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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11月22日，由省公共
文化服务中心主办的“山
海有情 天辽地宁——美
丽辽宁风景写生油画作品

展”在辽宁美术馆开幕。此次展出
的200余幅油画，是百余位画家，历
时6个月进厂矿、走乡村创作的，内
容既有《素裹桓仁》《冬日渔港》《稻
子熟了》等表现辽宁大地自然生态、
美丽乡村与城市景观的，也有《煤海
这里静悄悄》《傍晚蒲河》《正午》等
呈现城市历史、人文街巷、工业遗存
的，再现了辽宁人民群众幸福美满
的工作与生活，绘就了蓬勃兴旺的
社会发展蓝图，展现出生动丰富的
时代精神风貌。

多角度定格家乡山川河流

“山海有情 天辽地宁”油画
作品展展出的200余幅作品是从
600 多幅写生作品中精选出来
的，其中有用充满田园诗意的绘
画语言把辽宁的地域文化和美
丽的乡村景色画在画布上的，如
胡秉文的《铁岭熊官屯水库》，画
面上呈现在眼前的是熊官屯水库
堤坝，远远望去朦朦胧胧中，天空涌
动起来，地上的秋色闪闪发光……
从作品中，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铁
岭优美的自然景色。

陈鹏的《海风阵阵》写生于大
连旅顺柏岚子渔港，这里的渔港
海岸绵长、海水清澈、海风湿润、
海鲜味美。陈鹏对记者说：“我在
作品中省去了渔港内繁忙的工作
景象，只是将眼前的碧海蓝天和

迎面吹来阵阵清爽的海风，留在
画面中。”

孙洪利的《亭亭玉立》画的是
沈北梨花湖景区，画面上洁白的
梨花，让观众想起“忽如一夜春风
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诗句。孙
洪利说，这幅画是在沈北写生的
作品，通过一个小景来表达他对
自己家乡的爱和理解。

画家们用动情的画笔，再现
新农村的新面貌。高洁的《庭院
的午后》描写的是瓦房店泡崖乡
一处农家小院。而王仁祥的《素
裹桓仁》描绘的是本溪桓仁，画家
对雪压群山、银装素裹的刻画，抒
写了他对家乡的爱恋情怀。

《丰碑》《魂依家山》《长城脚
下是故乡》《千古长城气势魂》画
的都是长城，这 4 幅作品分别是
锦州画家杨晓东、刘忠佐、杜浩、
周铭创作的。“千年长城蕴含着坚

强不屈、自强不息的雄伟气势，是
中华民族精神之魂。画面上红色
的天空是中华民族血脉流淌的象
征，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让长城
精神永传万代。”周铭说。

展厅里，王平的《义县奉国寺
小景·午后暖阳》吸引了观众驻足
观赏。锦州义县历史悠久，大凌
河从这里流过，医巫闾山在这里
绵延，这里不仅有优美的自然风
光，还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

“这里有悬空古寺宝林楼，有北魏
太和年间开凿的万佛堂石窟，有
公元1020年兴建的奉国寺，还有
老爷岭风景区……”王平自豪地
介绍。

多层次勾勒本土工业遗存

画展展出的作品中更有工业
遗存和城市风光等。展厅里，老

画家吴云华的《煤海这里静悄悄》
《卧雪山下》《悠悠岁月》3幅作品
引人关注，其中两幅是画工业遗
存的。《煤海这里静悄悄》运用写
实手法描绘了抚顺老工厂的风
貌，画面静静的，像是在诉说着
什么……“我于 1970年曾来过抚
顺煤矿写生，那时的煤矿一片繁
荣的景象，50 多年过去了，今天
画这幅作品是为了追溯当年的繁
荣，这些遗留下来的厂房、矿山让
我们联想到当年辽宁为新中国工
业作出的贡献。”吴云华说。

于晨的《傍晚蒲河》描写的是
沈北新区蒲河廊道的风景，蒲河
廊道是沈阳最长的公园。蒲河廊
道虽然修建了不少便民运动设施
和人工景观，但也保留了一些原
始面貌。初秋的蒲河水清冽而明
净，映着深重的林木和金色的晚
霞，汩汩地流淌。

而刘勐的《丽岛——潮》、吴
薇的《秋》、曹明的《多彩秋色》、徐
陟的《正午》、李贵新的《秋之舞》
等作品，更是呈现出画家视角下
辽沈大地的新形象，传递出画家
对家乡的深厚情感。

“通过此次写生，组织百位老
中青艺术家深入生活，贴近自然，
使画家加深了对辽宁地域文化和
乡村的青山绿水、民风民俗的认
知。”省文化馆馆长郑直说。

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副主
任王纪元说，画家描绘的是辽宁
家乡的一方小天地，折射的却是整个
中华大地欣欣向荣、充满生机的
美丽画卷。希望通过本次展览，
进一步实现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在推动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
中叫响“山海有情 天辽地宁”的
金字招牌，在谱写东北全面振兴
新篇章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这也太像了！”一名女性游客
在沈阳金融博物馆的一楼“银行大
厅”展厅说。她把手搭在长椅靠背
上，让同伴给自己拍照。远远望
去，身着长款大衣的女子，与大厅
内近百个硅胶仿真人在一起，差点
儿分不出。

从2009年开始，沈阳金融博物
馆便在每年的“五一”前和立冬日
前，对博物馆边业银行复原营业大
厅中的88个硅胶人像进行夏、冬两
季服装的更换。除此之外，专业人
员还要对“他们”的妆容、发型等进
行微调和维护保养，让这些栩栩如
生的硅胶人像生动地再现原边业
银行营业大厅当年的场景，成为沈
阳金融博物馆的一大亮点。

栩栩如生众生相
成就博物馆奇妙夜

从 6 根罗马大立柱的边业银
行正门进入复原营业大厅，仿佛穿
越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金融
交易现场，柜台内的工作人员身着
银行制服，和来访的顾客交流着承
办业务。这位顾客穿着贴心棉袄，
里边是素蓝色长袍，一看就是外面
有司机或就在附近有店铺。如果
涉及现金业务，可能还要从大厅走
特别通道至地库。

在这两位的背后长凳上，一位
戴着貂皮帽的老板捧着皮质公文
包，表情略带愁苦，眼角的皱纹也
是肉眼可见。虽然他的棉服外面
是锦缎面儿，但他的坐姿和表情，
还有那略带岁月“伤痕”的皮包显
示出他可能遇到难处了。

往前走，一位和大厅内众人气
质截然不同的老汉正在柜台处理
业务，他戴的是有护耳的厚皮帽，
穿着长皮袄子，一看便知是赚到钱
的远方来客。

距他不远处，也同样有一位远
方来客——典型的外国人长相的
男子，浓密的胡子，孤单地坐在长
凳上，等着办理自己的业务。

据介绍，边业银行总行于1919
年成立，1920 年总部迁到北京，
1925年4月10日再次开业，总行设
在天津，在北京、上海、张家口、奉
天、长春、哈尔滨、黑河设分行，
1926 年边业银行总行由天津迁到
沈阳。沈阳金融博物馆馆址即为
边业银行旧址。

在复原营业大厅中，有88个栩
栩如生的硅胶人像，他们复原了当
时银行职员和顾客的业务流程，呈
现了百年前的众生相。“要不是仔
细看，我还真分不清哪个是真人哪
个是假人，太像了，让我想起《博物
馆奇妙夜》，观展像穿越，感觉真奇
妙。”一名游客说。

穿越数千年“钱”景
粗览中国金融史

每年立冬日前，为了迎接冬季
游客的到来，沈阳金融博物馆边业
银行交易大厅复原展览的硅胶人
像都会脱下清爽华美的夏装，西装
革履、长袍马褂、旗袍长裙，换上厚
重的冬装，每一款都精致典雅，每
个人像都栩栩如生……而每年的

“五一”前，为了让夏季到访的游客
不会有季节的错位感，这88个硅胶
人像又会换上清丽的夏装。

冬装和夏装的区别非常大，冬
装里有皮袄、棉袄、皮背心、棉坎
肩、皮衣、正装大衣等，帽子分为獭
兔皮毛、貂皮、羊皮等，提包也有公
文包、女式提包及手提袋等，这些
真实面料、真实剪裁的服装配饰都
造价不菲。这种夏、冬两个季节的

“换装服务”，是沈阳金融博物馆的
独特一景，也提升了博物馆游客的

观展体验。
沈阳金融博物馆金融业务办

主任王莉介绍，自2006年沈阳金融
博物馆建馆之日起，边业银行复原
营业大厅中的 88 个硅胶人像就有
了各自的人设、服装、发型等。为
了让游客有身临其境之感，2009
年，这 88 个人像开始有了夏装，也
就开始了每年夏、冬两季的换装。

“每个硅胶人像材料软，接近
皮肤色，很逼真，服装也都是真材
实料，这样才能做到有品质和真实
感，让游客深深感受到当时的场
景，有如穿越。”王莉说。

用心提升博物馆的观展体验
不仅体现在夏、冬两季的换装上，
同样也在整个展厅的展陈上进行
了精心设计：从地下金库一路走
来，通过战国包金、鎏金铜贝、西
汉金饼、南宋金叶子等珍贵文物
的介绍，按照展品特点、时代内
涵，游客一路走来，完全可以穿越
数千年的“钱景”，全面感受中国
数千年的货币金融史以及东北金
融发展简史。沈阳金融博物馆宣
教部副主任胡美子介绍，沈阳金
融博物馆是全国规模最大、展出
内容最丰富、陈列形式与观众参与
项目最多的金融类专题博物馆，曾
依靠展厅的独特设计，荣获第八届
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天气寒凉，沈阳金融博物馆里的“硅胶人”悄悄换上了冬装——

“观展像穿越，感觉真奇妙”
本报记者 刘臣君

苦中求乐，苦中有乐。33 年
间，盘锦87岁老人李祥元用一座自
筹自建的民间书画收藏馆践行着
公益收藏的初心——聚宝藏珍，报
国为民。

11 月 13 日上午，盘锦市图书
馆一楼展厅正在展出的“崇德弘
艺 传承振兴”全国书法名家作品
展，是盘锦中国辽河书画博物馆成
立以来举办的第 53 次异地展。在
墨香四溢的展馆中，我国首个民间
书画收藏馆——盘锦中国辽河书
画博物馆（前身为中国鲁南书画
收藏陈列馆）馆长李祥元和慕名前
来观展的小观众兴致盎然地交流起
来，空气里浮动着无数的小灰尘，阳
光打在一老一小身上，温暖而美好。

本次展览共展出 120 幅作品，
集全国各地不同风格流派、不同书
体内容的作品于一堂，可谓丰富多

彩。每一幅展品背后都有一个关
于收藏的故事，虽然有的故事年代
久远，但李祥元仍记忆犹新。“日暮
归牛羊，冰结纹蛤藏，月照石化厂，
风吹芦苇塘。”指着墙上的这幅作
品，李祥元说：“这是 20 多年前，书
法家陆石专为盘锦而写的，我初次
登门求墨宝，他认真地听了我创办
公益书画收藏馆的讲述，深受触
动，留下了这幅字。”对于李祥元来
说，收藏这些有故事的作品，更多
是为了留存下有温度的记忆；免费
向公众展出这些作品，则是为了更
好地展现藏品价值，变“独乐乐”为

“众乐乐”。因为这些藏品既是个
体的，也是时代的。

一件件大大小小的书画、拓片
等展品安安静静地悬挂着。地
上、桌上也堆满了藏品，看似杂
乱，但在李祥元心里都有确定的

位置。“看，这是启功先生为鲁南书
画收藏馆题写的馆名，当年机缘
巧合之下见到了先生，谈得很愉
快，见面半年后，启功先生如约寄
来了这幅赠匾。那面墙上，是西
夏碑文拓片，我非常喜欢。”数起这
些“家珍”，李祥元的眼里闪着兴奋
的光芒，动作也像年轻人一样麻利
起来。

1990 年 6 月，李祥元克服重重
困难，自筹资金，利用自家地方，创建
了该馆。后来盘锦市政府部门为其
提供了 300 余平方米的专门展厅。
33年走过来，如下一组数字足以说
明他为公益收藏事业所付出的辛
苦：收藏书画6000多幅、各类图书4
万多册，向社会免费开放，每年开馆
350 天以上，全天候为公众提供参
观、资料查询、鉴定等服务，异地举办
义展53次，共展出无重复书画4000

余件，国内外观众达60多万人次。
在其收集的艺术品中，不乏傅

山、齐白石、林散之、启功、章太炎
等名家之作，金石拓片等珍贵之
物。在盘锦市政府和中国书法艺
术研究院的支持下，该馆进京展出
书画320件；先后推出了“陕西户县
农民画展”“刻石砖瓦艺术拓片展”
等主题展，为传承中华文脉、丰厚
盘锦的文化积淀、推动书画事业发
展等做出了不懈努力。自 1995 年
起，他陆续向我省的一些博物馆、
纪念馆无偿捐献书画，其中包括齐
白石的画作。

于瀚墨丹青中，见庄严，也可
见意趣；见宏大，也可见精微。市
民在此与艺术相遇，艺术以润物细
无声的方式浸润城市肌理。辽河
书画博物馆楼下就是盘锦市图书
馆的儿童阅览室，这也使该馆自然

而然地多了不少小观众。带孩子
看书之余欣赏书画艺术，成了一些
家长周末活动的必选项。“偶然一次
带孩子走进这里，感觉别有洞天。
李爷爷对我们特别友好，耐心讲
解。孩子大开眼界，在家门口不花
钱就能一睹书画大家的作品，还上
了艺术启蒙课，从此也爱上了书
法。”家长齐某表示。这里也成了盘
锦文化人聚集的一方雅地。盘锦市
文化馆馆长刘仁经常和爱好书画的
朋友来此参观，举办文化沙龙活
动。“传承弘扬传统文化是我们文化
人的使命，辽河书画博物馆已经不
仅仅是属于李祥元个人的了，而是
盘锦文化产业的宝贵财富，是盘锦
的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不仅滋养
了人们的美好生活，激发起人们对
艺术鉴赏和收藏的兴趣，也提升了
城市文化的凝聚力。”刘仁说。

87岁老人和他的“博物馆”：33年服务60万名观众
本报记者 吴 丹

“山海有情 天辽地宁”油画作品展在沈开幕

200余幅油画绘写“美丽辽宁”
本报记者 杨 竞

88个硅胶人像有交流承办业务的、有焦急等待的……在沈阳金融博物
馆参观，观众可以沉浸式体验当年银行职员和顾客的日常。 （受访者供图）

《冬日渔港》 孙 静 作《稻子熟了》 张广志 作

本报讯 记者刘臣君报道 近日，周宝
宽创作的小说《中医世家》由春风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这是国内少见的描写中医世家爱
情、亲情、友情、家庭、事业的长篇小说。

周宝宽行医40余年，出版过多部医学专
著，他以丰富的临床行医经验及中医药理论
为支撑，通过曲折的情节、鲜活的人物，讲述
了主人公中医师吉玉见继承和发展中医时所
付出的艰辛和努力。该小说是当代中医题材
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也是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作品。

周宝宽介绍，《中医世家》一书中介绍了
100余个中药方，小说中的患者跟主人公吉玉
见学习中医后考取了执业医师，在当地小有名
气。读者在欣赏小说的同时，也学到了中医药
知识，寓教于乐。周宝宽从上世纪80年代起收
集民间秘方、偏方、验方，著有《30年临证实验
录》《从疲劳到亚健康》等。周宝宽表示，创作
这部长篇小说，实质上是书写望闻问切之玄
妙，彰显岐黄本草之神韵，行医和文学创作殊
途同归，都是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
作为中医，一直想写一部关于中医传承的长篇
小说，也构思很多年，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部
小说了解更多的中医知识。”

长篇小说《中医世家》
出版发行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1 月 15 日至
18 日，由省教育厅主办的“辽宁省第七届大
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作品展”在鲁迅
美术学院举办。

省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每三年一届，是
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大学生
艺术盛会。

本届艺术展演活动以“厚植家国情怀 涵
养进取品格”为主题，面向全体高校学生。自
4月启动以来，收到来自省内 52所高校的艺
术作品447件，最终评选出237件优秀艺术作
品，涵盖书法（篆刻）、绘画、设计、摄影、微电
影、艺术实践工作坊等类别，作品形式多样，
风格各异，艺术内涵丰富，生动地展现了我省
大学生奋力筑梦的价值追求。

省第七届大学生
艺术作品展在沈开展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沈阳市社科联
大力创新全民阅读载体，在沈阳市基层社区
中大量建设“沈阳社科有声图书馆”，受到广
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截至11月22日，沈阳市
已有 30个社区 5万余人次通过“沈阳社科有
声图书馆”参与全民阅读活动。

为把群众需要的社会科学知识送到群众
指尖耳边，创新阅读形式，沈阳市社科联创新
全民阅读载体，通过二维码技术在沈阳市基
层社区中创建“沈阳社科有声图书馆”。其中
包括党建、人文、国学、情感、相声、成长、历史、
儿童等八大类上百本电子有声书，并定期进行
内容更换。通过扫码就能免费收听相关电子
有声书，对于基层群众，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
年人，比看书方便多了。

“沈阳社科有声图书馆”
在30个社区铺开

本报讯 记者张颖报道 “当白鹭飞起
的时候，水里有我的影子，我也生在树上，湖
水的家乡……”铁岭市昌图县老城镇佟韦学
校的学生演唱着端木蕻良的诗作《鴜鹭树》，
稚嫩的歌声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他创作的
年代。11月19日，“纪念端木蕻良创作《科尔
沁旗草原》90 周年研讨会”在佟韦学校举
办。来自辽宁大学文学院、沈阳师范大学文
学院以及铁岭师专的百余名师生代表参加研
讨会并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

《论〈科尔沁旗草原〉对乡土文学的拓展
与新变》《从〈科尔沁旗草原〉看端木蕻良先生
的文化积淀》《站在广袤的黑土地上追思科尔
沁旗草原》……与会者围绕端木蕻良代表作

《科尔沁旗草原》创作的背景和历史价值，结
合他浓烈的乡土情结展开讨论，纷纷发表了
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1912 年，端木蕻良生于昌图县鴜鹭树
村，后为躲避匪患全家搬至昌图县的古榆城

（今老城镇），在那里生活了15年。作为东北
流亡作家代表人物之一，端木蕻良创作了大
量表达爱国情怀的作品，《科尔沁旗草原》是
他的代表作之一，也被称为史诗性小说。

端木蕻良流亡关内前最主要的生活轨迹
就在老城镇，这里保留了多处与端木蕻良相关
的文化场馆。端木蕻良纪念馆以图文结合的
形式展示端木蕻良的生平和主要文学创作；端
木蕻良故居实物展陈着端木蕻良及其家人曾
经使用的书桌椅、衣柜、储物箱等生活用品，还
原其家族生活场景。《科尔沁旗草原》中很多元
素来自端木蕻良在老城镇生活的经历。

据了解，此次研讨会期间还成立了昌图县端
木蕻良研究会，会员都是昌图本地的文化学者。

“看到端木蕻良的家乡成立了研究他文学创作
的研究会，我感到很欣慰。这次研讨会更多是
本土学者的研讨，不仅听到了大学专家学者的
学术发言，还听到了本地草根创作者的发言。
这不就是端木蕻良精神扎根乡土，留在家乡的
最好证明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铁岭市端木
蕻良研究会顾问、端木蕻良的侄子曹革成说。

端木蕻良作品研讨会
在昌图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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