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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由文化和旅
游部、辽宁省人
民政府主办的第
十二届全国杂技

展演将于8月21日至9月5日
在沈阳举办。本届展演旨在
推动优秀杂技作品和人才不
断涌现，促进杂技艺术事业
繁荣发展。7月16日，记者
从第十二届全国杂技展演前
站会上了解到，本届展演从
全国范围内的百余个节目中
遴选了36个杂技（魔术）节
目、8部杂技剧，将为观众送
上激情与视觉的艺术盛宴。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日前，《锦州市地名文化保护名录

（首批名单）》对外发布，共有 49 个
锦州地区地名进入首批名录。

49个地名包括五大类，分别是
“行政区划类”“村落类”“街路巷
类”“自然地理实体类”和“历史文
化类”。行政区划类共5个，包括锦
州北镇市、义县、古塔区、闾阳镇

（北镇市）、八道壕镇（黑山县）。村
落类包括了16个地名，分别是锦州
市太和区的营盘村、大薛村；锦州
市高新区的水手营子村、松山村；
锦州凌海市的班吉塔村、边墙子
村、大茂堡村；锦州北镇市的观军

场村、华山村、龙岗子村、石佛村；
锦州市黑山县的土城子村；锦州市
义县的万佛堂村、大铁厂村、宝林
村、石匣子村。街路巷类共5个，包
括锦州市区的松坡路、朱将军胡
同；义县的永合盛胡同、翰林府胡
同、奉国寺北胡同。自然地理实体
类共 8 个，包括医巫闾山、北普陀
山、笔架山、翠岩山、大虎山、蛇盘
山、大石湖、老爷岭。历史文化类
共15个，包括锦州市古塔区的广济
寺塔、东北交通大学义勇军抗战遗
址；凌河区的辽沈战役纪念馆；高
新区的生生果园；凌海市的萧军纪
念馆；北镇市的中共沟帮子铁路党

支部活动旧址、北镇庙、崇兴寺双
塔；黑山县的冮台山烽火台、黑山
阻击战 101 高地遗址；义县的奉国
寺、安泰门、朱瑞烈士陵园、辽代八
塔、广胜寺塔。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进入首
批《锦州市地名文化保护名录》的
地名历史悠久。在“村落类”中，锦
州市高新区水手营子村几千年前就
有古人在那里生活，曾经出土过一
件国家一级文物“连珠纹连柄青铜
戈”，这件文物的出土，说明夏家店下
层文化在包括水手营子村在内的渤
海湾北岸保持着强大的势力。

地名文化是地名语词文化和

地名实体文化的总和。地名语词
文化是指地名语词具有的语种、读
音、书写、命名理念、由来含义及其
演变等内涵。地名实体文化是指
地名指代的地理实体的历史、地理
等特征，包括历史文化特征、传统
文化特征、地质与地貌特征、人文
景观、自然景观、自然资源及经济
特征等。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
术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吉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组组
长曹保明表示，此次锦州市对外公
布全市地名文化保护首批名录之
举值得肯定，这既是对作为历史文

化重要载体的“地名”的保护，也是
延续历史文脉的重要举措。

曹保明认为，地名是文化遗产
的凝固，各地在对地名的保护中，
一定要注重田野调查，通过访谈、
记录、录音录像等方式，将与地名紧
密相关的文化信息一并收集，丰富
并立体式地呈现地名背后的内容。

另外，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进程
中，地名经常发生改变，因此，在对
地名进行深入挖掘时，要一并收集
该地曾经的名字，并加以明确标
注，构建某一处地名的历史变迁
图。同时，注意对地名的名字来源
历史的准确、真实解读。

49个地名入选《锦州市地名文化保护名录》

鸿雁传“书”寄深意。连日来，各高校
2024版录取通知书陆续亮相，印材里含有“深
海岩芯”，同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科技感十足；
封面面料采用潞绸织造技艺，独特的“复旦蓝”
蕴含非遗色彩；以京师大学堂匾额为灵感，并
附上定制的藏书票，北京大学寄出的“见面礼”
浸润历史气息；采用传统书画装裱技艺，每个
字都出自毛笔手写，陕西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
书翰墨飘香……

这一份份饱蘸诚意、充满创意的录取通知
书，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展现着各个高校
的人文精神，更投射出时代风貌。它们以丰富
的内涵、鲜活的表达，发挥了“文化超链接”的
功能作用。

作为独具特色的文化产品，录取通知书凝
聚与积淀着大学的历史传承、价值追求，链接
起新生与象牙塔。它早已超脱了一纸通知的
简单属性，而成为具有高颜值、高辨识度和高
价值性的文化符号。通过文化符号的承载与
传递，将学校倡导的价值观、坚守的治学理念
等以“第一印象”的方式传导给新生，强化文化
认同心理，促进形成稳定一致的价值追求。面
对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青年，如何让这样一种
文化传输达到潜移默化而又振奋人心的效果，
显然需要各高校动巧思、整花活、上手段。价
值观本体的开掘、新材料新工艺的融入、视觉
听觉多角度的调动，甚至与多媒介资源的结合
等等，逐渐成为录取通知书的展现手段。于
是，我们便看到了各种充满智慧与创意的录取
通知书。譬如，今年上海交大的录取通知书需
要用齿轮转盘开启，密码是“1896→2024”，寓
意新同学将在交大开启全新旅程。“思源”“致
远”的古体拓印、校歌、第十一任校长唐文治对

“第一等人才”的论述均作为文化元素呈现在
礼盒里，体现着交大人文精神的薪火相传。

青年学子除了追求新潮，对传统文化也普
遍展现出极大的兴趣。高校抓住他们的这一
心理需求，将非遗等文化元素植入录取通知
书，巧妙链接起传统与现代。浙江理工大学今
年的录取通知书就融入宋锦、苏绣和书画装裱
三项非遗工艺，一丝一线里饱含对新生韧劲如
丝、前程似锦的美好希冀。浙江大学本科录取
通知书呈长画卷形式，并借鉴《四库全书》古籍
的装帧方式。传统文化与录取通知书的联动，
实现了跨越时空的表达，让人眼前一亮的同时
也产生持久效应，吸引和带动更多学子去深入
了解中华民族文化体系中的瑰宝，从中汲取养
分，增强文化自信。

除了蕴藏“中国式浪漫”的录取通知书，也
有很多高校以科技助力，在大礼包中展示“硬
核实力”。3D打印抛光的“金钥匙”，薄如蝉翼
的“5G 钢”，加入全息投影技术的校徽，集合
6G、AI、虚拟现实等技术的暗纹工艺……花式
宠新生，不胜枚举。技术赋能的录取通知书，链
接起人才与理想，在向年轻人送出祝福的同时，
也激励他们未来攻坚克难，勇攀科技高峰。

高校录取通知书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升级
进化，既是对传统的致敬与传承，更是对未来
的展望与开拓。“卷”起来的录取通知书，以文
化为底色，以创意为推动，以科技为加持，凭借
特有的精神气质，成为外延无限延展的“文化
超链接”，链接起上下五千年，激发起情感共振
和精神共鸣。

让录取通知书
成为高校文化名片
吴 丹

8部杂技剧
技与剧融合达到新高度

全国杂技展演是由文化和旅游
部主办的杂技艺术领域规格最高、
影响最大、水准最高的展演活动。
全国杂技展演前身是创办于 1984
年的“全国杂技比赛”，从第十届起，

“全国杂技比赛”取消评奖，改为展
演。本届全国杂技展演主题为“杂
技艺术的盛会 人民群众的节日”。

为更加全面、充分地展示杂技
艺术创作成果，本届展演对参演杂
技、魔术节目，提出了更高要求，在
艺术性、技巧性、观赏性的基础上，
进一步突出了创新性和独特性。

近年来，杂技剧打开中国杂技
艺术现代转型和创新的大门，在跨
界、融合、破圈中迎来创作高峰。
此次有《先声》《天山雪》《山水国
潮》《天鹅》等8部多次获奖、享誉全
国的大型杂技剧参加展演，这些杂
技剧将杂技艺术之美融于戏剧、音
乐、舞蹈等艺术元素之中，在技与
剧的深度融合上达到新高度，关注
地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不仅在

当地叫好，在全国也是现象级作品。
由上海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

校、新疆艺术剧院杂技团联合创
排的杂技剧《天山雪》，是首部援
疆、润疆题材杂技剧，该剧从主
题立意、叙事结构、对舞台艺术的
综合把握，一直到剧中所蕴含的
思想价值与社会意义等方面，均
堪称完美。德州市杂技团创排的
杂技剧《山水国潮》，是山东省唯

一入选此次展演的杂技剧。《山水
国潮》由“百鸟朝凤——柔术”“笑
傲江湖——飞叉”“荷塘月色——
蹬伞”等9个杂技节目组成，深挖德
州地域文化内涵，结合民风民俗等
传统元素，融入杂技、舞蹈、音乐等
多种表演形式，简约、凝练、震撼、
厚重，展现了 9 种不同风格的杂技
表演形式。

而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创作

的《天鹅》，以杂技演员羽梦成长经
历为主线，讲述杂技演员成长道路
上的挫折与努力、付出与收获，完
美演绎了杂技新流派“肩上芭蕾”。

值得一提的是沈阳杂技演艺
集团创排的杂技剧《先声》，将作为
开幕剧演出，在盛京大剧院隆重
推出。《先声》是国内首部以杂技剧
形式将九一八事变的史实搬上舞
台的重大历史题材作品。六大战

斗场面，30 个节目重组、40 场布景
转换、串联，杂技与戏剧表演的巧
妙编排整合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
审美和情感冲击。

36个杂技（魔术）节目
充满地方特色与生活元素

聚光灯下，中国杂技从未停下
求索的脚步。除了 8 部杂技剧，还
有 36 个杂技（魔术）节目，包括《长
安猫·滚灯》《太极·坛韵》《牛肉面
的晨曦——快乐厨师》《快乐厨房·
炊事员》等带有极强地方特色与生
活元素的融合创新杂技节目，更有

《天女散花》《坛三彩》等奇幻的魔
术节目。比如《牛肉面的晨曦——
快乐厨师》，取材于甘肃特色传统
美食兰州牛肉面文化精髓，巧妙融
合中国传统杂技《快乐炊事员》舞
台艺术表现手法，创造性转化演绎
小而精、小而巧、小而妙，展现人间最
美烟火气的快乐杂技节目。

杂技节目《太极·坛韵》则采用
水墨画作为演出背景，用太极神韵
做金线，将太极文化与顶坛杂技表
演相融合，“移形换位”“双坛后空
翻上肩”“抖轿子上三节”等原创小
坛技巧及高难度的大坛技巧“过缸
口”，以不同节奏呈现小坛的灵活
轻盈和大坛的沉稳厚重，形成了震
撼的视觉冲击力，给观众“惊、险、
奇、美”的视觉感受。

本次在沈阳举办的全国杂技
展演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更是
一次心跳与惊叹的探险；不仅是一
次文旅融合的经典大制作，更是无
数观众的现场狂欢。

此外，本届杂技展演期间还将
举办“全国魔术领军人才培养计
划”中获颁“新时代魔术领军人才”
称号的10位魔术师专场演出，届时
将组织业界专家观看现场展演，并
通过“一剧一评”“一场一评”等形
式，对参演作品进行点评指导及主
题研讨。

第十二届全国杂技展演下月将在沈阳举办

44部作品带你领略中国杂技真功夫
本报记者 杨 竞

以流动的光影为渲染，以身边
的万物为材料，以“自然、生态、生
命和爱”为主题，沉浸在大自然里
进行创作。一场将艺术驻地作为
载体的文化活动正以“进行时”的
姿态，在沈阳植物园展开。这也是
东北首个以艺术驻地计划开启的
艺术节。别开生面的呈现方式，充
满创意的艺术作品，给人们提供了
零距离触碰艺术的新鲜体验，也为
沈阳文旅融合注入了清新之风。

现场创作
与风为伴，以光影为笔

7 月 17 日下午，雨后空气湿
润、甜香。沈阳植物园百合园里，
游人每走一小段路就会惊喜地邂
逅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作品。它
们大多以半成品的状态出现，或颜
色鲜艳，或造型别致，与大自然相
得益彰。一同映入眼帘的是热火
朝天的艺术创作景象。这就是

“然·爱生活艺术节”第一阶段艺术
驻地装置展的创作现场。该活动
由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
主办、沈阳植物园承办，7月 9日启
幕，将持续至8月11日。第二阶段
为共创生活狂欢节，将以艺术驻地
装置展为核心，搭建主题营地，为
游客提供文创、手作、美食等。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处空地
上，沈阳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学生

周美璇正为作品《浴》上底色，红红
绿绿的油彩沾到脸颊和衣服上，她
也不在意。把涂好了西瓜红的“小
女孩”抬到镜面板旁，她反复端详，
调整位置。椭圆形的镜面如同清
澈的水面，倒映出碧蓝的天、流动
的云、轻摆的柳条，“小女孩”和“小
鸭子”开心地结伴同游。“在快节奏
的当下，还有多少个时刻能无忌惮
地放松感受自然的能量，于是我创
造了她，代替我们卸下紧绷感，在
绿荫下回归自然。”周美璇这样阐
释自己的创作初衷。

一旁，茂盛的鸢尾草掩映处摆
放着一把绿色的铁椅，青年艺术家
廖仲正小心翼翼地往椅子上安置高
硼玻璃制成的细长“绿植”，带着暖
意的阳光透过树枝斑驳地投射在玻
璃花草上，显得层次更加丰富。廖
仲说，他是第一次参与这种在大自
然中进行创作与展示的艺术活动，
很欣喜，能够近距离地将自己的作
品以最自然的样态呈现给公众，也
让公众可以更直观地接触到艺术。

有益探索
以艺术链接自然与人心

20米以外，茂密的青草和此起
彼伏的蛙鸣将一块4.5米×20米的
巨大画板包围，来自中央美院的吴
智威正站在脚手架上，挥汗如雨地
创作艺术涂鸦作品，“万物生长”四

个大字以立体浮雕般的效果呼之
欲出，脚下的草地上，一只小松鼠
蹦来蹦去，正应和了作品的主题。

此次活动承办方负责人介绍，
举办该活动是希望通过多样化的
艺术表现形式，探索艺术与自然、
与人的深层链接，挖掘艺术家的创
作潜能，给全国艺术创作者搭建一
个展示交流互动的平台。以文化
艺术交流、精品艺术展、养生音乐
会、生态生活方式体验、艺术疗愈
等丰富形式激发市民游客对自然
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感悟。

据介绍，该活动前期招募中总
共有400余人报名，最终有16位优秀

青年艺术家入选艺术驻地计划，他
们在场域中生活、创作13天，通过对
沈阳植物园在地文化的梳理，提炼
出特有的IP符号，利用在地性可利
用材料进行创作。这些作品种类多
样，有雕塑、装置、绘画、潮流艺术等，
所用材料也五花八门，比如苔藓、木、
金属、混凝土、纤维、麻、救生圈等。

草地的宽广、花草的清香为艺
术家提供创作的灵感，以天地为舞
台的无边界的艺术空间也为公众
打造了沉浸式观展体验，提供了与
艺术家深度接触的机会。“《浴》这
个作品映照了我的内心，我也想在
草地上、池塘里畅快地撒野放松。”

沈阳市第二十中学学生刘俣辰在
与作者交流后这样说。

辽宁大学艺术学院、沈阳城市
学院影视与艺术学院教授回宝昆
认为，艺术驻地计划在国内的逐渐
流行体现了受众的需求、艺术的需
求、文旅市场的需求，是激活文旅
融合另辟蹊径的一个方式。通过
艺术力量升级场域空间，打造更有
辨识度的文旅形象。而在这种文
化、环境和美学的连接下，艺术家
也可以激发创意，酝酿焕新的力
量。对普通公众来说，可以在游览
观光中不经意地获取艺术享受，在
心灵中埋下可贵的艺术萌芽。

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杂技剧《先声》 本文图片为受访者供图

杂技节目《太极·坛韵》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近日，沈阳音
乐学院、沈阳大学、沈阳城市学院、沈阳化工
大学等院校的师生走进沈阳年轮艺术品博物
馆，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重温党的光辉历
程，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

沈阳年轮艺术品博物馆内的每一件展品
都是历史的见证。在这里，大学生们仿佛置
身于历史的洪流之中，与雷锋的足迹“相遇”，
感受“螺丝钉精神”的坚韧与执着，激发他们
内心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沈阳大学生走进社区
博物馆开展实践活动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7月18日，
“山海有情 天辽地宁——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
展示范地”文物图片展在辽宁省博物馆启幕。

该展览从辽宁省博物馆近 12 万件馆藏
文物中精选75件，以图片展的形式向各地观
众讲好辽宁故事，展现辽宁良好形象。这75
件精品文物包括唐代的《万岁通天帖》、北宋
的《瑞鹤图》、红山文化的玉猪龙、西周的卷体
夔文蟠龙盖罍、“三燕”时期的花束状金步摇、
鸭形玻璃器等。

近年来，辽博深入挖掘馆藏特色资源，创
新展览叙事体系，举办了“又见大唐”“又见红
山”“唐宋八大家”“和合中国”等现象级大展，成
为辽宁打造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示范地的
重要窗口。

“山海有情 天辽地宁”
文物图片展辽博开展

“山海有情 天辽地宁”以图片展的形式
向各地观众讲述辽宁故事。 受访者供图

杂技剧《天山雪》

周美璇在为充满童趣的作品《浴》上底色，天空与树影投射在她营造
的池水中，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本报记者 吴 丹 摄

创作者廖仲正在精心调整作品
《默》的造型。 受访者供图

沈阳开启“然·爱生活艺术节”

以大自然为媒 艺术与公众零距离
本报记者 吴 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