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型音乐剧《鲜花盛开的地方》
致敬彰武治沙人

本报讯（记者 刘放）近日，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
精品扶持项目、大型原创音乐剧《鲜花盛开的地方》在
辽宁大剧院上演。观众在沉浸式领略彰武治沙故事
的同时，感受到了音乐剧带来的艺术感染力。

《鲜花盛开的地方》以彰武老中青三代治沙人
为主要原型进行创作，人物多样而丰满，涵盖了科研
人员、海归学子、基层干部、护林员、普通百姓等，以恢
宏的音乐史诗生动刻画治沙英雄群像，全方位、立体
式展现彰武不同历史时期的风貌。

该剧音乐表达上既有浓郁的东北乡土气息，又
与流行音乐高度融合，创作中加入艺术歌曲、二人转、
东北秧歌、重金属等元素。多媒体特效随音乐、音效
激荡起伏，精准模拟彰武不同历史时期的环境特点，
带领观众身临其境走进彰武、了解辽宁。

本报讯（记者 刘放）2月2日（农历小年），“盛世
龙腾·最沈阳”2024沈阳方城灯会启幕。“鸿运龙门”

“腾龙送福”“龙腾盛世”等30余组独具巧思的大型灯
组悉数亮相。

灯会采用行浸式的形式启幕。大家一边观灯
彩、品美食，一边欣赏着“唢呐迎春”“烟火画卷”“欢
腾民俗”“盛世灯红”等传统民俗节目，感受到了地
道的沈阳文化与风情。开幕当晚，沈阳市沈河区线
上邀请百万人次网友助力集福，伴随线上点亮倒计
时归零，主灯“紫气东来”被瞬时点亮。“紫气东来”
彩灯取材自沈阳故宫凤凰楼的亭台楼阁，祥云溢
彩、金龙盘旋，寓意大美方城盛世鸿运。

今年灯会是沈阳方城区域举办的第六届灯会，
除了集中布局传统风格的龙年彩灯之外，还安排了
独具特色的灯组。“中街四宝”团子、圆圆、小喜、乐
乐四只“萌龙”以及“方城四小龙”等彩灯也已在中
街亮相。灯会从2月2日至3月11日免费向广大市
民和游客开放。

2024沈阳方城灯会启幕
本报讯（记者 刘放）1 月 27 日，由阜新市公

共文化服务中心、沈阳市文博中心主办，阜新查
海遗址博物馆、辽宁古生物博物馆、沈阳博物馆
承办，沈阳都市圈博物馆联盟协办的“龙源阜新
——8000年查海文化展”在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古
生物博物馆开展。这也是阜新查海遗址博物馆
作为沈阳都市圈博物馆联盟成员单位进行历史
文化图片系列巡展的新年第一站。

阜新查海遗址距今已有8000年历史，出土的
龙形堆石被考古界誉为“中华第一龙”。2024 年
伊始，以沈阳、哈尔滨为代表的东北地区冰雪旅
游十分火热，阜新查海遗址博物馆作为沈阳都市
圈博物馆联盟的成员单位之一，为了让省内外游
客更好地了解查海遗址8000年的厚重历史文化，
率先行动让游客感受“中华第一龙”的魅力。展
览上，阜新查海遗址博物馆还带来了复原的石
铲、石斧，佩戴 VR 眼镜后就能沉浸式体验文物

“活”起来的别样魅力。

“龙源阜新”巡展在沈展出

本报讯（记者 刘放）2月4日，由沈阳市文博
中心、通辽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通辽市博物
馆、沈阳博物馆承办的“风从草原来——通辽市
文物菁华展”在沈阳博物馆开展。

自古以来，通辽地区是沟通东西南北的交通
“大驿站”，成为多种文化元素荟萃、多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的“大熔炉”。汉族、蒙古族、回族、满族
等 43 个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守望相助，
用勤劳和智慧将这里“灌溉”出安代艺术之乡、民
族曲艺之乡、乌力格尔之乡、蒙古族四胡发祥地、
版画之乡、马王之乡。

此次展览共分为四个单元，精选通辽文物
230 件套，其中一级文物 20 件（套）、二级文物 55
件（套）、三级文物 43件（套），为沈阳带来草原的
芳香、心灵的欢畅和美好的龙年佳节祝福。据
悉，展览将持续至5月30日。

通辽市文物菁华展亮相沈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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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跨界”成了业界热门词汇。电影导演王家
卫首次跨界执导电视剧《繁花》，打破了电视剧创作使
用写实手法、生活流叙事的惯性思维，以独具风格的
镜头语言和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打造虚实相生、气
韵生动的艺术质感；很多传统影视从业者投身如火如
荼的微短剧创作，推出《女神酒店》《亲爱的乘客，你
好》《柒两人生》等优秀作品；广告导演拍起网剧……
一时间，跨界创作频现，跨界作品出圈，使“跨界行为
到底是降维打击还是突围创新”的话题成为焦点。

这一现象与当下网络技术不断升级、硬件设施更
新迭代有关。近年来，无论是在图像分辨率还是音频
编解码技术方面，不同媒体终端在视听效果上的差距
越来越小。家庭影院让人们在家也能沉浸式体验电
影院的观影氛围；戴上3D眼镜，手机屏幕也能观看3D
电影；手机短视频还能投屏到大屏幕观看。不仅如
此，“互联网+”时代，媒体融合是大趋势，以往必须在
电影院里、电视机前等规定场景观看的作品，如今观
众可以随时随地自由选择观看渠道、观看方式、观看
场景。这些改变使电影、电视剧、微短剧等因视听效
果高下、观看场景不同而区分的概念边界越来越模
糊。面对媒介与受众环境的巨变，原本只专注于某一
种艺术形式的创作者打开视野、拓宽思路，纷纷投身
跨界创作。

影视从业者跨界可以探索更多融合点与创作面，
让不同门类的创作手法互相借鉴、各取所长，改善作
品的单一形态与表达形式，给公众带来多重观赏体
验。由戏剧导演参与创作的电视节目《故事里的中
国》在文化访谈形式里嵌入舞台剧的情景表演，用“戏
剧+影视化拍摄+访谈”的融合方式呈现中国故事，很
受观众欢迎。电视剧《繁花》2020 年官宣由电影导演
王家卫执导时，就引发了大众热烈讨论。拍摄几年
间，王家卫与剧作的各种新闻偶有曝光，吊足观众胃
口。该剧还未开播，就在微博获得超10亿的阅读量。

可见，跨界能形成鲇鱼效应，激发影视创新活力，

提升作品传播效力。然而，跨界也不是万金油，创作
者涉足新领域的作品很容易引发舆论争议。比如，观
众在肯定冯小刚的跨界之作《回响》具有电影感的镜
头、色调的同时，也对作品披着悬疑剧外衣却悬疑氛
围不浓、悬疑戏份与情感故事脱节等问题表达不满。

《繁花》的口碑也褒贬不一，批评声音主要集中在叙事
结构凌乱、剧情故作高深、画面角度刁钻、镜头不停切
换、叙事云里雾里等方面。电视剧导演转战电影领域
也多有失手，有的作品豆瓣评分甚至出现 3.1 分的
低分。

部分在原有领域叱咤风云的创作者之所以到新
领域出现水土不服，主要是因为他们虽然“跨过界”，
却未能“扎下根”。由于媒介形态各异，不同的影视
门类在叙事策略、镜头语言、情节设置等方面存在很
大区别。即使是某个领域相当有造诣的大家，在新
领域也是缺乏积累的新人，有很多知识需要学习、许
多技术需要更新。而当下有的跨界者纯属“玩票”，
想借着人气在其他领域“圈钱圈粉”，消费自己的知
名度，制造舆论话题；还有的创作者虽然创作态度认
真，创作思维却没有从原有领域跳出来，以旧方法应
用于新创作，未能掌握新领域的创作要义。如此一
来，市场不认可、观众不买账，就不足为奇了。所以，
跨界虽然不要求创作者能快速达到该领域最高创作
水准，但至少应让观众看到创作者的诚意和新意。
即，在一定的专业储备和艺术积累的基础上，表达对
自我的大胆突破和对跨界领域的虔诚热爱。

把眼光放长远，电影、电视剧、网络剧等艺术门类
不是几条平行线，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可能在某个地
方握手。从影视史上第一部作品《火车进站》开始，不
同领域已经经历了无数次交集，才形成今天的面貌。
可见，形态、时长、载体从来都不是创意的束缚。影视
从业者应该在深入了解新领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在
不同门类的跨界探索中找到新的突破口和平衡点深
扎下去，为影视业的创新发展贡献力量。

影视跨界还需深扎
□桑 丹 李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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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行龘龘（dá），辞旧迎新。节日的喜庆氛围弥漫在大街小巷，令人
期待的节庆文化活动丰富多彩。观展览、看演出、赏民俗、读好书……春
节期间，我省各大文博场馆连续推出多项亲民惠民的“文化大餐”，总有你
喜欢的一款。

多个“龙”主题展览引人注目

2月 2日，辽宁省博物馆“飞龙在天——甲辰龙年生肖文物展”开展。
展览共分“源”“形”“蕴”“魂”“传”五个单元。辽博相关负责人介绍，展出
的青铜器、玉器、陶瓷器、丝织品、服饰等文物70%为首次与观众见面。

此次展览的一大看点是红山文化玉猪龙移步龙年生肖文物展展厅。
玉猪龙雄浑粗犷的造型充分体现了红山文化玉器的艺术风格与时代气
息。而在展览的“蕴”单元，云龙纹的演变在文物图片上直接用线标注，让
大家一目了然，便于理解、记忆。展厅中两处视频播放引人关注。一处是
展现龙字的演变历程，包括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
并展示馆藏书法作品中的龙字，十分珍贵；另一处是展示各时代龙纹的特
点，主要以玉器为例。

辽博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承载着
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今天，龙的精神更被赋予新的内涵和使命，
龙文化成为鼓舞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团结奋进、开拓创新的精神纽
带。希望大家在观展之余，能够感受到作为“龙的传人”，肩负着传播龙文
化、弘扬龙精神的使命。

2月2日，沈阳故宫宫门上悬挂起门神，标志着“到沈阳故宫过大年活
动”正式启动。沈阳故宫推出多个展览和文化活动，邀请观众“到沈阳故
宫过大年”。

当天，在沈阳故宫东大门所挂的一对门神为“将军”门神，相传他们是
唐朝的两位大将军。据史料考证，清代第一个下令悬挂汉族门神的人是
顺治帝，清朝在北京定都后，沈阳故宫开始挂门神、贴对联、迎新春。

两大展览引人关注。一是“院藏珍宝展”。院藏一级文物清代青花矾
红彩巅峰之作、带有龙元素的文物“雍正款青花红龙大盘”亮相。主体纹
饰的 9条龙以矾红彩烧制，制作技艺精湛，纹饰图案生动鲜活，蕴含了龙
腾盛世的吉祥寓意。

另一展览是“‘五福’献瑞贺新春 沈阳故宫新春年画剪纸图片展”。
展览以福禄寿喜财“五福”为主题，用25幅年画图片和29幅剪纸图片，向
观众和游客传递最真挚的新春祝福。

1 月 28 日，辽宁省图书馆开年大展“踔厉奋发抖精神 龙腾四海万年
春”——2024龙文化主题展与读者正式见面。展览围绕龙文化，集中展示
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为广大读者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让大家
度过一个充满书香与墨香的春节。

此次展览分为“龙的由来”“龙的原型”“龙的典故”“龙与考古”“龙的
诗词”“龙与民俗”“龙与建筑”“龙与现代装备”八个部分，通过丰富的图文
介绍对龙文化进行深入阐述。

此外，省图还展示了馆藏宋绍定六年临江军学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

生集》和清初毛氏汲古阁常熟刻本《说文解字》，以及与龙文化相关图书50
余册，让广大读者在文献中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亲民惠民演出丰富多彩

春节期间，沈阳盛京大剧院推出15场系列惠民演出。盛京大剧院相
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借助春节这个契机，让更多市民能够走进剧院，感受
浓浓的年味儿，享受沈阳城市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

具体演出时间为：2 月 12 日将上演儿童剧《木偶奇遇记》和评剧“花
派”经典名剧《茶瓶计》；2月13日将上演儿童剧《绿野仙踪》和评剧名家名
段新春演唱会；2月16日将上演儿童剧《我来教你当爸爸》；2月15日至17
日将上演“沈阳相声大会”；2月17日将上演“遇见”系列之“当国粹遇见新
年”京剧艺术青音汇；2 月 18 日将上演“国粹·战”系列之传统京剧《战太
平》；2月 19日将上演“国粹·战”系列之传统京剧《战宛城》；2月 23日、24
日、25日将上演杂技剧《熊猫——寻梦之旅》。

2月14日、15日，开心麻花爆笑荒诞喜剧《头号继承者》将在中华剧场
与观众见面。这两场演出都设置了惠民票，希望把欢乐带给更多的市
民。另外春节期间，沈阳各小剧场、相声专场等都将以“快乐过龙年”为主
题开展精彩的文艺演出活动。

逛书店是许多人假日休闲的首选。春节期间，古风插画师呼葱觅蒜
《同福客栈——武林外传官方纪念画集》同名主题互动街区在沈阳玖伍文
化城限时开放，包含“佟掌柜喊你回家过年”“迎新春盗圣集百福”“郭女侠
操办过龙年”“吕秀才妙语祈福运”和“祝团圆小贝送吉祥”，互动即可收获
主题印章。2月9日至12日，来自安徽省的民俗非遗“汪满田鱼灯”也将现
身玖伍文化城，戏鱼灯巡游、国风表演同贺新岁，更有“龙王”现身。

辽宁省“扫黄打非”办公室联合新华书店北方图书城，于2024年寒假
期间开展辽宁省“绿书签行动”海报设计征集、主题征文大赛、艺能大赛等
活动，引导全省广大少年儿童多读书、善读书、读好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好红色基因。同时，北方图书城还组织开展“小小图书管理员”
体验活动，让广大小学生走进新华书店，观摩、参与图书管理员工作流程
实操，学习图书出版相关知识，了解书店图书分类，体验“图书销售礼仪”
等主题实践活动。

辽宁省美术馆将举办两场艺术展庆贺龙年新春。2月 9日至 2月 25
日，迎新春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在辽宁美术馆举行。此展多品类多角度
来自生活的艺术佳作，将带给市民丰富的文化体验。2 月 9 日至 3 月 11
日，2023馆藏精品回顾展展出，不同风格的馆藏精品为春节带来不俗的艺
术格调。

另外，为了便利各地游客来沈旅游，满足广大游客的参观需求，辽宁
省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图书馆、沈阳博物馆、张学良旧居陈列
馆、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沈阳审
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北大营旧址陈列馆等文博场馆，2月1日至2
月 29 日期间星期一不闭馆、春节不打烊，拉满过大年气氛，喜迎八方
来客。

展览多样 好戏连台

春节文化活动“龙”重登场
□记者 刘 放

清雍正款青花红龙

红山文化玉猪龙

龙纹方壶

辽宁省博物馆龙生肖文物展传播龙文化，弘扬龙精神。 2月2日，“到沈阳故宫过大年活动”正式启动。

本组图片由
记者 刘聪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