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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收藏老物件，赵文邦似乎有
着深深的执念。

40 年里，为收藏老物件，土木
高级工程师出身的赵文邦花掉了几
乎全部身家。他收藏千年前的瓦瓦
罐罐，百年前的马车铃铛、铜制萨满
腰铃、黑胶留声机；五六十年前的桌
椅板凳、收音机、洗脸盆……藏品从
石锄、耒耜石镰、犁碗子到服装刺
绣、陶罐水缸，从各种马车再到门
窗桌椅、箱柜等日常用品……赵文
邦保存下来的 1 万多件老物件，织
就万种乡愁，盛满了位于沈阳市皇
姑区的“文邦民俗馆”，藏品涵盖了
东北各民族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各个
方面，他笑言这些藏品完全可以装
备一个乡镇的农耕生活。

而所有收藏的开始，都来自他
童年记忆中的铃铛声。

收藏 从马龙套铃铛开始

1 月 19 日，赵文邦带着好朋友
和十几位民间艺术传承人回到了
家乡沈阳市辽中区肖寨门镇三南
村，燃起木炭，烧热1米多高的大铜
火锅，咕嘟熟了家乡的笨酸菜和笨
五花肉。

香气四溢中，在三南村村头的
文邦民俗馆里，来自省内外数十位
民间艺术传承人各展技艺，剪窗
花、写春联、手工编绳、剪纸、绘画、
篆刻、拓印等传统民间艺术让在场
的300多位父老乡亲沉浸式体验那
久违的浓厚年味儿……这里是赵
文邦的第十一届欢乐农家“庆新
春，过大年”系列民俗活动的现场。

“太开心了，我和老朋友们毫
无隔阂，在摆放一些民俗老物件的
库房边上搭上棚子，里边有很多车
马架子，大家喝些镇上产的老酒，
夹上一筷头子酸菜白肉，就搁那儿
吃喝、说笑，讲讲故事，回顾我们这

一路走来，辛苦开心又快乐，就是
这样。”赵文邦说，每届活动包括高
跷、秧歌等表演项目，邀请近400人
吃饭和观赏节目，花销在 1 万元至
3万元，这些花销他都觉得值。

这只是赵文邦花销的“小头”
而已。他真正的花销是他的“文邦
民俗馆”，那里有他收藏的1万多件
老物件，几乎花掉了他全部身家。

“那时候我月收入还只有 45
元，就去买了马铃铛。”赵文邦的收
藏之路始于对童年生活的怀念。他
回忆说：“在那个时代，每天清晨，当
人们还在睡梦中时，生产队的马车
就出发了。大马车和小马车驶向田
野，马蹄声和车上响器的晃荡声交
织在一起，非常悦耳，这种声音是许
多人难以忘怀的记忆。”

成套马车上的响器很多。马
龙套上铃铛更集中一些。一般有
虎头铜铃，腰型铜铃。马下颌挂一
铜钟。一双枷板的端头各拴铜
钟。马背后“三花”臀部两侧也有
铃铛。车棚辕端头、根部也有装铃
铛的。“我收藏了一套‘咕咚梆子’，
是一种含有铜成分的大铁钟，可以

在车棚底下安装，发出的声音浑厚
悦耳，不仅好听，还能帮助人们更
好地感知马车的动态。”赵文邦说，
他收藏的响器数量达到几百件，每
种声音都诉说着不同的记忆。不
仅如此，他还开始收藏马车上的装
饰品，甚至还有一些古老的马车。

扩围 目光转向农耕文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赵文邦的收
入增加到了几千元、上万元，他的
工作也让他伴随着沈阳的更新升
级，老物件一度唾手可得，赵文邦
的收藏范围逐渐扩大，他开始关注
农耕文化，收集了大量的农具和生
活用品。他发现，这些物品虽然普
通，但蕴含着先民的世代生存智
慧。他说：“我收集了东北地区从
原始农耕开始的石器器物，以及以
后的木器、青铜器、铁器等物件，这
个系列中包含春耕、夏耘、秋收、冬
藏和粮食加工等方面，能够形成一
个完整系列。还有民间生活中带
有烟火气的陶器、木器、瓷器、铁器
等器物，涵盖范围非常广。”赵文邦

说，自己收藏的主要是老百姓使用
的生活物品，这些物品看起来非常
亲切，并且带有民间生活的气息。”
在他的民俗馆里，有一个完整的农
耕场景展示区，从春耕到秋收，从
粮食加工到储存，每一步都有相应
的工具和场景。

“我的老伴儿是学医的，她其
实对这些旧物并不感兴趣。在她
看来，这些老物件不仅破旧，而且
上面可能附着细菌、病毒。但是等
她退休了，看到我还乐在其中，就
帮我进行消毒处理。”赵文邦庆幸
有家人作为自己的“收藏”后盾。

乡愁对赵文邦来说，是对故乡
的思念、对过去的怀念以及对根的
追寻，源于他对童年记忆的回味，
以及对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珍
视——他要留住那些即将被时代
遗忘的民俗记忆，哪怕散尽家财。

搭台 让老物件“活”起来

赵文邦的民俗馆，是他用乡愁
搭建起来的精神家园，也是目前沈
阳关于农耕社会器具收藏最齐备

的场馆。“小时候，我常常被农村的
热闹场景所吸引，尤其是高跷秧歌
和丰收的场景。这些文化娱乐活
动，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乐趣和乡
亲们的热情。”正是这种对乡土文化
的热爱，让他在即将退休之际，决定
重新挖掘和整理这些民俗文化。

除了老物件收藏，赵文邦还注
重民俗文化的传承。他邀请了许多
民间艺人和手工艺人来到博物馆，
现场展示传统技艺，民俗馆周边的
几所大学也不断有师生上门参观、
研讨，在他的努力下，民俗馆逐渐成
为一个民俗文化交流的平台。

1 月 19 日一起赶赴民俗活动
现场的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
杨东乐说，民间工艺具有本元文化
属性，融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实
用与审美于一体。目前省民协已经
与赵文邦沟通，在文邦民俗馆中为

《中国民间工艺集成·辽宁卷》选择合
适藏品拍摄入卷，透过丰富的民间
工艺实物与图像，捕捉辽宁省民间
工艺发展的关键节点、核心要素、
关联条件、基本态势和发展规律。

赵文邦觉得遗憾的是沈阳已
经拥有一座中国工业博物馆，但还
没有完整展示辽宁农业历史和民
间工艺的“农业民俗博物馆”。“这
些农耕时代的老物件是我们这代人
最后的记忆。随着现代化的推进，
传统的农耕生活方式正在逐渐消
失。而这些前人留下的器具，留下
了他们的生活气息和时代印记。老
物件虽然普通，但如果不把这些记
忆保存下来，未来的人们将无法了
解过去的农村生活。”赵文邦说。

杨东乐介绍，传承发展民间工
艺是维系亲情、乡情与民情，使之
成为联结民族精神根脉与情感的
重要纽带。赵文邦的做法，也是在
以个人力量，努力建立联结自己与
故乡的纽带。

土木工程师赵文邦40年里收藏的万种乡愁
本报记者 刘臣君

一段时间以来，大花袄非常抢镜。文旅
活动中，身穿大花袄的游客、店家已经屡见
不鲜，就连火车和地铁车厢也用东北大花元
素图案装点；日常生活中，东北大花款睡衣、
袜子、车衣、手机壳、啤酒等产品热销；在今
年央视春晚，机器人穿着大花袄表演了一段
转手绢时，也有不少人误以为这些机器人来
自辽宁。

大花袄与辽宁联系起来，已经成了一个
思维惯性。有一个冷知识很多人可能不知
道：大花袄的原产地并不在辽宁。新中国成
立初期，上海华东纺织管理局的设计师，将
国外花布和中国传统纹样结合，创造出了包
含“百鸟朝凤”“农家乐”“鸳鸯戏水”在内的
一系列大花图案，风靡全国。绚丽的大花配
上热闹的劳动场面，代表了刚刚站起来的中
国人带着一腔热血建设祖国的激情。小时
候，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几套大花图案的床
单、被罩、枕套。这些大花图案就是现在的

“东北大花”。
大花图案缘何会被冠以“东北”二字？起

因是改革开放之后，东北小品、二人转等文艺
作品在全国风靡。为了喜剧效果，这些文艺
作品中偏爱使用这种颜色鲜艳丰富、饱含热
情的大花布，将大花图案的床单被套做成棉
袄穿在身上，喜剧效果拉满。于是，大花袄渐
渐演变为人们对东北人、辽宁人的印象。

但对于不少辽宁人来说，这样的联系曾
经让人有着又爱又恨的复杂情绪，爱是爱它
让大家记住了辽宁，恨又恨这让不了解辽宁
的人误会：哇，这么土。

但是在今天，为什么我们会乐于将大花
袄“穿”在身上呢？我想这就是观念的变化
了。追求洋气、摆脱土气曾是中国人的一种
执念，但到了今天，这种“洋土观念”早已转
变。当我们对“洋”不再迷信，也就对“土”没
那么多忌讳了。我们开始从事实的角度客观
地看待新事物，在文化上建立起更多的自
信。在这个正视自己的潮流中，东北大花设
计之初所饱含着的热血力量被重新发现，而
它也正契合了东北人热情直爽的性格。东北
大花表征为一种踏实与可靠的气息。共和国
长子、老工业基地、黑土地大粮仓，这些与创
业、实干、富足有关的关键词，让人们重新喜
欢上了这样的东北、这样的辽宁，我们在严寒
与风雪中迸发的旺盛生命活力成为能够感染
一个个心灵的火焰。当游客走在东北街头的
寒风里，热热闹闹的东北大花袄和满带笑容
的东北人就是最温暖的存在。

但是也必须承认，或许在短期内，大花袄
可以吸引更多游客，但对于文旅发展而言，还
要立足长远，通过挖掘辽宁文化的丰富内涵，
从而为产业的长期繁荣奠定基础，为游客带
来真正有品质、有深度的旅游体验。

所以，在我们热情拥抱大花袄的时候，还
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人文荟萃、魅力无穷的辽
宁，不只有大花袄。我们要让大家看到辽宁
厚重的历史，源远流长的文化。我们要让大
家看到英模辈出的辽宁，一个个闪耀着时代
精神的名字。我们要让大家看到文体旅蓬勃
发展的辽宁。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让大家
看到正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加速奔跑的辽
宁，看到正在全力冲刺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
行动决胜之年决胜之战的辽宁。

“大花袄”外更出彩
张晓丽

核心
提示

王易霓的“大写
意”气韵生动，力透
纸背。她坦言，几十
年前，她曾专攻过一

段时间工笔画，但老师委婉提
醒，她爽朗的性格其实更适合
大写意。她恍然大悟。于是，
一头扎进大写意的创作中，最
终，成果丰硕。

我们的访谈，就在融洽、笑
声不断的氛围中展开。王易霓
聊家传，聊对大写意的理解，聊
辽宁这片土地给予画家的充足
养分。在挥毫泼墨间，我们还
不经意地聊到了她对父亲的怀
念，聊到了文化的传承。作为
辽宁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她身
上的担子，不轻。

人物简介

王易霓（如虹），女，辽
宁沈阳人，毕业于鲁迅美术
学院。曾任大学教师、现任中
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女画
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
会中国画艺委会委员、辽宁省
文史研究馆馆员、辽宁省文联
副主席、辽宁省美术家协会主
席，辽宁省美术家协会中国画
艺委会主任。

主要代表作品：《风和水
静》《再见北方》.《风动荷香》

《风谐水静》《胜似春光》《云淡
风清》《事事清白》《母子情》

《林中野味》《和平颂》《荷动知
鱼来》《霜冷长河》等多幅作品
连续入选第十一、十二、十三
届全国美展等国家级重大展
览并获奖被中国美术馆、多省
美术馆、博物馆、艺术机构收
藏。被《美术》杂志、《书画艺
术》、美术报、“话说名家”电视栏
目等报纸、杂志、电视台专题报
道。出版有《中国艺术家——
王易霓》《美术视野——王易
霓花鸟画作品》。

辽宁日报 辽宁省文联出品

王易霓：大写意之“大”不在尺幅在气象
本报记者 朱忠鹤

身边的文化故事

①耩（jiang）子，过去播种大豆、麦子、棉花的农具。
②铃铛，挂在马等牲畜身上，具有多种功用。
③钟铎，挂在马车棚下部的一种响器，俗称“咕咚梆子”。 受访者供图①①

②② ③③

独钟情于大写意中国画的王易霓，一直笔耕不辍。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吴丹 王荣琦报道 2月
18日，沉浸式环境互动戏剧《老酒馆》驻场演
出宣布正式开排。该剧通过场景还原、角色
扮演、线索解谜等创新形式，构建一个可参
与、可沉浸、可传承的文化新场景，预计于“五
一”期间亮相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

“一条街，大千世界万种风情；一壶酒，古
往今来人间百态。”历经两年，大连文化产业
集团将根据著名编剧高满堂同名电视剧改编
的《老酒馆》搬上话剧舞台，斩获辽宁省“五个
一工程”奖，证明了经典IP的永恒魅力。

话剧《老酒馆》获得成功后，大连创新打
造文化“内容+产业”的融合模式，致力于塑
造“老酒馆”全产业链品牌，大胆探索将《老酒
馆》改编成沉浸式环境互动戏剧。

“我们在以大连话剧院专业演员为主要
班底的基础上，面向社会海选新锐演员。演
出地点东关街28号院也于去年开始施工，目
前正在进行软景的装饰，预计 4 月预演，‘五
一’正式与观众见面，每场演出能容纳150余
位观众。”大连文化产业集团艺术总监张荣荣
介绍。

沉浸式互动剧《老酒馆》
大连东关街开排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近日，沈阳音
乐学院通过多个网络平台发布歌曲《哦，我的
大东北》MV（音乐短片）。

《哦，我的大东北》是 1994 年由晓光作
词、沈阳音乐学院潘兆和教授作曲的一首动
听歌曲，该歌曲描绘了东北黑土地的壮阔景
象，抒发了东北人民对家乡的无限热爱。

沈阳音乐学院本次将这首《哦，我的大东
北》以歌曲MV的形式再次呈现，体现了沈音
人继承鲁艺传统，坚持与时代同行，为时代放
歌的情怀。

“我把心儿留给你，我的大东北”既是对
东北这片涵养伟大精神的沃土的讴歌，更是
对“大东北”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大担当、大发
展的现实映照。

歌曲《哦，我的大东北》
MV上线

精彩视频
扫码观看

过度追求“制作性”
导致“写意”精神缺失

本报记者：很多人都知道，您
出生在艺术世家。您的父亲王冠
是一位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的书
画家，请谈谈您的入行经历。

王易霓：我的父母都是老一
辈美术创作者，他俩是大学同学，
上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美术，
毕业后分配工作还是与美术相
关 。 我 和 姐 姐 是 双 胞 胎 ，应 该
说 ，我 们 还 在 母 亲 肚 子 里 的 时
候，就已经开始受到艺术的熏陶
了。我从小在东北画报社，也就
是现在辽宁美术出版社前身的
家属院里长大，身边都是从事美
术创作的人，这种氛围对我的影
响是潜移默化的。

稍微长大后，父亲曾对我们
兄妹4人说过，不让我们从事美术
创作。他更希望我的姐姐学医。
因为美术，父亲经历了太多，也感
受过太多，现在回头来看，我理解
他当初的担心和良苦用心。

但是，命运总是这样兜兜转
转，我最终还是考入了鲁迅美术
学院，进入了美术艺术领域。当
看到我进入省美协工作，我父亲
特别高兴，虽然最初他反对我进
入这个行当，但看到我有这方面
的天赋，并能继承他的所学，他还
是很高兴的。

本报记者：我看到您的案头
上，还有您父亲当初用的笔？

王易霓：对，我进入美协后，

父 亲 就 把 他 珍
藏 的 笔 都 送 给
了我。这些笔，
我一部分收藏，
一 部 分 至 今 还
在 用 。 用 它 们
作画，我总觉得
父 亲 就 在 我 身

边，注视着我，鼓励着我，同时也
激励着我。

我到现在都清楚地记得，父
亲当初对我说，要做一名好的艺
术家是特别不容易的，不能下表
面功夫，要具有丰厚的文化积淀，
要对中国文化融会贯通，要提高
方方面面的修养。我现在愈发觉
得这句话的分量，虽然表述浅显，
但一语中的。

本报记者：大写意绘画是中
国画的传统和根。大约从 20 年
前，国内就有艺术家呼唤“写意回
归”“怀念大写意”。今年，也有艺术
家专门强调了这一问题。您认为，
如何让国画中的“写意”回归呢？

王易霓：大写意中国画作为
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形式之
一，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从字面
上看大写意中国画最关键的两个
字就是“写”和“意”。“写”指的是

绘画方法，强调的是以书法用笔
画画；“意”指的“托物寓意”“借物
抒怀”。可以说，中国画“写”和

“意”两个字的提出和强调是中国
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觉醒，也
是对中国画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
贡献。因为大写意中国画代表的
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被
人格化了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和
审美理想的体现。

大写意中国画的起源最早可
以追溯到唐代，当时的文人画家
中开始出现了追求超越形似的艺
术表达方式，强调个人情感与精
神的抒发，人们开始对中国画“托
物寓意”的功能有所认知，著名的
文人和文人画家如欧阳修、苏轼、
文同、米芾等，提出了“得意忘形”

“寓意于物”等主张，为中国大写意
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
础。元明清时期乃至到了近现代，
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一些画家如
齐白石、傅抱石、张大千、李可染
等，在传统写意画的基础上融合了
西方绘画的一些元素，继续推动着
大写意中国画的现代化进程。

大写意中国画“托物言志”
“借物抒怀”的这一特质，客观上
要求画家自身的认知层次要有高

度，对所描绘事物的本质要有深
刻的理解和把握，否则画家是难
以以简驭繁，概括出包含精神高
度的笔墨的。

所以，大写意之“大”不在于
尺幅之“大”，而在气象之“大”。
无论是画家，还是观者都要做到
认知程度有高度，对事物的理解
程度有深度。而这些，都是需要
时间和文化积淀的。眼下，很多
画家难以创作出优秀的大写意中
国画，也难以体会出大写意中国
画的优秀，更难以对优秀的大写
意中国画发展给予有效推动和促
进，从而陷入对画面的效果、技
法、精细程度等的过于看重，甚至
过度追求造型、色彩、形式感，以
及视觉冲击力等的“制作性”，背
离了写意性，导致当下中国画领
域“写意”精神的缺失。

秉承传统文脉
让大写意更具时代气息

本报记者：您认为具体应该
怎么做才能让“写意回归”呢？

王易霓：面对当下中国画领
域“写意”精神的缺失，我站在美
协的角度觉得首先要强化文化自
信，鼓励画家多学传统文化，积淀
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秉持
传统文脉，增强文化自信。

其次是加强宣传和政策支
持，也就是说，利用各类媒体平
台，加大对“写意”绘画的解读与
宣传力度，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
到大写意中国画的魅力。

再有就是加大教育培训和举
办展览和开展活动，通过活动鼓
励艺术家创作更多具有“写意”精
神的作品，提高大写意绘画的社
会影响力。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强
调融合创新，也就是说，在继承传
统的基础上，要积极鼓励艺术家
探索“写意”绘画与现代审美的结
合创新，使大写意中国画更具时
代气息。

本报记者：辽宁具有鲜明的
地域文化和地域特色，这片民族交
融、文化多元的土地给美术创作者
提供了有利条件。您认为辽宁如何
才能从“美术大省”变为“美术强省”？

王易霓：的确，辽宁地域文化
具有独特性，也确实为美术创作
者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同时也
为辽宁由“美术大省”向“美术强
省”的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不
论是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还是
多样的自然风光、独特的民俗风

情、深厚的艺术底蕴等都为现代
美术创作提供了技术借鉴和灵感
来源。同时，全国八大美院之一
的鲁迅美术学院坐落在辽宁，也
增加了全省的艺术氛围。

说到辽宁由“美术大省”变为
“美术强省”的途径，我认为可以
从政策支持、人才培养、搭建平
台、产业推动、艺术创新等几个方
面下大气力。

具体来说，比如人才培养，我
们要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建立完善
的美术教育体系，辽宁省美协有
10 个专业艺术委员会，这将为美
术创作的学术引领和培养具有国
际视野和专业水平的美术家提供
良好的条件。

对于搭建平台来讲，也就是
建立和完善美术创作、展示和交
流平台，如美术展览馆、艺术家工
作室、艺术交流活动等，为艺术家
及其作品提供更多展示和交流的
机会。在平台之上，用产业来推
动美术产业的发展，比如，建立线
上线下的艺术品交易、美术衍生
品开发等，提升美术作品的市场
价值等等。我觉得，上述举措的
共同发力，能够尽快推动辽宁由

“美术大省”向“美术强省”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