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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核心
提示

今年是新石器时代重要的考古学文化“红山
文化”正式命名70周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
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红山文

化与西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综合研究日前在北京启动。
此次研究分为5个课题，其中，界定进入“文明社会”的标
准中是否存在“红山模式”是此次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

三尖两刃戟，披荆斩恶蛟……6
月 1日，辽宁儿童艺术剧院全新创作
的儿童剧《封神之二郎神》在沈阳中
华剧场首演，亮相辽宁省第三届“大
河之澜”演出季。

《封神之二郎神》是辽宁儿艺联
手北京儿童艺术剧院、浙演·浙江儿
童艺术剧团、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武
汉人民艺术剧院等国内八大院团打
造的“封神”系列舞台作品之一。该
系列作品由中国话剧协会主席、剧作
家蔺永钧编剧，包括《封神之姜子牙》

《封神之托塔李天王》等共9部作品。
作为一部广为流传的中国古代

神话小说，《封神演义》备受人们喜
爱。特别是近些年，这一神话IP衍生
出了动画、电影、有声小说等众多文
艺作品。为了探索神话题材儿童剧
的创作新路径，辽宁儿艺创作团队
反复打磨作品，努力找到契合戏剧
舞台的艺术表达。执导该剧的国家
一级导演许曼地介绍，《封神之二郎
神》集中展现了主人公二郎神杨戬的
成长过程，挖掘他从人到神的心路历
程，并运用丰富的“传统+现代”的戏
剧舞台语言为小观众展现了二郎神
大战魔家四将、斩蛟龙、劈山救母等

经典故事。
为更好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剧

作家蔺永钧在创作中从观众视角出
发，寻找人物核心的本质。“匡扶正义、
拯救百姓的二郎神形象不仅是角色，
更是我们的文化自信。”蔺永钧说。

舞台上，融入传统元素的人物造
型和灯光、多媒体的融合叠加，让二
郎神杨戬大战魔家四将这一经典桥
段激发着全场观众的热情。“从舞美

设计来看，神话题材本身就是作品的
亮点。”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国家一级
舞美设计申奥表示，“我们以人物形
象为核心，把传统的元素用新的技术
手段去表现，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社
火、舞狮、傩面具融入其中，结合现代
舞台技术，努力创新着神话题材戏剧
的舞台表达。”

更 多 的 细 节 呈 现 在 艺 术 创 作
中。高大的魔家四将披风上的海水

江崖纹、卷云纹等中国传统纹饰，表
情威严的傩面具增加了角色的神话
色彩。灯光、多媒体及演员表演相互
配合则让他们的地、水、火、风的超能
力得以展现，让神话故事从文字变为
看得见的戏剧表演，让观众沉浸在中
华传统文化的氛围之中。

“小小的月儿两头弯”，舞台上，
二郎神回忆着他和母亲在一起的美
好时光，伴着舞台上的音乐，台下一
些小观众跟着旋律摆动起来。作曲
朱一文介绍，为了更好地契合神话题
材故事中的人物角色和剧情推进需
要，音乐创作上用中国民族五声调
式，配器也融入了古筝、箫、琵琶等传
统乐器。值得一提的是，剧中的《摇
篮曲》是从北方民谣《摇篮曲》中获得
灵感，并进行了全新的创作。

跟着锣鼓点的节奏，二郎神的表
演者韩宇将自己的走位融入了中国
传统戏曲艺术。妲己的扮演者李婉
婷则将水袖融入了角色个性化的表
达中。在整部作品中，演员们将关东
演剧学派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创新融入表演之中，让这部神话题材
的儿童剧作品更富中国文化色彩并
获得广泛好评。

辽版二郎神：用儿童剧演绎中国神话
本报记者 谭 硕 文并摄

本报讯 记者吴丹报道 近
日，“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
助力区域协调发展原创作品文艺晚
会”在京举行。鞍钢集团青年合唱
队、舞蹈队和鞍山市演艺集团舞蹈
队代表“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长子”鞍
钢参演歌曲节目《人是铁，饭是钢》，
展现了鞍钢人创新、求实、拼争、奉
献的精神风貌。

本次晚会由中国文联、中国文
艺 志 愿 者 协 会 主 办 ，集 中 展 示
2023—2024 年“与人民同行”文艺
志愿服务助力区域协调发展原创行
动的创作成果。

在 2024 年“与人民同行”文艺
志愿服务助力区域协调发展原创行
动中，文艺志愿者们脚踏实地走访、

用心用情创作，创作出一系列传得
开、留得下的音乐作品，讴歌了京津
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东
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新时代
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
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等区域发展成就，为区域发展和
国家战略打造亮丽的艺术名片。

由徐子淳作词、徐子崴作曲，并
由二人演唱的原创歌曲《人是铁，饭
是钢》就是其中的佳作之一，传达出
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就能创造出更
加美好的未来的寓意。来自钢都鞍
山的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充沛的
活力、精准的动作和优美的舞姿，展
现了歌颂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的豪迈之情。

歌曲《人是铁，饭是钢》
在“与人民同行”晚会唱响

一边是精心编排的歌伴舞《中华
全家福》，一边是居民自发组织的广
场舞，广场四周长凳上早已坐满了观
众……近日，沈阳市苏家屯区雪松文
化广场系列演出活动正式启动，苏家
屯区文化馆公益培训课程推广展示
活动同时举行，辽绣、剪纸、葫芦丝、
绘本阅读等公益课程亮相广场，鼓励
居民免费参与。

雪松文化广场活动的启动，也意
味着到9月底前，几乎每周五晚，都会
有一场精彩节目在这里上演。据了
解，苏家屯区这场送给群众的“大
戏”，已经免费“唱”了 20多年。这期
间，舞台硬件设施、演出人员、表演方
式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唯一
不变的是每年夏天，文化广场都会上
演属于百姓自己的文艺节目。

“雪松文化广场演出活动是从
1998 年开始的，每年 5 月到 9 月的星
期五晚上都会组织。除去特殊情况

暂停外，其余时间从未间断，到今年
已经举办 20多届了。”沈阳市苏家屯
区文化馆相关负责人王丹几乎见证
了雪松文化广场演出的整个发展历
程，她告诉记者，20多年来，活动舞台
从脚手架、木质舞台的露天场所，到
现在的 150 平方米大舞台；舞台背景
从普通的喷绘幕布，到现在的 LED
屏；演出人员从机关单位、文化馆业
务骨干，到现在的街道、社区和村屯
百姓普遍参与……点点滴滴的变化，
体现的是群众文化生活的不断丰富，
也正是这近千场演出，为周围居民送
来欢乐，温暖着他们的心。

1998年，雪松文化广场第一年演
出时，年仅25岁的屈凯就负责舞台灯
光、音响等设备的调试工作。20多年
过去了，居民口中的“小屈”变成“老
屈”，对于这台“群众大戏”，他深有感
触：“硬件设施的提升自不必说，百姓
对文化生活需求的变化也非常明

显。最开始只要排练一场演出，居民
就很喜欢，现在，大家的欣赏水平提
高了，对节目的期待和要求也更高
了。”屈凯告诉记者，由于他常常出现
在演出现场，附近居民都认识他，偶
尔在菜市场遇到就会问“什么时候有
演出”，活动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吃过晚饭，林校社区居民陈纯富
来到文化广场遛弯儿，便坐在台下津
津有味地看起节目来。“广场常常有
演出，有时是街道社区演的，有时是
区里合唱团来演，有时是一些机关单
位送来的。天气暖和了，傍晚出来走
走就能顺便看场演出，这样的晚年生
活真是太幸福了。”今年 79岁的陈纯
富对记者说。

5月31日20时许，居民赵先生来
到文化广场时，演出已经落幕。听到
工作人员说每周都有演出时，他满脸
期待地表示“还会再来”。记者在“2024
年雪松文化广场演出时间计划表”上

看到，演出单位除区文旅体中心外，还
包括区纪委监委、区教育局、区卫健局
以及街道、社区等单位。苏家屯区文
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文化工作负责人
张敏告诉记者，经过多年沉淀，目前区
内各部门、各单位都积极参与到文化
广场演出队伍中来，很多村屯在自己
的文化广场开展活动后，会把好的节
目挑选出来，自行组织一场演出，到雪
松文化广场展示给更多观众。

“对于居住在周边的百姓来说，
雪松文化广场是一个符号。这 20 多
年里，我们体会最深的是广场文化给社
会带来的满满活力，看到最多的是居民
多彩缤纷的文化生活。”沈阳市苏家屯
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局长李海洋
说，全区目前建有文化广场162个，总
面积近17万平方米，群众文化活动已
经推进到全区各个层面，今后要把活
动办得更有特色，让群众体会到文化
生活带来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20余年“一台戏” 唱进百姓心坎里
本报记者 刘海搏 文并摄

为辽西地区率先跨入文明
门槛梳理更多证据

此次“红山文化与西辽河流域文
明化进程综合研究”在北京的中国历
史研究院举行开题论证会，标志着中
华文明探源领域重要项目之一的红
山文化综合研究正式启动。据悉，探
寻在定义文明的“中国方案”里，是否
存在着一个“红山模式”，已被列为这
一专项课题中的一个子课题。

截至目前，红山文化考古发掘研
究已取得一系列重要收获。此次综
合研究的启动，将在全面梳理已有考
古发现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聚
落考古、多学科综合研究及相关区域
比较研究，这将加深认识红山文化与
西辽河流域社会复杂化的进程与机
制，也能深入探讨红山文化在中华文
明起源研究中的作用、南北地区史前
文化交流等相关研究。

此次综合研究将通过多层次、多
角度、多学科研究阐释红山文化，提
升红山文化研究的精度、深度和广
度，最终形成综合性的理论认识，为
探索西辽河流域史前时期社会的复
杂化及文明化进程提供基础性研究
成果。同时，结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认识，实证辽西地
区率先跨入文明的门槛，成为中华五
千年文明的重要源头和中华文明多
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

研究共设立红山文化聚落与社
会考古研究、红山文化玉器科技检测
与综合研究、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资
源与生业研究、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
时期环境考古研究、比较视域下的西
辽河流域史前考古学文化格局与红
山文明研究 5 个子课题，由 5 位国内
知名专家学者牵头。

这5个子课题相对独立又相互依
托、互为支撑，研究内容互为补充、研
究结论互相验证。其中，“比较视域
下的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学文化格
局与红山文明研究”由辽宁大学考古
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星德牵

头负责。

地理等多学科知识
将引入专项研究

历时20余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提出了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
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
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2023年12月
9日，国家文物局发布的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最新进展中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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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可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其
中，古国时代可细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
段，距今5800年至距今5200年前后，以
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和江淮之间

凌家滩遗址的发现为代表。
张星德表示，文明起源与文明形

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红山社会是否
形成了文明，也就是说，在定义“文
明”形成的“中国方案”里，是否存在
着一个有别于其他文明形式的“红山
模式”是此次综合研究的重点。课题
希望在比较视阈下探讨红山文化由
族群多元走向文化一体，最终实现进
入文明的历程。

张星德介绍，在计划 5 年的研究
中，除了利用考古学的地层学、类型
学等学科方法进行研究外，他们还将
引入地理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将红
山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以及与黄
河流域、长江流域的文化交流与影响
展开深入研究。

辽西地区历史文化底蕴厚重。
截至目前，辽西地区经过正式考古发
掘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有：小河西文化、兴
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
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经
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接续努力，先后调
查和发掘了红山文化西水泉、蜘蛛山、胡
头沟、东山嘴、牛河梁、那斯台、西台、草
帽山、兴隆沟、魏家窝铺、田家沟、哈民
忙哈、半拉山等数十处遗址，极大丰富
了红山文化时期的文化面貌与内涵。

“红山文化与西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综合研究”在京启动

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探寻红山文化
本报记者 朱忠鹤

“希望同学们像中国的山水画一
样，多给生活‘留一点白’，抽出时间
多读点‘无用之书’。”前不久，在哈尔
滨工业大学2024年博士学位授予仪
式上，该校校长的一段讲话引发关
注。以理工科为主的院校，校长没有
倡导学生多读更具实用性的工具书，
而是指向了所谓的“无用之书”，鼓励
学生陶冶闲情雅趣，这种非功利化的
倾向，让不少人感到眼前一亮。

书真的可以分得清有用和无用
吗？

在高速迭代的当下，恐怕这会是
个越来越尖锐的问题，甚至关乎我们
的精神世界。毕竟，今时的书籍往往
需要和其他更具吸引力、更有竞争力
的媒体“斗法”。在众多抓人眼球的
媒体海洋中，书得先赢过其他媒介才
行，于是我们拿诸如“有用”“没用”这
样的标尺去快速拣选——有时它们
是读书人推荐，有时它们是专家评审
获奖名单，有时它们是各个领域的
实用速成手册，备考前的刷题集，确
保读者在快速阅读中获取有效的回
报——让你得高分，让你找到一份工
作，让你突破社交障碍，让你宣泄情
绪，甚至，赚到了钱。事业有成的作
家大卫·丹比，人到中年，却在毕业30
年后选择回到哥伦比亚大学课堂。
选择的课与当下的时髦话题无关，而
是那些看似过时的人文经典。他的
自白或许可以给还在思考该怎么阅
读的人一些想法：“这些年来，我已经
不怎么真的读书了；或者说，我读的
是媒体新闻、公共事务书籍，还有一
些热门的话题文……于是我做了回
到课堂的决定，或许可以终止我被媒
体吸纳的生活，让我重新找回自己，
重新找到方向。”瞧，在“有用”的世界
里待久了，“无用”终是要登场的。对

于事关当下、时代、现世的“有用”而
言，它永远处于变化之中；而事关通
学、智识的视野乃至人文精神传统的

“无用”，或许才是变化背后的稳固土
壤，人类最终需要“无用”的坐标来重
新审视此时此刻的“有用之学”究竟
该怎么前行。“无用”往往更关乎人
心，它不该只是生命里的留白，它恰
恰是承托生命的那张白纸，在它的支
撑之下，“有用”才能得以真正地实
践，心灵才得以安顿。

同样是治学育人的大家钱穆于
1963年对青年学生们说过的一段话，
可以拿来应这个题：“现代学术界最
不好的风气，乃是先将学问分成类，
再把自己限在某一类中。只知专门，
不求通学。凡做学问，则必然当能通
到时代，尤贵能再从时代又通到学
问。”读书终究先是一种态度，继而是
一种行为，而非一种分类或预判。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处境与当下，书摆在
那里，自然不存在一种全民必读书单
的道理，自然也就没有绝对“有用”或

“无用”的道理。放下预设与他人事
先植入你脑中的观点，虚心求教，则
所有的书都是有用的，你要疑它无用
做什么。所谓“无用”之书也能提供
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或者提供一
些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的另一面，又
或者全然没有提供什么，但阅读过程
中脑子自会引发思考的激荡，那是自
我认知的必经之路。既然一本书是
一个作者就某一话题经过深思熟虑，
深入研究、查找思考才结出的果子，
我们是不是应当亲自去尝一尝再说。

为读书而读，为更宽广的自我而
读，正如为生活而活。而书，作为提
供知识安全感的唯一，不论是拿“有
用”还是“无用”来形容，在真正的读
书人面前，反而多余了。

给生活“留点白”
不妨读些“无用书”
庄加逊

聚焦红山文化③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近
日，由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指
导，辽宁省文化馆（辽宁省青年宫）
主办的“戏韵流芳”戏曲精品专场演
出在辽宁省青年宫剧场精彩上演 。

演出在《杨门女将》选段中拉开
帷幕，紧接着，由《四郎探母》《铡美
案》《白门楼》《大登殿》4 个选段组
成的京剧联唱迅速将现场气氛推向

小高潮。而《汉津口》选段中马童扮
演者一亮相，便凭借扎实的功夫赢
得戏迷满堂喝彩。评剧《奇冤义胆》
的跌宕剧情使观众的心情起起伏
伏。京剧《吕布与貂蝉·小宴》中演
员们深度投入角色，将人物性格借
由唱腔、眼神、体态、手势展现得淋
漓尽致，引得观众不停地拍手叫好，
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戏韵流芳”戏曲专场在沈举办

本报讯 记者刘海搏报道 在
日前举行的沈阳市文化馆服务宣传
周期间，沈阳共开展80余场文化活
动，形成了艺术惠民百花齐放、群众
文化大展风采的亮丽风景。

本次宣传周期间，共上演文艺
节目 200 余个。其中，现代京剧专
场演出让喜爱传统戏曲的观众沉醉
其中；“百姓舞台百姓乐 文明春风
伴沈河”惠民活动，为群众送上一场
精彩的综合性文艺演出；“光影的艺
术·欣赏和拍摄好照片”摄影培训讲

座，邀请专业人士带来公益课程；
“文化下乡”文艺小分队下基层开展
辅导培训，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
文化惠民成果；“声动人心 共谱华
章”群众歌咏比赛、戏曲进乡村等活
动，带百姓欣赏一场场精彩的文化
盛宴……此外，还举办了非遗展览、
纪念锡伯族西迁 260 周年巡游、美
术写生作品展等活动。

据介绍，此次宣传周活动吸引
3 万余人次参加，极大丰富了群众
的精神文化生活。

沈阳文化宣传周吸引观众3万人次

从1998年起，沈阳市苏家屯区雪松文化广场每年5月至9月的星期五，都举
办文艺演出，已经持续20余年。

今年首场演出当天，现场还进行了辽绣、剪纸、葫芦丝、绘本阅读等公益课程
推广展示活动。

儿童剧《封神之二郎神》用“传统+现代”的戏剧舞台语言为小观众展现了
二郎神大战魔家四将、斩蛟龙、劈山救母等经典故事。

本报讯 记者谭硕报道 5 月
31 日，沈阳市皇姑区委宣传部、北
方联合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

“红色光影育人 共铸精神之魂”爱
国主义电影进校园启动仪式在沈阳
举行。沈阳市皇姑区雷锋小学教育
集团被授予“爱国主义电影进校园
基地”牌匾，成为我省第一家爱国主
义电影进校园试点基地。

此次爱国主义电影进校园将依
托北方联合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校园

电影资源，为师生放映优秀爱国主
义电影。活动当天，雷锋小学师生
共同观看了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
品、香港导演林超贤执导的动画片

《闪闪的红星》。高清片源和优质的
电影内容提升了师生们的观影体
验。沈阳市皇姑区雷锋小学教育集
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不仅
将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并且通过电
影更好厚植学生们的爱国情怀和社
会责任感。

我省首家爱国主义电影进校园
试点基地在沈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