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1月22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丁春凌 视觉设计：黄丽娜 检校：高 峰 冰 晶文化新闻
WENHUAXINWEN

07

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本报讯 记者刘海搏报道 近日，“丹青铭
记历史 翰墨歌颂英雄——抗美援朝主题绘画
作品专题展”在抗美援朝纪念馆开展，这也是该
馆2025年度推出的首个原创专题展览。

展览通过漫画、连环画、宣传画、油画、版
画、战地速写、国画7个板块的102 幅抗美援朝
主题绘画作品，展示了志愿军将士英勇杀敌的
英雄形象、广大人民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火热
场面及中朝人民并肩作战的动人场景。

据了解，春节期间，抗美援朝纪念馆还将展
出“抗美援朝出征地系列展览之铁血大动脉”

“巾帼不让须眉——抗美援朝妇女功臣模范代
表专题展”“胜利的鼓舞者——陕西历史博物馆
馆藏抗美援朝文物展”等多个专题展览。

抗美援朝主题绘画展
在丹东开展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1月22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三，正值
北方“小年儿”，辽宁省博物馆“灵
蛇献瑞——乙巳蛇年生肖主题文
化展”今天正式开展。

此次展览中，辽博共遴选馆
藏蛇元素艺术精品及民俗作品69件

（套），诠释蛇文化的内涵。展览在传达
蛇年吉祥纳福、和美安康的同时，让观
众更深入地了解中华传统文化，汲取
中国智慧，弘扬民族精神。

查海遗址距今8000年。出土
于阜新查海遗址的蛇衔蟾蜍纹筒

形陶罐，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
早的蛇纹图案。这件文物是“灵蛇
献瑞”展的重点展品之一。这件夹
砂黄褐陶敞口筒形罐，一面浮雕单
只蟾蜍，另一面浮雕蛇衔蟾蜍，蟾
蜍作四肢张开惊恐逃跑状，蛇张口
衔住蟾蜍右下肢，作用力摆动尾部
状，形象生动逼真，充分反映了查
海先民对蛇的崇拜与敬畏。

蛇状玉耳坠是红山文化时期
的一件珍贵文物，出土于我省朝
阳市凌源田家沟红山文化墓地，
体呈灰白色，蛇头部嘴巴、眼睛清

晰可见，且非常光滑。这件蛇状
玉耳坠既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也
印证了《山海经》中关于珥蛇的记
述。由于远古先民对蛇既畏惧又
崇拜，故产生了许多关于蛇的神
话传说。在《山海经》等古籍中，
有关于神人戴蛇、珥蛇、践蛇的记
述。伏羲和女娲都被描绘成“人
首蛇身”，他们的创世神话显示了
古人对自然和生命的崇敬，也展
示了蛇形神灵作为智慧和生命源
泉的象征。

自北齐时起，随葬品中开始

出现双人首共一蛇身俑，唐朝时
达到鼎盛，并一直沿用至两宋。
北齐至唐，双人首蛇身俑主要见
于北方地区，多为陶胎或高岭土
胎，极个别为瓷质，部分表面施有
化妆土。双人首面目基本相同，
有的头戴兜住下颌的尖顶帽，或
者梳有尖发髻，兽耳，上肢呈兽蹄
形趴伏于地，身体部分相连。双
人首蛇身俑起着驱妖逐魔、镇墓
避邪的作用。展览中，就有出自
我省朝阳地区唐代墓葬中的“双
人首蛇身俑”。

“灵蛇献瑞”生肖文化展亮相辽博

“村晚”现场看冬捕

冰天雪地里，秧歌、高跷等东
北特色浓郁的表演逐一亮相，演员
们身着鲜艳服装、手持彩绸扇子随
着音乐尽情舞动……沈阳市文化
旅游和广播电视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作为全国春节“村晚”示范
展示点之一，沈阳市康平县胜利街
道镇西村的演出活动于 1 月 11 日
在卧龙湖广场举办，当天也是康平
卧龙湖冬捕季开幕式，两场盛大活
动相结合，让整个村庄都洋溢着喜
庆氛围。

当天 10 时，民俗表演为“村
晚”预热。欢快的音乐、热情的舞

蹈一亮相，便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随着文艺演出正式开始，现场气氛
被推向高潮。序曲《大康平》极具
东北风情，鼓阵快闪《大东北我的
家乡》、舞龙舞狮乐坊《龙腾蛇舞中
国年》展现了东北韵味，二人转《田
间地头逗你乐》逗得观众捧腹大
笑。文艺演出结束后，冰雪娱乐环
节开始了。雪圈、雪滑梯、雪地摩
托、雪地越野车等冰雪项目吸引了
众多游客参与。与此同时，卧龙湖
冬捕季启动，渔民们身着传统捕鱼
服饰，手持渔网，在冰面上凿出冰
洞，开始了传统冬捕活动。随着渔
网缓缓拉起，一条条肥美的鱼儿跃
出水面，现场欢呼声响起，一片沸

腾。“这个活动办得太好了，大家聚
在一起唱歌跳舞玩冰雪，特别有过
年的氛围。记得小时候过年，大人
会带我们看秧歌、玩冰雪。在我的
认知里，咱们东北的冬天就该这么
过，我想这种感觉就叫乡愁。”一名
参加活动的游客对记者说。

歌伴舞、京东大鼓、二人转、评
剧表演……1月21日，朝阳北票市
五间房镇五间房村“村晚”的彩排
有序进行，各类百姓喜闻乐见的节
目轮番上演。这场“村晚”已经纳
入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直录播计
划，因此大家都拿出了最好的精神
状态彩排。朝阳北票市文化旅游
和广播电视局局长郝福银告诉记

者，今年春节“村晚”分为闹春、颂
春、舞春、迎春四部分，共 14 个节
目。这些节目来自于多个乡村文
化大院、文化志愿者团队等，很多
节目完全由村民自导自演，让观众
感受到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

“一村一品”有特色

据了解，我省这 3场全国春节
“村晚”示范展示活动中，不仅有五
间房村这种从乡村文化大院“走”
到全国平台的节目，也有充分展示
当地渔猎渔耕历史民俗的活动，堪
称“一村一品”。

“近年来，北票市五间房镇五

间房村注重文化活动开展，村里的
文化大院成立8年自创节目30个，
演出 180 余场。这些节目宣传好
人好事好政策，弘扬了时代文明新
风，为建设美丽乡村贡献了文化力
量。”郝福银说，五间房村已经举办
了七届“村晚”，在北票市文化馆统
一规划下，文化大院的活动越办越
规范化，每年“村晚”成为村民翘首
期盼的节日。今年入选全国“村
晚”示范展示点后，大家都希望把属
于五间房村的文明新风、乡村活力
展现给全国观众，干劲儿更足了。

“全国春节‘村晚’示范展示活
动和冬捕季开幕式联动，既能全方
位宣传康平传承千年的渔猎文化，
原汁原味展现本地民俗民风，还能
让外地游客沉浸式体验康平的春
节氛围。”康平县文化旅游和广播
电视局旅游科科长张佳妮向记者
介绍，为了筹备这次别具一格的

“村晚”，村民们热情高涨，自发组
织起来，历经数月刻苦排练，最终
为大家奉献出精彩纷呈的节目。

另外一场“村晚”也与当地的
民俗文化深度融合。丹东东港市
孤山镇大鹿岛村全国春节“村晚”
示范展示活动将于正月十三，与大
鹿岛祭海祈福仪式活动同步举
行。据悉，大鹿岛村祭海祈福仪式
已列为丹东市第九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代表性项目。仪式以舞
龙舞狮、扭秧歌、耍灯碗、烟花秀、
放海灯等形式开展，展示独具地域
特色的渔家民俗文化。

我省2025年全国春节“村晚”示范展示活动陆续举办——

民俗入“村晚”乡味正浓
本报记者 刘海搏

核心
提示

“今天彩排，明
天就正式演出了，
这是给俺们村争脸
面的好事，大家都

很自豪，演员们早早就出发
了。”1月21日，朝阳北票市五
间房镇五间房村于成廷文化
大院负责人于成廷对记者说。
这场演出是2025年全国春节
“村晚”示范展示活动之一，我
省今年共有3个村入选，这些
“村晚”与当地历史文化深度
结合，反映了精神文明新风
貌，展现了浓郁的乡土风情，
营造了喜庆的节日氛围。

舞台上，小狗查理、盲人小白、
钢琴家、海浪、月光等影像交替出
现在一块白纱幕布上……近日，获
中国文联 2024年度青年文艺创作
扶持计划资助项目的魔术剧《无
光》在沈阳红梅文创园首演。

魔术是用来观看的，如何让视
障者“看到”魔术表演的神奇？《无
光》将听觉魔术、嗅觉魔术、触觉魔
术、味觉魔术等融合在一起，为视
障者呈现了一场能够“观看”的魔
术表演。

灯光下，由盲人、全程戴眼罩
的体验者和普通观众组成的 3 个
区域，将舞台围成一个 270 度的
弧形观演区，魔术师杨贺然让大家
偷偷把3个星星分别藏在3个人手
里，而魔术师全程不看，但最后依然
能精准地找到藏有星星的那3个人。

“魔术通常都是视觉感受，《无
光》让我们对魔术有触觉感受，对

于视障者来说很直观，感谢咱们团
队用一种新视角关注视障者的生
活，让黑暗中的我们体验到了一种

之前很难想象的演出形式。我觉
得咱们这个活动打开了一个视障
者和健全人之间新的认知空间。”

视障者章琳说。
演出现场，听觉魔术、触觉魔

术让视障者领略了魔术的魅力，同
样，味觉魔术和嗅觉魔术也让观众
惊讶不已。大家开场选择的随机
口味的糖果，最后竟然变成完全一
样口味的糖了。魔术师在观众手
上喷上独特气味的香水，然后打了
一个响指，气味在手上瞬间消失了。

“我以为我是来照顾小白的，
我应该保护他，照顾他。可是我从
来没有学过，不是一只合格的导盲
犬。反而小白在生活中处处努力
在照顾我，陪我长大。”这是小狗查
理的表白。

小狗查理在舞台上的白纱幕
里，跑来跑去处于一个忧伤的状
态，魔术师手里有一只玩偶小狗
儿，会让盲人观众触摸，在触摸中
感知舞台上小狗查理在痛苦中寻
找它的主人。最后魔术师变出真

的小狗。
“为了让盲人更好地感受到魔

术的魅力 ，在入口处、表演区等地
方都铺设了用荧光材料制成的发
光盲道，演出空间的墙壁上，布置
了在全国征集的盲人美术作品，以
及为了本次演出专门创作的 19首
音乐。”杨贺然对记者说。

《无光》制作人李毛说：“一个
多小时的演出，我们足足创排了两
年多，力求使视障观众和普通观众
都能感受到魔术剧的神奇魅力。”

辽宁省杂技家协会秘书长张
建军认为，《无光》在艺术上打破了
传统魔术依赖视觉呈现的局限，将
戏剧表演理论、盲人心理学、魔术
艺术、实验音乐以及舞台装置艺术
等多个元素巧妙融合，为魔术艺术
的表现形式开辟了新路径，给观众
带来前所未有的观演体验，让大家
看到了魔术艺术更多的可能性。

《无光》：让视障者“看”魔术表演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红山文化时期蛇状玉耳坠。 受访者供图

魔术剧《无光》将听觉魔术、嗅觉魔术、触觉魔术、味觉魔术等进行巧
妙融合，为视障者呈现了一场能够“观看”的魔术表演。

1月21日，朝阳北票市五间房镇五间房村的全国春节“村晚”示范展示活动正在进行彩排。 受访者供图

纪录片《大东北》的出现，照亮了我们对大
东北认知的盲区，展现出新时代的大东北鲜为
人知的另一面，不由得让人感慨：大东北，我曾
误读了你。

大东北，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脉络与产业
根基。东北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在计划经济
时代铸就了无数辉煌，但是这些曾经的辉煌在
市场化转型时期却成为大东北说不出的伤痛。
纪录片《大东北》为我们揭开了这片土地努力转
型与突破的面纱。

曾经的沈鼓集团亏损严重，甚至连董事长
出差都需自掏腰包，其艰难处境可见一斑。在
面临被外国企业低价收购的巨大压力下，沈鼓
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自主创新的荆棘之路。从

“西气东输”工程的最初跟踪开始，历经长达九
年的艰苦论证，尽管在这期间屡遭挫折，但沈鼓
始终坚持不懈。他们每年都投入不低于营业收
入 5%的资金用于科研，即便面临重重困难，也
决不退缩。

终于，在十年的磨砺之后，沈鼓成功争得一
台备用机的市场机会，并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
卓越的创新能力，彻底打破国外垄断，实现了

“西气东输”工程后续关键设备的国产化，为国
家能源安全立下汗马功劳。

哈电集团与沈鼓集团有着相似的工业地
位和经历。哈电集团在面对国外合资的苛刻条
件——合资后不能进行科研，只能从事生产时，
老一辈科研人员坚守初心，果断放弃了能使待
遇大幅提升的合资机会，坚定不移地选择自主
研发。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成功研发出世界
单机容量最大的水轮发电机组——白鹤滩水电
站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

沈鼓集团与哈电集团的故事告诉我们，铸
造国之重器的地方是难以完全通过市场机制实
现经济循环的。我们不能过于迷信市场投资的
力量，却忘记了那些大国重器背后所蕴含的自
主创新和艰苦奋斗的精神。

当然，东北也在积极利用市场机制进行“引
流”，尤其是在营造良好的旅游体验上，大东北
凭借冰雪文化强势“出圈”。沈阳的“听劝局长”
刘克斌更是成为城市积极改变的生动注脚，无
论是地铁站名的灵活更改，还是早市行李寄存
处的快速设立，都展现出东北的城市在服务意
识上的觉醒与提升。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人口规模巨
大的现代化”。中国不仅人口规模巨大，而且地
域幅员辽阔，并且具有地域和文化的多样性和
丰富性。中国之大，注定了不同的区域在国家
整体发展格局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肩负独特的
使命。东北这片广袤而厚重的土地，是当之无
愧的大国粮仓，其肥沃的黑土地每年产出大量
优质粮食，为国家的粮食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在大国重器制造领域，东北凭借深厚的工业基
础和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打造出众多支撑国
家关键行业的核心装备，是国家工业体系的重
要脊梁；在国防安全方面，东北具有重要的战略
地位，守护着国家的边疆安全；在生态屏障功能
上，东北的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对维护国家生
态平衡发挥着关键作用。

《大东北》这部纪录片促使我们深刻反思。
长久以来，我们是否因东北经济数据在某些方
面的相对滞后，而片面地误读了这片土地，低估
了其价值与潜力？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下，中国
每个区域都蕴藏着独特的优势与潜力，有其独
特的发展路径，因此中国的区域发展模式绝非
千篇一律的“复制粘贴”。期待大东北在属于自
己的道路上，跨越关山，重拾辉煌。

创新奋斗破关山
罗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