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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2
月 19 日，记者从辽宁芭蕾舞团获
悉，原创芭蕾舞剧《花木兰》沈城惠
民演出季即将启动。从 3 月 2 日开
始，辽芭将在辽宁中华剧场连续演
出 20场《花木兰》，请各界观众欣赏
以家喻户晓的中国故事为蓝本而
创作的芭蕾舞剧。

《花木兰》以芭蕾的形式展现花
木兰这位巾帼英雄的成长历程，体

现出“木兰从军”故事中的“忠”与
“孝”，同时赋予其热爱和平、守护和
平的现代视角。据了解，春节刚过，
该剧的主创人员便带领演员开始恢
复排练。本次惠民演出季，不仅面
向高校、中小学校学生举办爱国主
义教育专场，还将为辽沈地区的医
务工作者、军人、环卫工人、公交车
和出租车司机等不同职业的观众推
出系列专场演出。

辽芭惠民演出季
连演20场《花木兰》

本报讯 记者郭星报道 2 月
19日，由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沈阳市文化演艺中心）主办，沈阳
书画院、沈阳美术馆承办的“沈阳书
画院2019年新春新作展”在沈阳美
术馆举行。

本 次 画 展 展 出 了 50 余 位 艺
术 家 的 百 余 件 书 画 作 品 。 画 家

们将对现实生活的体悟、人文情
怀的观照以动人的画面、流畅的
线条表现出来，带给观者以审美
愉悦。

十多年来，“沈阳书画院新春新
作展”如一道别样的风景，以艺术展
示点缀着人们的节日生活。展览将
持续到2月28日。

沈阳书画院举行
2019新春新作展

本报讯 记者郭星报道 元宵
节猜灯谜是一项极具特色的传统活
动。2 月 19 日，沈阳市少年儿童图
书馆举办了一场非遗文化灯谜会，
非物质文化遗产沈阳民间传统灯谜
传承人吴德显为猜灯谜的小朋友解
灯谜，传授猜灯谜诀窍。

猜灯谜历史悠久，从宋朝开始就
有历史记载。据吴德显介绍，猜灯谜
常用的方法有增损离合法、象形法、会

意法、用典法。比如，灯谜“第一夜”
（打一节日），“第一”为“元”，“夜”又作
“宵”，合在一起就是“元宵”。举了几
个例子后，小朋友开始猜红红绿绿彩
条上的灯谜，猜中者都得到了小礼物。

主办方负责人告诉记者，猜灯
谜是元宵节的习俗，他们希望通过
这样的活动，营造浓浓的传统节日
气氛，让更多人开动脑筋猜灯谜，感
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非遗传承人传授猜灯谜诀窍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作
为辽宁歌舞团（辽宁民族乐团）新春
惠民演出季活动之一，该团排演的
儿童杂技剧《绿野仙踪》将于2月24
日在辽宁大剧院连演两场。

经典童话《绿野仙踪》深受各国
读者喜爱，此次上演的杂技剧《绿
野仙踪》以多种舞台艺术手段，为
小朋友们开启了一场美妙的梦幻

之旅 。 小 朋 友 们 在 引 人 入 胜 的
情 节 中 将 会 欣 赏 到 演 员 们 高 超
的杂技、神秘的魔术以及柔美的
舞 蹈 表 演 。 水 流 星 、抖 轿 子 、吊
圈、绸吊、钻圈、跟头、倒立等杂
技节目有机地贯穿于剧情，精彩
纷呈。

据了解，辽宁歌舞团特别推出
了30元的惠民票。

儿童杂技剧《绿野仙踪》上演

原来故宫的大殿里面是黑的，男
女老少挤在门口也看不清里边的陈
设，因为大殿是木结构建筑，不能通
电，后来故宫采用 LED 冷光源，灯具
不挂在古建筑上，而是远离古建筑
2.5 米以上，开灯时，工作人员用测光
表反复测敏感部位的光线，确保不超
标，故宫大殿内得以照亮。为了方便
游客，故宫还研发了与环境很协调的
新型座椅，1 万多名观众能够坐下来
休息，再也不必坐在台阶、铁栏杆
上。单霁翔在讲座中列举了多个生
动的案例，来说明故宫坚持以服务游
客为中心的理念，为不断优化服务
而采取的创新举措，以处理好游客
参 观 质 量 和 文 化 遗 产 安 全 之 间 的
关系。

“正大光明”充电器、朝珠耳机、故
宫口红……这些年，故宫文创已经成
为很多人追捧的对象，到 2018 年年
底，故宫共研发出 1 万多种文化创意

产品。单霁翔在接受采访中谈道,博
物馆属于非营利机构，研发文创产品
是为了服务大众，更好地传播文化。
文博机构研发文创产品首先要深入研
究人们的生活，人们生活需要什么就
研发什么，推送什么；其次，文博机构
深入挖掘自身资源，以藏品研究成果
为基础，提炼文化元素做出的产品才
受欢迎；最后，文创产品品质一定要
高，这与价钱高低无关。所谓的高品
质，不仅要具备好的文化品质，也要有
好的产品质量。

“‘守正创新’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
的，就是一定要守住我们中华传统文化
的根脉，把它发扬光大，创新地展示出
来。”单霁翔说：“当文物得不到保护的
时候，它们是蓬头垢面的，是没有尊严
的，若它们得到保护、展示，就会光彩照
人。全院下定决心，明年紫禁城建成
600年之时，我们收藏的186万件文物
每一件都必须光彩照人。”

以游客为中心创新服务

单霁翔来沈讲座，接受采访时表示——

让博物馆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
本报记者 郭 星

由故宫博物
院和辽宁省文物
局等主办的“龙
泰宸宇——故宫

养心殿文物特展”正在辽
宁省博物馆展出。2月16
日，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
翔应邀来到沈阳，在辽宁
大剧院为1400多名观众
做了精彩的讲座。

单霁翔的讲座以《匠者
仁心——让故宫文化遗产
资源“活起来”》为题，从故
宫的建筑格局讲到环境治
理，从服务游客讲到“管理
革命”，从文物保护利用讲
到故宫文创，通过翔实的数
据、鲜活的照片，分享了故
宫如何让文化遗产资源“活
起来”的历程和经验。

核心
提示

讲座结束后，单霁翔参观了辽
宁省博物馆。在接受采访时，他就
博物馆如何举办展览、如何让文化
遗产“活起来”谈了自己的看法。

“ 过 去 ，我 们 把 文 化 遗 存 看
‘死’了，认为它们远离今天现实生
活，已经失去了功能，只有观赏的
价值。其实，文化遗产是有生命力
的，它们不但有灿烂的过去，还应
该有尊严的现在，能够健康地走
向未来。作为故宫博物院院长，
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才是对观众、
对文物、对古建筑的正确态度。”单
霁翔说。

这些年，北京故宫、辽宁省博
物馆等全国各大博物馆参观人数都
在持续增长，人们奔着博物馆的文
化而来。如何才能使人们在休闲时
间想到博物馆，慢慢地喜欢上博物
馆，让博物馆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
分？单霁翔认为，博物馆人要精心

策划每一项活动、每一场展览。文物
展览的主题要鲜明，策展人能针对不
同的地区、不同的观众进行有针对性
的策展；每一件文物相互之间能够共
同讲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这些文
物在历史上经历了什么，人们在保护
它们的过程中经历了什么，未来它们
将怎样焕发出新魅力……展览都应
该明明白白地讲出来。

日前，北京故宫对游客做了大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以往游客中来
旅游的人多，如今专门看展览的人
数在上升；一个月以内多次游故宫
的人数有所增加；30岁以下的年轻
游客比例持续增加，已超过半数；游
客停留在博物馆的时间比之前长
了；游客来故宫的目的趋于多样化，
有的为了看展览，有的为了拍雪景，
有的专门来看宫灯……“这个结论
要求我们积极努力，满足不同人群
的多样化需求。”单霁翔说。

文化遗产是鲜活的生命体

“龙泰宸宇——故宫养心殿文物特展”现场。本文图片由查金辉摄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作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