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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博物馆彰显一座城市的精神气质，“五一”假期，我省文
博展馆准备了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看展去，这个假期让
我们在多彩文明的涤荡中，来一场穿越古今的邂逅，开启沉
浸式文博之旅。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4月27
日，第十六届锦州古玩文化节开幕，各种
各样具有典型西辽河流域风格的古玩藏
品亮相展会。

为深入挖掘民俗瑰宝，传承传统文
化，本次古玩节精心安排了红色文化收
藏展、名人名家书画展、珍藏报展、锦州
古生物化石精品展、民俗文物展和锦州
市城市历史诞生物证展等六大专题展。

本届锦州古玩文化节由辽宁省文化和
旅游厅指导，由全国工商联民间文物艺术品
商会、锦州市政府主办，由凌河区政府、锦
州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锦州市古玩
商会、锦州市古玩城共同承办。

第十六届
锦州古玩文化节开幕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五一”假
期来临之际，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组织
所属各机构开展文艺演出、阅读推广、文
化展览、线上展播四大类别文化活动，为
广大群众准备了丰富的节日文化盛宴。

节日期间，4 场精彩演出在辽宁大
剧院、辽宁中华剧场上演。开心麻花喜
剧《乌龙山伯爵》精彩回归；儿童科普剧

《森林快乐实验室》、欢乐小丑嘉年华《幽
默狂想曲》为小朋友们送上节日礼物；由
回声爱乐乐团演奏的“燃动DNA·热血动
漫主题视听音乐会”《灌篮高手—直到世
界尽头》将再次燃起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除了在剧场演出外，线上展播活动
也异彩纷呈。其中包括非遗展播、“劳动
铸就梦想奋斗开创未来”主题展播、乐享
假期主题线上展演、公益课等四大项20
余场线上文化活动。辽宁文化共享频道

“劳动铸就梦想奋斗开创未来”主题展播
活动也将进行。其中有话剧《孟泰》《干
字碑》，电影《时传祥》《焦裕禄》《杨善洲》

《郭明义》，纪录片《传承》，舞蹈《舞彩青
春感恩同行》。

“五一”假期，盛京大剧院将上演话
剧《人间正道是沧桑》、音乐剧《阿波罗尼
亚》、音乐戏剧《少年的，莎士比亚奇旅》
等。鼎泰茶社的曲艺演员为观众精心准
备了15场曲艺演出。

四大类文化活动
精彩亮相

鼓励和引导各地“村晚”常态化
开展，现在学有标杆了。4月20日，
全国“四季村晚”春季示范展示活动
在四川省宜宾市启动，2023年“四季
村晚”主会场和示范展示点名单现
场公布。我省的丹东凤城市大梨树
村等 11 地入选 2023 年“四季村晚”
示范展示点名单。

春日里，大梨树村的万亩果园
梨花洁白、桃花粉红，这会儿正是

“春赏花”的好时候，劳作之余，村里
的文艺能人收集身边有趣、生动的
故事，组织村民自创、自编、自导、自
演接地气的本土节目，丰富乡村的
文化生活，同时展示给来这里的游
客。而现在，这里作为春季“村晚”
示范展示点，村民们正在加紧排
练。“这样的表演得心应手，干农家
活的共同劳作记忆充分唤起了大家
的参与积极性。”村民老刘说。

“我们村还是那个村哟，大梨树
花开满天，一个‘干’字抖精神，敢教
日月换新天，我的家乡美名传……”
拨打大梨树村党委副书记温红娟的
电话，彩铃响起，听到的歌声就是一
张家乡的名片。温红娟说，村民们在
紧张排练的同时，还将村里的花果山
广场、水果文化驿站、干字文化广场、
药王谷广场、七彩田园都装扮一新，这
台“村晚”不但有好看的节目，而且
要多维度展现乡村振兴的新风貌。

文旅部的“四季村晚”将在不同
季节开展不同的活动内容。5月前，
举办春季“村晚”示范展示活动，结
合春季相关节假日搭建百姓的自我
展示平台。6 月至 8 月，举办夏季

“村晚”大联欢活动，围绕夏季节假
日和暑期特点开展系列群众文化活
动。9月至10月，围绕国庆节、农民
丰收节，举办秋季“村晚”活动。11

月至 12 月，举办冬季“村晚”暨“四
季村晚”成果展示活动。我省入选
的“四季村晚”示范展示点分布在沈
阳、大连、抚顺、本溪、锦州、丹东、辽
阳、朝阳等地，按一年四季分别编排
在不同的季节里展示。

此前，本溪市代表我省参加全
国 100 个优秀“村晚”节目展演，现
在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同江峪村
成为秋季“村晚”示范展示点。本溪
市文旅局文化事业科科长田洪艳
说，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的独特历史，
每段历史的背后，都蕴含着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同江峪村
如诗如画，文化气息浓郁，满族风情
散发着独有的魅力，去年这里首次
举办了“枫语丹溪 百姓村晚”，村民
欢聚乐开怀，幸福感满满。

同江峪村临太子河之滨，呈低
山丘陵地貌，森林资源丰富，走进村

里，如同进入一个“天然氧吧”。田
洪艳介绍，每到秋季，这里枫红似
火，遍地流丹，村民们敲响丰收的锣
鼓，挂起火红的灯笼，上次举办“村
晚”，选取传统的东北民歌、民间舞
蹈、地方民俗等艺术元素，呈现东北
民间秋季里庆丰收的民俗风情，并
加入赏枫叶、逛村景、品乡味等环
节，表达丰收的喜庆和村民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田洪艳说：“今年我
们会尽早动起来，做好秋季‘村晚’
整体策划工作，遴选文艺节目、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推介文创产品与
旅游特色，向全国观众展示辽东金
秋时节百姓收获丰收果实、枫红遍
野的美丽画卷。”

此次，我省入选春季“村晚”示
范展示点的还有丹东东港市孤山镇
和辽阳市辽阳县刘二堡镇前杜村；
入选夏季“村晚”示范展示点的有锦

州市黑山县段家乡蛇山子村、朝阳市
双塔区桃花吐镇下洼村和抚顺市新
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红旗村；入选秋
季“村晚”示范展示点的还有大连瓦
房店市许屯镇农家果园和朝阳市朝
阳县木头城子镇西营子村；入选冬季

“村晚”示范展示点的有沈阳市苏家
屯区白清姚千街道办事处蔡屯村和
抚顺市抚顺县石文镇大石村。

省文旅厅有关负责人说，开展
“四季村晚”活动，旨在引导“村晚”
由春节期间集中开展向节日期间常
态化开展延伸，由“年年演”向“季季
演”延伸，由“舞台演”向“现场看”、
向“网络看”拓展。由此，“村晚”的
影响力越来越强，“村晚”的内涵也
大大延伸，从文艺演出转变为群众
文化活动、特色文化传承，让“村晚”
为乡村文化持续添彩，为乡村振兴
注入文化动能。

我省11地成为全国“四季村晚”示范展示点

常态化多维度展现乡村振兴新风貌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郭平报道 沈阳故宫
“清前历史展”4月 28日正式对社会公众开
放。展览通过近 70件文物，配合图片展板
详细介绍八旗制度创立、多民族共治政策
构建、满蒙汉多民族融合等历史内容，带领
参观者一同去探究当年女真部落在古辽东
强大的过程。

展陈升级的“清前历史展”展厅就设在
沈阳故宫东路建筑群十王亭的八旗亭中，
策展人沈阳故宫博物院艺术研究部研究馆
员王丽介绍，展览共分为八个单元，人们可
以对清前史有个初步了解。

据介绍，展览第一单元、第二单元，通
过“清仿努尔哈赤诰封”“大金天命云板”

“后金满文天命铜钱”等展品，“努尔哈赤家
院图”沙盘模型、《盛京城阙图》图板等展具，
讲述清太祖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建立后金政
权、创立八旗制度、建元称汗、将后金政权从
赫图阿拉迁到辽阳再迁到沈阳的创业史。

展览第三单元至第六单元，通过“清蒙
文信牌”“清牛角花桦皮弓”等清早期文物，

“大清受命之宝”“册封五宫后妃”和“盛京
城怀远门满文门额”图片等辅助展板，阐述
清太宗皇太极承先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
将文馆扩大为内三院，标志着后金政权的
进一步汉化；将族名“女真”改为“满洲”，标
志着多民族组成的满洲共同体的初步形
成；不拘一格使用人才，重用汉人知识分
子；继续实行满蒙联姻、结盟政策，特别是
与蒙古科尔沁部落保持密切关系；对沈阳
城进行改造与增拓；改元为“清”按照中原
礼制，建立健全王公贝勒等赐封、袭爵制
度，钦定后妃名号，完善宫闱制度等。

展览第七单元、第八单元，介绍清世祖
顺治定都北京，沈阳从此成为清朝陪都的
历史阶段。展出了“清牛角桦皮小弓”“清
刻桃树纹银高足杯”“清碧玉老人琴童山
子”等诸多珍贵文物。

王丽特别详细地介绍了此次展览推出
的重要文物：“清红皮嵌珊瑚鱼尾式櫜鞬”，
是盛装箭和弓的器具，櫜用以盛箭，鞬用以
装弓，为一套两件。櫜鞬为皮质，呈棕红色，
镶绿边。櫜为束腰长方形。櫜面饰交叉状
的皮条装饰，中间及边缘处饰有大小不一的
圆形白玉；中下方饰花状皮饰，中嵌圆形白
玉；尾处两角饰黑皮绿边如意云头；边缘处
饰红珊瑚珠及铜鎏金花饰。鞬呈鱼身状。
鞬口两边及近尾处均饰黑皮绿边如意云头，
一角嵌圆形白玉，中亦饰皮质花形纹饰，花
蕊处嵌圆形白玉。鞬尾呈鱼尾式，并嵌饰红
珊瑚珠。附绦带一根，上面嵌有大小不一的
椭圆形白玉。

这样精美的櫜鞬通常不是实战用具，
更多是用于女真部落的重要礼仪场合，以
櫜鞬为礼器反映了清王朝“以弧矢定天下”
的军事技术思想传承，帮助人们破解偏居
古辽东的女真部落强大的密码。

去故宫看国宝 熟悉清前史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4 月
29 日，由辽宁省博物馆与鞍山市文化
旅游发展促进中心合作举办的“何处
寻琉璃：海城黄瓦窑荣达的历史与文
物”展将正式与观众见面，这不仅是黄
瓦窑遗址出土的文物首次集中专题
展出，也是辽宁省博物馆辽宁地域文
化系列展的首展。

此次展览展出 90 余件各类黄瓦窑
遗址出土的陶瓷砖瓦。黄瓦窑位于鞍
山海城市，是清代盛京地区一处规模
宏大的御用琉璃官窑，主要负责供应
清代皇家宫殿、行在、陵寝、寺庙等建
筑所需的琉璃砖瓦。从清前起家至清
末停烧，黄瓦窑历经清朝十二代皇帝，
290 余年，几乎贯穿整个清朝始末。其
间虽几经兴衰但旧制不改，琉璃砖瓦
的生产从未间断。

琉 璃 瓦 是 一 种 中 国 传 统 建 筑 材
料，颜色多彩，规格多样。琉璃瓦采用
优质矿石原料，经过筛选粉碎，高压成
型，高温烧制而成，具有永不褪色的特
点。在中国古代宫殿中，均可看到琉
璃瓦的影子。黄瓦窑特殊的琉璃生产
工艺以及为宫廷建筑装饰服务的属性
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在中国琉璃史
和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除了这一全新展览外，辽宁省博
物馆已经开展的展览精彩继续，如“青
花清韵”展，继续将元青花的典雅与水
墨灵动呈现给广大观众。在这一展览
中，观众可以近距离仔细欣赏辽博馆
藏的 10 件元青花瓷器，感受它们的笔
致意趣和融彻意境。

备受小朋友欢迎的“乐·土——辽
宁古生物化石精品展”仍在假期里与小
观众见面。辽宁拥有 30 多亿年的地质
历史，是世界知名的化石产地，化石总量
居全国首位。在这一展览中，小观众不
仅可以看到远古水生脊椎动物化石，而
且还能看到恐龙、鸟类和翼龙等化石。

一边是各式精彩展览，一边是辽
博推出的一系列线下活动。5 月 1 日上
午，现场观众可以利用木片、彩纸等制
作手工鱼形风铃。当天下午，还将邀
请现场小观众，参与一场有关化石展
览和亲手绘制恐龙画像的活动。5 月 2
日上午，到辽博参观的观众还将利用
纸板、水彩笔等制作昆虫瓶；当天下
午，“轻描淡写——行云流水出青花”
手绘活动也将与观众见面。

“何处寻琉璃”
辽博上新展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热展中的
“继往开来 国韵书香——辽宁省图书馆古
籍保护与传承特展”将在“五一”期间持续
进行。“我们还将推出‘线装书制作体验’
活动，还有手工剪纸体验活动。通过这些
体验活动，吸引不同年龄段的读者走近古
籍，我们已做好准备迎接新一轮观展热
潮。”省图古籍文献中心副主任李丹丹说。

我们的老祖宗从结绳记事，到发明文
字，经历了龟甲、竹简、卷轴、线装等不同
阶段的文化承载方式，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记录了文明的发生发展。而线装这种装
订方式作为我国典籍传统装帧技术史上
之集大成者传承下来。李丹丹介绍：“每
本线装书都是来之不易的。每本线装书
的制作都历经裁纸、刷版、折页、压平、齐
栏、定捻、裁切、打眼、上皮、缝线、贴书签
等一系列传统工艺过程。到时候，古籍修
复师将现场带领读者体验线装书上皮、缝
线、贴书签等制作过程，感受指尖流淌的
千年岁月。”

柔和的光线下，上自两汉、下讫明清的
珍贵古籍静静躺在展柜中，展示着岁月的
沉淀与历史的厚重。“这是省图从馆藏 61
万册古籍（12 万册善本）中精心挑选，囊括
了馆藏中最具代表性的缥缃精品，也是省

图‘镇馆之宝’首次集体亮相。对读者而
言，这样的观展机会非常难得。观展的读
者对《聊斋志异》手稿看得最为仔细，其实
这些古籍都值得细细品味。”李丹丹说。

在李丹丹看来，观古籍展，是一次细致
入微的旅行，要有宁静、沉潜的心态，“五
一”观古籍特展，可以过个高质量假期。
降低观展的门槛，让男女老少都能走进展
厅，他们给成人读者和儿童读者准备了不
同的体验项目。比如，成人可体验石刻拓
印、斗拱模型制作等，而儿童则可做戏剧
游戏，品古诗画意境等。

为吸引更多读者走近古籍，感知古籍，
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据了
解，特展期间还为读者推出一系列文化体
验活动。比如，“古代服饰秀”活动，由文化
志愿者选取古籍中古代服饰进行展示，带
领读者穿越古今，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情景
再现《聊斋志异》与辽图的历史渊源，文化
志愿者以此为主题创演的情景剧，会进一
步加深读者对古籍的了解；古籍修复师在
现场展示古籍修复技艺，读者可近距离接
触珍贵线装书；非遗传承人选取“七十二贤
像”中人物，在活动现场传授面人制作技艺；
手工刻版老师为读者再现雕版印刷术真实
场景，读者也可亲身体验雕版印刷术。

古籍展热度不减 又增体验活动

“五一”将至，省内博物馆、图书馆各有精彩看点

假期看展去 尽享历史文化盛宴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辽阳博物
馆正在展出“东北第一城——辽阳古代历
史文物陈列”，展出辽阳出土和发现的重要
文物 800 余件，全面展示了古城悠久的历
史文化。

展览的首个展柜展出的第一件重要文
物就是襄平布币。战国时，燕国在此设辽
东郡，始称襄平，是东北地区最古老的城
邑。而这枚小小的布币，因上面铸有“襄
平”二字，成为这座古城在历史长河中有着
重要地位的最好例证。

王尔烈七十寿屏、辽白釉雕牡丹纹提
梁注壶、战国涡纹玉璧、高丽青瓷镶嵌菊花
纹枕、清雍正粉彩过枝花福寿盘、象牙雕白
菜蝈蝈摆件，为辽阳博物馆六大“镇馆之
宝”。目前，除象牙雕白菜蝈蝈摆件入库外，
其他五大镇馆之宝都能在展厅中看到。

辽阳：可赏“镇馆之宝”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4月27
日，“人民幸福城，我的沈阳美”国际劳动
节专场文艺演出在梨园剧场举办，文艺工
作者用充满激情的精彩演出，向战斗在各
条战线上拼搏奉献的劳动者们慰问致敬。

本次演出活动由沈阳市文化旅游和
广播电视局主办，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沈阳市群众艺术馆承办。整场演
出阵容由专业文艺团体和优秀群众文艺
队伍联合组成，集合了沈阳京剧院、沈阳
音乐学院、沈阳六合社、沈阳市群众艺术
馆青年舞蹈团、大北街道梦之声民乐团
等20余个演出组织的优秀文化志愿者，
为广大劳动者献上了情景歌舞《时代号
子》、歌曲联唱《劳动者的歌》、歌舞《不忘
初心》等精彩的文艺节目。

专场演出
致敬劳动者

本报讯 记者商越报道 “五一”小长
假，可以去沈阳博物馆看明清青花瓷，正在
展出的“人间烟火抚凡心——沈阳博物馆
藏明清民窑青花瓷展”，共展出240余件套
制作精美的明清民窑青花瓷，展现明清时
期民窑青花瓷的发展与艺术成就。

该展览按照青花瓷器纹样，分为五个
部分——草木华滋、麟羽瑞应、山高水长、
吉祥字符、人间烟火。从明代极盛时期的
永宣青花，成化时期的淡描青花，晚明的万
历青花，直到清代独步当朝的康熙青花，琳
琅满目，非常珍贵。重点展品青花人物故
事葫芦瓶，敦厚大气，是正德时期青花瓷的
代表作。

沈阳：可看明清青花瓷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4月29
日到 5月 3日由丹东市民族歌舞剧院创
作表演的大型音乐剧《最可爱的人》将在
丹东市文化宫连续上演。

音乐剧《最可爱的人》以过江运输、
受伤、疗伤、归队、坚守、出击、胜利、凯旋
为主线，以歌舞叙事的方式，再现抗美援
朝战争中长津湖、上甘岭等著名战役中
志愿军战士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弘扬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该剧曾荣获辽宁省
第五届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奖、优秀剧
目奖、辽宁省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五一”假期即将到来，丹东市文化
旅游部门发挥地域文化特色，深化文旅
融合发展，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打造“旅
游+演艺”模式，将音乐剧《最可爱的人》
重新编排引入旅游演艺市场，在助力文
旅消费的同时，讲好丹东故事，充分展现
丹东英雄城市的风采，弘扬伟大抗美援
朝精神。

丹东上演音乐剧
《最可爱的人》

本报讯 记者商越报道 “五一”小长
假，可去鞍山市博物馆欣赏“岁月留韵——
馆藏书画精品展”。此次展出的书画精品
有傅山、铁保、王尔烈书法作品，陈半丁、吴
石仙、丁云鹏等大家的绘画作品60余幅。

引人注意的是清代名臣铁保的行书中
堂立轴，此立轴行草相间，转折起落、笔笔流
畅，从头至尾无一懈怠之笔。铁保书法真迹
传世不多，此轴更显珍贵。铁保为满洲正黄
旗人，乾隆三十七年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
两江总督、吏部尚书等职，史料载他“能诗、
尤擅书法，尝与刘墉、翁方纲并提焉”。

鞍山：可品翰墨留香

正在沈阳故宫展出的重要文物“清红
皮嵌珊瑚鱼尾式櫜鞬”。

省图古籍特展中的《聊斋志异》手稿。

去博物馆看展成为人们文化休闲方式之一。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本报讯 记者谭硕报道 沈阳市
2023年“百万市民看电影”惠民放映活
动于4月27日正式拉开帷幕。在接下来
的5个月时间里，沈阳电影公司将在全
市 范 围 开 展 1500场 公 益 电 影 放 映 工
作。据介绍，今年沈阳“百万市民看电
影”惠民放映活动将全部实现高清高亮
数字放映，确保放映质量。同时放映片
源更为多元、更加丰富，促进公益电影
放映优化升级。

“百万市民看电影”
沈阳惠民放映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