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郭平报道 沈阳中兴恐龙
博物馆日前迎来一位珍稀的“客人”——龙城
热河蝎，这是我国科学家首次发现的中生代蝎
化石。

热河生物群是约 1.4 亿至 2 亿年前生活
在东亚地区的一个古老生物群，以我国辽西义
县、北票、凌源等地区为主要产地。这一古老
生物群因发现多种特异埋藏化石而闻名于世，
包括带羽毛的恐龙、早期鸟类、多样化的哺乳
动物、翼龙、节肢动物、植物化石等，被誉为“20
世纪全球最重要的古生物发现之一”。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科研
团队于今年2月在《科学通报》杂志上发表了
最新成果，他们在热河生物群发现了中生代
蝎化石——龙城热河蝎 。这是热河生物群
首次发现的蝎化石，新的发现填补了我国中
生代蝎化石的空白。

科研人员通过初步重建热河生物群的食
物网发现，龙城热河蝎可能与当时陆地生态
系统的多个物种产生复杂的生态互动，这一
研究为了解热河生物群食物网的复杂性提供
了新证据。

首次发现的“龙城
热河蝎”在沈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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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四十里通惠河到了通县呐，
与那千年的古河紧相连……”唱腔
乍起，直触耳膜。话剧《运河1935》
一开场，便将观众带入1935年战火
纷飞的大运河畔。

3 月 8 日晚，由沈阳话剧团演
出的话剧《运河 1935》连续两天在
盛京大剧院登场。这部紧扣家族
亲情与民族大义的话剧波澜壮阔，
将历史沧桑与大运河的文化感染
力传递给现场每一位观众。

话剧《运河 1935》只是我省春
节过后演出市场持续火热的一个
代表。盛京大剧院负责人王青雨
告诉记者，在今年春节期间，沈阳
演出市场掀起一个高潮，仅盛京大
剧院春节惠民系列演出就多达 21
场，接待观众超万人，这两个数字
均超去年同期。

春节过后，我省演出市场热度
依然不减。记者了解到，今年上半
年，话剧、音乐剧、舞剧、音乐会等
不同艺术形式的舞台剧目将在盛

京大剧院、辽宁大剧院、沈阳奥体
中心等省内知名剧院轮番上演。
作为演出主要阵地之一，盛京大剧
院按照演出计划，在一季度共举办
各种合作及自营演出33场，比去年

同期增长10%。
场次增加的同时，演出内容的

丰富也是我省今年演出市场的特
点。从西安话剧院的《长安十二时
辰》，到由李乃文、唐旭领衔主演的

大型谍战舞台剧《夜行者》，再到
《赵氏孤儿》以及我国首部南孔文
化题材的原创国风音乐剧《南孔》，
内涵丰富的舞台剧充分满足了我
省观众的精神需求。同时，陈锐小
提琴独奏音乐会、久石让作品视听
音乐会、“纪念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经典钢琴三重奏音乐会、《放牛班
的春天》原唱传承者——法国圣马
可童声合唱团电影全套曲目音乐
会等也将在今年上半年上演。

继“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成为
沈阳演出市场的一张名片后，今年
沈阳仍是全国演唱会主阵地之一。
国内一些较为知名的音乐人、歌手都
将于今年站在沈阳舞台上一展歌
喉，将最美声音唱给辽宁观众。

一边是高雅艺术不断推陈出
新，一边是民间艺术继续深耕本土
市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东北
二人转、小剧场演出、相声、脱口秀
等艺术形式与辽宁地域文化紧密
结合，继续延续春节市场的火爆态

势。一家单口喜剧门店的负责人
告诉记者，作为年轻人喜欢的一种
民间艺术形式，脱口秀演出并没有
因为春节假期的结束而降下温
度。他表示：“只要话题巧妙，就能
吸引年轻人。”

在国内演出市场从业多年的
田德伟认为，近几年，国内演出行
业呈现平稳增长的态势，根据中国
演出行业协会票务信息采集平台
数据监测和调研测算，去年全国营
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场
次48.84万场，同比增长10.85%；票
房 收 入 579.5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5.37% ；观 众 人 数 17618.16 万 人
次，同比增长2.95%。

根据田德伟了解到的情况，在
演出行业中，演唱会、音乐剧、舞剧和
话剧较受观众热捧。一方面，舞台艺
术这种与观众面对面的形式，能令观
众沉浸其中；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对高雅
艺术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音乐剧舞剧话剧音乐会演唱会“繁花”竞放

沈阳演出市场春意盎然
本报记者 朱忠鹤

“火炕是怎么热的？”“炕上铺的
啥？”……这是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
县华来镇瓦尔喀什寨村村民卢凤鸣
坐在火炕上直播时，被人常问的问
题。他经营的凤鸣小院是展示乡村
生活、满族文化的民宿，也是国家级
非遗项目盘炕技艺的传习基地。记
者近日采访了解到，本溪桓仁非遗
中心设立了 5 个盘炕技艺传习基
地，通过非遗与旅游融合，展示盘炕
技艺，留住东北一代代人的乡愁。

传习基地进民宿，花式
传播盘炕技艺

3年前，卢凤鸣回村打造民宿，
以火炕发展历史为脉络，展示了从
地窨子、土坯房到红砖瓦房 3 个时
期的文化空间。为了吸引外地游
客，卢凤鸣每天坐在火炕上直播，
与粉丝们唠嗑。当被问到“火炕是
怎么热的”时，他会拿着镜头来到
厨房，给网友看灶坑，讲填柴，烧火

带动大灶，进而让火炕变热的过
程；当被问到“你们都在炕上做什
么”时，他会拿出嘎拉哈，向网友展
示怎么玩。据了解，卢凤鸣发布的
短视频浏览量最高一条超79万，介
绍地窨子的短视频浏览量近30万。

让国家级非遗项目通过旅游得
到有效传播，让更多人在直播、住宿
时了解盘炕技艺，正是此次桓仁非
遗中心确定这 5 个传习基地的目
的。桓仁县文旅中心副主任王洪军
告诉记者，盘炕技艺的十二道工序，
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更是适应
生产生活需要而产生并流传下来的
生存手段。目前乡村会盘炕的人不
多，如何有效传承盘炕技艺是非遗
工作者一直思考的问题。

民宿扩建打火炕，传承
人现场展示

将民宿设为火炕传习基地，这
一想法在桓仁县非遗中心主任赵

丹脑海中酝酿了两年多。其间，她
只要有空就会去乡间的民宿走
走。最终，她选择了雅河乡雅尔古
寨村的石景轩民宿、普乐堡镇老漫
子村的小桥人家、桓仁镇虎泉村五
组的天证老物件收藏馆，向阳乡回
龙山村的富养闲居农家院，以及凤
鸣小院5处传习基地。

赵丹告诉记者，这些民宿的主
人会盘炕，懂盘炕的理论知识以及
火炕的历史、发展过程、功能等，能
通过讲解满足游客的好奇心。考
虑到未来传承、实践学习等方面的
需要，在盘炕技艺传习基地的创建
过程中，能够召集大家一起前往观
摩，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大家
感受到非遗是真正与生活贴近的
技艺。

记者采访了解到，此次设立的
5个传习基地今年均有盘新火炕的
计划。“盘炕技艺没法做现场展
示，只要谁家盘炕，我们就把想学
的人叫上一起去。”王洪军介绍，传

习基地与民宿相结合是加大宣传
东北文化的好路子。

辽宁省民俗学会副会长蔡学
勤认为，桓仁把盘炕技艺传习基地
与民宿相结合，找到了非遗技艺与

现代文旅的契合点，让游客在休闲
中感受火炕文化、体验盘炕技艺，
让乡愁、乡情在传统与现代融合中
同频共振，让东北特色文化根脉得
到延续和传承。

店主直播盘炕秘密，火了 游客睡上热乎炕头，乐了

乡村民宿成了国家级非遗技艺传习基地
本报记者 刘海搏

全国两会上，阅读再度成为代表委员热
议的话题，讨论的内容都与当下最热的信息
技术有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组书记黄志坚建议深化全民阅读，
让大众“看屏与读书”并重。他所说的“读书”
这里应指纸质书阅读，也就是呼吁大家少看
手机，重拾书本。

我们的阅读生活的确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曾经有人做关于“年人均阅读量”的排行
榜，现在应该很难进行下去了吧？数字化时代
的碎片化阅读，手机阅读量虽大，但很难以一
本、两本来统计。一旦是不成体系的阅读，堆积
在头脑中的只能是散碎信息，也很难建立起系
统性的思维，这是数字阅读必然产生的结果。

紧随数字阅读之后，AI也给纸质书阅读
带来影响。全国政协委员冯远征在每一年的
两会上都会建议演员多读书，今年他被问到
了 AI 可否用到艺术创作上。对于这个问题
的答案，冯远征还是很乐观的，他认为，AI完
全替代编剧和演员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承
认了AI已经介入了写作领域，自己也曾经利
用AI生产出不错的剧本大纲。

数字时代，面对人工智能，纸质书阅读还
有那么重要吗？想必很多青少年学子会问：
如果网络搜索可以瞬间提供大量描写春天、
歌颂生活等各种主题的经典诗句，我们还用
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背诵名篇佳作吗？如
果AI可以一键生成优美华赡的文章，我们还
用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写作技巧、谋
篇布局手段吗？

我的看法是，阅读恰恰是AI最难以替代
的一件事。阅读不仅是手段，更是生活的一
部分。

在阅读里，我们可以学到知识和技能，但
更重要的是获得精神滋养、提升文化修养。
前者，AI可以越做越好，而后者，它却无能为
力，因为AI难写诗意。

我坏坏地问了 AI 这个问题：“你能写出
诗意吗？”它谦虚地回答：“AI 的诗意更多是
基于对语言模式的学习，而非真正的情感体
验。它的创作缺乏人类那种深刻的生命体验
和情感共鸣，因此有时可能显得不够自然或
深刻。”

看来，AI比我们中的某些人更清醒。
什么是诗意？具象的诗意是指诗意所蕴

含的美感、情感和意境，通常通过语言、意象
和节奏等元素表现出来。而更多的时候，我
们会把所有艺术形式或者在日常生活中感受
到的那些超越现实、富有文化内涵和情感深
度的瞬间体验称为诗意。这种体验因人而
异，我们在阅读中与古人相遇、与异乡之人相
遇，也与自己相遇，这种相遇依靠的是一个独
属于自己的文化密码。白纸黑字让你瞬间产
生诗意，一个字、一句话、短短几个字营造出
来的氛围，你就完全沉浸其中，能够产生这样
的阅读效果一定来自你之前的阅读积累、生
活体验。高质量的阅读是作者和读者共同成
就的——这个世界滋养了你，而你又成了这
个诗意世界的一部分。这些感受，AI无法替
你完成。

当你读戴望舒的《雨巷》，你怎么去想象那
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一定是要
从“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这样的
诗意里经过的。如果你完整地读过《红楼梦》，
你一定不会满意任何一版的影视剧红楼，更无
法想象，你怎么向AI投喂，让它可以画出“两弯
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

我们经常会说，阅读就是一个灵魂与另
一个灵魂的对话。“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
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户，你
装饰了别人的梦。”这里面没有AI什么事。

AI，难写诗意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郭平报道 沈阳故宫博物
院日前发布部分古建筑保养维护临时关闭公
告。2 月 25 日至 5 月 30 日，沈阳故宫将对东
路的大政殿、正红旗亭、镶红旗亭、井亭屋面
启动保养维护。保养维护期间，游客可正常
参观。其中，大政殿已经完成安全通道搭设，
恢复室内开放。

沈阳故宫大政殿
等部分建筑临时封闭

野外调查
总面积约800平方公里

尘土飞扬，田地广袤。几人一
组，拉网式找寻地面上可能散落的
陶片，生怕错过几千年前红山先民
留下的任何蛛丝马迹。3月 11日，
我省考古工作者再次来到朝阳北
票市进行红山文化考古野外调
查。这是2025年度“大凌河（朝阳）
地区红山文化考古调查”活动现场
记者见到的一幕。

记者了解到，“考古中国重大
项目——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
究”中的2025年度“大凌河中游（朝
阳）地区红山文化考古调查”于日
前正式启动，而位于大凌河中游的
北票市成为今年调查的重点区
域。此次调查由辽宁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联合朝阳市博物馆、北票市
博物馆、双塔区博物馆共同实施。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红山
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于2021年被
国家文物局纳入“考古中国”重大
项目。该项目旨在通过持续系统
的考古工作，提升考古在文物工作
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推动中国
考古事业发展、中国考古学学科进
步和人才队伍建设。“大凌河（朝
阳）地区红山文化考古调查”是“红
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的子项
目，此前，关于大凌河流域的红山
文化调查已进行了4年。

负责此次考古调查的辽宁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于怀
石介绍，2021年大凌河流域红山文
化考古调查启动以来，收获颇丰。
在完成大凌河上游调查后，今年，
他们将目光转移到位于中游地区
的北票市。

北票位于朝阳市东北部，大凌
河的中游，东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毗邻，南与锦州市义县、凌海市相
接。北票历史悠久，古生物化石、
夏家店下层文化、三燕文化、辽金
文化等均可以在这里找到痕迹。

此次春季调查计划完成大凌
河干流及支流顾洞河、凉水河流域
调查，包括北票市西官营镇、双塔
区孙家湾镇等10个乡镇，总面积约
800平方公里。

众所周知，大凌河流域是红山
文化遗存的重要分布区。此次系
统的考古调查有助于了解大凌河
流域红山文化分布范围、聚落演
变，为进一步了解红山文化的特
征、深入开展红山文化文明化进程
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今年的野外调查将持续到5月
份，整个野外工作完毕后，工作人

员将对调查资料进行汇总整理。
作为中华文明起源过程的重

要参与者和贡献者，红山文化研究
将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
研究提供“北方模式”。“红山社会
文明化进程研究”将通过一系列田
野考古和资料整理研究工作，从多
个角度认识红山社会文明化的进
程和动力，总结辽西地区文明起源
的特征，讨论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
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贡献
和意义，认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中
的“红山元素”，丰富并完善中华文
明起源的理论体系。

此前普查中发现182处遗址

大凌河流域是红山文化晚期
遗存的重要分布区域，也是认识红
山文化晚期的聚落特征、社会结
构，寻找与红山文化晚期宗教祭祀
礼仪性质的牛河梁遗址相关的聚
落址的重要区域。

于怀石介绍，第三次全国文物
普查时，工作者在朝阳县、龙城区、
双塔区、北票市地区零星发现了一
批红山文化遗址，包括黑山头遗
址、小罗山积石冢、半拉山墓地、东

大道积石冢、老山洼积石冢、马莲
桥积石冢。朝阳小东山遗址、半拉
山墓地的发掘材料为了解区域内
红山文化遗存内涵提供了参考。
半拉山墓地祭祀区与埋葬区有完
善的功能分区、墓葬内大量玉礼器
的出土表明其是一处等级较高的
礼仪建筑。

以前的大凌河中游地区红山
文化考古调查成果丰硕。2022 年
至 2024 年，共调查红山文化遗址

（墓地）194处，新发现 182处，复查
12 处。同时发现红山文化遗存基
本规律：所发现的遗址多分布在河
流两岸的山坡、平缓山梁的梁顶、顶
部开阔平坦的山丘顶部，多选择邻
近水源，背风向阳、地势开阔平坦的
位置。而墓地（积石冢）多分布在河
流两岸山梁顶部或独立的山丘顶
部，少数墓地分布在缓坡处。

而且，在调查区域南部的大凌
河西支、南支，第二牤牛河和老哈
河中游南段地区，遗址和墓地（积
石冢）多相伴分布，墓地（积石冢）
多位于山梁、山丘的顶部，遗址多
位于离墓地（积石冢）不远的坡地
上。在调查区域北部的老哈河中
游北段和蹦（蚌）河地区，发现了红
山文化遗存中，遗址数量多，分布
密集，基本不见墓地（积石冢）。

另外，在南部大凌河西支、大
凌河南支和青龙河流域遗址采集
到的陶器基本为泥质红陶，很少见
到饰有纹饰的夹砂陶器标本，而北
部第二牤牛河、老哈河流域遗址采
集到的陶器则夹砂陶数量多，夹砂
陶器表多饰纹饰。石器包括石斧、
石铲、石耜、石磨盘、石磨棒、细石
器等。墓地（积石冢）采集遗物以
祭祀陶器为大宗，兼有少量的石器
和骨器。陶器主要为陶筒形器残
片，兼有少量塔形器残片，石器主
要为细石器。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差异，哪支
族群使用这些遗物，目前尚无定
论，考古工作者正在研究中。

2025年度辽宁考古野外调查启动，锁定朝阳北票地区——

为认识红山文化晚期聚落特征找证据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核心
提示

日前，2025年度大凌河中游（朝阳）地区红山文化考古调查正式启动。今年，
我省调查重点转移到位于大凌河中游地区的北票市，为认识红山文化晚期聚落特
征找证据。据悉，在此前的普查中，大凌河流域新发现红山文化遗址182处。

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盘炕技艺。 资料图

经典原创音乐剧《赵氏孤儿》剧照。 受访者供图

我省考古人员正在朝阳北票地区进行红山文化野外调查。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