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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柄柄集合雕刻、彩漆、金银细
作、织绣、绘画等多种精细工艺于一
身的奢华精美的外销扇，勾勒出一幅
幅令人痴迷神往的东方风情画卷，这
些扇子可是在 18到 19世纪欧洲贵族
和中产阶级的时尚奢侈品，也是“炫
富”资本。

日前，“物映东西——18-19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制造”展览在
辽博开展。该展览由辽宁省博物馆
策划承办，并得到了中国文物交流中
心、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上海中国
航海博物馆、辽宁省图书馆和国际博
物馆展览研究基地等多家机构的大
力支持。

展览集结了这些机构的 243 件
（组）展品，分四个单元展现了清代海
上丝绸之路的盛况及东西方文化交
流的社会景象，展出的多把各具特
色、美轮美奂的扇子，让人了解到当
时“中国制造”高超的工艺水平，同时
也可以了解到当时西方扇子的社交
语言有哪些。

西方贵族女性欢迎的
时尚单品——外销扇

18-19 世纪，伴随着中西贸易的
大规模开展，富有东方情调的瓷器、绘
画、扇子、牙雕、漆器、银器等外销艺术
品源源不断地销往欧洲，成为欧洲贵
族和中产阶层趋之若鹜的时尚用品。
其中，外销扇也是最受西方贵族和中
产阶级女性欢迎的时尚单品之一，是
西方女性服饰装扮的必备之物。

与传统中国扇不同，这些专供外
销的扇子色彩艳丽、纹饰华美，集合
了透雕、劈丝、剔地浅浮雕、镂雕、描
金漆、金银累丝、广绣、彩绘等多种精
细工艺于一体，材质包括金银、玉石、
象牙、玳瑁、檀香木、砗磲等珍稀名贵
材料，在制作工艺和装饰风格上融合
了中西方艺术元素，兼具实用性与艺
术性。

在本次展览中，就可以欣赏到19
世纪象牙劈丝镂雕人物折扇，它以细
密的象牙丝为背景，用丝带连缀。大
骨浮雕花卉纹，小骨通体劈丝为地，
浮雕花卉纹饰，中间留白。扇面布局
繁而不乱，牙丝细如毫发，人物形象

立体生动。
还有象牙玳瑁檀香漆木骨雕团

扇、象牙檀香玳瑁砗磲雕人物纹折
扇、混合骨牙片贴面人物纹折扇等多
把集合多种精细工艺和名贵材质的
扇子。

“鸟语花香”“山水楼阁”
为外销扇常见元素

花鸟及花卉是中国传统纹饰的
重要组成部分，被广泛应用于外销扇
等清代中国外销艺术品的装饰。这
类纹饰寄托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蕴
涵了丰富的中国元素，因而受到西方

社会的热烈追捧。在中西文化交流
日益繁荣的背景下，花卉图案除常见
的中国传统花卉外，更多地融入了西
洋花卉的品种，并采用西洋绘画的表
现形式表现出来。

在此次展览中，就可以象牙雕骨
羽毛花鸟纹折扇，象牙镂雕花卉纹帽
章扇这些带有花鸟等元素的外销扇。

18 世纪，中国园林、中式宝塔备
受欧洲人的关注和喜爱，深深地影响
了欧洲的园林艺术。扇子等外销艺
术品上的以小桥流水、行人小舟、梧
桐柳树、亭台楼阁等元素为主的山水
楼阁纹样，很自然地被当作真正的中
国风景，以此构建他们对中国人所生

活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的想象。在本
次展览中就可以欣赏到 19 世纪的银
鎏金累丝烧珐琅山水花卉纹折扇，这
把扇子尺寸较小，用丝带接连，整面
装饰烧珐琅花卉纹，中部有一个双心
形开光，当中为一幅中国传统山水风
景。这幅山水中，湖面同样以累丝及
烧珐琅工艺点缀着睡莲、小船。银累
丝烧蓝扇是最为奢华的外销扇品种，
是一种观赏性多过实用性的扇子，其
流行时间十分短暂。

欧洲女性用“扇语”
表达自己想法

扇子是欧洲女性优雅时尚的化
身，是社交礼仪和服饰装扮中不可或
缺的物品。同时，也形成了扇子的

“社交秘语”。西方扇子的社交语言
源于19世纪，欧洲女性用执扇的手势
来表达自己当下的想法，这种“扇
语”，表达既优雅又含蓄。右手执扇
置脸前，表示“请跟随我”；左手执扇
置脸前表示“想认识你”；扇子搁在左
颊上，表示“不对”，扇子搁在右颊上，
表示“对”；扇子掉在地上，表示“交个
朋友”；扇子掷向桌子，表示“我不喜
欢你”等等。

在本次展览上，除了可以看到这
一大批精美的外销扇，还可以欣赏被
称为“东方明信片”的通草水彩画、以
玻璃充当绘画介质的玻璃画等 18 至
19 世纪的多件外销品。该展览计划
展出至2021年4月5日。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象牙镂雕花卉纹帽章扇。 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镂空骨雕国际象棋棋子。

200年前中国扇被欧洲贵族当奢侈品
“物映东西——18-19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制造”展览在辽博开展

在春节用看电影取代守在家里
刷春晚似乎成了年轻人的新风潮。近
日春节档众新片预售开启，等足一年
的《唐人街探案3》以3.6亿领跑，远远
甩开其他对手。本报也特别联手《唐
探3》片方以及沈阳光陆影城，在过年
期间为读者送上福利，赶快来抢票
吧！另外，在春节期间沈阳市电影公
司的电影公益活动再次开启，留沈的
外地务工人员也可以抢票看电影哦。

去年春节档“停战”，使得今年的
春节档看起来竞争更加激烈。近日
春节档的新片都开启了预售，《唐探
3》以超过第二位近 3亿的预售票房，
遥遥领先。作为去年春节档的“存
货”，《唐探 3》没有急于公映，而是等
足了一年，就为了这个“年味”。众所
周知，《唐人街探案》系列故事虽主打
悬疑、破案题材，但其中也不乏喜庆、
幽默的元素，“三十晚上年夜饭，大年
初一看唐探”成了它们与观众的约

定。因此，《唐探 3》倔强的非要在春
节上映，就可以理解了。在前两部电
影的基础上，《唐探3》在案件难度、动
作场面、制作规模、主创阵容上都进
行了全面升级。这次故事的背景换
成了日本东京，除了该系列御用男主
王宝强、刘昊然，《唐探3》还加入了妻
夫木聪、长泽雅美、染谷将太、铃木保
奈美、浅野忠信、三浦友和等日本明
星，这也将引发一波“回忆杀”。

在春节到来之际，本报特别联手
片方、沈阳光陆影城，邀请读者在春节
期间看电影。读者可以关注辽沈晚报
官方微博，留言抢票。另外，沈阳市电
影公司也将在2月12日到2月17日春
节期间继续开启惠民公益电影活动，
邀请留沈过年的外地务工人员看电
影，活动期间将每天在光陆影城提供
一场免费电影，想看春节档大片的外
地务工人员可以抢票观影。

辽沈晚报记者 张铂

《唐人街探案3》预售领跑
春节本报请你看最年味电影

一个个“福”字，是对新的一年最
真诚的祝福；一个个中国结是对新的
一年最热烈的期盼。福牛迎春，福气
满满，如今的沈城年味正浓。

在和平区老北市，最新设置了“万盏
心灯 福耀盛京”祈福打卡地，在这里巨
型心灯矗立，把老北市装扮得年味十足。

还有古建筑前红色牌楼、福字冰
雕、成片的枫叶、点点青松让这里古色

古香充满节日氛围。
为了迎接春节的到来，沈阳第四

届剪纸节在皇姑区设置了线下“福”字
剪纸打卡地，让市民在欣赏“福”剪纸
同时，沾福气，在新的一年福气满满。

在沈阳中街，可以看到不少带有
牛元素的装饰和摆设，迎接着牛年春
节的到来。

其实，浓浓的年味就在我们身边，

它是我们办公室窗户上的一个个福字
窗花；也是走廊里一排排的中国结；也
是电梯内一个个的福字。

对于即将到来的牛年新春，让我
们牛劲满满的去迎接每一天的工作和
生活，每一天的新挑战；终会迎来属于
自己的牛气冲天的高光时刻。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文 辽沈
晚报 记者王迪/摄

沈城这些地儿 装扮好了等“牛”来
留辽过年 暖在身边

中街网红打卡地红红火火过牛年，吸引八方来客合影。 沈城皇寺庙会浓浓的年味主题。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朱柏玲报
道 春节期间，皇姑区图书馆为留沈
过年人员不打烊，推出年画展览，打
卡送礼等活动。

皇姑区图书馆相关负责人介绍，
牛年的这个春节注定不平凡，“就地
过年”成了不少人的选择，皇姑区图

书馆为丰富留沈人员在沈阳过个快
乐吉祥年，图书馆春节期间不闭馆。
并为留沈过年的朋友推出了系列活
动。“传统年画是中国几千年民族文
化的结晶，是中国汉民族特有的一种
绘画体裁，也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
术形式，我们在春节期间推出了最美

中 国 年 画 展 ，线 下 展 出 50 余 幅 年
画”。该负责人说，图书馆还将为来
馆签到打卡的留沈朋友赠送新年伴
手礼。同时，还可在非遗剪纸人创意
的“百福墙”打卡留念，详情请关注

“沈阳皇姑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咨询
电话为024-31453105。

春节不打烊 皇姑区图书馆为留沈过年人员赠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