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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质高枕头是时尚
女孩绣枕顶做“嫁妆”

在展厅中，记者见到了多对瓷质
的小猫造型的高枕头，有酱釉猫枕、
白釉花卉猫枕等，均为近代文物。这
些既独特又造型可爱的枕头，多来自
于沈阳民间的文物征集。

辽宁省文物总店保管科副主任、
展览策展人王涛介绍，清末民初，民
间盛行图案精美的瓷枕。以动物、花
卉、诗文为主要题材，制作配色清雅，
造型别致，具有明代文人画风的瓷
枕，是当时富贵阶层的时尚。北方地
区受多元文化影响，制作瓷、木、布材
质的“高枕”。

不远处，则展出着精美的花卉纹
枕顶。清末时期，民间百姓喜爱使用
以土布做枕身的枕头，里面填充谷物
的干壳，两端的枕顶绣有吉祥图案。
枕顶本是极具满族特色的生活装饰
用品，但在当时江南一带织绣技艺发
达，影响了东北地区民间刺绣的发
展。出现了造型生动，题材丰富的刺
绣品，女孩自幼跟从长辈学习技艺，
出阁前已能完成“嫁妆”的绣品制作，
其中以枕顶的数量最多。枕顶上刺
绣的纹样图案融入了自身的生活情
趣、审美趋向和对未来幸福生活的美
好憧憬。

红木制洗脸盆架
功能不输现代手盆

本次展览还展出了 10 件/套，共
计 24 单件的民国时期的红木家具，
选取清末民初流传于民间，多取材于
北方地区的家具展品。

其中的一件红木洗脸盆架，让人
印象深刻。在古代，盆架是用于放置
脸盆的家具，可以想象，过去没有自
来水，也没有专门的卫生间，放置脸
盆的盆架也是非常实用的家具了。

这个红木洗脸盆架上镶嵌着骨
片花卉纹饰，制作精细。而且从功能
上看也不输现在咱们在卫生间用的

手盆。上部分原来配有玻璃镜子，可
以照镜子，进行梳妆打扮。中间部分
放置脸盆，盆架的下部分则设置了一
层抽屉，最下部分还预留了储物空
间，并设置了双开门。

这些家具融合了西式家具的风
格，装饰奢华，雕刻精细，式样新颖。
结构设计上更注重实用性与舒适性，
为大众所喜爱。家具作为家庭生活
中重要的陈设品兼实用品，其艺术风
格，造型表现体现了人们的文化追求
和生活情趣。民间喜爱选取花鸟鱼
虫、历史人物、故事传说等题材用作
家具雕花纹样。此展览其装饰风格、
材质，体现了北方民风和明清至民国
时期的家具审美特点。当时出现了
欧式肥厚的涡卷纹、垂花幔纹、夹穗
纹、花卉纹和具象的动物纹等，雕花
题材和风格上呈现出中西文化交汇
融合的艺术效果。

民间常戴银、岫玉饰品
用谐音表达吉祥寓意

此次展出的清代银烧蓝如意头
簪、民国时期的银花卉纹手镯、岫玉
手镯，可是当时“流行款”饰品。

银在我国的使用历史，可追溯到
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而在民间，
百姓难以拥有黄金，银成为百姓制作
首饰的主要材料。而且至清代，银制
品的工艺已达到高峰。

民间女性喜爱佩戴用宝石镶嵌、
烧蓝、点翠工艺打造的银发簪；雕刻
着吉祥图案、花鸟纹样的银手镯、戒
指等作为装饰。长辈给儿童佩戴银
锁、银项圈、银挂饰，以企盼后代长命
百岁、健康幸福。

同时，民间效仿宫廷喜好，还盛
行佩戴玉牌、玉挂件、玉首饰等，多选
用硬度较高的北方岫玉制作，也流行
借用沁色玉进行巧妙雕刻。其纹样
精美，造型变化丰富，既彰显了主人
的品位，也体现了对“温润而泽”高雅
品格的追求。

在饰品的纹饰上，古代民间喜爱
借用谐音表达吉祥的寓意，“连”与

“莲”、“贵”与“桂”、“生”与“笙”同音，
莲蓬寓意子孙繁多，桂花寓意贵子。
早在唐代官窑瓷器的纹饰中，就可以
欣赏到此图案。民间将此图案广泛
应用于年画、饰品、器物中，寓意吉祥
富贵。也将吉祥的器物赠予新婚夫
妇，有祝福早生贵子之意。此次展出
的清代的岫玉雕莲生贵子纹锁型佩，
就可以看到莲蓬的纹饰。

铜制暖手炉取暖
帽顶“触角”“望子成龙”

帽架上摆放着民国时期的蓝缎嵌
银饰男童帽，旁边则是与其配套的女
童帽。这两个蓝缎材质的小帽子上，
均镶嵌了银质饰品，而且也蕴含了非
常美好的寓意。比如男帽上有银质的

“长”“连”字样，代表了长命百岁的含
义；此外，男帽顶部还有触角的造型，
则有“望子成龙”之寓意，而这些都表
达了父母对孩子美好的祝愿。

展出的民国时期的镂雕花卉纹
暖手炉，为铜制品，在手炉里边放置
燃烧的木炭取暖，人们会制作一个棉
质的手炉套，防止烫手。可以想象，
在没有空调的古代，这个精美的暖炉
非常实用。

“从这些民俗文物中可以看到，
民间艺人制作这些用品时将情感以
物化的方式体现出来，器物造型风格
与纹样装饰，是民间审美趣味的体
现。这些清末民初时期，具有地方特
色的器具，其独特的功能，别致的造
型和丰富的装饰，影响着民众的审美
趣味，也促进了民间风俗习惯的传承
与演变。同时，隐含了当时的民俗概
念和生活智慧，承载了与先人血脉相
连的情感”。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王月宏

“黑土家珍旧藏民俗文物展”在沈阳开展

这些小玩意带你穿越昔日时光

凤凰牡丹纹刺绣幔帐。

红木雕花洗脸架、铜制镂雕花卉纹暖手炉、岫玉手镯，这些大多来源
于辽沈地区的民间文物，让我们体味到老沈阳乃至当时东北地区人们在
清代等时期的生活。

10月15日，“黑土家珍——辽宁省文物总店旧藏民俗文物展”在沈阳
市和平区老北市风情街文化园四楼正式开展。

此次展览由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和沈阳
市和平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辽宁省文物总店承办。展览选取了省文物
总店旧藏民俗类文物总计468件/组，包括瓷器、玉器、铜器、珐琅器、木
器、铜镜、银饰、刺绣、鼻烟壶、文房、家具、枕顶等类别，涵盖了衣食住行等
多方面，展览将持续到10月30日，面向市民免费开放。

疫情之下，纪妍姝，工行辽宁省分行国际业
务部一名普通党员，用自己的专业、敬业、精业
与乐业，诠释着工行人的金融情怀。

春节刚过，工商银行辽宁分行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保障延期复工期间金
融服务正常运转。国际业务部高级经理纪妍姝第
一时间到岗，成立应急工作小组，制定应急预案，启
动外汇业务“绿色通道”，与支部党员突击队成员一
道，7×24小时值班,随时响应、快速处理、特事特
办，全力服务疫情防控外汇业务需求，同时，抓住特
殊时期客户需求变化的时机，大力推广“无距离接
触”线上业务。经过条线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前
两个月，全行国际结算量、结售汇业务量同比分别
增长53%和63%，累计为17户企业办理防疫物资进

出口业务4664万美元，在全力满足企业跨境金融
需求的同时提升了工行社会影响力。

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越是重要关头
和关键时刻，越能锻炼、考验一名党员同志。复

工复产期间，作为春节期间曾全天候坚守1个多
月的“老兵”，纪妍姝再一次投入全力支持外贸
外资企业复工复产的“战役”中。延期复工期间
主要集中于对进出口防疫服务的金融支持，而
此次更着重于响应国家“稳外资、稳外贸”决策
部署，助力外贸外资企业复工复产，按下经济复
苏的“重启键”和“快进键”。如果说春节期间的
金融服务跑出了工行速度，那么此时的金融服
务则是传递着工行温度。

面对疫情带来的国际需求不振、外部订单减
少、经贸往来受限等诸多困难，辽宁分行快速行
动，部署落实总行稳外贸稳外资的“春融行动”。
纪妍姝与部内同事一道，成立专班、下发行动方
案，主动对接商务厅，签署合作备忘录，组建联合

营销小组，推出十大类金融服务措施，组织开展
拉网式走访，助力企业提振信心、纾困解难。

不管面对什么困难，纪妍姝都以饱满的热
情去迎接大大小小的工作。正是众多向纪妍姝
一样的工行人奋斗在金融抗疫一线，筑起了工
行金融服务的强大阵容，彰显着国有大行的责
任担当。凭借着对这份职业的热爱和坚守，纪
妍姝和她的同事们演绎着工行人的职责使命
——勇于担当、勤奋耕耘！

26年不忘初心、26年岗位坚守，没有惊天动
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和付
出。纪妍姝用专业、敬业、精业、乐业的工匠精
神，展示着工行人的金融情怀，成就着矢志不渝
的工行梦——恪尽职守、不断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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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人的金融情怀:专业、敬业、精业、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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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釉花卉纹猫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