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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岁高龄的著名学者、书法家
李仲元历时3年完成的新作《鹤语
龙吟——辽海古诗墨萃》，由沈阳出
版社出版，今年与读者见面，在辽沈

文化圈产生不小的反响。
此书有两个关注点：一是其学术性，广罗

自汉迄清吟咏辽海的诗作，有源有流；二是其
艺术性，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择优选出254
首，以行书抄录，笔法精湛，功力深厚。此书堪
称辽海诗史研究、名作展示与书法艺术汇为一
体之作，正如已故著名学者王向峰在书序中所
说：“这是一本品咏诗情、欣赏书艺、体味古老
乡情的形式内容兼美的图籍。”

围绕本书的创作动机与创作过程，本报记
者专访李仲元，回应读者关切。

核心
提示

赶文化市集成为一种时尚
□刘艳妮

近年来，不同主题的文化市集、创意市集逐渐兴
盛起来，为群众带来一场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会。
赶文化市集成为一种时尚，成为越来越多人回望历
史传统、品味当下生活的休闲方式。

文化市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摊，是集风物展
示、产品体验、文化创意、演出、交流等于一体的文化
消费新形态。一般来说，这类文化市集有着较为明
确的主题，像“龙”文化大集、非遗文化大集等，是传统
文化与现代创意有机融合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逛文化市集，不只是“买买买”，它更强调互动参
与和娱乐体验。除了琳琅满目的文化创意产品外，
市集上还会有各种文化体验活动，逛市集、看表演、
听沙龙、品美食、做手工、买潮玩……摊主可能是文
创产品设计师或制作者，还可能是身怀绝技的非遗
项目传承人，他们在展示产品的同时分享设计理念，
传授知识技法。驻足在不同摊位前，可以看老字号
品牌引领新国潮，可以跟随艺人学捏面人、烙画，还
可以听摊主讲述文创产品背后的人文故事，真实感
受传统技艺与现代生活的融合。例如，在国际博物
馆日，辽宁多地推出非遗购物节，集中展示、宣传和
推介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传统工艺产品，群众在逛
非遗市集中加深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体味，让文化
资源活起来。

在更深的层面上，文化市集激活了我们共同的
文化记忆，在赶集中凝聚起来的情感交融与精神共
鸣，是文化市集带给我们的更大的精神力量。比如
沈阳红梅文创园精心打造的“厂办大集”，这一东北
特产的文创市集再现了厂区大院里的旧时光，唤起
了东北人独特而美好的文化记忆。还有一些潮玩文
化市集正在成为年轻人的新去处，其社交属性越发
凸显，小众文化因而有了更多的共鸣者。

如今，文化市集正在成为提升地区文化品质、彰
显地区文化魅力的新业态，值得持续深入开展。通
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文化市集为人们带来
了新的文化消费和体验方式，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
活有机融合，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也为
人们的生活增添了新乐趣。

新时代大集的文化味道
□贺庆玲

一直以来，“赶集”都是东北百姓生活中不可缺
少的乐趣。近年来，文化与大集高度融合，成为热门
现象，也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文化大集作为
兼具地方性、文化性与商业性的体验空间，在新时代
被赋予了更多的使命担当，已然成为文化传播、文旅
融合的重要阵地，让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
富。在大集上，人们能体会到五谷丰登的喜悦、国泰
民安的祥和及传统文化的魅力。

文化大集是东北民俗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大
集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接地气、最本
土化的文化形态，它蕴含了百姓的淳朴情感和生活
经验，能反映出当地的风土民情。在我省，沈阳祝家
大集是传承“粮仓文化”的文运福地，有创意、有活力；
号称“沈阳第一大集”的造化大集充满着东北“好贺
儿”，以小生意照亮大城市；沈阳蒲河大集浓浓的乡
土烟火气息，原汁原味儿“最东北”；营口鲅鱼圈红旗
大集聚合满族特色民俗，传承多项非遗项目。它们
都是历史悠久的东北民俗文化瑰宝，是黑土地上一
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文化大集是东北文旅品牌的重要标识。新时
代，大集是“文商农旅”的融合体，承担着公共文化服
务的新时代功能。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数字技
术盘活了文化空间，文化大集成为线上网红“打卡
地”和电商售卖的“直播间”，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共
同营造文化大集的沉浸式体验氛围，将大集的文化
意蕴扩大。目前，东北已衍生出一系列大集文旅品
牌，如黑河的中俄文化大集、长春的乐山传统大集、
沈阳的祝家文化大集、营口的满族文化大集、锦州凌
海翠岩的红色文化大集等。文化大集不仅拉动了区
域文旅经济和城乡经济的发展，而且成为东北地方
文化形象向国内外传播的窗口。

文化大集是节日里的“仪式盛宴”。“大集”谐音
“大吉”，表达群众的美好愿景。每逢年节假日，大集
文化与节日习俗融合共生，更能让人体会到大集的
仪式魅力。扭秧歌、舞狮子、吹糖人、剪窗花，众多非
遗传承人将独门手艺带到了大集，增加了浓浓的文
化味，寄托着人们对传统节日的美好期盼。

本报记者：我了解到，您的父亲是著
名的考古学家、“东北考古第一人”李文
信先生，母亲也是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
四运动影响的知识女性。可以说，您出
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家学渊源深厚。

李仲元：我从三四岁开始，就背中国
古典诗文，很早就接触西方的文学艺术，
十岁时开始阅读成套的《世界美术史大
系》了。这些为我一生的学术研究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我一生都没有离
开过诗、书、文。

本报记者：由传统文化而进入对家
乡历史的研究是很多学者的殊途同归。
您对辽海历史文化的研究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的？

李仲元：我的祖籍是辽宁复县，就是
今天的瓦房店市，复县有一个建于明代
的横山书院，我的祖父少时就曾经在那
里读书。家乡悠久的历史令我感到自
豪，也由此产生了家乡情结，并进入了辽
海历史的研究。

据我考据，“辽海”的概念最早出现
在晋代。但古代的辽宁地区纳入中原王
朝的统治是比较早的。秦朝实行郡县制

时，就设有辽东郡和辽西郡，辽东郡的治
所在今天的辽阳。汉承袭秦制，依旧保

持郡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汉武帝时，为
稳定疆域，曾在东北地区设置“汉四郡”，
也叫“东方四郡”。我们在古诗中经常可
以看到以“玄菟”代指辽海，就是由此而
来。可以说，辽海地区自古就是一个多
民族共居之地，既有作为边域的特色，也
有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特色。

本报记者：您对辽海的诗史研究也
是在对辽海的历史研究中逐渐积累起来
的吧？

李仲元：是的。大家都知道《诗经》中
没有“辽海”。所以，我特别想知道，吟咏
辽海的诗歌都有哪些，呈现了何种独特样
貌。研究久了，心中存了宿见，就需要表
达出来，于是就有了这本《鹤语龙吟》。

本报记者：这四个字怎么理解？
李仲元：都跟“辽海”有关。“鹤语”取

自“丁令威化鹤”的传说。晋代《搜神后
记》中载：“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
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这
个传说本身就有一种诗意在，更有一种
对家乡的眷恋。而“龙吟”则更好理解，
从查海的堆塑龙到红山的玉猪龙，“龙出
辽河源”嘛。

一生从未离开过诗、书和文史

本报记者：吟咏辽海的诗歌虽然并
不算众多，但我们也能想到一些。可真
正进入诗史的研究，那就不是个案的罗
列，而是要有一个探源溯流的过程了。

李仲元：是的，当我把辽海诗史作为一
个课题来聚焦时，才发现我必须找到一个
源头——最早的辽海诗歌是哪一首？其后
发展出哪些流派？必须把它搞清楚。我是
在溯流而探源、探源而溯流之间反复走了
几趟，才形成了这样一本辽海诗史。

本报记者：接下来，就要揭晓最重要
的谜底了，根据您的研究，最早的辽海诗
是哪一首？

李仲元：据我目前资料所及，能够确

定的最早一首诗是汉代的《箜篌引》。此
诗为汉代《相和歌辞》之一，作者为“霍里
子高妻丽玉”。据《古今注》记载：霍里子
高为“汉时东方某郡之津卒”，也就是看
守渡口的一个小卒。“某晨，见一白发狂
夫奔渡乱流，其妻追呼止之。不听，堕急
流而死。其妻弹箜篌而哀歌之，亦投水
自尽。子高归诉其妻丽玉，记传其词
焉。”也就是说，这是丽玉记载下来的丈
夫霍里子高讲述的一个亲眼看到的场
景。这也是唯一有记载的与汉代东方四
郡相关的古诗，全诗共计 16个字：“公无
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其奈公何！”

本报记者：这么一首短诗，竟然讲述

了一个悲伤而生动的故事。
李仲元：是的，非常生动。而我收录

的第二首辽海诗同样出自汉代的东方四
郡，是琉璃明王类利的《黄鸟歌》，此诗约
作于汉成帝时期。类利是汉代生活在东
北地区的某部族第二代王。史载，类利
纳雉姬为妃，雉姬因为不堪在后宫受众
妃所辱而出走，类利追而挽留，雉姬拒而
径去。类利惆怅而吟：“翩翩黄鸟，雌雄
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

本报记者：这两首都是四言诗，颇有
《诗经》的古风，可见当时辽海地区的文
化已经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很大影响。

李仲元：是的。

最早一首辽海诗为汉代《箜篌引》

新作《鹤语龙吟》出版之际，九旬书法家李仲元接受本报专访——

把最好的辽海古诗用彩笺墨笔保留下来
本报记者 高 爽 何书凝

受访者简介

李仲元 1933 年生，著名书法
家，长期从事沈阳地方考古和古代艺
术、文物鉴定工作。沈阳故宫博物院
名誉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辽宁
省文物保护专家组成员，2009 年获

“辽宁省文艺终身成就奖”。编著有
《沈阳故宫明清绘画选辑》《明清楹联
选》《纹饰典故》《缘斋存稿》《九畹书法
作品集》《李仲元书法作品集》《缘斋书
艺》《李仲元自书诗图集》等，发表《古
候城考》《中国狮子造型源流》等论文
数十篇。

本报记者：遍及唐诗宋词，我们会经
常看到“辽海”“辽东”“辽西”这些词的出
现，例如，“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汤
池虽险固，辽海尚填淤”“归羡辽东鹤，吟
同楚执珪”等，但它们通常只是作为一个
地理名词或者说是边塞、遥远的意象存
在。是不是所有出现这些词语的诗歌都
可以被纳入辽海诗史当中呢？您是如何
整理和分类的？

李仲元：我取诗的首要一条原则是
取之有据、出于经典，不是无稽可考之
作，也不是游戏之作。

从内容上，可以分为征戍、巡狩、纪
游、采风、酬答、个人抒怀、祭祀等。从
作者上分，有帝王、臣属、地方名士；有
不同朝代的各个民族，比如高句丽族、
契丹、女真，等等。从写作动机上看，可
以是辽海人写辽海事，也可以是外来人
写辽海事，或者是寄辽海人、辽海人寄

友人。当然，辽海诗歌作品数量众多，
而我这本书的篇幅有限，只能选取其中
的名家名作。

本报记者：我统计了一下，您的书中
共收录了91位作者、254首诗。除了我们
最为熟悉的《观沧海》，还有很多名人的
作品。91 位作者中，有大诗人，如陈子
昂、骆宾王、崔颢、李白、欧阳修、苏辙、元
好问、耶律楚材、徐渭、纳兰性德等；有历
代帝王，如杨广、李世民、赵佶、耶律洪
基、玄烨；当然，还有诸多历代名臣。我
有这样一个体会，越往后代，辽海与外地
的联系越紧密，也由此看出辽海地区的
重要性来。

李仲元：是这样的。比如宋代，宋
辽 之 间 的 交 往 就 非 常 密 切 ，欧 阳 修 、
苏辙、苏颂这些名臣都出使过辽。到
了明代，辽海地区是明与后金之间争
斗博弈的焦点地带，众多文臣武将踏

足 于 此 ，留 下 诗 作 。 高 士 奇 、陈 梦 雷
等 名 臣 则 是 作 为 流 人 来 到 辽 海 的 。
这些特殊的经历，都留在了他们的诗
作里，也把他们眼中的辽海风物留在
了诗歌里。

本报记者：透过诗歌来观照辽海历
史、看地域文化，会有独特的气象吧？

李仲元：是的，中国是诗歌的国度，
诗言志，词缘情，文以载道。吟咏辽海的
诗歌生动描摹了东北的山山水水以及东
北的人文历史等。辽
海文化的气质决定了
辽海诗歌的气质，凡是
写辽海的古诗，都有一
种浩然、苍凉、临危不
萎之气，在其他诗歌里
常见的小儿女的忧愁、
文人的落寞惆怅是没
有的。

吟咏辽海的诗歌多有浩然、临危不萎之气

本报记者：我们一直在谈这本书的内容，接
下来就要说到同样重要的事了——书法。您一
生从事学术研究和书法创作，书法图籍也有不
少，《鹤语龙吟》有何特别之处呢？

李仲元：这本书是我从 88 岁开始创作的，
除了留下一部辽海诗史这个目的外，还有一个
艺术上的追求，那就是留下一部代表我晚年书
风的书法作品集。很多朋友看完这部书，都肯
定了它的观赏性。

本报记者：的确如此。书里的每一幅作品
都是艺术品，彩笺配上墨书，既灵动又力道十
足，与诗作苍凉浩荡的气质融为一体，同时还有
朱笔做的小字批注，既增加了信息量，又进一步
提升了观赏性。

李仲元：是的，我就是要把最好的辽海诗
歌用彩笺、墨笔、朱字批注保留下来。同时，
这本书也是要表达我对正统书风的捍卫，让
读者感受到什么是中国书法艺术灵动正大的
气象，也是我对时下书法乱象的一种示范性
的批判。现在的书法界有种不好的“时尚”，
以丑书、怪书搏出位。我在创作过程中始终
追求谨严、端庄、规矩，每一幅作品还有局部
放大图，能够清晰地看到笔触。让读者认清
什么是“正路”。

本报记者：现在还有另一种“时尚”——在
很多短视频平台上，有不少书法博主，他们写出
来的字也是规规矩矩的，还总结了很多速成而
有效的方法，粉丝颇多。但看得多了，感觉他们
的字有些雷同，甚至千篇一律。

李仲元：这也是另一个误区，书法是艺术，
不能以标准化、流水线的方式来学习，太标准了
也就死板了、少了灵动，禁锢住了书法艺术。

本文图片由本报记者何书凝摄

表达对正统书风的
捍卫

假日里来逛逛大集
□关婷元

近年来，文化大集、复古集市、城市漫游等已成
为当下热门文化活动与网红打卡地。

文化大集是地方文化的微缩画卷，是集中展现
物产、风俗、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地域特色的“橱
窗”。如今，集市不再只是交易的场所，它更像是生
活的舞台、风土人情的展台、地域特色的窗口。从总
体上来看，文化大集繁荣于城市、繁华于周末，不仅
保留了传统的市井气息，还注入了各类艺术家的灵
感和心血。在这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烟火气息
与大千世界的繁复多姿集于一身，生存与娱乐、生活
与艺术、文化与消费交融一处，商业性与文艺性共
融。人们可以漫步于大集、淘宝于大集、品味于大集、
畅玩于大集，在这里寻找记忆，感知优秀传统文化与
现代创意。赛龙舟、包粽子、舞龙狮、赏非遗……多地
举办的端午民俗文化大集争相开集，汇聚了民俗风情
与节日的欢庆，传统文化的魅力凸显其中。

文化大集呈现出多样性、民间性、市场性等特
点，还带有极强的互动性、便捷性和娱乐性。它承载
着人们的情感记忆，满足了人们内心对休闲方式的
期许。年轻人能够从容地释放压力，最便捷的参与
到自带“打卡”属性的集群活动中来，自由地触摸、选
购、欢庆。

大集是一场盛大的聚会，为每一位过客提供丰
盈的饮食和欢腾的氛围。人们从这里带走的不仅仅
是柴米油盐等日常所需，还有必不可少的文化娱乐
等精神需求，更是烟火之气。

曹操诗《观沧海》，红字为批注。《鹤语龙吟》封面。

明朝孙承宗诗《前题之笔架山》，红
字为笔架山简介。

砥柱 出自明朝王致中诗《姜女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