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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大舞台建起
来了，轻歌曼舞演
上了，非遗超市开
起来了，时光深处

的记忆激活了……从今年春
季开始，辽宁省公共文化服
务中心启动“辽歌大院”保护
性开发工作，在多方合力下，
相继推出“又见辽歌”公益惠
民系列演出、“青春向辽宁”
大学生音乐节等活动，集聚
演艺、非遗、文博等优质资
源，打造新的文化 IP，激发
文旅融合新动能。附近的居
民纷纷感叹：熟悉的气息回
来了！

如何把一个城市的文化
记忆塑造成融艺术惠民场景、
学生研学课堂、线下非遗超
市、旅游打卡景点为一体的文
化IP？周边居民从中获得了
什么？怎样借助这一文化符
号拓展文化消费新场景、新体
验，进而赋能文旅融合？本报
记者近日进行了采访。

9月22日，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
市举办的“中华文明的璀璨星辰——

‘红山文化’命名 70 周年研讨会”
上，来自辽宁、内蒙古和河北的专
家学者、考古文博机构负责人共聚
一堂，再次深度解读这个重要的史
前考古学文化。

红山文化的分布区覆盖了辽
宁西部、内蒙古东部和河北北部。
三地政府机构、专家学者的再聚首，
只是几十年来辽宁、内蒙古和河北
携手擦亮“红山文化”底色的又一个
缩影。命名70年来，三地在各自区
域内扎实开展考古调查发掘。我省

正在发掘的牛河梁遗址、马鞍桥山
遗址，内蒙古自治区展开的彩陶坡
遗址、元宝山红山文化积石冢遗址
等地的发掘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1954年，考古学者尹达首次在
著作中提出了“红山文化”，正式命
名了这个考古学文化，由此建立了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第一个考古学
文化，成为中国考古学理论建构的
重要一环。70年来，内蒙古、辽宁、
河北等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吉林大学等单位的考古工
作者，深耕田野探研求索，陆续发
现蜘蛛山、东山咀、牛河梁、魏家窝

铺等一系列重要遗址，不断揭示红
山文化丰富内涵，让照亮中华文明
的曙光璀璨绽放。

9 月 22 日的研讨会上，内蒙古
自治区敖汉旗元宝山积石冢考古
发掘成果正式对外全面公布。该
遗址发掘出土了 3 件玉猪龙，其中
一件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考古出土
的最大一件。

发布现场的影像里，出现了我
省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执行领队
郭明的身影。作为同处于红山文
化中晚期的遗址，“牛河梁”与“元
宝山”虽相隔近200公里，但两处遗

址的出土文物有诸多相同之处。
“红山文化不属于一城一地，我们
两地之间的互相交流，有助于共同将
红山文化研究好、阐释好。”郭明说。

在三地红山文物相互借展的
同时，专家学者到彼此博物馆、展
览馆开展公益讲解、面向公众普及
和宣传红山文化已经成为常态。

我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
长郭大顺日前专程赶赴位于赤峰
市的红山文化博物馆，以“红山文化
时期玉器的新认识”为题，举办了
一场内容丰富、干货十足的讲座。

红山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贯

穿百年中国考古学发展始终。锦
西沙锅屯、赤峰红山后等考古发
掘，拉开了红山文化考古的序幕。
如今，我省与内蒙古自治区就红山
文化的传播展示结合得愈加紧密。

据悉，2012 年，内蒙古赤峰红
山后遗址、魏家窝铺遗址与辽宁省
牛河梁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
名单》，此后，两地以此为契机联合
推进红山文化申遗工作。这处分
布在 20 万平方公里广袤土地上的
史前文化，将在多方共同携手下，
愈加熠熠生辉、光彩夺目。

“红山文化”命名70周年——

辽蒙冀三地携手点亮“红山”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本报讯 记者刘海搏报道 9 月 25 日，
“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沈阳——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沈阳市发展成就档案史
料展”在沈阳市档案馆（沈阳市文史研究馆）
开幕。

此次展览分主展和副展两部分，选取不
同时期的档案史料，以展板、音像、实物等多
种形式，全面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沈阳走过的光辉历程，集中展现沈阳经济社
会发展的辉煌成就。主展包括前言、沈阳解
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结束语 5 个章
节；副展包括“时光的记忆”“家在沈阳”“欢度
国庆”“黑土地上的红色记忆”个部分。展览
还设置了打卡墙和打卡印章，以丰富市民参
观体验。

展览将持续至12月31日，展出期间市民
免费参观。

沈阳发展成就档案
史料展开展

本报讯 记者杨竞 刘臣君报道 9月
24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大连市文化和旅游
局主办的“和美·渔火”2024海岛非物质文化
遗产交流展示周活动在大连启幕。

开幕式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长海号子”激昂的号子声中拉开序幕。
围绕“一岛”——大连长海县长山群岛、“一案
例”——海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城市景区融
合案例，现场呈现了海岛非遗市集、海岛非遗
城市体验馆、城市景区非遗露天剧场等板
块。非遗市集集中展示了长海县的非遗项
目；市民、游客在非遗街区参观体验了上海崇
明土布、山东长岛砣矶砚、浙江玉环安人金属
雕塑、广东佛山木版年画、福建福州贯口翻
花、辽宁大连海洋陶艺等来自沿海 6 省的非
遗项目；体验馆里的海岛非遗项目文创产品
琳琅满目，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
露天剧场精彩上演长海号子创新舞台剧《大
橹·号子·红腰带》。

“和美·渔火”海岛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
展示周于 2023 年首次举办。本次展示周还
举办“企业联盟成立仪式暨首场主题沙龙”，
海岛非遗特色旅游线路设计成果、海岛非遗
旅游文创产品设计成果、渔文化民间绘画作
品等征集活动。

“和美·渔火”非遗展示周
启幕

舞台就搭在家门口
艺术触手可及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56号，
辽歌大院。门口所立牌子用跃动
的音符作为装饰，恰如其分。

“老李，4点钟有大学生音乐节演
出，瞅瞅去不？”“去，还得早点去占个好
座呢！”9月21日中午，沈阳市皇姑区
新乐街道公艺社区党委书记杜丽娜
热情地跟居民李颖秋打着招呼。

这个夏天，看演出已经成为辽
歌大院居民的常态，因为，“杠杠
好”的大舞台就搭在了家门口。居
民徐女士一边在厨房包饺子，一边
不住地往舞台方向张望，身穿艳丽
服装的演员们正在排练，听到《夜
空中最亮的星》音乐响起，她不由
自主地跟唱起来。

距大学生音乐节的演出还有1
小时，志愿者们手脚麻利地搬运起
椅子，瘦削的居民李春欣也在其
列。记者随后采访时才知道，她今
年已经 85 岁。“我老伴儿是辽艺搞
音响效果的，我们家在辽歌大院住

了50多年，对这里有感情，趁着身体
还行，就多来帮帮忙。看到这些年
轻演员，就像看到了自己的青春。”
李春欣朴实的话语里蕴含了深情。

此时，大院南门处也热闹起
来，我省首个非遗超市开张了。省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尹忠华
介绍，货架上摆放的是阜新玛瑙
雕、煤精雕刻、松花石砚制作技艺、
沈阳胡魁章制笔工艺等在内的 20
项国家及省、市级非遗项目的 384
件作品。来自辽宁省光明学校的
40 名学生作为“少年文化行·艺起
游辽宁”研学体验活动的小学员，
在各个摊位前体验起烙画、刻瓷、
掐褶纸、吹糖人等技艺。

“网红墙”绘辽字号经典
文化元素重新注入大院

搭舞台，唱大戏。今年，省公
共文化服务中心整合旗下优质文
化资源，把演艺、非遗、文博、研学
等项目写进了辽歌大院的“节目
单”。一个带着时光印记，多功能、
多样态的新的文化IP渐成模样。

“辽歌大院”不仅是辽宁人民
艺术剧院、辽宁歌剧院、辽宁歌舞团
的旧址，还是众多艺术家的摇篮。
用老住户的话讲，在这居住过的老

艺术家“随便念出个名字来，都如
雷贯耳”。国家一级演员李默然，
著名演员王秋颖，现代音乐家安波，
作曲家刘炽、李劫夫，戏曲表演艺术
家金开芳等50余位老艺术家都曾在
大院生活、工作过。

2016年，大院内的艺术单位整
体搬迁至浑南区，往日琴声歌声与
锅碗瓢盆撞击的交响似乎也淡去
了。但在这个夏天，住户们惊喜地
发现：大院变样了！

鲁美教授带着画笔和颜料来
了，光秃秃的墙面斑斓了起来，每
一幅手绘画都讲述着辽歌大院的
荣光。《报春花》《珍珠湖》《苍原》

《天鹅湖》《大栓的小尾巴》等经典
剧目海报、省直院团简介、1959 年

“十一”的节目单等，组成了艺术时
光的回廊，带人们重温经典。

辽歌大院的昔日大门复原了，挂
上了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
术剧院、辽宁歌剧院、辽宁歌舞团、辽
宁芭蕾舞团的老牌子，每个字都如
历史的吟唱，吸引人们驻足、打卡。

工人带着设备进场了，闲置空
地立起了舞台，近100台电脑灯安上
了，背景大屏、两侧彩屏煞是好看。

环境整治了，曾经人们匆匆掩
鼻而过的边角地没了垃圾，人们从

“绕着走”变成“常来遛”。

文化浸润了这里的一草一木，
也浸润了人们的心灵，把美的种子
撒在了家门口。省演艺事业交流
中心主任朱新宇告诉记者，省文化
中心成立“辽歌大院”清理整治工
作专班，启动“辽歌大院”保护性开
发工作。目前，已建设了文化长
廊、非遗超市、图书馆分馆等项目。

优质演出是“辽歌大院”文化
品牌建设的重头戏之一。8 月 5
日，“又见辽歌”公益惠民系列演出
在辽歌大院拉开帷幕，共举办演出
十余场，观众达5000余人。省直四
大艺术院团轮番上场，文化元素重
新注入大院，“辽歌大院”往日的艺
术文化氛围越来越浓。《扬鞭催马
运粮忙》《校园的早晨》等一首首从
辽歌大院诞生的精品之作再度奏
响，在创新演绎下焕发新风采。

当辽芭演员在台上轻盈地跳
跃,台下来自杭州的两位游客边激
动地录视频边说：“赚大发了，居然在
沈阳的小区里免费看了场芭蕾舞。
这可是辽芭啊！”听到这句话，60岁
的大院居民金晓霞心里乐开了花。

重回故地演出，演员们也是感
触良多。“22 年前我来到辽歌大院
工作，这里留下了我成长的印迹。”
辽宁歌舞团男高音歌唱家李东海
说。8月 12日傍晚，演员们走完台

准备演出，遇上滂沱大雨只好取消
演出，一位拄拐杖的大爷撑着伞久
久不愿离开，那一刻，演员们真切
地感受到了群众对艺术的期待。

串珠成链
引文旅融合发展之泉

“‘辽歌大院’是一个具有鲜明
特质的文化符号，能唤醒辽宁人的
文化记忆，借助这个符号打造文化
IP 大有文章可做。”辽宁大学艺术
学院教授回宝昆认为，辽歌大院的
特点在于有丰厚的文化记忆，而且
占据地缘优势，周边校园集中，毗
邻辽宁中医药大学、辽宁大学、省
实验中学等，学生群体是重要的文
化参与者。北通北陵公园和新乐
遗址，南接北行、西塔两大商圈，客
流量大，由北到南可以打造一条文
旅长廊，长廊中间的枢纽就是辽歌
大院，这个地方就像一副催化剂，
现在都提倡文旅融合，它有天然的
基础。开资源汇聚之闸，引文旅融
合发展之泉，拓展文化消费的新场
景新空间，服务更广泛的人群，才
是终极目标。

回宝昆建议，大院原有的室内
音乐厅可以改造成沉浸式小剧场，
和露天舞台呼应起来，让演出成为
常态。“公益活动要搞，商业化运作
也得做。把演出、培训、观光、非遗、
历史展示馆等几个点串珠成链，大
院就有爆火的潜质。”回宝昆说。

以“又见辽歌”系列惠民演出
聚人气，正是文旅融合开发者实施
的第一步。“这里原本就有排练场、
演出厅、音乐厅、小剧场这样的场
地，下一步拟对其进行恢复，以便
长期地为群众提供活动场所和演
艺空间，也让专业艺术院团能够经
常回到大院演出。”朱新宇介绍，省
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力求充分利用大
院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传承，盘
活国有文化资产和艺术资源，依托
自身公共文化服务、文艺创作演出、
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培育与开
发等多种职能，打造集文化、艺术、
娱乐、旅游于一体的辽歌大院文化
园，建设省级文旅融合产业园区。

“‘辽歌大院’品牌是一个大的
文化IP，它曾是文艺殿堂般的存在，
从萌芽、成长再到现在的‘回归’，这
里留存了很多人的记忆。我们希
望活动延续下去，以文化涵养文
明，让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皇
姑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智说。

开设非遗超市、举办大学生音乐节、组织惠民演出

“辽歌大院”打造新IP激活文化记忆
本报记者 吴 丹 本报讯 记者谭硕报道 9 月 19 日、20

日，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术剧院）
大型原创话剧《北上》在沈阳再次上演，并召
开了专家研讨会。此次，该剧以“完整版”与
观众见面，其舞美呈现更为立体震撼。

话剧《北上》讲述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
中国共产党诚邀并护送爱国民主人士，从香
港出发北上东北解放区参加人民政协筹备工
作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故事。2021
年，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将这段历史搬上话剧
舞台，创作出了《北上》这部红色题材作品。
该剧由陈薪伊担任总导演，津子围、李景阳、
孙浩担任编剧，贾毅宁、李旗山、齐昕欣、杨威
然等辽艺老中青三代演员联袂主演。

截至目前，《北上》已在全国多地演出60
余场，先后获得第十七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
目奖、第五届华语戏剧盛典“建党百年主题创
作十佳作品”、第36届田汉戏剧奖剧目类一等
奖等多项大奖，以及国家艺术基金2023年度传
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

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理事周予援看到这
部戏经过60多场演出后的新变化。“演员的表
演，台词的演绎以及整场戏的节奏，都有了更
精准的舞台呈现。《北上》又让我看到了美学精
神在戏剧中的一种升华和表达。”周予援说。

“《北上》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有机
融合。”国家大剧院艺术创作中心高级主管刘
九思认为，“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非常立体，
真实可信，鲜活生动。我们战胜了苦难，走过
了阴霾，导演以非常浪漫的戏剧风格将历史
展现在今天的观众面前，非常打动人心。”

“探索现实主义创作之路依然任重道
远。”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术剧院）
院长佟春光表示，未来，辽艺将继续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努力创作出更多精品
力作奉献给观众。

辽艺话剧《北上》
再次上演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9 月 19 日，为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由辽宁老
年艺术家俱乐部主办的“盛世大中华”文艺晚
会在中华剧场举行，章之宝、房明震、任丽蔚
等艺术家纷纷登台，用歌声礼赞伟大中国。

本场晚会以沈阳市文化宫交响乐团演奏
的交响乐《红旗颂》开场，随后沈阳空军干休
所长安路合唱团 、艺术家园合唱团、星空合
唱团合作表演了大合唱《今天是你的生日》。
晚会上，老艺术家精彩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热
烈的掌声。“盛世中华”篇章中，80 岁高龄的
艺术家章之宝表演了独唱《长城颂》，将全场
气氛再次推向高潮，观众情不自禁跟唱，现场
洋溢着热烈喜庆的气氛。

“盛世大中华”专场晚会
在沈上演

葫芦岛市安子沟村，是广袤辽
沈大地上一个静谧的小山村，两
天前，它出现在了央视新闻频道
的一部专题片里。专题片的主人
公是郭作新——辽宁日报的摄影
记者。3 年前，郭作新放下城市的
喧嚣，毅然投身于乡村振兴的浪
潮，成为安子沟村的一名驻村工
作队队员。今年 7 月，郭作新和其
他工作队员们发起了一个活动，
为全村 100 多对老人补拍了结婚
照，他们将活动命名为“拾·光”。
9 月 24 日晚，央视新闻频道《24 小
时》栏目“遇见你”播出了这部专
题片《郭作新：定格小山村里的

“幸福时光”》，引发了全网的热烈
反响。

郭作新的“拾·光”故事，最早
出现在新闻媒体上，是在《辽宁日
报》。7 月 24 日，《辽宁日报》以整
版篇幅推出了《送给小山村一本特
殊的时光相册》，全程记录了郭作

新为老人补拍结婚照的全过程。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要从郭作
新的一个念头讲起。

驻村工作三年下来，郭作新作
为工作队的队员和村民建立起了
深厚的感情。细心的郭作新发现：

“村里的生活越来越好，可村民的
文化生活还是相对较少的，总感觉
是缺点什么。我来这儿这么久，就
没发现哪家老人拍过结婚照，就连
黑白的那种都没有。”

为村里老人补拍婚纱照的念
头一下出现在郭作新的脑海里，

“如果能用我的专长，弥补村里爷
爷奶奶们的遗憾，该有多好！”于
是，郭作新发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

“补拍结婚照”活动。
为了让拍摄更加生动，郭作新

从网上购置了 5 套服装和各种道
具，如大囍字、对联、小扇子等。他
希望，能够通过这些细节，使得老
人们在镜头前更放松、更喜庆。在

拍摄中，郭作新认真布置拍摄场
景，调试好光线，确保每一张照片
都能展现出老人们最自然的情
感。忙活了几天，他为村里 100 多

对老人补拍了婚纱照。
郭作新深知，这些珍贵的照片

不应只停留在硬盘上，而应成为村
民共享的记忆。于是，他精心筹备

了一场名为“幸福时光印记”的展
览，在村里将 100 多对老夫妻的结
婚照悉数展出。展览当天，村民齐
聚一堂，欢声笑语中，照片中的每
一个微笑、每一滴泪水都化作了对
过去岁月的深深回忆与对未来生
活的热切期盼。

郭作新的故事引发线上线下
热议。跟随着郭作新 的 镜 头 ，人
人 都 能 感 受 这 份 时 光 里 的 浪
漫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的 网 友 纷纷
点赞，广西网友“Leah 猫咪迷宫”
留言：“郭作新的摄影作品真是让
人眼前一亮啊！用镜头捕捉幸
福，这样的摄影作品不仅有意义，
还能让人感受到乡村的魅力。”安
徽网友“SmilingKiller”留言：“爷爷
奶奶的爱情故事，比任何偶像剧
都浪漫。”

在第十一届辽宁省“好记者讲
好故事”比赛中，郭作新以浪漫的
小村故事赢得三等奖。

本报记者的“拾·光”故事登上央视
本报记者 张晓丽

为村里老人补拍结婚照，郭作新每一张都拍得很用心。

辽宁歌舞团（辽宁民族乐团）带着精品节目再回辽歌大院，台上台下涌动着特别的情愫。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