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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6月8日，由辽宁省美协、辽宁美术馆主办
的“丹青历痕——冯远艺术展”在辽宁美术馆开
展。该画展以“尚意人文”“尚技形神”“诗史之
中”“表象之上”4个单元展出300余件作品，呈

现冯远从艺数十年，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创作，包括
历史题材创作、生活写生和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作
品，时间跨度长达40年。

本报讯 记者谭硕报道 自然卷曲、隐含
万代绵长的把子草，富贵雍容、寓意国泰民安的
牡丹纹，萦绕盘曲、幸福圆满的盘长纹……日
前，由沈阳理工大学东北地域建筑装饰文化研
究团队完成的《东北地区民族建筑文化遗产装
饰图案普查图本》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以地域
划分，分设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三大单元，
各个建筑独立成章，收录了满族、回族、蒙古族、
锡伯族、朝鲜族共计38座民族建筑的4500多张
装饰图案。沈阳故宫、赫图阿拉城、锡伯族家
庙、吉林文庙、朝鲜族百年部落等建筑的装饰图
案被一一记录整理。

在以木结构体系为主的中国古代建筑施工
中，绘制彩绘是重要组成部分。该团队研究表
明，东北地区存有不少遗存的建筑彩绘，现存油
饰绝大部分以清式风格为主，而清朝也正是我
国建筑彩画发展史上的巅峰时期。清式建筑彩
画有官式和地方两种做法。尤其是前者，彰显
宫廷奢华大气的同时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例如
沈阳故宫各宫殿所用琉璃瓦件除单一黄色外还
组合卷草、鸟、蝴蝶等动植物形象，活泼热烈、富
有生活气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色彩上，东
北建筑彩画色彩更为浓郁，例如旋子彩画中经
常用到的青、蓝、绿色彩，这些来自于天然矿石
颜料的色彩象征着人们对于自然的向往，折射
着人们旷达、超然的人生态度。

“古老的装饰沉淀着千年历史，承载着中华
文化，更诉说着中国人的人生哲思。将最美好
的寓意融入建筑，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浪漫。”
沈阳理工大学该团队负责人李军苗说，“如今，
我们也在探索用视频、用大数据的方式创新传
承，希望通过更多新技术让古老的装饰焕发出
新的生命，以此不断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沈阳理工大学也于近期获批沈阳市首批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东北传统装饰文化传
承及创新研究中心，更多新技术、新方式正丰富
着装饰文化的传承发展。

东北三省38座民族建筑
装饰图谱结集成书

6 月 16 日、17 日，现代打击乐
音乐会《春·飒》在辽宁大剧院奏
响，作为具有 20 年历史的国内一
流的流行乐团，辽宁人民艺术剧院
辽宁电声乐团携手国内外多位打
击乐演奏家，为观众带来了一台呈
现世界打击乐文化的精品演出。

物理碰撞产生的振动成为打
动人心的情感共鸣，不同音乐风格
在舞台上相遇、对话，让观众沉浸在
音乐之中。音乐会在打击乐经典曲
目《打击乐序曲》中拉开序幕，大型
打击乐编制、众多具有代表性的打
击乐乐器共同奏响，震撼全场。

“以打造一台精品打击乐音乐
会为目标，我们在曲目和演奏上进
行了充分的研究、准备。”辽宁人民
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术剧院）院
长佟春光说。据介绍，全场演出曲
目涵盖亚洲、非洲、欧洲等世界不
同地域的 12 首打击乐音乐作品，
既有像《打击乐序曲》《西班牙》等
经典作品，也有近些年创作的《旋

涡》《五首舞曲》等新作品，以及《云
之南》《夜斗》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打
击乐作品。

辽宁电声乐团团长阎波介绍，
音乐会特邀沈阳音乐学院教师吕
政道、张优涵、刘帅和谢恩·穆里
根、露莎·安东尼、杨晏欣等多位打
击乐演奏家共同演绎。

舞台中央，《五首舞曲》选段上
演，定音鼓与大提琴的艺术碰撞让
现场观众印象深刻。这段精彩的
演绎正是吕政道和来自上海的 14
岁大提琴少年纪胤瞳的合作。辽
宁电声乐团副团长王晓明介绍，

《五首舞曲》是一部近两年创作的
古典打击乐作品，此次演出也是这

首作品的中国首演。整场演出，从
节目形式上来看，不仅有弦乐与打
击乐的碰撞，也有亚洲鼓乐和非洲
鼓乐等不同乐器的合奏，而不同的
乐器组合也带来不同的风格。《西
班牙》的爵士乐、《云之南》的民族
风……这些具有感染力的打击乐
让现场观众自然而然地沉浸其中，
透过观众专注的眼神，台上的音乐
似乎也声声入心。“每一首作品都
给你不同的感受，或让人喜悦的，或
让人沉思的，直击情感，这种音乐体
验非常不同。”沈阳观众李先生说。

本场音乐会的艺术顾问吕青
山介绍，虽然打击乐家族中也有音
高的乐器，例如马林巴、颤音琴等，
但打击乐更多的还是用节奏来展
现音乐，是一种情绪性的表达，而
人们对节奏的反应是本能的，对情
绪的感知、理解也更具有共鸣性。

如热带雨林中倾盆而下的大
雨，在《黄昏到黎明》作品中，源自
拉丁美洲的打击乐雨棍，以其独特

的声音让很多观众印象深刻。
在灯光设计上，《春·飒》创新

性地全部用灯光做舞台造型，不同
灯光组合的舞台背景呈现出声音
的音乐波形。跟随音乐节奏，舞台
光影中，一段融合打击乐、演唱与
舞蹈的非洲异域风情的《潘洛勾》
激发起观众的热情，观众们在座位
上不自觉地与打击乐演奏家们律
动起来。

一曲《夜斗》，让谢恩·穆里根
印象深刻，他与王晓明、刘帅合作的

《夜斗》获得了现场观众热烈的掌
声。“你可以感受到中国音乐独特的
魅力。”谢恩·穆里根说。《夜斗》是著
名音乐家谭盾创作的《卧虎藏龙》的
电影音乐。在充分尊重原曲的基础
上，刘帅对该曲进行了改编，“在配
器上，融入了中国大鼓、爵士鼓、康
佳鼓和非洲鼓，同时，不仅在演奏
上，我们这版《夜斗》在编曲上还融
入了演奏者对音乐的理解，尽可能
展现出多种打击乐的节奏之美。”

定音鼓与大提琴和鸣 亚洲鼓乐和非洲鼓乐同奏

《春·飒》带给你不一样的打击乐
本报记者 谭 硕 文并摄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工业文化是辽
宁主要地域文化之一。记者6月19日从省文旅
厅获悉，我省7家单位日前已经顺利通过公示，
正式成为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这 7 家单位是：大连冰山慧谷工业旅游基
地、沈飞航空博览园、辽宁千山酒文化工业旅游
基地、沈阳铁路陈列馆、辽宁参中堂健康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辽宁华原葡萄酒庄有限公司、丹东
满药园。

据介绍，这 7 家单位经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创建单位自检自查后申请，市级评定机构初评
推荐，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相关专家进行
评审，并经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研究评定。

去年，我省有 5 家单位获评成为省级工业
旅游示范基地。

我省7家单位获评省级
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简讯 JIANXUN300余幅国画精品摹写时代风貌

“丹青历痕”冯远艺术展亮相沈阳
本报记者 吴 限 文并摄

在描摹历史人物中
锻造笔墨

走进展厅，沿着“尚意人文”
“尚技形神”“诗史之中”“表象之
上”四大单元，尽可走进冯远的艺
术世界，感受他笔下的时代变迁。
从大幅工笔《盘古开天》《屈原与楚
辞》到《汉武帝经略边疆遣使丝
路》，从巨幅水墨画《中华人文》到
表现功勋模范人物群像的《公民》，
可以说冯远的画作贯穿了华夏文明
几千年历史，向观众展示出一幅幅波
澜壮阔的中华史诗画卷，给予观众
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震慑心灵的审
美享受。一名现场观众直言：“实在
是太震撼了，我已经来了3次了，每
一次都乐在其中，不觉得疲累，感动
的同时还学到了很多东西。”

冯远 1952 年生于上海，1980
年浙江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师从
方增。1996 年起历任中国美术学
院副院长、文化部教育科技司司
长、艺术司司长、中国美术馆馆长、
中国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
处书记，兼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名
誉院长、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
长、上海美术学院院长、中央文史
研究馆副馆长、中国美协名誉主席
等职务。冯远的作品多以反映历
史题材和现实生活为主，追求造型
严谨生动，生活气息浓郁，绘画形
式新颖，擅长创作大型史诗性作品
和古典诗词画意作品。

冯远曾经于1977年至1978年
在辽宁沈阳工作学艺，他十分感念
这段人生经历，此番来辽宁办展，
冯远自选近年来的新作和若干中
青年时期的作品，共计300余件。

在“尚技形神”展厅里，一件高
逾5米的工笔重彩历史题材作品——

《屈原与楚辞》最吸引观众眼球。
在这幅作品中，严谨繁密的线条与
辉煌绚烂的色彩交相辉映。泥金、
水墨、朱砂、石青、石绿交错盘踞，
浪漫瑰丽。有关屈原的历史与想
象被细密编织进一场宏大的叙事

里。据了解，《屈原与楚辞》是画家
冯远历时3年创作完成的，作品采
用全景式构图，以敦煌壁画的形式
将不同历史时空陈列于纸上，摹画
出屈原一生的精神风范：从呱呱坠
地、修己修能的自我陶冶，到“香草
美人”、高冠长佩的生命哲思；从忧
国忧民、九死不悔的士大夫气节，到
乘龙驾凤、神游天际的诗意情怀；从
叩问苍天，到纵身一跃，冯远以史诗
般恢宏的笔墨，描摹出古典的诗意
空间和不朽的人格气度。

于刻画普通人物中
倾注深情

记者注意到，展览中，不仅有
《屈原与楚辞》这样历史题材的鸿
篇巨制，也有很多画面聚焦的是我
们身边的老百姓，表现农民、工人
等普通劳动者的作品，质朴动人。
现场展览的《乡童》《我要上学》就
是这样的作品。《乡童》描绘的是一
群农村的儿童，他们脸上洋溢着无
忧无虑的笑容，欢快和喜悦扑面而
来，观者被画中孩子们的热情所感
染。冯远任职期间，经常去慰问和
资助希望小学的儿童。孩子们在
简陋的教室上课，下课后会欢呼雀
跃地从教室里冲出来。这幅画中
黑板作为背景，上面画满了孩子们
对未来无限的憧憬；对比展厅里另
一幅冯远于改革开放初期绘制的
作品《我要上学》，观众可以直观地
感受到这些年来农村孩子的生活
和学习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次展览中，我们还看到冯远
以东北农民为原型创作的一批写
生作品，如《远山·拉哈屯的父老乡
亲组画》《望乡》《望夫妹》等，画作
描绘的都是东北黑土地上不同年
龄的父老乡亲，他们朴实的眼神和
表情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观
众。冯远说，这些作品的创作灵
感，来自他在东北的生活经历。“我
在东北做过8年的农民，是真真正
正依靠双手自食其力的农民。也
是从那时起，我就暗暗下决心：我

这辈子要为人民画像，要画这些普
普通通在土地上劳作，却推动着历
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的人！”冯远做
到了。成名后，冯远一直在坚持为
普通人画像，用画笔表达对普通人
命运的观照。在冯远看来，千千万
万的普通人才是社会的基石，是他
们创造了历史。把普通人当作英
雄来画，用艺术的真实打动人心，
才能创作出真正不负时代的作品。

冯远表达了此番来辽宁办展
的初衷。他告诉记者，他的艺术之
路是从辽宁起航的。1977年，时年
25 岁的他还是一名在黑龙江农村
插队的上海知青，当时辽宁文艺创
作办公室（辽宁省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前身）的领导不拘一格，用跨省
招工的方式，把他作为特殊青年人
才调入辽宁文艺创作办公室的美

术摄影组工作，这为他后来从事工
作提供了良好稳定的环境和学习
美术的机会，更为他后来攻读专业
研究生创造了必要条件。

离开辽宁 45 年来，冯远心心
念念感怀辽宁的领导、师长、朋友
和曾经提携、帮助、指导过他的美
术同行，为此，他欣然接受辽宁省
美协的邀约，携“丹青历痕——冯
远艺术展”回到辽宁，用他自己的
话说：“这是一次感恩回报的交卷
展。”

鲁迅美术学院名誉院长宋慧
民评价冯远的画展：“既有深思熟
虑的笔墨语言，又有严谨扎实的造
型功力，无不体现了他对人物群
像、人物绘画高度成熟的驾驭能
力，在中国当代人物绘画史上具有
典型的时代意义。他的作品中体

现出无处不在的‘人民性’，同样对
辽宁美术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
义。”

辽宁省美协主席王易霓说，冯
远一直心系辽宁美术事业的发展，
对辽宁美术给予热情支持。在他
组织策划的一系列重大美术工程
中，很多辽宁画家在他的指导和帮
助下，有幸参与其中，一起见证了
中国美术在新世纪、新时代的辉
煌。近年来，辽宁有很多重要进京
展览，冯远常在出席展览开幕式时
致辞，并对辽宁美术事业从全局的
把握和推进上提出建设性意见。

开幕式当天，结合自身美术创
作经验，冯远还在辽宁大厦为辽宁
画家做了“从素材到图式——创作
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提示”公益讲座。

据悉，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7日。

“流动图书馆”来啦！6 月 19
日 12 点半，省图流动图书车在沈
阳市于洪区和谐广场北门刚刚停
稳，附近居民王吉富和张喜亭就来
到车上。王吉富在还上次所借的
图书后，又挑选了一本刚刚出版的抗
战题材小说《香炉山》。57岁的王吉
富在小区做保安工作，闲班时除了补
觉休息，还养成了看书的好习惯。王
吉富告诉记者，以前他常到棋牌社消
磨时光，被妻子阻止后，闲班补觉睡
醒后，又赖在床上玩手机，今年开春，

好友张喜亭来家看他，向他推荐了两
本从“流动图书馆”借来的养生书，由
此，王吉富与“流动图书馆”结缘，逐
渐放下手机，拿起书籍。

正在进行中的省第十二届全
民读书节倡导人们“放下手机，拿
起书籍”，在书香中感受阅读的力
量。辽宁省图书馆3台流动图书车
把车轮上的“流动图书馆”开到百
姓身边，一台车每月在沈阳市内的
22 个点位轮换值守，一台车进社
区、进企业、进乡村等“七进”，为百

姓送书、荐书，让好书变得触手可
及。特别是从6月起，一座升级打
造的“少儿流动图书馆”将开进校
园，让更多的孩子随时嗅书香。

记者看到，这座车厢长约 10
米的“流动图书馆”由大巴车改装，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内置开放式
书架，有文学、历史、经济、少儿等
各类图书数千册，有整套自动化图
书借还管理服务系统，可与省图图
书通借通还。车厢尾部还有舒适
座椅和小桌子，读者可在车中自由

借阅图书、查找文献资源、享受与
实体图书馆一样的基本服务。

张喜亭从车厢侧部的展架上
挑选了一本长篇历史小说《大医》，
坐在座椅上津津有味地读起来。
他说，前些天陪外孙子逛书店时看
到了这本书，他就想从“流动图书
馆”借阅一下，这回如愿以偿了。

记者留意观察一下，两个小时
里，来流动图书车上看书的读者有
200多人次，借阅图书70多本。在
省图书馆文献借阅中心副主任王

昊看来，“流动图书馆”把好书送到
百姓身边，在丰富百姓文化生活的
同时，缓解当前的“手机依赖”“手
机控”现象。

在王昊提供的省图“流动图书
馆”6月服务时间表上，记者看到，
用红色、绿色、黑色不同颜色标注
着，日程已排满。

据介绍，为让更多读者就近借
书，省图“流动图书馆”的3台流动
车已在分时、定点、巡回式服务的
基础上，形成分众化的服务网络。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6 月 19 日，记者
从沈阳美术馆获悉，沈阳市图书馆、沈阳市少年
儿童图书馆分别在此设立分馆，北方图书城漂
流书屋也在这里落户，目前有6000余册艺术类
图书可供市民阅读。

记者看到，沈阳美术馆一楼被开辟成为图
书吧，为来美术馆参观的人提供休闲、娱乐、休
息放松的地方。此举丰富了美术馆的服务品质
和内容，让观众在观展之余，可以在图书吧查阅
资料、阅览图书，用书籍搭建公共领域，共建公
共文化空间，让文化场馆的综合性服务功能得
到极大提升。

沈阳美术馆里
有了“图书馆”

社区里来了“流动图书馆”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为传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广大师生体验非遗的独特
魅力，丰富校园艺术文化生活，近日，大连工业
大学邀请了辽宁民族管弦乐学会古琴专业委员
会理事、青年古琴演奏家楚御开展讲座。

讲座现场，楚御通过对《流水》《梅花三弄》
《阳关三叠》三首曲目的介绍和演奏，讲解了古
琴的起源、古琴的结构、古琴和传统文化及古琴
音乐的特点等，让大学生们面对面、零距离地感
受了古琴艺术的魅力，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熏陶，也进一步推进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传承和保护。

非遗古琴艺术讲座
走进大连高校

纸本水墨设色《乡童》。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6 月 19 日，中
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招募 2023 年青少年志
愿者活动启动。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以讲好党的故
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为己任，精心打造
英雄城市名片，引导广大青少年更加自觉地传
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让革命传统和优良
作风薪火相传，从而构建向青少年志愿者提供
实现社会价值和个人梦想的多元平台。此次的
招募对象为 8至 15周岁青少年，活动内容为志
愿者讲解服务。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
招募志愿者

纸本重彩《屈原与楚辞》。 “丹青历痕——冯远艺术展”吸引了大批观众来观展。

《春·飒》音乐会上，演奏家为观众带来了民族打击乐《云之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