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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笑梅报道
在2024甲辰龙年到来之际，省文化
和旅游厅策划推出辽宁“龙文化”研
学旅游主题线路，邀您开启寻龙之
旅，探寻中华文明轨迹，感知中华文
明力量，感怀“山海有情 天辽地宁”
的辽宁之美。

主题线路由南线和东线2条线路
组成，跨越长城内外，既能参观查海遗
址出土的中国年代较早、形体较大的
龙形象——石堆龙，也可阅赏红山文
化牛河梁遗址中的“玉猪龙”龙凤佩
以及古生物龙族化石、长城“巨龙”。

南线的主要节点包括阜新、朝
阳、葫芦岛、锦州4个城市，沿线主
要旅游点为：阜新查海遗址博物馆
—阜新市博物馆—朝阳市北票博

物馆—朝阳市牛河梁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朝阳建平县博物馆—朝
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朝阳博
物馆—葫芦岛绥中锥子山长城—
葫芦岛市绥中九门口长城—锦州
中德古生物博物馆。

最新考古研究成果表明，查海遗
址的石堆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成熟
龙形象，以堆塑手法成形，已经具备
中国龙形象的龙头、龙颈、龙体、龙
鳞、龙尾、龙爪等基本特征，可以说
是华夏儿女龙崇拜之源。阜新查
海遗址博物馆的“玉龙故乡 文明发
端——查海文化展”，可以带您探
寻龙文化密码。朝阳市牛河梁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是我省唯一一座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也是国家4A级旅游

景区，出土的玉猪龙是中国龙起源的
主干。朝阳博物馆文物藏品数量众
多，种类丰富，代表文物有玉猪龙、勾
云形玉佩等，是研究龙文化活的典
藏宝库。葫芦岛绥中县锥子山长城
位于明蓟镇长城与辽东镇长城的交
汇处，三道长城如巨龙般盘旋飞腾，
被誉为“三龙聚首”。

沿线还有阜新市海棠山景区、
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
龙凤山风景区和浴龙谷温泉度假
区、葫芦岛市兴城“龙回头”景区、
锦州市辽沈战役纪念馆和锦州市
北镇龙岗子村等其他旅游产品。

线路中有不少特色活动，非常
值得去切身体验一回。如朝阳市
龙城区山咀村黄河灯会，是独具特

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远远望去，
村民们在黄河阵里移动的身影犹
如一条舞动的巨龙。锦州市义县
奉国寺庙会期间，会举办特色民俗
展、元宵夜游园会、古城夜游及非
遗民俗节目表演等活动。

东线的主要节点包括阜新、沈
阳、铁岭、本溪、丹东 5 个城市，沿
线旅游点为：阜新查海遗址博物馆—
阜新市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
辽宁古生物博物馆—铁岭市龙首
山—本溪国家地质公园—丹东市五
龙高尔夫滑雪场—丹东虎山长城。

其中，阜新市博物馆将以馆藏
文物为基础，推出龙文化特展，深
度解析龙图腾的演变历史和龙精
神的历代传承。辽宁省博物馆甲

辰龙年将为观众奉上“龙”主题生
肖系列文化展，用精美的龙文物来
阐释龙文化的内涵。铁岭市龙首
山宛若一条雄健的长龙，盘龙昂
首，别有格调。丹东市五龙高尔夫
滑雪场处于群山环抱之中，林密雪
厚，尽显北国风光。

近期，线路中各城市都将举办
系列冬日特色活动。沈阳市康平卧
龙湖旅游度假区举办冬捕节；农历
正月初一至二月是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本溪满族自治县碱厂村碱
厂舞龙的最主要活动时间。

这条线路中除了阜新市海棠山
景区，还有沈阳市老北市、本溪市东
北抗联史实陈列馆、丹东市抗美援
朝纪念馆等沿线其他旅游产品。

我省新推南北两条主题游线路

在研学中开启“龙文化”之旅

本报讯 记者刘臣君报道 1 月 12 日，由
中国侨联主办，辽宁省侨联、沈阳师范大学承办
的“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走进沈阳“九·一八”
历史博物馆参观研学，来自巴拿马华人工商总
会中文学校的 25 名营员及领队在讲解员的讲
述中开启抗战文化之旅。

为让华裔青少年更好地了解中国抗战历
史，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精心准备了参观
内容。讲解员充分运用馆内红色资源，紧扣“汉
语、文化、寻根”主题，为来自巴拿马的同学们量
身打造，特别增设讲文物、唱国歌、学汉语等特
色环节。此外，博物馆还为同学们准备了抗战
书籍《走进九一八》，使同学们能够深刻理解中
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奋勇抗争的
强大精神动力。

在展厅里，讲解员用中文和英文讲述中国
抗战的动人故事，带领营员观看“守望丰碑薪火
相传——辽宁‘六地’红色印记主题展”，增加对
辽宁发展成就和历史底蕴的了解，增进对辽宁
新时代“六地”目标定位的认知，同时增强对家
乡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据了解，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
夏（冬）令营活动是中国侨联以“汉语、文化、寻
根”为主题，面向海外 12至 18周岁的华裔青少
年开展交流学习、参观访问的一项品牌活动，旨
在增加海外华裔青少年对祖（籍）国的认知和了
解，激发他们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感情认
同，发挥海外华裔青少年在共建“一带一路”中
的重要作用。

本次冬令营为期10天。活动中既有糖画、
太极拳、棉花画、中国民乐、京剧脸谱、绳编技
艺、国画、书法、围棋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
和体验活动，也有参观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
基地环节，不仅使华裔青少年进一步了解中华
民族雄伟壮阔的抗战历史，同时也将红色精神、
民族情感、家国情怀厚植进每个孩子心中，推动
其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中国故事
的传播者、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交流互鉴的友
好促进者。

巴拿马华裔青少年走进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1 月 17 日上
午，2023年度红山文化考古工作成果论证会在辽
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举行，有6个与辽宁红山文
化调查与考古发掘相关的项目做了现场汇报，与
会专家从课题意识、聚落模式、理论方法等方面
对年度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对今后工作提出了
建设性意见。

汇报的这6个项目分别是：大凌河中游（朝
阳地区）红山文化遗存考古调查、阜新地区红山
文化遗存考古调查、辽河干流沈阳地区红山文
化遗存调查、马鞍桥山遗址 2023 年度发掘收
获、三家东北遗址 2023 年度发掘收获、刺槐山
遗址2023年度发掘收获。

今年是我省红山文化研究成果丰硕的一
年。我省完成了大凌河中游、细河流域和辽河
干流地区4900平方公里的调查任务，新发现红
山文化遗址129处。完成了牛河梁、马鞍桥山、
刺槐山、三家东北四处遗址的发掘工作，在红山
文化早期聚落形态、生产力水平、祭祀场地建
设、聚落形态发展等方面有了全新认识。

红山文化考古成果论证会
在沈召开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1
月 15 日，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正式
对外发布《辽宁朝阳木营遗址一号
窑址发掘简报》。简报对木营遗址
一号窑址的发掘经过及出土文物
进行了信息披露。一号窑址为金
元时期的龙窑，这是东北地区首次
发现烧制瓷器的龙窑。

所谓“龙窑”，指的是一种窑炉
形式，为长条形。龙窑大多建在坡
地上，因为依山而建，外形如龙似
蛇，所以被形象地称为“龙窑”。

木营遗址一号窑址位于朝阳
市他拉皋镇慕容村西北，2021 年
4 月至 12 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会同朝阳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双塔区文物管
理所对木营遗址进行了首次考古
发掘，发掘分 4 个区域，总发掘面
积 2500平方米，发现有青铜时代、
战国、汉代、十六国、辽金元时期等
多个时期遗存。

记者在现场看到，随着发掘工
作结束，整个遗址发掘区已被回
填，并已恢复为耕地。该遗址发掘
者、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王
宇表示，木营遗址一号窑址为龙

窑，平面呈长条形，依地势而建，西
北低、东南高，建设在缓坡上，且窑
头在西，窑尾在东。窑址由操作
间、火膛、窑床组成。

虽然这是发现的东北金元时
期首座龙窑，但慕容村龙窑的窑址
规模较小，结构简单，窑床坡度也
小于同时期的南方其他龙窑。此
外，这处龙窑烧造的瓷器均为质地
致密的灰色缸胎，有的质地粗糙，
夹粗砂，多数瓷器的露胎处呈褐
色。烧造工艺比较粗糙，瓷器表面
有沙孔。釉色以黑釉、绿釉为主，
另有少量施化妆土的瓷器。器形
以碗为主，少有钵、罐、系罐等，器

形较为单一。根据这些证据，考古
人员判断，慕容村龙窑应为一座小
型的民间瓷窑。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慕容村
龙窑窑址出土的器物基本都是瓷器
的残片，而且多数不可复原，另有一
枚铜钱。在考古人员的发掘中，多
数瓷片出土于龙窑火膛和操作间，
少数出土于窑床上，没有发现窑具。

王宇表示，汉代以来，朝阳便
是东北地区重镇，今天朝阳市老城
区即朝阳古城原址所在地。朝阳
古城始建于 4 世纪十六国时期的
前燕时期，历经北朝、隋、唐、辽、
金、元、明，沿用至清代。

据介绍，朝阳老城内与木营遗
址辽金元时期遗存相关性最大的
是营州路遗址。营州路遗址是一
处辽金元时期遗址，目前尚未开展
正式考古发掘工作。1992年，辽宁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
考古调查和勘探时，在探沟中出土
大量瓷器，瓷器类型丰富、窑口复
杂，涉及定窑、磁州窑、冮官屯窑、
缸瓦窑等北方重要窑口。以往研
究者认为，以营州路遗址为代表的
朝阳地区出土的金元时期瓷器均
为外地输入。木营遗址一号窑址
的发掘，证实以营州路遗址为代表
的朝阳地区出土的金元时期瓷器，

其中一部分被认为是来自冮官屯
窑和缸瓦窑的瓷器可能为本地窑
场烧造。

东北地区金元时期的瓷窑址
主要集中在辽宁地区，如辽阳的冮
官屯窑址、抚顺的大官屯窑等。考
古发现表明，缸瓦窑和冮官屯窑都
是以烧造化妆白瓷为主，兼烧黑
釉、酱釉瓷器。

此外，北方地区烧制陶瓷的窑
口大多是外形类似馒头一样的“馒
头窑”，如辽阳的冮官屯窑址、赤峰
的缸瓦窑、抚顺的大官屯窑，窑室
均为马蹄形或长圆形。龙窑常见
于南方，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江
西等地区。木营遗址一号窑址的
形制反映了辽金元时期朝阳地区
与南方地区窑业的交流。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了木
营遗址一号窑址外，我省考古人员
2021 年还在附近发掘了另外一座
窑口，该窑址出土遗物丰富，烧造
时间较长，年代同为金元时期。王
宇表示，两座窑址地理位置均临近
大凌河，烧造工艺相同，沿用时间
相近，推测木营遗址及附近大凌
河沿岸应该存在一定规模的窑场。

辽宁发现东北地区首座龙窑
反映了辽金元时期朝阳与南方地区的窑业交流

过了腊八就是年。1 月 18
日，辽宁省文联走进阜新开展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暨“新春进基层 文艺助振
兴”文艺志愿服务活动。省内知
名书法家、摄影家为群众现场写
春联、拍全家福，还举办了一场
精彩的文艺演出。此次志愿服
务活动，营造了浓浓的喜庆祥和
氛围，为群众送上了一份“文化
年货”。

1 月 18 日下午，阜新市清河
门区会务中心热闹非凡，承载着
美好寓意的春联、福字等“文化
年货”送到群众手中，社区百姓
看演出、领春联、拍全家福，好不
热闹。

活动现场，歌曲《酒歌》《厚
道阜新》《江山》、鼓舞《鼓舞清
河》、吉他二重奏《卡农》、马头琴
与呼麦演绎《骏马归来》、诗朗诵

《最可爱的人》等节目纷纷亮相，
高亢的歌声、动人的舞姿、悠扬
的旋律博得现场观众经久不息
的掌声。

市民李友说：“今天高兴，像
过节一样，又是唱又是跳，好看
的节目一个接一个，还有大家最
乐意看的马头琴与呼麦表演 ，让
我们老百姓感受到了浓浓的年
味。谢谢你们送来这么好的文
化大餐，看节目、领对联，对我们
来说这就是最大的实惠。”

省曲艺家协会主席黄晓娟
为家乡观众送上诗朗诵《最可爱
的人》，情真意切。

“巴拉根仓”蒙古语意为“丰
富的语言”或“智慧的宝库”，是
蒙古族人民经过长期口耳相传
而虚构形成的智慧形象。舞台
上，非遗传承人时长军讲述的非
遗故事《巴拉根仓》，声情并茂，
博得观众阵阵掌声。演出现场，
73 岁的阜新观众王桂凤见到黄
晓娟，拉着她合影，兴奋地说：

“这次你能回老家演出真好，没
忘本。总是在电视里看到你演
小品、演电视剧，这次可看到你

真人了！”
“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

的新需求、新期待，提升人民群

众对文化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是
一 名 文 艺 工 作 者 的 责 任 与 担
当。这次能回到我的家乡参加
这样一次有意义的文艺志愿服务
活动，把文艺送到基层，让父老乡
亲欢乐，我特别开心。”黄晓娟说。

喜庆的春联福字写起来，
“龙岁迎来新世界，莺歌唱出好
春光”“春日春风春浩荡，龙年龙
岁龙腾飞”等春联，让人目不暇
接。胡崇炜、李琳、李京臣、孙学
辉等书法家伏案挥毫，书写春
意，一副副带着墨香的春联，一
张张寓意吉祥、充满喜庆的福字
送到阜新市民的手中，呈现一派
喜乐祥和的景象。

71 岁的王大爷将写完的春
联放在桌上晾干，一边看着红红
的春联一边嘴里念着：“龙门一

跳迎新岁，燕子双飞报好音。”田
淼、王宁、郑帅等市民手捧福字
心里乐开了花。

省书法家协会主席胡崇炜
说，送文化进万家是省文联品牌
项目。多年来省文联一直坚持
这一文化惠民活动，广大艺术
家、书法家都积极参与其中。比
如 18 年前就开始举办省文联、
书法家“送万福 进万家”志愿
服务公益活动，组织全省广大
书 法 家 、书 法 工 作 者 ，深入厂
矿、工地、农户、社区、边防哨所、
贫困家庭，开展送福字、写春联、
书家风活动。18年间从未间断，
让浓浓的墨香伴着春风远播千
家万户。

在阜新，除了演出、写春联
外，还拍全家福，史春、贾峻峰、
陈松等摄影家忙着为当地居民
和皮革产业开发区的工人们拍
全家福。一幅幅美照，引得现场
居民和工人啧啧称赞。

本次活动由省文联主办，阜
新市委宣传部和阜新市文联承
办。与此同时，沈阳、大连、鞍
山、抚顺等 14 个市的文联也在
举 办“ 新 春 进 基 层 文 艺 助 振
兴”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进军
营、社区、工厂、医院等为军人、
居民、工人及医务人员进行文
艺演出、送春联福字、拍全家
福，表达广大文艺志愿者新春
的祝福。

据了解，春节前后，省文联
将持续深化文艺志愿服务，组织
文艺志愿者进企业、进社区开展

“新春进基层 文艺助振兴”等文
艺志愿服务活动，各市县也将开
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线上线
下活动，把鲜活丰盛的精神文化
大餐送到群众家门口，真正将文
化惠民、服务百姓落到实处，切
实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省文联“新春进基层 文艺助振兴”活动在14个市同时启动

艺术家们把“文化年货”送到百姓家门口
本报记者 杨 竞

来自巴拿马的华裔青少年在沈阳“九·一
八”历史博物馆参观研学。 王添翎 摄

本报讯 记者谭硕报道 1 月 16 日，由中
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
办的第八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推优发布
典礼在京举办。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教授、
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马琳的长评文章

《互文本与作家选择——〈创业史〉与影、剧〈柳
青〉的“现实主义胜利”》获第八届“啄木鸟杯”中
国文艺评论优秀作品。

评委认为，《互文本与作家选择——〈创业
史〉与影、剧〈柳青〉的“现实主义胜利”》一文以
跨媒介批评视角，细致解读柳青小说《创业史》，
并同话剧《柳青》和电影《柳青》加以比较分析，
深入剖析作家柳青与农民生活之间的多重互文
性关系，阐述了不同媒介文本在艺术精神和艺
术方法上践行现实主义的不同艺术经验，对于
文艺跨媒介叙事、跨媒介传播现象的批评具有
方法论启示意义。

“啄木鸟杯”是中国文艺评论的最高荣誉，
涵盖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
影、书法、曲艺、杂技、民间文艺以及艺术学理论
等领域。第八届“啄木鸟杯”最终推选出优秀文
艺评论著作5部、优秀文艺长评文章15篇、优秀
文艺短评文章15篇。自2020年以来，我省已连
续4年共5篇文章获此殊荣，并有多篇文章入围，
成绩喜人，彰显了辽宁文艺评论的水平和实力。

辽宁文艺评论作品
捧得第八届“啄木鸟杯”

朝阳市他拉皋镇慕容村龙窑发掘出土的瓷器器形以碗为主。

书法家现场挥毫，为市民题写新年对联，纳福迎春。 本文图片由本报记者孙海涛摄

一曲悠扬的马头琴《骏马归来》，令现场观众心旷神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