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刘放）8 月 7 日，“丹青
互鉴——清宫画家郎世宁开创的艺术世
界”特展在沈阳博物馆开幕，近50组（件）郎
世宁及其学生、后继者的绘画作品亮相，这
也是国内首次举办郎世宁作品主题展。

此次展览由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
电视局主办，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市文
博中心承办，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
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上海博物馆、江
西省博物馆、镇江博物馆、吉林大学考古
与艺术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单位共同支持。

观众可以通过展览欣赏到郎世宁创
作的山水风景、花鸟走兽、人物肖像、宫廷
纪实等传世之作，展现中国传统绘画领域
中西方绘画艺术包容互鉴的风貌。据沈
阳故宫博物院展示交流部部长付博介绍，
郎世宁出生于意大利，清康熙五十四年

（1715年）进入清宫，作为宫廷画师供职康
熙、雍正、乾隆三朝，最终长眠于中国。

此次展览包括“万物和美 奕奕如生”
“宫廷纪实 笔端清史”“中西合璧 开创新
风”三个部分。在“万物和美 奕奕如生”单

元，沈阳故宫院藏一级文物《竹荫西狑图》
亮相，吸引观众驻足观看。图中翠竹交
错，竹枝间绿叶青青，瓜瓞相望；黄白相间
的猎犬，体修肢健，目光炯炯。全图动物、

植物明暗向背，阴阳凸凹，生动立体，为郎
世宁代表作品之一。

“宫廷纪实 笔端清史”单元展出的《塞
宴四事图》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画面

青山环抱，古木苍松，乾隆帝坐于正中观
看表演。画中主要人物的面部立体感较
强，具有西画的某些特点，点景仍用中国
传统的线勾填色法。全画笔法严谨、构图
繁复，是研究历史的物证。

据介绍，清朝中期，郎世宁、王致诚等
画家为清宫带来更为写实的西洋画风。
他们根据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事件
以及宫廷礼仪、帝后生活，创作了大量纪
实性宫廷绘画，以逼真的笔墨技法再现清
宫祭祀、狩猎习武等诸多场面。

郎世宁在宫廷从艺的时间长达 50 余
年。作为宫廷画师，他不仅从事绘画工
作，还参与珐琅器、建筑设计等各类艺术
活动。郎世宁所创造的中西合璧用笔，打
破了中国古代传统绘画“散点透视”以及
文人画追求“神似、写意”的风格，为绘画
创作带来新理念。郎世宁在中国毕生的
艺术实践，体现了古老中国在坚守自己传
统的同时一直在包容、吸收不同文化精
华，不断进行创新。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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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沈两地三馆
开展暑期研学活动

本报讯（记者 刘放）为更好发挥博物
馆社会教育职能，面向全体青少年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近日，沈阳“九·一八”历史博
物馆“小火炬”志愿者携手沈阳审判日本
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和平花”志愿者与
北京市密云区信诺志愿服务队共同开展

“手牵手 心连心”暑期研学活动。
活动现场，在参观沈阳“九·一八”历

史博物馆和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
陈列馆的过程中，北京市密云区信诺志愿
服务队小志愿者们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与求知热情，深入了解历史。在馆内小讲
解员的讲述与引领下，这段穿越时空的旅
程让小志愿者们深刻体会到了先辈们不
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与坚韧不拔的民族意
志。此次研学交流活动增强了志愿服务
团队的凝聚力，增进了城市间、馆际间志
愿者的友谊，提升了青少年们的学习能
力，让大家认识到维护和平、珍爱生活的
重要性，更加深刻地理解爱国主义的精神
内涵。

本报讯（记者 刘放）近日，由辽宁省
文化和旅游厅与新疆塔城地区文化体育
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共同主办的2024年“辽
塔情深 非遗同心”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
演交流活动，在塔城市音乐广场举办。来
自辽宁和塔城两地的22个非遗项目、30余
位非遗传承人，与塔城地区各民族的艺术
家们同台展示展演，共同描绘了一幕“辽
塔一家亲”的生动画面，大力推进了两地
非遗保护事业发展。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立足突出地域
特色、深挖文化底蕴，促进交流互鉴，从全
省范围内选调雕刻、刺绣、草编、绳结、中
医骨诊以及相声、民歌、大鼓、皮影、二人
转等各级优秀非遗项目，涵盖传统美术、
传统技艺、传统音乐、传统医药、传统戏
剧、曲艺六大门类。展示类项目传承人用
精湛的技艺和精美的作品拉近与塔城百
姓的距离，积极宣传辽宁、推介辽宁。

“辽塔情深 非遗同心”
展示展演活动在塔城举办

今年央视中秋晚会在沈阳举办
本报讯（记者 刘放）悠悠沈水载家国

记忆，皎皎明月抒团圆之情。8月13日，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官宣：《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2024年中秋晚会》将在沈阳举办。晚会
主舞台选址沈阳丁香湖畔，依托开阔的自
然湖水构建360°全景舞台，将现代科技与
实景山水巧妙融合，营造一个温馨梦幻的
团圆之地。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沈阳拥有三
处世界文化遗产、1500 余处历史文化遗
址，是“大国重器”的生产地，先后制造出
包括第一枚金属国徽、第一台普通车床在
内的300余项“新中国工业第一”。其厚重
的文化积淀、多彩的历史非遗、细腻的人
文色彩、硬朗的工业特征、温馨的烟火气
息，为具有浓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

总台秋晚增添更多亮色。
据悉，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秋晚的

前期策划和节目方案已经完成，秋晚主舞
台正式交付使用，目前各项工作正有序
推进。

据总导演李申、景欣介绍，今年秋晚
将通过有温度的艺术表达，结合独有的实
景山水舞台和歌舞等文艺载体，将中国传
统文化、举办地地方特色与诗情画意的文
艺表演相结合，向全球观众奉献出一台具
有朴素文化价值和强大视觉冲击力的团
圆盛宴。

每年如约而至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秋晚，不仅陪伴着千家万户共度佳节，也
寄托着全球各地华夏儿女的爱国之情与
思乡之切。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秋晚

将更多融入年度热点和老百姓关注的文
化、体育热门话题，将新中国成立75周年、
澳门回归25周年、嫦娥六号首次在月背采
样等年度大事做背景，通过具有代表性的
人物视角，用微记录、叙事化的拍摄手法
表现主题。

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继续深化
“思想+艺术+技术”融合传播，充分运用超
高清、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让秋晚突破舞
台限制，让节目与时代更加融合、与观众
靠得更近。

“唯美、真挚、抒情、浪漫”是今年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一以贯之的艺术
追求。在延续高品质的同时，今年秋晚将
融入多种文化元素，包括敦煌艺术、皮影
非遗、城市地标、古迹民俗、饮食文化等，

让观众体味古典中的时尚、厚重里的清
新、恢宏处的细节、简单中的繁华。

今年秋晚节目将依然采用三段体结
构，以月为轴架构篇章，分别用《月出》《月
华》《月明》为题抒发月出皎兮的浪漫、月
华如水的思念、月明千里的胸怀，凸显传
统佳节的文化韵味，寓意中华文明的生生
不息。

相约沈水之阳，今宵月色更美。9 月
17日，中秋节当晚 8点，《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2024年中秋晚会》将会在总台央视综合
频道（CCTV-1）、综艺频道（CCTV-3）、
中 文 国 际 频 道（CCTV- 4）、音 乐 频 道

（CCTV-15），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
等新媒体平台以及总台相关广播频率、海
外社交平台等向全球受众同步播出。

认知牛河梁遗址的文化价值
——访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华玉冰

□记者 刘 放/文 刘聪聪/摄

本报讯（记者 刘放）8 月 8 日，“2024
爱沈阳”故宫吉市开市，以“新文旅场景+
新社交方式”的模式，让每一位来到现场
的参与者都能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气息和
充满活力的氛围。

据了解，“2024爱沈阳”故宫吉市创造
性地打造了“宫中有景”的限定主题吉市，
结合沈阳故宫轿马场古建筑风貌，与现代
时尚的潮流元素相融合，让游客感受沈阳
故宫的历史文化与时代风采。“2024 爱沈
阳”故宫吉市集场景、品质、体验等多重属
性于一身，不仅展现沈阳深厚的文化底
蕴，也为游客提供一个了解和体验文化创
意产业新业态的平台，是一次文旅融合的
新探索。

“2024爱沈阳”故宫吉市开市

逾3000人次参与
“午后文学时光”读书活动

本报讯（记者 刘放）辽宁省作家协会
举办的“午后文学时光”读书活动即将迎
来五周年纪念日。自2019年9月首次举办
以来，该活动已成为推广文学阅读、提升
党员干部文学素养的重要平台。

五年来，省作协坚持每月举办一次
“午后文学时光”活动，共计56期。推荐阅
读书目涵盖红色经典、中外文学名著及当
代获奖作品，累计带动近 200 部文学作品
的自选阅读。活动采用“五个一”模式，即
每月一次读书交流、一位“茶主”主持、推
荐一本文学经典、邀请一位文学嘉宾、每
位成员提交一篇读书心得。

“午后文学时光”活动影响力不断扩
大，从省作协机关走向社会，进入书店、高
校及文化场所，与30多家省（中）直机关合
作，吸引超过3000人次参与。参加活动专
家有 50 多人次，徐坤、老藤、周景雷、津子
围、吴玉杰、胡哲、张维阳、张立军等文学
嘉宾应邀出席点评。

《往识集》名家书法作品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 刘放）8月12日，《往识
集》名家书法作品展开幕式在沈阳市档案
馆（沈阳市文史研究馆）举行。

《往识集》是辽宁政协文史馆馆员、沈
阳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郭兴文的咏史诗集，
收录了其创作的咏史诗作333首。来自全
国 316 位知名书法家书其诗作作品 344 幅
参展。这些作品风格迥异、格调高雅、内涵
丰富。书法作品中有中国书协原主席苏士
澍、中国书法研究院院长张杰等题写的作
品，也有辽宁省书法家协会主席胡崇炜，沈
阳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研究员李仲元、王贺
良、董文、宋慧莹、周维新、甘海民、卢林、刘
尔福、赵立新、李洋等人书写的作品。

郭兴文将《往识集》及其珍藏的书法
作品捐赠给沈阳市档案馆（沈阳市文史研
究馆）永久收藏。

被评选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朝
阳牛河梁遗址，自1981年被发现以来备受
考古学界和公众关注。近日，牛河梁遗址
博物馆经过近半年的修缮正式向公众开
放，再次引发“牛河梁热”。记者专访辽宁
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华玉冰，从不同角
度认知牛河梁遗址的文化价值，进一步了
解辽宁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古国”牛河梁
中华文明探源的视角

记者：牛河梁遗址作为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的重要组成，所涉及的文明、文明探
源概念如何理解？

华玉冰：何谓“文明”？较为合理的解
释应该是：人类创造的有利于认识和适应
客观世界、符合人类精神追求、能被绝大多
数人认可和接受的人文精神以及各类发明
的总和。从这个角度说，“文明探源”应该
是多角度、多层面的。诸如农业、畜牧业的
起源，各种手工业的出现与专门化，城市的
出现，各种制度与秩序的建立等。

最新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认为：“文明”
是指物质、精神和制度文化都取得了显著
进步的阶段。社会分化加剧形成了阶级；
社会等级制度化，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
化，形成了礼制；出现了集军事指挥权与
宗教祭祀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王，
以及强制性的、以社会管理为主要职能的
公共权力——国家。由此可见，文明探源
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文明社会的探源”，也
就是国家起源的探索。

记者：将牛河梁定为“古国时代”第一
阶段的典型代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华玉冰：“古国”是对中国早期国家的
一种称谓。文献记载最早的“国”有地域范
围，内含祭祀祖先的中心都邑，还有一些附
属的专事农业或其他手工业的聚落，在社
会服务中各职业相互补足。这种“国”起源
于何时？先秦文献可追溯至夏朝初期。将

“古国时代”出现的年代定为距今5800年，
是文明探源的重大收获。将牛河梁定为古
国时代第一阶段的典型代表，一方面体现
了在中华范围内大凌河流域文化发展的先
进性与示范性，另一方面肯定了它已符合
夏代以来的“国”之标准。

古国时代，被定性为中华文明起源的
加速阶段，可以理解为出现了“文明的曙
光”。“古国牛河梁”这一称谓概括了其文
明发展程度，近乎于“文明社会”。

“圣都”牛河梁
遗址实用功能的探讨

记者：中国早期的“国”是含有“都”性
质的中心大邑，牛河梁遗址具备这种属

性。那么，有学者称其为“圣都”，缘何？
华玉冰：考古学家张光直最早提出：

三代（夏商周）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圣
都”，也各有若干迁徙行走的“俗都”。有
学者据此总结出了“圣都”的特点：它是祖
先发迹的地方、王朝强盛的转折点、始终
保持祭仪上的崇高地位。因牛河梁更多
见的是与祭祀相关的建筑，有学者认为它
是当时人的“圣都”。

从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遗存的相对
年代关系看，最初这里有多个聚落，现见
的祭祀遗存形成年代较晚，也不是同时期
一次性形成的。稍早仅见“敷石墓”，又称

“筒形器圈墓”，许多地点都有发现；尔后
有庙祠；最后有积石冢、灵台等。从各类
建筑设施共存的格局看，庙祠在积石冢阶
段仍然存在。

近年来一直发掘的“山台”遗址规模
巨大，由9座台基构成，表明这里存在大型
建筑群。有学者认为其性质是城址，或许
即为高等级的更多体现宗教性质的建
筑区。

记者：通过对牛河梁遗址具有不同功
能的建筑址整体进行考察，可以得出哪些
认识？

华玉冰：牛河梁遗址建筑群址西南部
有庙祠，即通称的“女神庙”。出土大小不
一的人体塑像，多坐姿，有女性也有男性，
还有动物塑像，包括熊、鹰等。陶器有

“塔”形器、熏炉器盖、钵形器等，均为专用
祭器。这样看来，庙具有“祠堂”的一部分
功能。积石冢主要分布在山台、庙祠南部
较远的各个小山梁上，从各冢墓葬布局与
形态看，虽有“一人独尊”的意味，也有“族
墓地”的性质，更具有以身“敬天”的属性。

牛河梁遗址所谓的“坛”以第二地点
发现者最具代表性——正圆形，以立置的
柱状石砌出内外三层坛界，由外向内层层
高起，类似“圜丘”。圜丘，在《周礼》中有
记载，是帝王祭天的地方。有学者据祭坛
三层圆非等距，结合考古发现与文献推定
其为观测天文之所，从这个功能来说称

“灵台”更为合适。牛河梁灵台的发现，表
明当时已掌握较多的天文知识，是科学的
萌芽阶段，目的是掌握农时，也是后世历
代政权都放在首位做的一件大事。

对上述具有不同功能的建筑址整体
进行考察，可以得出诸多认识，如：这应该
是包含诸多氏族部落的共有祭祀中心，当
时应该存在独立的政治实体等。以“圣
都”概言之，表明它是红山先民的精神寄
托之所在。从其反映的世界观看，对自然
的敬畏占有很大成分，将个人与祖先融入
其中。客观上，通过“絜诚以祭祀”“敬授
民时”等，构建起了类似后世以“礼”为核

心的社会秩序雏形。

“帝虚”牛河梁
中华文明起源的直根系

记者：牛河梁也被称为“帝虚”，如何
诠释其内涵？

华玉冰：这种观点源于个人的思考，
由“帝墟”引申而来。牛河梁第一地点所
在地势较高，这种地形称为“虚”（虚的本
义即“大土山”），意为将高等级建筑置于
高地。“帝”的本义与先民的祭祀崇拜有
关，甲骨卜辞作为名词的“帝”指“祖先”。
将牛河梁遗址的价值定位为“帝虚”，除上
述理由外，还因是帝王生活与下葬之地。
更重要的是，这里有结合古史传说将牛河
梁遗产更有效地展示出来、传承下去的
意义。

中华文明探源确定的“王朝时代”已
经进入夏纪年，而“古国时代”大体相当于

“三皇五帝”时代。牛河梁作为第一阶段
的典型代表，具有祖先形象与相关物证，
是名副其实的“帝墟”，自然应成为中华民
族寻根祭祖之地。与之相关，对牛河梁的
展示应该有与其地位相称的内容与建设
目标。

记者：从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角
度，牛河梁具有怎样的价值？

华玉冰：牛河梁是中华文明的象征，
首先应明确其在中华文明中的直根系地
位。考古学家苏秉崎认为：距今五六千年
间，源于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以玫瑰
花图案彩陶盆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
与源于西辽河及大凌河流域红山文化的
一个支系——以龙鳞纹图案彩陶为主要
特征的一个类型，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
与扩展，终于在河北省西北部相遇，然后
在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一个新的文化
群体——坛、庙、冢就是它们相遇后迸发
出的“火花”所导致的社会文化飞跃，也是

“华人”“龙的传人”的由来。同时，坛、庙、
冢的组合形式一直为历代所继承。

牛河梁应展现其在世界文明中的借
鉴作用。世界各早期文明国家都存在以
敬奉天神和各种自然神为主的神权政治
阶段。如：西亚两河流域较早时期以神庙
为中心修建城邑，中美洲“古典期”都邑文
明也是围绕宗教礼仪中心修建城邑，玛雅
文明圈金字塔、神庙、宫殿组成的祭祀建
筑群体占据着都市中心位置等。与上述
文明特征比较，牛河梁既有共性又有个
性，且年代较早。

因此，要加强保护、深入研究，将牛河
梁遗产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大
命题中进行系统阐述并宣介，以便传承其
优秀的人类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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