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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核心
提示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接待观众75万人次、中
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观众达30万人次、赵尚志纪念
馆观众达28万人次……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暑假，我省
多家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立足实际，因地制宜，

通过深度挖掘红色文化内涵，促进展陈内容创新和载体创新，进而
让公众在与党史的互动交融中接受精神洗礼，推动红色文化活起
来的同时，也让红色故事“飞”入寻常百姓家。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记者
9 月 5 日从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
在日前结束的营口曲茔汉代墓地发
掘中，我省考古人员首次在辽东半岛
地区发现十六国时期“三燕”文化的
房址和火炕遗迹。这既丰富了学界
对曲茔汉代墓地的认识，同时也对研
究魏晋时期辽东半岛地区民族分布
和文化交流等学术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 7 月至 8 月上旬，为配合高
速公路施工，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营
口曲茔汉代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
此次发掘魏晋时期各类遗迹20余处，
出土文物百余件（套）。

曲茔汉代墓地是营口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辽宁省博物馆考古队曾
于1972年对墓地进行过考古发掘，出
土了东汉永和五年文字砖。在第三
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文物工作者曾
在墓地地表采集到灰色泥质绳纹墓
砖，同时，在墓地西南处村民院落围
墙上发现不同纹饰的花纹墓砖。

据主持这次发掘工作的辽宁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苏军强
介绍，曲茔汉代墓地在以往发掘中，仅

发现了汉代墓葬，而本次发掘遗迹现
象丰富，不仅有墓葬，还有“三燕”文化
时期的房址、窑址、水井、灰坑等。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发掘的“三
燕”文化时期的房址内残存有火炕、
灶等设施，这些设施均使用花纹墓砖
修建。鉴于发掘区周边分布有大量
花纹砖汉墓，且与房址内所用花纹砖
形制和纹饰雷同，由此推测，这些花
纹砖取自这些汉代墓葬中，而这些房
址的使用者应不是汉人。

据了解，这些在房址中发现的火
炕通常由操作台、灶、烟道、烟囱组
成。以保存较好的 F3 为例，灶址位
于火炕东端，与火炕呈 45度夹角，灶
膛平面呈圆形，西南连接长方形操作
台，西北部连接两条烟道。烟道多用
残碎的花纹和绳纹砖块砌筑，砖块间
用泥黏合，存高 1-3 层，上覆较完整
的条砖或方砖成炕面。烟道长380厘
米、宽18-25厘米、深25-35厘米。两
条烟道会集于房址西北角，通向室外
烟囱。烟囱上部不存，仅余底部，平
面呈圆形。发掘出土的遗物包含大
量本地区少见的“三燕”文化因素，

如：饰有网格状磨光暗纹、刻划水波
纹、蓖点状戳印纹的陶器残片，器形
有敞口陶壶、陶罐等。由此可见，曲
茔汉代墓地不仅包含汉代墓葬，还包
含“三燕”文化生活居住址。

史书记载，辽东半岛地区在十六

国时期属于前燕和后燕的统治范围，
但同时期的“三燕”文化遗存在该地
区极为罕见，尤其是“三燕”时期的生
活居住址，在我省此前考古发掘中更
不曾遇到。该遗址的发现，对今后

“三燕”文化的研究大有裨益。

我省首次发掘出“三燕”时期房址及火炕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8月20
日至 9 月 1 日，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
赴新疆开展两大系列文化活动，包括

“辽塔情深 非遗同心”2023年辽宁省
文旅厅赴塔城开展非遗交流活动和
2023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志愿者“春雨
工程”“文化润疆”边疆行演出活动。
非遗交流活动是辽宁非遗首次走进塔
城，也是近年来在新疆进行的一次规
模最大的非遗展示展演活动。而边疆
行演出活动13天时间里举办7场文艺
演出，2次文化交流，现场观众达2万多
人，线上观众超过10万余人。一场场非
遗展示，一台台文艺演出，架起新疆与
辽宁沟通桥梁的同时，也成了推动新
疆与辽宁文化艺术交流的生动一笔。

“在辽宁，大家都叫我糖人姐姐，
我们李氏糖人传承已有 200 多年了，
它最早从清朝开始，由三种技艺组
成，有画糖人、吹糖人、捏糖人，糖人

在我们家族传承下来，我是第五代传
承人。”沈阳李氏糖人传承人李凤艳
在塔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向塔城
参观者介绍着。

此次非遗交流活动为期 3 天，共
有 21 个非遗项目展示，其中辽宁 15
个、新疆塔城 6个非遗项目一同展示
展演，包括辽西木偶戏、烙画艺术、海
城高跷、李氏糖人、满族刺绣，俄罗斯族
传统钩花技艺、塔塔尔族传统糕点、雕
刻葫芦、剪纸……活动现场展示了精美
的手工艺品、传统戏剧，让人应接不暇。

“图案新奇、绣工细致，和我几年
前见过的哈萨克族刺绣作品区别很
大。”一件满族刺绣作品引起参观者
关晓晓的注意，这件满族刺绣作品从
图案、用色、设计上看都更符合当代
年轻群体的需求。

一边是烧红的烙铁，一边是吹弹
可破的宣纸，辽宁非遗项目烙画艺术

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李瑞群在现场用烧
红的烙铁在物体上熨出烙痕作画，“这
是烙画，以铁为笔，以火为墨，烙画是
中华传统艺术的珍品。’这幅作品可挂、
可摆，寓意也很丰富。”李瑞群介绍。

“跳起来，扭起来……”海城高跷
秧歌亮起了绝活——“孔雀开屏”

“叠罗汉”“大风车”，观众纷纷为这个
“踩在木棍上的东方芭蕾”拍手叫
好。夸张的脸谱，大红大绿的装束，
让新疆观众大饱眼福。

一边是非遗在新疆潮起来、火起
来，焕发出时代新活力，另一边“春雨
工程”“文化润疆”边疆行演出活动在
火热进行着。

“春雨工程”和“文化润疆”项目，
旨在推动优质文化和旅游资源，以志
愿、公益的形式向边疆和民族地区流
动，促进各民族文化广泛交往、全面
交流、深度交融。此次由37人组成的

演出团队在新疆克拉玛依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倾情上演。

舞台上，秧歌戏《新货郎》将东北
人民热情质朴、风趣幽默的性格特征
发挥得淋漓尽致，舞蹈《大姑娘美》则将
泼辣豪爽的东北风情表达出来，现代
舞、乐器独奏、辽西木偶戏表演、京剧联
唱等节目轮番上场，赢得观众满堂喝彩。

演出现场，辽宁省宣传推广片与
辽宁地域特色文化演出相辉映，浓郁
东北风情表演与大美新疆民族特色
表演互动，台上台下的热情观众与网
上直播流量的不断上升，使得此次活
动的亮点更为耀眼。

演员们还顶着烈日冒着风雨，为
七一勋章获得者、优秀戍边人魏德友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小白杨哨所送去
慰问演出。演员们一边学习感受英模
的先进事迹，一边深情地唱响爱英模
赞英雄的动人之歌。

15个非遗绝活集中展示 7台文艺节目演出13天

辽宁两大文化活动组团亮相新疆

盘活文物
红色展馆营造沉浸式体验

沈阳，和平区福安巷3号，中共满
洲省委旧址纪念馆。

9月 3日，或三五成群，或以家庭
为单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在纪念
馆门前排起长龙。

踏上斑驳的石板路，走进厚实的
青砖房，一张张图片记录着拼搏奋进
的历史篇章，一件件实物彰显着历久
弥新的初心使命。讲解员在说到中
共满洲省委的重要成员时，人们看到
的是杨靖宇孤身雪地对抗日军的景
象，听到的是赵尚志虽深陷敌手却宁
死不屈的革命故事。

为让红色精神化作时代英雄，由
纪念馆讲解员自编自演的沉浸式情
景剧《化解柳条包危机》，正在这里再
现我党率领人民冲出迷雾、重迎曙光
的革命故事。

来到柳条编成的箱子前，伴随着
由远及近的报童的卖报声，观众仿佛
回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

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入木三分
的演技，加上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独有
的文物艺术张力，让在场观众与面前
的演员同危同惧，同喜同惊，赋予这
段红色历史故事以全新的生命力，观
众纷纷在演出结束时报以持久的掌
声。回想起刚刚的观剧体验，让来自
朝阳的田佳禾记忆犹新：“这与大剧
场看剧感觉完全不同，我能随着场景
变换与演员一同移动，甚至能看清剧
中角色愤怒时额头的青筋，让红色精
神变得丰满而又真实。”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馆长
刘秀华说，沉浸式情景剧《化解柳条
包危机》除在纪念馆演出外，还走进
中街步行街等场所，旨在让更多观众
通过沉浸式演出感受红色文化的魅
力。

事实上这场沉浸式演出，正是近
年来我省各地红色展馆因地制宜，通
过深度挖掘红色文化内涵不断推进
宣教形式创新的缩影。在沈阳劳模
纪念馆，通过解说与实景演出相结
合，宣讲沈阳各个历史时期的劳动模
范，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劳模精神；在

辽沈战役纪念馆，以“致敬·英雄”为
主题的社教活动，创新性地把思政课
堂从校园移至红色遗址，通过沉浸式
体验让青少年厚植爱党、爱祖国的情
感……

创新载体
“小剧情”讲述“大党史”

沈阳，望花立交桥北，沈阳“九·
一八”历史博物馆。

为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6周年，
来自社会各界的代表在这里隆重集
会，深切缅怀为保家卫国而英勇牺牲
的革命先烈。

走进红色历史展厅，身穿抗联服
装的少年儿童精神饱满，用稚气未脱
的声音深情讲述赵一曼舍身报国的
英雄事迹。真实的力量最能打动人
心，讲到赵一曼慷慨就义的历史场景
时，观众们的眼眶也随之湿润，不约
而同地说：“岁月静好，是因有人负重
前行，一段小剧情却是一部大党史，

这是一堂生动的思政课。”
备受好评的还有舞台剧《黑土英

魂》，大部分演员是来自沈阳中小学
校的在校生，通过多幕剧情展现党领
导的东北军民顽强御敌的故事。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长
范丽红介绍，《黑土英魂》已累计演出
百余场，服务数万人，“我们还将继续
讲好红色故事，激励青少年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展厅里，正在上演的还有一部由
辽阳雷锋纪念馆自编自导的舞台剧

《雷锋在弓长岭》，其中剧目包括《主
动报名》《雷锋在焦化厂》《弓长岭就
是我的家》和《光荣参军》，这部舞台
剧以话剧和歌曲等形式呈现雷锋在
辽阳工作生活的感人故事。

他们还通过“云广播”的形式，邀
请雷锋生前工友、战友追忆雷锋事迹、
讲述雷锋故事。纪念馆在“请进来”的
同时还积极“走出去”，从年初至今相
继走进机关、学校、社区、乡村和军营
讲述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叫好叫座
学党史也能很“时尚”

朝阳，中山大街，赵尚志纪念馆。
在川流不息的参观人群中，已至

古稀之年的李国文精神矍铄，近距离
感受辽宁儿女淬火成钢的革命精神。
李国文是赵尚志纪念馆名誉馆员，也
是我省专业戏剧作家和快板书艺术
家，写英雄和唱英雄是他创作表演的
独特艺术风格。他的长篇快板书《神
虎将星赵尚志》在辽宁电视台连播，
经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后曾荣获中
国曲艺艺术最高奖项牡丹奖。

为传唱家乡英雄的美名，在赵尚
志曾使用过的文物前，李国文从怀里
掏出心爱的快板，左手持节子，右手持
大板，唱起赵尚志巴彦露锋芒的歌……

在“快闪”演出结束时，观众纷纷
报以热烈的掌声。来自北京的王梓
琪同学说：“爷爷的‘快闪’让我记忆
犹新，原来党史学习在这里也能很时
尚，我长大以后一定要报效祖国！”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赵尚志纪念馆近年来通过深挖红
色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可看、可听、可
学的红色党史学习教育平台。赵尚
志纪念馆还成立志愿服务公益演出
队，经常深入田间地头、厂矿车间和
学校课堂，让红色文化活起来的同时
受到各界一致好评。

“八一”建军节当天，公益演出队
走进贾家店农场，通过雅俗共赏的歌
曲、舞蹈和戏曲联唱，讲好抗战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在沈阳市大东区时代公园，作为
我省第一个省级少先队社会化实践
基地，大东区英雄故事体验馆通过数
字化技术让红色文化插上翅膀，并通
过歌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充分提振新
时代辽宁少先队员的良好精神风貌。

火起来的红色文化更入心。我
省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优化展陈内容、
改进展陈方式，着力办好现场展、扩
大流动展、强化主题展、丰富网络展，
有力彰显辽宁丰厚的红色文化底蕴，
为打好打赢新时代“辽沈战役”提供强
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
推动力。

日前，《辽宁省义务教育课程实
施办法（试行）》正式公布，其中引人
关注的一条是，小学三至六年级，每
周一节书法课。书法作为中华传统
文化的瑰宝，蕴自然之灵，凝艺术之
智，养浩然之气，积渊博之才，将书
法正式纳入小学语文课，既有助于
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课程体
系，也对孩子的成长有着深远的意义。

人们常说，字是一个人的“门
面”。但如今电脑和手机已经取代
笔，成为人们日常的书写方式，“提
笔忘字”不再是一句笑话。更有甚
者，网络流行语中不规范的语言用
法，不仅拉低学生的书写和语文认知
水平，也在消解文字作为文化传承载
体的积极意义。在此背景下，书法正
式走进小学课堂，可谓正逢其时。

首先，学习书法有助于学生掌
握汉字的含义。每一个汉字都有一
个故事，汉字来源于生活，在不同的
生活情境和自然环境中，由古人用
不同的造字法创造。这个造字的过
程，是对生活和客观世界进行总结，
更是一种认知和智慧凝结的过程。
书法教学会将解字写字进行一体化
训练，往往能激发学生对文字的兴
趣，为学生记忆汉字、书写汉字做好
铺垫。解什么字就写什么字，长期
坚持，对学生识字写字和提高阅读
写作能力大有裨益。

其次，学习书法有助于学生熟
知历史和文化。每一部书法作品，
往往蕴含丰富的时代背景。如颜真
卿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

《祭侄文稿》，没有刻意讲究笔法技
巧，甚至有不少涂抹修改痕迹，但实

际上颜真卿是在用短短200余字追
述自己的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父子
一门抗击叛军，宁死不屈，以致“父
陷子死，巢倾卵覆”的事迹，满怀悲
愤，一字一泪，不仅是独具一格的书
法作品，更具备珍贵的史料价值。
学生想知道“安史之乱”是怎么回
事，这是非常直观的教材。

最后，学习书法有助于学生培
养良好的人格。人们常说“字如其
人”“书品见人品”，书品即是通过书
法训练和作品欣赏感悟书法之美，
磨炼个人心性；通过学习书法文化，
提升个人修养，形成良好的道德品
质，实现书法育人的功能。历代书
法家故事或诗词文章，往往出现在
教材之中，如苏轼的诗词在小学教
材中就有5篇以上。学习苏轼的书
法作品，不仅可以让学生深刻地理
解诗词，更方便他们与作者共情，走
进这位“旷世逸才”的内心，感受“十
年生死两茫茫”的情真意切，“老夫
聊发少年狂”的壮心不已，“也无风
雨也无晴”的闲适豁达，从中体悟人
生的道理。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市面上的
书法教学机构鱼龙混杂，学校在选
择书法老师的时候必须慎重，不能
敷衍了事。但如果走向另一个极
端，不把重点放在激发学生的“书
趣”，甚至把书法搞成“应试教育”，
同样背离了把书法纳入小学课程的
初衷。就如一位专家所言：“我们的
目的不是要培养书法家，而是要普
及书法教育，让大家写出端正、规
范、整齐、美观的中国字。职业可以
随时变换，但是书写却伴随终身。”

为小学开设书法课点赞
李 翔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始
于今年 4 月、辽宁芭蕾舞团推出的

“中国芭蕾力量——辽芭经典”全国
巡演8月26日在沈阳落下帷幕。在
4 个月的演出中，3 部经典作品《铁
人》《斯巴达克》《明星 GALA》在全
国17座城市共计演出47场次，受到
全国各地观众的热烈欢迎，生动展
现了辽宁良好的艺术新形象。

8 月 26 日晚，大型原创芭蕾舞
剧《铁人》缓缓落下帷幕，芭蕾舞演
员们纷纷走到台前谢幕。辽宁大剧
院场内，长久地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家乡人用这种热烈的方式迎接辽宁
芭蕾舞团的演员们“回家”。

《铁人》的谢幕，也标志着历时
4 个月、辽宁芭蕾舞团建团 40 年来
最大规模的一次全国巡演谢幕。在
历时 4 个月的全国巡演中，芭蕾舞
演员们走过北京、武汉、上海、广州、
成都、新疆塔城等 17 座城市，共计
演出47场次。此次巡演中，《铁人》
被确定为演出重点剧目。在4个月
的巡演中，辽芭的舞蹈演员们用

“真”与“情”刻画了铁人的铁骨柔情
和铁血丹心。

巡演每到一处，辽芭年轻的舞

蹈演员们都会受到当地观众的热烈
欢迎。不少人在观舞之后，纷纷在
辽宁芭蕾舞团的官方网站和官方微
信公众号后台留言。

巡演中既收获了观众的一致好
评，也让辽芭的年轻演员得到了锻
炼与成长。今年 19 岁的孙慧馨是
辽芭的新人，在此次巡演中，她第一
次在《铁人》中担任女主角。4个月
的演出，她连续跳了 10 多场的《铁
人》，从最开始的稍显拘谨，到最后
的收放自如、充满自信，孙慧馨说，
这段时间是她进步最快的，也是收
获最多的一段时间。

辽芭首席主演、国家一级演员
王占峰在此次巡演中一人饰演多个
角色，除了在《斯巴达克》《铁人》中
担当主演外，还在《明星 GALA》里
饰演重要角色。这3部作品对男性
芭蕾舞演员体能消耗巨大，加之密
集的演出频次，这对王占峰来说，是
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对此，王占峰
全都咬牙坚持了下来。他表示，此次
巡演，既是对芭蕾舞艺术的一次展
示，也是对辽宁文艺工作者良好艺术
形象的一次展示。因此，他会力求完
美，将最好的形象展示给全国观众。

历时4个月走过17城

辽芭全国巡演收官

本报讯 记者谭硕报道 以电
影艺术致敬革命先辈，展现为国为
民抗争的热血青春。9月1日，聚焦
我省红色文化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

《唤醒者》举办了剧本研讨会。该片
取材于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关
向应青年时期事迹，讲述上世纪初
大连的爱国青年们勇敢追寻马克思
主义和革命理想的故事。

研讨会现场，多位国内影视界
的专家、电影《唤醒者》出品单位代
表、主创人员以及相关单位领导会
聚沈阳，围绕人物角色定位、叙事结
构等相关创作问题进行了深入探
讨。

《唤醒者》由导演杨亚洲担任监
制，大连天虹影视文化服务有限公
司总经理丛玮担任制片人。电影制
片人丛玮、编剧陈成东介绍，原型人
物关向应生在、长在大连，从这里开
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逐步开始了
他的革命生涯。在剧本创作前期，
主创团队通过查阅档案、书籍，咨询
请教史学专家，对关向应早年在大
连期间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了解。面

对殖民者的侵略压迫，关向应不断
抗争，成为大连地区第一名共青团
员，从这里出发，走上救国的道路。
这不仅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历史人物
的青年成长，更是当时一代青年人
抗争奋斗的缩影。

研讨会上，围绕电影剧本，导演
杨亚洲、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文学
创作委员会会长张思涛、八一电影
制片厂原文学策划部主任刘凤玉、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主任黄丹、中
央戏剧学院教授曲士飞纷纷发言。
他们一致认为，作为历史题材影片，

《唤醒者》立意新颖，能够深度发掘
辽宁独有的历史题材资源，同时，从
青年成长视角出发，易于与当下人
共鸣，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刘凤玉认为，剧本在一些人物
定位上，可进行更多的打磨，使其更
为鲜明、生动。黄丹表示，这部影片
的空间非常重要，需要展现出典型
的时代特征，因为很多年轻人会通
过这部电影去了解历史，同时可以
以更多的细节去丰富人物，通过打
造人物的真实感去感染观众。

《唤醒者》剧本研讨会在沈举行

全省多家展馆开辟沉浸式课堂、排演情景剧

载体创新让红色历史更鲜活呈现
本报记者 田 勇

此次发现的“三燕”文化时期的房址内残存的火炕、灶等设施均使用花纹
墓砖修建。（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吴丹报道 近
日，锦州市、营口市的“家乡美”旅游
歌曲演唱会分别在锦州东湖文化广
场、营口平安广场举行。

锦州用歌曲《丰碑》《曙光》讴歌
英雄之城的砥砺荣光，用戏曲的形
式唱楹联《锦州不错》让全国人民认
识生态锦州、幸福锦州，用京调歌曲

《锦州烧烤》唱出锦州烧烤的火辣生

香，也唱出锦州人的豪爽热情，宣传
展示锦州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丰
富的特色旅游资源。营口以一曲

《河海情》拉开演出序幕，多首旅游
歌曲作品展现营口秀美风光和人文
情怀，向更多人展示营口丰富的山、
海、河、林、泉、寺等旅游资源，宣传
展示营口形象，推动营口文旅产业
振兴发展。

锦州营口用旅游歌曲唱响家乡美

今年暑期，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接待观众达30万人次。（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