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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核心
提示

丹函萃蕴，楮墨留香。4月8日，由省委宣
传部指导，国家图书馆、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
化中心主办的“继往开来 国韵书香——辽宁省
图书馆古籍保护与传承特展”在省图启幕。展

品涵盖自汉至清古籍善本，公众可近距离领略珍贵古籍的
绝代风华。

让文化添翼，为旅游赋能。近
日，分别以红色文化、长城文化、工
业文化等为主题，我省推出春季文
化旅游精品线路 117条，共涉及全
省 14 个市 587 个点位。这批旅游
线路的编制，统筹考虑了辽宁历
史文化传承、文物资源等因素，旨
在通过“畅游辽宁”的同时，让游
客进一步探寻我省文脉，发现辽宁
之美。

据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
人介绍，坚持文化铸魂、文化赋能，
我省不断推进文化与旅游双向融
合、相互促进。在推出的 117 条线
路中，红色线路 64条、长城线路 17
条、工业线路 18 条、乡村线路 18
条。线路在突出长城、工业、乡村
等核心元素的基础上，融入滨海、
红色、温泉、健康等其他旅游产品
和业态，并将优秀传统文化和抗战
精神等与相应线路有机结合。

依托革命类博物馆
打造文旅深度融合

我省革命文物资源丰富，拥有
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19家，收藏
单位收藏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
10818 件（套），全省 12 个县区入选
国家革命文物保护片区。目前，全
省共有含红色旅游资源的 A 级旅
游景区34家，红色印记囊括革命战
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三个
时期。64条红色旅游线路中，有红
色旅游经典线路 10 条、精品线路
54 条，其中 5 条线路入选国家“建
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
数量居全国第一。

长城辽宁段现存战国（燕）、秦、
汉、辽、明五个朝代的遗存，广泛分
布于全省13个市域范围内，包括各
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城名镇名村等

历史文化资源以及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存了大量相关遗址、纪念地、
展馆等经典红色旅游资源。17旅
游线路不仅展现长城文化景观价
值、历史文化价值、民族精神价值、
建筑遗产价值，而且涵盖长城红色文
化、抗战文化、建筑文化、军事文化以及
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和自然生态等。

借助工业文物遗存
弘扬劳模工匠精神

辽宁工业历史悠久，工业遗产
资源数量多、分布广、价值高，在第
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中，辽
宁省共登录工业遗产类文物遗存
269处。工业旅游线路以入选国家
的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
路“共和国长子·新时代工业”和10
条红色经典线路中的辽宁工业遗
址线路“共和国长子·奉献之旅”

为主线，重点推出12处国家级工业
遗产，以游览、科普教育为主，辅以
美食和休闲体验。

作为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缩影，
工业旅游线路集中展示了辽宁工
业发展的历史价值、科技价值、社
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同时，也将伴
随辽宁近现代工业发展历程的抗
美援朝精神、雷锋精神、劳模精神、
工匠精神等伟大精神有机地融入
相关线路之中。

目前，我省共有35个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121 个省级乡村旅游
重点村。乡村旅游线路以入选国
家的四类主题线路为主，共分为 4
个单元，其中“春生夏长 万物并
秀”主题线路 4 条，“乡村是座博物
馆”主题线路 4 条，“稻花香里说丰
年”主题线路5条，“瑞雪寒梅 乡聚
过年”冬季旅游线路5条，这些线路
从不同季节、多重角度展示了辽宁

美丽乡村以及美好的乡村生活。

推进景区公益演出
丰富文化传播载体

今年以来，我省着力以文塑
旅，增强旅游发展的文化自信。下
一步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纳入旅游
线路设计、讲好辽宁故事，让“畅游
辽宁”成为增强文化自信的美好体
验。推动公共文化机构、群众文化
活动、公益演出展览进景区，鼓励
各级各类文艺院团推出精品演出
剧目，开展常态化驻场演出。春季
开始，将组织举办优秀群众艺术作
品巡演等5个系列106场次文化和
展会活动。另一方面是以旅彰文，
丰富文化传播载体，推动全省文化
遗产场所、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等景区
化，拓展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新空间。

红色场馆、工业遗迹、长城文化……我省推出的117条春季旅游线路内涵丰富

在畅游中品味辽宁厚重文化底蕴
本报记者 王笑梅

无涂抹的《聊斋志异》手稿
领衔特展

“继往开来 国韵书香”古籍特
展分为“珍贵古籍”、“名山事业”、

“重焕新生”三个单元，共展出稿
本、刻本、套印本、活字本和绘本等
不同版本类型古籍40余部，内容涵
盖名家名著、丛书类书等。包括

《聊斋志异》《抱朴子内篇》《扬子法
言》《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续资
治通鉴长编》《孔门七十二贤像》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诚斋四六发
遣膏馥》《文心雕龙》《新制仪象图》
10部在内的镇馆级古籍一同展出。

“书卷展时逢古人”，一部部饱
蘸着沧桑岁月的稀世古籍在展柜
中静待，观众透过泛黄的纸张，与
历史重逢，与古人对话。

展览上，“珍贵古籍”部分的
《聊斋志异》手稿吸引了众多观众
的围观。《聊斋志异》手稿是中国古
典文学著作中唯一存世的手稿，为
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生前手
写。所谓手稿，即为蒲松龄本人所
写。众所周知，名人手稿具有很高
的版本价值。全书页面字迹清秀
流畅，并无修改涂抹，有用红色笔
标注出的句读痕迹。蒲松龄是清
代著名文学家，喜好收集民间奇闻
逸事，擅用充满奇幻色彩的故事来
反映现实问题，其所著《聊斋志异》
代表了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
成就。这部手稿命运多舛，几经磨
难，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辗转收藏
至省图书馆。

在手稿展柜右上的墙面上，是
用数字技术呈现的手稿的“递藏源
流”介绍，大的背景屏幕底部依次
标注“远走盛京”“装裱受损”“移走
西丰”“捐献政府”“捐赠档案”字
样，观众将滑道上的显示屏聚焦在
哪个字样上，就会播放手稿的这段
历史故事。

此外，展出的《抱朴子内篇》是
海内外现存最早的宋刻本，该书卷
末有75字的“刻书牌记”，记录了刻
书的时间、地点、所用底本和刻书

者，以及金兵入侵后汴梁的刻书铺
南迁等情况，为研究我国出版史提
供了第一手资料。该书在中国科
技史、哲学史上也有较大贡献。《朱
文公校昌黎先生集》是宋代儒学集
大成者朱熹校勘的韩愈文集，是世
间罕见的“临江军学刻本”。《续资
治通鉴长编》是我国古代私家著述
中卷帙最大的断代编年史，由南宋
历史学家、目录学家李焘仿照司马
光《资治通鉴》编写而成，目前传世
的宋代刻本《续资治通鉴长编》仅
有三部残卷，而省图书馆珍藏的是
最全本，原有108卷，后因战乱遗失
两卷，目前在存 106 卷。《孔门七十
二贤像》为孔子及其弟子的画像，
由清代焦秉贞绘，这部画像集与其
他的孔门七十二贤画像有着明显
的不同，区别在于其“扩编”收录了
孔伋、孟轲二人。《文心雕龙》是我
国第一部体系较为完备的文学理
论著作，此次展出的五色套印本

《刘子文心雕龙二卷注二卷》，是目
前所知明代套印色数最多者。在
介绍这些古籍时，省图古籍文献中
心专家刘冰用了“十分罕见”“绝世
孤本”“极为珍贵”等词汇来描述。

跨越千年，从这些记载着古人
思想与生活痕迹的古籍中，我们依
然能从墨汁与纸浆的味道中辨析
出作者的喜怒哀乐。特别是关于
古籍的视频图像和延伸介绍，更是
让置身现场的观众如同漫步在风
雅的历史长卷中。

10部“镇馆之宝”
首次集体亮相

刘冰介绍，此次展出的10部稀
世古籍，是从馆藏珍贵古籍中精心
挑选出来的，跨越了从汉代至清朝
的历史时空，是馆藏中最具代表性
的精品。“这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首次集体亮相，部部宋椠明刻、册
册精写旧钞，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
价值和文物价值。”刘冰说。

作为古籍大省，国务院公布的
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辽宁
有553部古籍精品入选。省图是我

省古籍藏量最丰富的图书馆，现有
古籍文献61万余册，其中善本古籍
6200余部、12万余册；普通古籍3.2
万余部、34 万余册。2009 年，省图
书馆成为全国首批12家“国家级古
籍修复中心”之一。2014 年，又被
命名为“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
中心辽宁传习所”，用师徒相授的
传习模式，让传统技艺薪火相传。
上述内容在“名山事业”展览单元
均有展示，该单元就我省古籍普
查、分级保护、整理研究、人才保护
等领域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回顾，
同时也以实物的形式展示了中华
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我省古籍
整理出版的部分成果。

无论是阅读或是观展，看古籍
均有一定的门槛，常常有观众反映
古籍展不好看懂，而此次展览设计
却有一种能够与古籍亲近的感
觉。记者留意到，展览围绕古色、
古香、古韵的理念，并参考古籍善
本样式进行设计，大量运用现代设

计语言，采用声、光、电展陈方式，
营造静谧典雅的书卷氛围，追求返
璞归真的诗意。特别是展览现场，
在不同区域结合古籍中的笔墨情
趣安排的各种文化体验活动，诸如
古代服饰秀、“《聊斋志异》手稿与
辽图”情景剧、古籍修复师现场展
示修复技艺、非遗传承人教授面人
制作《孔门七十二贤像》人物等，让
观众在不断了解、亲近和感受中，
陶冶情趣。

在“重焕新生”展览单元，展厅
中央的4个玻璃展柜吸引众多观众
驻足围观。前两个展柜内陈放着破
损、污损、老化严重的古籍，后两个展
柜是古籍修复前后的对比展示。不
远处，修复师现场演示用不同技法
修复古籍的实操，还一一展出修复
过程中使用的材料和工具，让观众
近距离直观地感受修复师的工作状
态，见证他们精湛的“绣花功夫”。

古籍是一种不可再生的珍贵
资源，经年累月，很多古籍已然褪

去当初的光鲜。如何让古籍生命力
更加持久，让这些穿越时光的“旧
纸”重焕光彩？抢救、保护、修复已
迫在眉睫。省图馆长、省古籍保护
中心主任杜希林说，古籍如此珍贵，
保护更应尽心。他认为，古籍保护
既要改善存藏环境，又要对濒危破
损严重的古籍进行抢救性修复，同
时进行数字化的再生性保护。10年
来，省图已有2500部珍稀古籍实现
数字化保护，构建了检索平台，研究
学者可以通过平台进行检索，就不
会触碰古籍，既能有效利用古籍，又
能降低对古籍的损坏。

“当然，再好的古籍，如果只是
束之高阁，它顶多只能称之为‘展
品’。抢救、保护、修复，如何让古
籍‘活’起来、‘动’起来、传下去，走进
大众视野，为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生生不息的思想动能，才是古
籍保护的题中应有之义。”杜希林说。

据统计，“继往开来 国韵书香”
开展3天来，已吸引逾3万人参观。

4月 8日，“继往开来 国韵书香”古籍保
护与传承特展在省图启幕。与省图以往古籍
展览不同，这一次，《聊斋志异》手稿、《抱朴子
内篇》《扬子法言》等10部省图“镇馆之宝”集
体登场，在跨越漫长的时空后与观众见面。

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卷帙
浩繁的古籍既是东方文明源远流长的见证
者，也是民族精神、国家治理、道德修养、人生
哲理等经典论述的记录者，更是中华民族历
史记忆、思想智慧和价值体系的承载者。它
凝聚着我们的文化共识，并如一条纽带，几千
年来一直维系着我们的共同情感。

正因为古籍具有延续和传承中华文脉、
丰富中华文化基因的独特作用，最近几年，古
籍展览在全国各地相继与观众见面。千帆竞
渡下，各地图书馆都使出浑身解数，从策展主
题，到策展创意、展陈布景，再到古籍文本内容
的解读，围绕“古籍展”这一文化活动主题，各地
竭尽全力将最精彩的古籍展览奉献给观众。

省图的这次古籍特展，除了历史性地大
规模展出珍本古籍原件外，还在展览期间设
计了古籍修复展示、名家诵读、论坛讲座等丰
富多彩的活动，做到了展览与互动、线上与线
下、传统与数字的无缝衔接、有机融合。

我们在古籍修复师的妙手修补中重新看
到了古籍原有的风貌，也在现场复原的雕版
印刷中重新领略了古代印刷术的风采，还在

《孔门七十二贤像》及馆藏古籍中的经典篇章
里体验古籍的笔墨情趣。可以说，一个成功
的古籍特展，它的独特魅力不止于展览本身，
还有展览之外的匠心独运。

无独有偶。今年年初，上海图书馆的“典
籍里的中国——上图特展”则融入与展览古
籍相关的历史场景，比如《史记》作者司马迁
的书房，《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举办的农学
堂，《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开设的医馆等。
漫步其中，读者既能体验“移步异景”的场景
美妙，也能在“移步换景”中沉浸式体味典籍
的魅力。

虽然开“卷”有益，但是，今天的我们，完
全可“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因为，
数字化普及的时代，保护、传承古籍的方法，
绝不仅限于办展这一种形式。全国各地古籍
展竞相亮出自家绝活，通过说书、绘画、复原
美食等不同形式，普及古籍知识、演绎古籍内
容，在比拼古籍典藏数量与质量的同时，还比
拼古籍的阐释、解读以及策展能力，这些在无
形中提升了各地古籍收藏、修复与展示业务
水平，纪录片《穿越时空的古籍》，更是让人们
看到了古籍活化利用的不同方式。而在这一
过程中，喜爱古籍的广大观众无疑是最直接
的受益者。

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古籍作为延续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传递民族精
神、赓续中华文脉的重要作用。借助古籍展
览，并辅以数字时代立体化传播方式，站在新
时代，古籍必定会焕发出无限生机，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提供持久的文化力量。

让古籍传承
与数字化同频
朱忠鹤

“继往开来 国韵书香”特展启幕

省图10部“镇馆之宝”展现古籍魅力
本报记者 赵乃林

“继往开来 国韵书香”古籍保护与传承特展展出的珍品《聊斋志异》手稿。 本文图片由本报记者孙海涛摄

身着古装的年轻观众无形中提升了古籍特展的氛围感。古籍特展上，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示古代刻版制作。

本报讯 记者谭硕报道 为推进沈阳现
代化都市圈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弘扬，挖
掘沈阳现代化都市圈蕴含的文化价值和时代
价值，4月 10日，“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博物馆
联盟”在沈阳成立，该联盟将进一步推进沈阳
现代化都市圈文旅融合发展。

据介绍，沈阳市文博中心牵头的沈阳现
代化都市圈博物馆联盟由来自沈阳、鞍山、抚
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7座城市的共计31
家博物馆、纪念馆组成。活动现场，联盟博物
馆、纪念馆等相关单位代表共同见证通过了

《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博物馆联盟宣言》《沈阳
现代化都市圈博物馆联盟章程》及沈阳现代
化都市圈博物馆联盟标识。同时，活动宣布
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博物馆联盟首个联展“七
星合耀——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历史华章”将
于5月18日在沈阳市博物馆开幕。

沈阳现代化都市圈所涵盖的七市历史文
化底蕴丰厚。联盟将以都市圈各博物馆为依
托，以历史文化为载体，梳理都市圈内文明发
展的脉络，有机融合文物、文保、非遗、民俗等
资源，在学术、人才、展陈交流以及宣教合作、
文创合作、旅游合作等方面架构起更广阔的交
融共进平台。沈阳市文博中心副主任李声能
表示，历史上这些城市的文化联系都非常紧
密，我们希望通过挖掘整理都市圈的历史文化
资源，让更多人感受到这片土地上独有的文化
魅力，进一步助力辽宁文化发展。

沈阳现代化都市圈
博物馆联盟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