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大展览深度解读沈阳故宫营建400年
□记者 刘 放

2025 年是沈阳故宫营建四百周年，发挥沈阳故宫古
建筑及清代宫廷特色藏品的优势，沈阳故宫博物院精心
准备了九大展览，内容涵盖瓷器、青铜器、书画、古籍、摄
影等诸多领域，用精美展览全面生动地展示传承至今的
悠久历史文化。

宫苑韶华——沈阳故宫营建四百年主题摄影作品
展 此展由沈阳故宫博物院与沈阳市摄影家协会共同举
办，将于 3 月在沈阳故宫书画展厅师善斋、协中斋展出。
展览通过摄影艺术的视角，呈现沈阳故宫深厚的历史底
蕴、迷人的文化风韵，以及满族先人多彩的民俗民风和生
长于兹的壮美山河等。

南薰之音——沈阳故宫博物院藏御制诗文主题文物
展 御制诗文既是古时帝王的心声，也是时代的印记，更
是沈阳故宫的院藏特色之一。将于4月推出的“南薰之音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御制诗文主题文物展”展出地点
设在飞龙阁、翔凤阁。通过展览，人们可以看到清代帝王
于山水间听瀑、消夏的场景，对书画、器物等的品赏，感受
怡情雅趣。

同时，聚焦帝王政治作为，从《四库全书》的宏大编
纂，到通过春联、茶宴等展现的治国理念与民生关注，体
现其志向格局。展览以古老诗文跨越时空，诚邀观众前
来感受这段独特历史。

和合大同——沈阳故宫建筑技术文化展 此展将于4
月推出。天命十年（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沈阳城
内营建大政殿、八旗亭等建筑，从而揭开沈阳故宫营造历

史。时光流转，经过400年的历史积淀，集萃了汉、满、蒙、
藏等多民族建筑艺术的沈阳故宫受到越来越多人的
关注。

这一展览以沈阳故宫近160年营建的历史为脉络，展
示沈阳故宫的传统建筑技艺，以及不同技艺所体现的民
族精神文化内涵。

雅人深致——沈阳故宫院藏高士题材绘画展“高士
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重要题材，有着丰富的精神内
涵。所谓高士通常指远离尘世喧嚣、不慕荣华的富贵者，
展现出一种超脱于世俗功名利禄的高洁品质。将于 5月
推出的“雅人深致——沈阳故宫院藏高士题材绘画展”，
展现古代高士精神风貌与生活哲学。他们或隐居山林或
泛舟湖上，以自然为友、以书卷为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野”的人生哲学。
圣海沿迴——沈阳故宫藏书文化主题展 展览以乾

隆御笔“圣海沿迴”为主题，引领人们探寻沈阳故宫的藏
书文化。展览涵盖内府藏书（如武英殿刊刻本等）、国史
秘籍（像《满文老档》等珍贵档案）、四库遗珍（包括《四库
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的渊源与故事，以及文溯阁营建、
特色及藏书规制等，帮助人们领略古籍魅力，感受沈阳故
宫藏书在历史长河中的流转与传承。

展览展出地仰熙斋是位于沈阳故宫西路建筑群中的
一座重要建筑，乾隆皇帝东巡时在此读书休息。仰熙斋
经过修缮将于5月向公众开放。

博雅大观——清代宫廷文房清玩展 8月，沈阳故宫

飞龙阁、翔凤阁将推出此展。展览集中呈现清代宫廷文
房用品与清玩珍品。展品包括笔墨纸砚等文房四宝及其
配套的笔架、砚屏、墨床、水丞、印盒等文房清供。展品材
质丰富，包括玉石、翡翠、珐琅、瓷器、象牙等，体现了当时
制作工艺的巅峰水准。通过文房清玩，可窥见清代宫廷
的文化追求与艺术成就。

文脉在兹——沈阳故宫营建四百年特展 沈阳故宫
文化博物馆将于10月推出此周年特展。展览通过珍贵文
物、历史档案、古籍文献的呈现，以及重大历史文化事件
再现，当观众领略沈阳故宫四百年来独特深厚的文化积
淀，深刻感知沈阳故宫在辽沈地区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及
其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独特影响力。

礼铸九州——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展 此展 11月将
在銮驾库推出。这是沈阳故宫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馆的首
次合作，汇聚上海博物馆80余件青铜器珍品，涵盖商周时
期的鼎、尊、觚等典型器物。展览以礼乐文化为核心，展
现青铜器在祭祀、宴饮、铭文记载中的独特功能与礼制意
义，传递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为观众奉上一场别具一格
的文化盛宴。

一色千秋——沈阳故宫明清颜色釉瓷器展 此展11
月登场。瓷器类展览一向深受游客喜爱。沈阳故宫在院
藏精品中遴选出的展品以赤、橙、黄、绿、青、蓝、紫等色彩
展现瓷器的色美与质美，同时不乏黑白经典。它们承载
着文人诗意与帝王对天地日月的敬畏，是中华文化艺术
的审美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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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质生产力助推新时代工业文学高质量发展

“文学辽军”创作新精品续写振兴史话
□记者 刘 放

沈阳文旅
免费送四大景区门票

本报讯（记者 刘放）记者近日从沈阳
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了解到，为回馈
广大沈阳市民在春节假期间的暖心付出，
感谢市民“让路于客、让景于客”，沈阳文
旅开展“让景于客赠票活动”，免费送出四
大景区门票。

2 月 13 日至 2 月 23 日期间，沈阳故宫
博物院、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沈阳金融博
物馆、沈阳植物园（世博园）四大景区每日
16时开放5000个专属预约名额，沈阳本地
户籍市民可通过“易游沈阳”小程序预约，
有效期24小时，先到先得。门票预约当日
可用，持本人身份证、预约码验码入园。

“国漫”何以崛起
□吕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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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动画电影在春节和元宵节
档期掀起观影热潮，极大地振奋了中
国电影从业者和观众对国产动画电
影的信心。近年来，“国漫”力作频

出，叫好又叫座，不仅展示了国产动画在工业美学上的巨
大成就，也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年轻化表达的广阔
前景。

青年群体是动画电影的忠实观众。当代年轻人对传
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深刻的认同，又具有更开阔的
视野，对时代的发展变化有着更敏锐的感知。以传统文
化为取材来源的国产动画，必须考虑年轻观众的消费特
征和审美需求。《大圣归来》《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
世》《哪吒之魔童闹海》等一系列优秀国产动画，在这方面
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在故事内容上，这些电影贴近年轻人的生活，以更加
年轻化的视角表达对现实的观照。《新神榜：杨戬》通过众
多在权势更迭中无声无息牺牲的女子形象，质疑了父权

社会中女性的不公平境遇；《深海》描绘一个敏感、内向的
普通女孩，通过深海奇幻之旅奋力冲破心结束缚的过程，
探讨聚焦原生家庭创伤、青少年心理健康等社会热点问
题，富于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感。这些动画人物多以青
少年为主，通过他们在内外压力下成长的故事，表达年轻
人对时代和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极易引起年轻人共鸣。

在内涵的开拓上，这些电影从传统文化中生发出更
有时代感和普世性的价值观。当代年轻人多具有追求平
等、张扬个性和反对刻板规训的心理特质。《青蛇：劫起》
表达当代年轻人追求真情的勇气和随性洒脱的生活态
度；《哪吒之魔童降世》喊出了被成见和陈规旧俗压制却
要努力闯出一片天地的年轻人心声。

在视觉效果上，优秀的动画电影无不注重用现代科
技手法实现传统文化的影像升级，在技术与艺术之间找
到完美平衡。当代年轻人对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
国风动画抱有较高期待。《哪吒之魔童闹海》顺应这种心
理，一方面吸收云纹、泼墨等传统美术技法和上场诗、绕

口令等汉语特有的语言形式，展现了浓郁的东方美学特
色，另一方面用大量特效镜头营造了洁白无瑕的玉虚宫、
凄惨压抑的海底炼狱、气势恢宏的“洪流对战”等场景，以
神话美与科技美兼具的“新神话世界”赢得了年轻观众的
口碑。

在角色视觉形象的设计上，国产动画电影更加注重
契合年轻人求新求异、丰富多元的审美取向。“白蛇”系列
中的青蛇以“美少女战神”的形象出现，发辫高束、目光凌
厉、短装皮裤，是年轻观众心中敢爱敢恨、独立不羁的“大
女主”的具象化。“哪吒”系列中的哪吒，以黑眼圈、鲨鱼齿
的形象撕下了传统英雄的完美标签；石矶娘娘丰硕的形
体、粗糙的肌肤，破除了“白瘦幼”的容貌偏见，体现了年
轻人更加宽容的审美标准和自信乐观的心态。

国产动画电影的崛起非一朝一夕之功，未来属于年
轻人。在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加大与年轻人
的对话，打造更多年轻人喜爱的作品，当是国产动画进行
全球化传播的应有之义。

本报讯（记者 刘放）近日，杂技剧《先
声》打磨提升工作主题研讨会在沈阳举
行。会上获悉，《先声》将冲击今年的国家
文华大奖。

2023 年 9 月 1 日，杂技剧《先声》作为
沈阳艺术节的开幕大戏在盛京大剧院上
演，赢得满堂彩。2024年1月6日、7日，杂
技剧《先声》作为“2024年度全国优秀杂技
剧目晋京展演”首部剧目在北京展演，盛
况空前。杂技剧《先声》北京研讨会同时
召开，业内专家称其为“一部站在高原攀
登高峰的优秀杂技剧”。

作为近年来中国杂技舞台艺术现象
级作品，杂技剧《先声》通过十余场专家论
证会、研讨会，数十次的剧本推翻与重构，
每一幕编创都经过反复推敲、精雕细琢。
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创作精神，才使得

《先声》最终站在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的领奖台上。

主创和专家们表示，《先声》要想走得
更远，要放大自己的优势，补足自己的短
板，实现作品思想性、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充分展示杂技剧的艺术魅力。为了更好
地实现杂技剧技与艺的完美呈现，在新一
轮的打磨提升中，他们专门邀请了专业的
武术指导和戏剧表演专家给演员们进行
有针对性的培训，使演员们塑造的人物形
象更加符合实际、更加深入人心，将杂技
剧《先声》打造成杂技与戏剧融合的典范
之作。

杂技剧《先声》
将冲击文华大奖

芭蕾舞剧《胡桃夹子》3月上演
本报讯（记者 刘放）3月1日，俄罗斯

圣彼得堡国立柴可夫斯基芭蕾舞团携经
典芭蕾舞剧《胡桃夹子》将在沈阳盛京大
剧院上演。

1892年的 12月 18日，芭蕾舞剧《胡桃
夹子》在圣彼得堡首演，从此诞生了一部
世界经典芭蕾剧目。剧中有会跳舞的糖
果、糖梅仙子和复活后与邪恶的老鼠王搏
斗的胡桃夹子。奇幻的魔法世界，吸引着
世界观众。

2014 年，帕维尔·埃尔金创建了以柴
可夫斯基命名的圣彼得堡国立柴可夫斯
基芭蕾舞团。其是世界领先的古典芭蕾
舞团之一，剧团大部分成员毕业于世界著
名的瓦岗诺娃芭蕾舞学院和其他俄罗斯
知名芭蕾舞学校。其演出剧目包括柴可
夫斯基的《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

《罗密欧与朱丽叶》《布兰诗歌》《帕基塔》
等世界经典名作。

省图举办民俗摄影联展
本报讯（记者 刘放）近日，由国家图

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中国民间文艺家
协会主办，辽宁省图书馆（辽宁省古籍保
护中心）承办的“金蛇献瑞——乙巳蛇年
春节非遗暨民俗摄影联展”在辽宁省图书
馆 四 楼 外 文 文 献 区 展 出 ，吸 引 了 众 多
目光。

2024 年 12 月，“春节——中国人庆祝
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成功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春节的申遗成功为蛇年新春赋予了
特别意义。展览中特别策划了“春节非
遗”单元，充分展现春节寓意美好愿望的
一系列文化活动。展览还详细介绍了春
节的雏形、“蛇”文字的演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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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系列丛书首批发布
本报讯（记者 刘放）日前，辽宁出版

集团辽海出版社举行“成长”系列丛书（首
批六种）新书发布会。

本丛书紧紧围绕“成长”二字，聚焦在
文学、艺术领域贡献卓著的现当代知名人
士，以故事的形式详实、生动地讲述他们
如何在时代洪流中坚定信念、克服困难，
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成长历程。

首批推出六种图书，包括《激流勇进：
我的成长之路》（刘白羽、刘丹著）、《东方
之子：魏巍的成长之路》（峭岩著）、《戏剧
人生：李默然的成长之路》（关捷著）、《譬
如登山：我的成长之路》（王充闾著）、《文
章天下事：我的成长之路》（李宏林著）、

《永不止步：我的成长之路》（胡世宗著）。

倡导新大众文学

省政协委员，省作协党组书记、主席周景雷表示，今
年省作协将常态化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
活动，组织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深入基层创作实践。引导
广大作家创作出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精品力作，充
分展现辽宁文化软实力，有力推动新时代辽宁文学高质
量发展。

让优质文学资源向基层倾斜，推动文学进机关、学校、
工厂、农村，力争为广大基层作家提供更多更有力的帮助
与支持。建立优质文学资源直达基层制度，进一步强化文
学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开展好面向基层作家的培
训，大力倡导新大众文学，关注“一老一小”文学群体，让老
年人和青少年都拿起笔，书写身边故事、辽宁故事。

今年我省将积极申报中国“文学之乡”“新时代文学
实践点”，打造辽宁的文学“清溪村”，建成“家门口的诗和
远方”，推动乡村文化建设。

深度实施“火车头”创作计划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密相
连、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周景雷介绍
说，辽宁文学将围绕新时代“六地”和辽宁红色“六地”、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主题组织
创作，以文学作品展示全省上下打好打赢辽宁全面振兴
新突破三年行动决胜之年决胜之战的生动场景。

据了解，省作协将推行“主题创作选题招标制”，按选
题立项鼓励作家将个人主动深扎与组织引导相结合，以
文学的笔触描绘新时代新征程波澜壮阔、万千气象的振
兴发展。紧紧围绕抗战胜利80周年、抗美援朝出征75周

年等重要时间节点策划选题，组织开展“重走抗联路诗歌
周”“抗美援朝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等活动，弘扬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勇抗战，为世界和平伟大事业所做
出的巨大牺牲和卓越贡献。

持续聚焦工业文学，深度实施“火车头”创作计划。
周景雷表示，将在书写辽宁振兴工业故事、传统工业产业
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跃升、长篇工业文学史诗性作品等
三个方面持续发力。通过加大创作扶持、壮大阵地建设、
注重评论研讨、艺术形态转化、设立全国性工业文学作品
奖项等举措，深度实施“火车头”创作计划，打造工业文学
精品力作。特别鼓励作家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最前沿，紧
跟“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领域，书写新质生产力和新工
业故事，为工业文学创作注入活力，开拓新赛道，让新质
生产力成为新时代工业文学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

同时，继续实施“金芦苇”工程，推动辽宁长篇小说勇
攀文学高峰，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精神面貌。推
动网络文学从“生力军”向“主力军”迈进，成立辽宁省网
络作家协会，培养文学新生力量，重点跟踪网络文学中新
工业题材作品。全面激发文学原创力，让文学“有土壤、
有阶梯、有平台”，形成“高原广袤、高峰林立”的文学辽军
新格局。

辽宁文学“出海”讲好中国故事

去年，辽宁省作协联合大连外国语大学成立“辽宁文
学海外传播中心”，构建文学创作、多语种翻译、图书出
版、海外推介全链条，积极促进优秀文学作品“走出去”

“请进来”。举办由日本、韩国、俄罗斯、蒙古国作家与东
北“三省一区”作家共同参加的首届东北亚作家工业文学
交流活动，广受好评。

通过举办多项活动，“辽字号”文学精品版权持续输出
海外，十几位作家的作品被翻译为多国语言，6部作品入选

“丝路书香工程”和“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国家级重
点海外输出项目，2部作品入选文旅部文化交流典藏书目，
多位作家作品“亮相”国际书展，辽宁文学在国际文化舞台
崭露头角，让中国故事、辽宁故事在世界舞台朗声讲述。

周景雷说，聚焦文学出海，省作协今年将继续举办
“东北亚作家交流对话”“海外汉学家走访辽宁”等活动，
积极融入中国作协“扬帆计划”，联合中国图书进出口有
限公司举办海外出版人、汉学家走访辽宁活动，把东北亚
的文学“请进来”，让中国文学特别是辽宁文学“走出去”，
多维度、全方位推动东北亚文学交流合作走深走实。

入选2024年“中国好书榜”作品
本稿图片由省作协提供

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创作更多引领
时代的精品力作。2 月 18
日，在辽宁省作家协会第
十一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上，省作协号召全省广大
文学工作者勇担新的文化
使命，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投身决胜之年决胜之战，
推动新时代辽宁文学高质
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
代化辽宁篇章贡献文学智
慧和力量。

辽宁文学“火车头”创作计划启动。基层文学爱好者参观“文学辽军”展示馆。 “火车头”创作计划主题作品转化公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