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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文化地标”⑨

各抒己见
毛彩霞：沈阳有很多美丽的细

节，在很多小区院墙都有各种美丽
的彩绘。这种彩绘装扮城市，让人
们在上下班时看到也会心情愉
悦。看到美、发现美，沈阳本来就
很美。

王司枰：沈阳这片肥沃的土地
养育了我，这里的一花一草一房一
屋都让我深爱不已。煎饼果子浆
子豆腐脑儿老四季的抻面鸡架，东
北特色的饮食百吃不厌。北陵东
陵故宫帝都发源地，充满人文气
息，人们质朴善良勇敢，邻里和睦，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深爱你我的家
乡沈阳！

曾秋铭：我爱沈阳的北陵公
园，每天可以去跑步锻炼身体。喜
欢深呼吸时，感受那种清新的空
气。

曾南贺：我爱沈阳的故宫和大
帅府，因为那里有我喜欢的历史文
化。每次去参观，都仿佛穿越回到
过去。

刘杰嫔：我爱沈阳的鸡架！熏
鸡架、拌鸡架、炒鸡架、QQ 鸡架、
生烤鸡架、炸鸡架、铁板鸡架。

孙美慧：有一次我跟女儿香香
闲聊，你大学考南方去吧。四岁的
娃娃眼泪就流下来了。她说：“我
不走，我不离开沈阳”。对于孩子
来讲，沈阳是她的家，她的爱，她全
部的伙伴和快乐的童年。

市民许女士：强烈推荐长白岛
森林公园，周末和节假日经常带孩
子过去，每次玩得都特别嗨，有时
还邀请朋友带孩子一起过来玩，心
情大好。

市民李女士：暑假来了，带孩
子去辽宁省科技馆感受科技的魅
力还是不错的选择，这里的儿童科
学乐园、探索发现、创造实践和科
技生活等展厅都不错。另外，这里
面设置的球幕、4D、动感飞行等四
种科普特效影院也是非常值得大
家前来打卡的。

市民丁女士：推荐一下中街步
行街，这条步行街有自己的特色，
距离沈阳故宫也不远，沈阳故宫里
的文创我也很喜欢。

市民杨先生：多推荐些景区，
休息时间带上老人和孩子，一家人
边吃边逛，好好放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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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广播电视台《新北方》主持人曹琳琳

爱沈阳的“书卷气”
“对我来说，沈阳最大的魅力

就是书店越来越多。记得上中小
学时每逢寒暑假，妈妈都给我办一
张和平区少儿图书馆的借阅证。
一次可以同时借两本书，每个假期
我都会抓紧时间看书，这样的话就
可以频繁的借好多次。”

曹琳琳说，长大以后沈阳这座
城市图书馆和书店越来越多。比
如大家熟悉的新华书店、玖伍文化
城、北方图书城，还有很多独立的
中小型书店。

从去年开始，沈阳新建了很多
城市书房，包括大家熟知的浑南区
城市书房，位于莫子山附近，与周
围美景浑然一体。“每个区都有城
市书房，社区图书馆也在我们的身
边。我觉得这是沈阳人文气质的
体现。”

因为工作原因，曹琳琳采访过
很多来到沈阳的知名作家。“我觉
得从他们的反应来看，都会觉得沈
阳这座城市的人文气息越来越浓，
从我个人而言，作为辽宁省优秀阅
读推广人和辽宁省妇联亲子阅读
推广大使，我在很多场合和大家分
享读书的话题，自己也写了儿童文
学作品《太阳大冒险》，在暑假前出
版 15 万字给孩子看的冒险小说。
我在很多场合跟大家分享亲子阅
读和全民阅读话题。沈阳现在不
管是家长还是孩子，很多人都开始
对阅读感兴趣，我觉得这是特别欣

喜的城市变化。”
曹琳琳说：“一座城市的灵魂，

就体现在它的人文设施上，比如说
我们的图书馆、书店和博物馆，我
们的艺术馆也越来越多。这就是
沈阳这座城市越来越有气质，越来
越有魅力的体现。我在《新北方》
有一个板块叫《我在沈阳》。我会
采访很多来到沈阳的外地人，用他
们的视角来看沈阳这座城市的发
展，四年的时间我采访了 600多位
来到沈阳的名人，比如各种明星、
学者和作家，还有很多外国友人，
用他们的视角来看我们这座城市
的发展变迁，其实让我觉得特别高
兴的是通过他们的视角，我能看到
沈阳这座城市正在不断向更有魅
力、更有人文气质的国际化大都市
迈进。”

越来越多人开始养成习惯，在
业余时间要去美术馆或者艺术馆
看一场艺术展，走进音乐厅听一场
音乐会，然后去书店看看书。在周
末的时候，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
图书馆、1905 文化创意园等艺术
馆，里面都有很多人。“我儿子放暑
假以后，我也带他去书店看了，我
特别开心，书店里会有很多的爸爸
妈妈带着孩子坐在地上，随手在翻
看书，我觉得就是这些小细节其实
都能反映了沈阳这座城市的气质
变化。”

辽沈晚报首席记者 康科峰

坐在别具风情的四合大院里，伫立于雕工
细致的旧时官宦人家客厅的家具边，欣赏着从
上世纪初传唱至今的民间节目，再带着一些考
证的眼光研究下奉天时期的老照片……在这里
可以感受原汁原味的奉天风情，丰富多彩的曲
艺演出。

“刚迈入杨宇霆公馆的大院，简直就是一步
穿越到了 100 年前，回到了上世纪 20 年代的奉
天城。”前来参观的游客如是赞许，认为沈阳又
多了一处“打卡地”！

杨宇霆公馆旧址始建于1921年，位于沈阳
市大东区魁星楼路 6 号，占地面积 4913.2 平方
米，建筑面积2650平方米。1993年被公布为市
级文保单位，2003年被公布为省级文保单位，为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杨宇霆公馆由主楼和四合院组成，主楼为西
式，砖混结构，地上二层，地下一层，仿石墙面，窗
呈拱券形，饰弧形窗套，二层窗与窗间饰半圆形
柱，爱奥尼式柱头。正门前建门厅，厅前有高台
阶，大厅内木雕装饰精美。四合院位于主楼南，
建筑早于主楼，由正房、东西厢房和门房组成，为
中国传统式青砖灰瓦前廊硬山式建筑，正房五

间，明间前有抱厦，东西两侧有耳房。四栋建筑
皆檩枋彩画廊柱涂朱，廊下地面铺花釉面砖。院
中央有汉白玉雕莲花喷水池一座。

“我们投入数百万元，把征集了多年的 280
种老物件——当年沈阳火车站站台吊式电钟、
北市场大戏院试衣镜、银铜合金电话等物品，
以及反映当时工业、教育等方面的老照片，都
投放到这个大院里，让游客体验。”公馆的主办

方说，公馆还原了杨宇霆故居的历史风貌，充
分注入了当时的历史文化元素。

与此同时，杨宇霆公馆将引入评书表演、相
声曲艺，未来还将邀请名家助阵，让市民游客喝
茶聊天，体验民俗文化。不少人称赞，这里是具
有奉天味道的“德云社”，用独具特色的夜经济
照亮大东区的夜生活。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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