量与速度中展现出杂技演员昂扬奋进的精
神风貌，现场球员和观众无不惊叹于演员们高
超的技艺。

据沈阳市文化旅游广电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辽宁男篮特别安排了这场杂技表演。此次

《大武术》亮相CBA现场，是沈阳以演出为中心
环节，整合文旅体资源，围绕“着力实施‘文化+’
工程”，充分展示沈阳文艺新气象的一次尝试。

助威辽篮
杂技《大武术》亮相主场

以文艺之笔描绘大美辽宁

文化振兴是实现辽宁全面振兴新突
破的应有之义。当前，我省实施好全面振
兴新突破三年行动，尤为需要凝聚团结奋
斗的精神力量，尤为需要激发昂扬向上的
拼搏劲头，尤为需要汇聚真知灼见的智力
支撑。这为全省广大文艺和社科工作者
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三个盛会召开之际，与会代表纷纷表
示，新时代生动的社会实践和火热的生活
场景为文艺、社科工作者提供了广阔舞
台，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实现新时代辽
宁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的高质量发展，
成为文化强省建设不可或缺的生力军。

作家薛涛的长篇小说《桦皮船》荣获
中宣部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图书奖。谈及创作，他说，自己近年的
作品都是“走”出来的，写《桦皮船》，他三
次“走”进兴安岭的鄂伦春乡，与“最后的
猎人”成为忘年交……在行走中积累、寻
觅、挖掘，一部作品便渐渐成型了。“从‘走’
进去，到‘住’进来，我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完
成了一次质的飞跃。下一步就是与生活
建立密不可分的联系，描绘大美辽宁，向读
者交出一部更生动的作品。”薛涛说。

以现代舞《生命演奏家》荣获第十二
届中国舞蹈“荷花奖”现代舞组获奖提名
作品切入话题，中国舞协副主席、省舞协
主席吕萌说，辽宁舞蹈工作者只有把个人
的道德修养、社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效果
统一起来，坚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
不断创新创作，才会展现永恒的艺术魅
力。他表示：“未来，省舞协将继续积极推
动各大艺术院校、文艺院团联合社会力量
开展多元合作，以融合发展为理念，尝试
创作探索新的舞蹈作品风格，突出辽宁地
域特色、时代特色，不断攀登舞蹈艺术高
峰，努力推进辽宁舞蹈事业繁荣发展。”

以学者之思献策全面振兴

在省社科联代表大会上，展望未来，
代表们深感辽宁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任重道远。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林木
西近期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创
新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加快形成数字治

理新格局，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田鹏颖说：“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做
好两个研究，一个是基础理论研究，一个
是实践应用研究，由此为辽宁全面振兴、全
方位振兴特别是新时代‘辽沈战役’发挥智
囊作用。这种研究，既要用基础理论研究
提高我们的思想和理论高度，又要用基础
理论研究引领我们研究实际问题，为政府
决策提供高水平政策咨询。”

两天里，无论是走进省文代会现场、
省作代会现场，还是走进省社科联代表大
会现场，记者总会听到代表们发出同样的
声音，这三个盛会的召开，是对全省文艺、
社科工作者的激励和鞭策，他们都深切地
感受着身在宏大的历史之中，参与创造未
来的崇高。

盘锦市作协主席曲子清表示，作为文
学工作者，我们将持续“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积极投身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主战场，深入挖掘辽宁振兴发展中的感
人事迹和生动实践，为辽宁故事立心，为
中国精神赋形。“我们作协将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工作方法和内容，主动作为，争取
更多的文学资源和手段，用活动带来活
力，用活力激活文学现场，让文学成为生
活中的阳光和火炬。”曲子清说。

如何面向农村开展精准化、常态化文
艺惠民服务，这是阜新市新邱区文联主席
鲁丹在会议期间与同行们探讨的一个话
题。她告诉记者，他们组织文艺工作者、
文艺志愿者与乡村学校、少年宫、村文明
实践站结对帮扶。她说：“我们会继续通
过文艺支教、文艺公益培训、组织文艺演
出活动等方式，将优质文艺资源注入乡
村，打通乡村文化文艺服务‘最后一公
里’，以文艺志愿服务项目助力乡村振兴，
这也是基层文联的一份担当。”

李燕琳是营口市社科联主席，这几
天，她与同行们探讨最多的话题是怎样发
挥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带头人作用，献出

“金策”，助力辽宁高质量发展。她表示：
“我们要在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周’‘学术
活动月’‘送社科知识进基层’等活动基础
上，进一步履行好基层社科联的职能作
用，更加注重发展‘联’的优势、搭建‘联’
的平台、强化‘联’的导向，围绕中心大局、
聚焦主责主业，充分发挥智库作用，为实

现辽宁振兴贡献力量。”
前不久，党的二十大精神曲艺宣讲走

进鞍山，省曲协组织曲艺名家以百姓喜闻
乐见的艺术形式凝心聚力，推动党的二十
大精神深入人心。省文联副主席、省曲协
主席黄晓娟说：“我们的曲艺小分队曾经
连续举办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六中全
会精神宣讲活动，现在正在积极宣传党的
二十大精神。这样的经历让我们更深切
地体会到曲艺接地气、抒胸臆、反应快的
优势，体会到生活和人民是曲艺说新唱新
的源头活水。未来，我们将继续团结全省
曲艺工作者，聚焦人才队伍建设，强化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精品意识，开创辽宁曲
艺发展新局面。”

星光不负赶路人，江河眷顾奋楫者。
蒙古族作家梁鼐说，他生活的土地，有着
民族交融所形成的独特的风俗和文化。

“我下一步的创作方向是深入基层，扎根
基层，挖掘这种独一无二的地域文化，创
作出展现党的富民政策下，这一地区人民
幸福生活的故事，创作出展现民族团结互
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故事。”

以人民之心书写崭新答卷

长空九万里，鹏飞正当时。身处伟大
时代，是文艺、社科工作者的幸运与荣
光。省文代会、省作代会、省社科联代表
大会紧凑的日程，紧张地共商，预备会议、
党员代表会议、全体会议、分组讨论……
日程从早上8时30分排至晚上9时30分，
但代表们始终精神饱满、热情高涨，他们
感到，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文艺、社科工
作者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新时代是价值与梦想交织的新坐标，
新征程是雪山与草地相辉映的新远征。
在盛会闭幕之际，省文联、省作协、省社科
联的负责人都表示，今后5年的辽宁文学、
社科工作，将会更加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团结引领全省广大文艺、社科工作
者积极投身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
行动，扎根生活书写辽宁文化新篇章，
为打好打赢新时代“辽沈战役”贡献智
慧和力量。

“我们要带领各级文联组织和广大文
艺工作者把准时代方位，明确职责定位，
开展丰富多彩的弘扬时代精神的文艺活

动，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作品，
不断壮大德艺双馨的文艺辽军，为打好打
赢新时代‘辽沈战役’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和文化支撑，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贡献我们的文艺力量。”省文联副主席武
雪梅说。

“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聚焦省委实施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
年行动要求，重点推进文学辽军作品质量
提升工程和新时代辽宁文学‘群峰耸峙计
划’‘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充分挖掘辽宁

‘六地’红色资源，实施‘金芦苇’长篇小说
重点扶持推介工程，引导鼓励广大作家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以文学形式为辽宁故
事立心、为中国精神赋形。”省作协副主席
孙伦熙说。

“作为社科界的桥梁纽带，我们要团
结引领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作
为，推出一批有影响、有价值、有分量的研
究成果。充分发挥学术年会平台的辐射
带动作用，推动研究资源向基层下沉，打
通党的创新理论进基层‘最后一公里’。”
省社科联副主席肖明江说。

新时代的舞台无比广阔，新时代的前
景无比光明。省社科联代表金国峰是辽宁
工程技术大学的思政课教师，从大学生辅
导员到博士生导师，个人成长经历让他
深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他认
为，高校思政课教师既要做好理论家，又
要做好实干家。

近年来，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十
分活跃。这一次，采访“文艺两新”，记者
看到的是更多的青春面孔。李诺亚方舟
是首批文化和旅游部全国魔术领军人
才。“我表演的魔术《九儿》之所以摘取了
中国杂技金菊奖，原因在于贴近生活，守
正创新。我将继续深入生活，寻找创作灵
感，让新作品与百姓的真情实感吻合，展
示辽宁人的进取精神。”李诺亚方舟说。

25 岁的网络作家杨子佳是省作代会
最年轻的代表，从 17岁开始搞文学创作，
至今仍觉得自己笔锋青涩、思想稚拙，但
他更感到自己承担了越来越重的责任。
他表示：“未来，我会像从前一样，继续讲述
世间的美好——我生活的土地、我的家乡、
我见闻的事与人，我从中汲取着创作的力
量。我希望读者能因此成为更好的人，为
此，我要努力成为更好的作者。”

辽宁省文代会作代会社科联代表大会侧记 ▶▶ 为辽宁振兴
提供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本报记者 赵乃林

与会代表就文艺社科工作如何更好助力辽宁全面振兴展开热议。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4 月，沈阳市
图书馆将推出两场公益讲座，分别是 15 日的

“中国人民抗战的起点”历史文化讲座和 23 日
的“中国读者心中的世界文学经典‘卡夫卡的线
团’”文学主题讲座。

”中国人民抗战的起点”历史文化讲座由省
委党校原文史部主任王建学教授主讲，讲座内
容由三个部分组成：中国人民抗战的起点；中共
满洲省委发表第一份抗日宣言；沈阳是新中国
国歌的主要素材地。讲座将详细解析关于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起点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中
共满洲省委在抗战过程中的巨大贡献以及九一
八事变后沈阳义勇军的兴起等。“中国读者心中
的世界文学经典‘卡夫卡的线团’”文学主题讲
座由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卢冶主
讲。讲座中，卢冶将回答一系列问题，如卡夫卡
为什么能够滋养和启发几代文学创作者？在今
天，我们如何重新触摸那些艰深的经典文学作
品？并将与现场观众展开讨论。

“中国人民抗战的起点”
沈图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