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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剪好啦，看我这条大龙怎么
样？”59 岁的村民齐桂珍手擎着剪
纸作品说。

2 月 20 日，锦州北镇医巫闾山
深处的一个农家剪纸屋里，土炕上
10多个村民围坐在一起剪纸，一把
小小的剪刀和一张红纸，在她们手
上翻来覆去捣鼓一番，即刻剪出一
幅好看的剪纸作品，既有喜字、福
字、嬷嬷人、大龙、大公鸡、大鲤鱼，
也有村里的大榆树、金蟾石等地域
符号。一张张寓意吉祥、充满喜庆
的剪纸，不仅烘托了节日气氛，还
为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

农家剪纸屋坐落在具有独特
满族韵味的古村落——北镇市大
市镇古村落华山村平房屯。走进
华山村，石头墙体、半圆形屋顶，青
灰色调，一排排东北囤顶海平房林
立，仿佛走进了一段旧日时光。

这个农家剪纸屋是村民赵艳
梅家的祖屋，张波用 10 年时间来
打造它，教村民剪纸。地道的北
镇人张波是辽宁省剪纸学会副会
长、“全国乡土能工巧匠”，自幼随
母张侯氏学习满族剪纸，是北镇医
巫闾山满族剪纸“张氏剪偶”第四

代传人。
为何将农家剪纸屋建在古村

落华山村里？张波说：“华山村有
着近 400 年的村史，2016 年被列入
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村里
百年以上的海平房现在还住着人
家，这里有保持完好的满族文化。”

农家剪纸屋的建立，使古村落
的保护，有了“活态”的传承。

记者在农家剪纸屋见到了70岁
的刘大娘，她20岁嫁到王家，生了3
个孩子，在华山村住了50年。起初，
刘大娘不会剪纸，是在农家剪纸屋
里学会剪纸的，现在她已经会剪嬷
嬷人、大鲤鱼、十二生肖等。

“孩子都搬到城里住了，我舍
不得走。这里的空气好，吃的东西
都是绿色食品，村里像我这样的老
人很多，没事的时候大伙就来农家
剪纸屋里剪纸、刺绣、纳鞋底。”刘
大娘一边剪纸一边对记者说。

42岁的赵艳梅说，华山村的村
民和刘大娘一样，愿意跟张波学剪
纸。张波的满族剪纸作品，内容形
式多样，涉猎领域广泛，造型变化
万千，既有精致细腻的小品，又有
气势恢宏的巨作，更有对婚丧嫁

娶、衣食住行、娱乐劳动、生产生活
的记载。

赵艳梅之所以愿意把自己家
的老屋腾出来给张波建剪纸屋，是
因为张波一直在保护古村落，他们
村村口的大门就是张波设计的，分
文不取。

张波用 10 多年时间走遍医巫

闾山的沟沟岔岔，考察古村落历史
文化，发现了 25 座石城等古迹，为
考察医巫闾山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
料。他亲自绘制了《石佛古村落文
化保护开发规划图》。“对古村落保
护，要保留原址、原状、原物、原真
性，再现出古村落生活的图景，让
古风古韵原汁原味地流淌。这些

景物就是他剪纸艺术的核心素材，
也是独一无二的。”张波说。

记者在农家剪纸屋看到了木
犁杖、簸箕、悠车、炕琴柜等生产生
活用具。张波说，他把这些老玩意
收集起来，暂时放在这里，以后准
备在村里建一个博物馆。居住在
村落里的乡亲，他们的保护意识不
是与生俱来的，要让村民了解自己
的土地和生长于这块土地的文化。

自 2003 年当选为北镇医巫闾
山满族剪纸学会会长以来，张波多
次进行北镇医巫闾山田野文化考
察，并撰写了《北镇医巫闾山满族
剪纸解析》《保护医巫闾山文化遗
产不受损坏的提案》。

以华山村为源头，在医巫闾山
传统村落的田间炕头开展剪纸传
承，积极推进医巫闾山满族剪纸进
乡村、进课堂、进社区。10 年来，张
波不仅建立了农家剪纸屋，还建立
了一个民间文化艺术馆和3个剪纸
传承基地。其中，北镇市新区小学
的剪纸基地是全国首家医巫闾山剪
纸教育基地，如今有 4 万余名学生
在传承医巫闾山满族剪纸艺术，做
到了在保护中传承发展。

400岁古村落里的剪纸屋
本报记者 杨 竞

在万众瞩目的 2024 年央视春
晚上，歌舞节目凭借精湛的艺术表
达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挑起大梁。
在这些高光时刻中，一个熟悉的名
字高频次出现在节目单上，它就是
大连歌舞剧院。从开场舞《鼓舞龙
腾》一直到压轴歌曲《难忘今宵》，
大连歌舞剧院参演了龙年春晚多
个歌舞节目。演员们用曼妙的舞
姿，向全国人民送上新春的问候和
祝福，展示了我省国有文艺院团的
专业水准，跳出了城市蓬勃向上的
活力。

时隔30年再登春晚舞台

除夕夜，央视一号演播大厅内
流光溢彩，伴随着铿锵的鼓声，盘
龙跃动飞舞，演员高燃登场。在这
欢腾的队伍中，就有大连歌舞剧院
的小伙子们。他们威风凛凛、目光
炯炯，以飒爽的英姿、矫健的动作
和有力的击鼓展现欢愉奔腾的气
势。当“万家灯火迎春风，神州震
鼓声”的大合唱响起，当杨幂、黄轩
等明星一展歌喉，来自大连的舞蹈
演员们用青春的节拍跳出了别样
的风采。

看着演员们在台前的精彩表
现，一直守候在春晚直播现场的大
连歌舞剧院院长雷恒大终于笑了，
紧张、兴奋、骄傲的复杂情绪涌上
心头。开场舞结束，舞队的演员们

回到后台，他拍拍这个的肩、按按
那个的背，加油，打气，“很棒！稳
住心态，记住你们代表的是辽宁专
业院团的形象！”

韩红演唱的歌曲《无我》尽显
国泰民安、大爱无疆，将晚会气氛
带向又一个高潮。在她空灵、优
美的歌声中，身着长尾红裙的俊
美姑娘们随着升降台款款亮相于
舞台中央，翩翩起舞。大连歌舞剧
院的演员们将炽热的情感融入舞
蹈和旋律中，舞队队形的变幻与大
屏幕上祖国雄伟壮丽的山川河海、
欣欣向荣的发展图景相得益彰，激
发起中华儿女心底共同的理想信

念。“正如歌中唱到的那样，‘我将
无我不负人民心愿，温暖江河与原
野一年又一年’。这一段舞蹈中力
与美的双向奔赴，也寓意奋斗者在
时代浪潮中的勇于奉献。”演员王
小妍表示。

在之后的流行劲曲串烧、压轴
歌曲《难忘今宵》等节目中，大连的
舞蹈演员们也献上了风格多元、精
彩纷呈的表演。从 1994 年第一次
登上春晚舞台，到2024年春晚再放
异彩，时隔 30 年，大连歌舞剧院在
央视春晚舞台又绽风采。演出结束
后，每个演职人员的心情都久久难
以平静，只有他们知道，为此承受了

多大的压力、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马不停蹄备战元宵晚会

院长雷恒大告诉记者：“为了
将最好的状态呈现给全国观众，我
们的演员和工作人员去年 12 月初
就到了北京，开始备战春晚。能够
站在春晚的舞台上真的很不容易，
春晚舞蹈的编排一直在不断调整
优化，需要舞蹈演员既具备迅速适
应调整的能力，还必须是擅长各类
舞种的‘多面手’。只有这样才能
确保无论节目编排如何变化，都能
够高质量、高水准完成，才能最后
留在春晚舞台。”

雷恒大介绍，这次大连歌舞剧
院共有25位演员参与春晚演出，年
龄最小的出生于2004年，最大的则
是80后。为了保证演出质量，演员
们白天黑夜连轴转，高强度排练长
达两个多月，有时每天休息时间不
到 4 个小时，只为最后一天的完美
呈现。“第一次登上春晚舞台，对我
而言是极大的激励。能够在甲辰
迎春的欢乐时刻，用舞蹈表现盛世
欢腾的景象，我很荣幸，我的家人
们也为此而骄傲。把不服输的汗
水和青春的光彩挥洒在舞台上，我
们做到了！”演员张爱林说。

春节在中国人心中有着不可
替代的地位，而央视春晚则是中国
人每年春节最重要的艺术盛宴和

最具仪式感的文化年夜饭，深刻影
响中国人的审美素养和文化品位
的提升。能受邀参加央视春晚不
仅是对大连歌舞剧院业务能力的
充分肯定，更是对大连城市文艺品
牌的一次大力宣传推广。

据了解，大连歌舞剧院舞蹈队
是龙年春晚上最终留下来的7支舞
蹈队之一，其专业精湛的舞蹈技艺
和忘我投入的敬业精神得到了央视
导演团队的认可。去年，该剧院以
原创舞蹈《龙凤仪》精彩亮相央视除
夕节目，其刚柔相济、宜古宜今的整
体气质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该
剧院2023年出品的原创音乐剧《国
之韶华》受邀前往厦门参加第二届
全国优秀音乐剧展演，荣获优秀剧
目奖。作为东北唯一入围的剧目，
获得观众的一致好评。该部音乐剧
中，舞蹈占了一定比例，舞蹈演员们
的上乘表现给剧目增色不少。这
些加分项，都为该剧院亮相春晚舞
台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大连歌舞剧院还将亮
相央视元宵晚会。演员们正月初
一回到大连，正月初六就又匆匆赶
回北京备战。虽然累，但他们认为
一切付出都值得。雷恒大表示，大
连歌舞剧院将以此次亮相央视春
晚为契机，不断守正创新，创作出
更多具有精神高度、思想内涵、艺
术价值和时代风采的精品，在文化
赛道上引领风潮。

大连歌舞剧院央视春晚舞出辽宁文艺风采
本报记者 吴 丹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距今五六千年前的红山人，到底
是农耕还是渔猎？在文明演进过
程中，处于红山文化中晚期的牛河
梁遗址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在广
袤的辽西北，是否在距今 1 万年前
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那里生
活？记者 2 月 20 日从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获悉，围绕上述重大考古研
究项目，我省考古工作者持续不断
地努力，在旧石器时代、红山文化、
汉唐时期遗址等方面的研究取得
新进展。除了红山文化遗址调查
有了新成果外，辽宁地域内汉唐时
期的遗址研究填补了相关空白。

去年国家文物局对外发布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研究成果，认
为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
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
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
阶段。从距今 5800 年至距今 3500
年的2300年的时间跨度里，划分为

“古国时代”与“王朝时代”两个时
代，其中，“古国时代”进一步细分
为 3 个小阶段，而“古国时代”的第
一阶段，即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
这也就意味着，“牛河梁”在中华文
明的进程中开启了“古国时代”。

近些年来，我省考古部门紧盯
红山文化做文章，稳步推进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
项目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共
完成 4900 平方公里考古调查和
2800 平方米考古发掘任务，完成
牛河梁遗址周边 17 处大型聚落址
77万平方米的考古勘探任务，取得
重要收获。

具体而言，完成牛河梁第一地
点、马鞍桥山遗址、刺槐山遗址的
红山文化遗址年度考古发掘任务，
在红山文化早期聚落形态、生产力
水平、祭祀场地建设、聚落形态发
展等方面有了全新认识。开展的
大凌河中游、阜新细河流域、辽河
干流的红山文化调查，新发现红山
文化遗址129处。

在马鞍桥山遗址紧邻居住址
的外围，我省考古人员通过调查采

集的遗物和发现的遗迹等迹象判
断，在居住址之外还分布着与其相
关的墓地和窑址等，说明该聚落址
存在着不同的功能区域，突破了以
往对红山文化遗址内涵的认知。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白宝玉表示，去年除了对红山文化
的研究持续深入并取得新的认识
外，我省考古部门还对大连和辽阳
两地汉唐时期的遗址进行了认真
调查，重新认定汉唐时期城址1座、

遗址1处。大井地遗址考古发掘取
得重大进展，明确了遗存的 4 个时
期，填补了有关研究的学术空白。

阜新地区历史文化积淀深厚，
中国最早的堆塑龙就出土于这里，
因此阜新也被称为“玉龙故乡”。
实际上，除了包括红山文化等在内
的新石器时代众多遗址外，在距今
1万年前、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已有
证据表明，阜新地区那时候就已有
人类在这里生活了。

去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与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组成联合
考古队，在阜新地区展开旧石器
考古专项调查，共发现旧石器地
点 18 处，主要集中在阜新蒙古族
自治县，分布于塔营子、沙拉、二
道河子、七家子和大五家子等 6 个
乡镇，区域覆盖了包括绕阳河、牤
牛河及细河等在内的辽河及大凌
河支流。

在这些地区，考古人员共采
集到各类石制品 1500 余件，包括
石核、石片、断块及各类工具等。
原料类型多样，包括玛瑙、燧石、
角页岩、流纹岩、安山岩等优质原
料，这不仅表明距今 1 万年前生活
在阜新地区的古人类在制作石制
品时已对石料选择有着较为深入
的认识，对优质原料明显偏好，且
实证了辽西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
发展的连续性。

此外，我省考古部门在大凌
河上游地区以喀左鸽子洞遗址为
中心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数量调查
方面也有了显著突破。

在调查的 3000 平方公里范围
内，考古人员发现了打制石器地
点 95 处，多数在二级或三级阶地
上，部分遗址地表为红色土堆积，
石器工业面貌与喀左鸽子洞遗址
非常相近。

此次调查的收获不仅丰富了
辽西地区大凌河上游的旧石器遗
存数量，更为我省进一步认识燕
山南北地区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文
化面貌、古人类生存方式创造了
契机。

农历甲辰龙年到来前，英国汉学家蒲华杰
来到北京，他将自己的所见所感所思凝练成了
一段文字：“看到街道上、房屋上、商店橱窗里有
各种龙的形象，充满了喜庆气氛。春节是中国
人一年中非同寻常的时刻，也是西方人领略博
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扇窗。”

蒲华杰所见既真实又客观。当彰显着中
华传统文化的农历春节，与作为中华民族图腾
和中华传统文化要素的“龙”相遇，拉满的“含龙
量”所迸发出来的文化热浪，让全世界都感受到
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感染力。

仅以笔者所见为例，春节期间的国内街
头，目光所及，东西南北中都是造型各异、吉祥喜
庆的龙的形象。借助春节欢庆气氛，龙文化里蕴
藏的奋进、祝福等文化内涵得到了充分展示。

不仅如此，在国内各大综合类博物馆里，
春节假期最受欢迎的展品，也都聚焦在与龙有
关的文物上。今年的央视春晚，龙元素和传统
文化的齐头并进，并与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的
巧妙融合，更是为国人奉上了一道色香味俱全的
春节文化大餐。就连今年的新春祝福信息，都围
绕“龙”字而有创意地展开，在人们的脑洞大开中，
与龙有关的典故与词汇，变为充满了寓意吉祥、祝
福满满的拜年话。龙，占据了今年春节绝对主角
的位置，让人们透过或豪放雄健，或神采飞扬的龙
直观感悟到中华文化的强大吸引力。

龙在今年春节里的大放异彩，当然得益于它
是十二生肖之一、是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以及是中
华民族图腾等多重身份，但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
文化背景，那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日益受到全世界
的关注。也就是说，本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龙在
生肖年与传统文化的双重加持下，既成为中华传
统文化焕发蓬勃生命力的实践者，也是见证者。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博大精深、源远
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五千年来中华文明发
展演进进程中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赓续发展
的动力之源，是我们屹立于激荡时代的文化之根，
也是我们回答时代之问、世界之问的文化底气。

近些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热度再起，引起
世界人民的瞩目，不仅包括龙在内的文化标识
成为近些年来艺术作品、影视创作的主题，那些
囊括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亲仁善邻等在内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也在今年借助具
象的龙形象与龙年春节里的文化平台，融汇成
为博大精深、底蕴深厚的文化价值理念和道德
文化传统，深入人心且绵延不绝，收到了良好效
果。正如一位外国友人所讲，“在中国龙的身
上，看到了可爱、可亲、可近的中国。”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看问
题。甲辰龙年里龙形象的大放异彩，除了印证
中华传统文化的热力指数上升外，其实还给了
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让积厚流光的中华
传统文化直抵人心，除了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影
响外，还可以借助具象化的标识与形象，对中华
文化进行诠释与解读，而这，往往会事半功倍。

“含龙量”拉满
彰显中华文化热力
朱忠鹤

我省重大考古研究项目取得新突破
新发现红山文化遗址129处 汉唐时期遗址研究填补空白

近几年，我省考古工作者不断加大红山文化调查与考古发掘力度。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摄

春晚舞台上，歌手韩红与大连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们共同演绎歌曲
《无我》。 受访者供图

坐落在北镇市大市镇古村落华山村平房屯的农家剪纸屋，已成为剪纸
爱好者交流心得、学习民间艺术的场所。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伴随着2024

年央视龙年春晚沈阳分会场的惊艳亮相，位
于沈阳市铁西区的中国工业博物馆（以下简
称“工博”）线上线下热度高涨，何时开馆迎客
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

记者 2月 20日获悉，为满足公众春节期
间“打卡”春晚分会场的热切愿望，工博将于
2月 24日元宵节当天恢复开馆，并延长每日
开馆时间。工博不仅保留复原了春晚舞台，
更准备了春晚影像展、特色市集、工博小工坊
等“新玩法”，为市民、游客提供沉浸式畅游新
场景。

据工博发布的开馆通知显示，其恢复开
馆具体时间安排为：2024 年 2 月 24 日至 3 月
11 日，每日开闭馆时间调整为 9：00-20：00，
在此期间每周一不闭馆；2024年3月12日起
恢复正常开闭馆时间。工博进馆参观实行线
上预约制，游客可提前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
或美团网上预约门票，有序扫码入馆。

据介绍，2月24日当天，工博将以隆重的
开馆仪式迎接八方游客，专业的舞龙团队现
场表演，青春洋溢的小志愿者将带来合唱等
精彩节目，还特别邀请了书法家李文科写

“福”送“福”。
为了让游客有更好的参观体验，工博在

参观动线上设置了“铁了心爱你”“我要上春
晚”等多处打卡合影墙，并对位于工博铸造馆
内的春晚舞台进行保留复原。

在铸造馆的南侧，工博还设置了“春晚影
像展”，将两个多月以来的春晚筹备照片、幕
后故事、精彩瞬间、花絮等与游客们一一分
享。据悉，展览将一直延续至3月11日。

央视春晚分会场之所以选在工博，与这
里的工业历史文化背景密不可分。为了让更
多人有机会沉浸式感受沈阳、铁西工业文化
的魅力，工博将在序厅内开启“文化大集”，邀
请非遗传承人及文创品牌、本地老字号等参
与其中，弘扬文化魅力，展现城市文化范儿、
烟火气、人情味。

据透露，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品尝到重
工食品、不老林、八王寺、稻香村等老字号特
色美食，找到“东北花袄大鹅”等让春晚演员
爱不释手的文创玩具、饰品，一睹刺绣、面塑
等非遗文化，收获丰富充实的游玩体验。

2 月 24 日至 3 月 11 日期间，工博内还打
造了“工博小工坊”，参与研学的学生和游客
不仅可以深入了解中国工业文化，还能现场
体验制作工业风饰品、手工“铸造”巧克力、工
业风灯笼饰品等，边玩边学，乐趣无穷。

“元宵节开馆后，夜景灯光仍将持续保
留，从屏幕到眼前，每晚与市民、游客相约铁
西。”中国工业博物馆馆长王荣巍说。

中国工业博物馆
元宵节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