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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横议

音体美教育缺失是一种权利贫困
杨朝清

中澳两国学者最新研究成果表明

云南或发现新的古代人群

唐卡长卷《文成公主进藏》今秋完成
本报讯 （记者李珊珊）4 月

14 日，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

青 海 省 海 南 藏 族 自 治 州 人 民 政

府 共 同 主 办 的 中 国 大 型 历 史 传

说 彩 绘 唐 卡 长 卷《文 成 公 主 进

藏》项目审定会在北京举行。据

介绍，该唐卡将于今年 10 月制作

完成。

唐朝时，文成公主为缔结汉

藏世代友谊，远嫁吐蕃赞普松赞

干布的故事在我国家喻户晓。地

处 文 成 公 主 入 藏 时 途 经 的 日 月

山、倒淌河的海南藏族自治州共

和 县 充 分 挖 掘 这 一 历 史 文 化 资

源，聘请热贡唐卡艺术家东智才

旦执笔，创作以“民族团结进步，

共同繁荣发展”为主题的大型历

史传说彩绘唐卡长卷《文成公主

进藏》。

据介绍，《文成公主进藏》总

投资达 322 万元，图长约 108 米，

用 23 幅不同情节和场景的唐卡连

贯成卷。长卷将展现松赞干布迁

都拉萨、大力发展经济的故事，通

过禄·东赞等大臣提亲的生动场

景、文成公主过日月山和观青海

湖等多个历史画面，展现了当地

民俗风情。 浙江推选“推动文化发展的力量”典型

近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发布

《部分贫困地区音体美教育状况

调查报告》。报告基于对四川、贵

州、青海等中西部经济欠发达省份

47 所学校的 2066 名学生和 47 名

校长进行的问卷调查得出结论：

贫困地区农村小学音体美教育资

源匮乏，远不能满足学生需求。

对于音乐，不同的人有不同

的感知和解读，但对于音乐的重

要性，古今中外人们早已用生动

的语言、鲜活的案例进行了阐

述。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

也好，中国故事《马兰村的琴声》

也罢，都生动地诠释了音体美教

育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然

而，一边是丰盈饱满的理想，另

一边却是空洞无力的现实。在

贫困地区，超过 90%的农村学生

喜欢上音体美课程，却因为教育

缺失，导致需求得不到有效满

足。究其原因，是当地最基本音

体美用品的缺失、音体美教育形

式和内容的简单化、音体美教育

投入的捉襟见肘，以及全社会对

这种现状的某种程度上的漠视。

美术课是教师在黑板上画，

学生简单临摹；音乐课成了流行

歌曲的教唱课，稚气未脱的童声

传递出与他们的年龄并不相称

的语句；体育课要么是集合整队

跑跑步，要么是“一个哨子一堂

操”……在贫困地区，音体美教

育徒有其表，成了可有可无的鸡

肋；音体美教育的本义，不断被

切割、被掏空。

音体美教育的缺失也是一

种权利贫困。在很多人眼里，与

“填饱肚子”的营养餐相比，“启

迪心灵”的音体美教育的缺失似

乎并没有那么迫在眉睫，常常成

为“被遗忘的角落”。音体美教

育的匮乏，导致德育、美育的滞

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

成长进步和全面发展。

当务之急，是走出贫困的束

缚，给音体美教育“补课”。一是

要依靠制度“补血”，加大政策倾

斜和财政投入力度，加快推进城

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是要争取慈善机构的支持，争

取企业、民间组织的帮助。三是

要扩大社会参与，倡导爱心捐助

和志愿服务，让更多的老百姓参

与其中。唯有众人划桨，才能推

动音体美教育与时代潮流同步

前进。

有了外力的浇灌，贫困地区

孩子们基于生活本身最朴素也

最强烈的渴望，才能开花结果；

贫困地区音体美教育的社会生

态，才能“旧貌换新颜”。

本报讯 （驻云南记者杨洪文）

记者近日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获悉，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合

作的“东亚晚更新世人群扩散及

其相关气候环境历史研究”项目

近日获重大进展，研究成果于最

新 一 期 的 国 际 权 威 科 学 杂 志

PLoS one（公 共 科 学 图 书 馆）发

表。来自中澳两国 11 个研究机构

的近 20 位学者参加了此项研究。

此 项 目 重 点 研 究 了 距 今

14500 年至 11500 年前，人类从狩

猎采集时代向农业时代过渡阶段

的人类化石——“蒙自人”和“隆

林人”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上

述两类化石上显示出罕见的早期

智人和“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的镶

嵌特征，与东亚地区大部分晚期

智人化石都有差别，或许代表一

新的古代人群。

“蒙自人”化石是 1989 年云南

省 蒙 自 县 农 民 开 山 炸 石 时 发 现

的。已故的云南古人类学家张兴

永领导了前期研究，发现了一些古

老特征和复杂行为。“隆林人”化石

是 1979 年地质学家在广西隆林德

峨乡一洞穴勘察时发现的，但直

到 2009 年才通过修理、人工复原、

CT 扫描、计算机三维技术复原成

一个几乎完整的面部，为解译这一

类人群的特征提供了大量信息。

此次新发现再次证明“人类

进化模式不是直线性的，而是树

丛状的”，人类曾经发生大范围的

迁移和融合。研究成果还肯定了

张兴永等人早期发现的“蒙自人”

使用红色颜料以及在人类头骨上

钻孔制作容器现象的存在。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古人

类研究部主任吉学平表示，由于

青藏高原隆起形成的我国西南地

区地理环境的多样性，这一地区

特别是云南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就

一直是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

的“热点”地区。地理屏障形成了

不 同 人 群 迁 移 的 相 对 集 中 的 通

道，对人类进化和文化的交流有

贡献。他说，新发现显示，现代人

在东亚地区的起源和演化要比先

前所知的复杂得多，这一发现也

支持了我国学者吴新智院士提出

的东亚地区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

杂交的理论。整个理论同样可从

“丽江人”头骨化石具有欧洲人形

态特点、富源大河遗址的旧石器

工具具有欧洲同期“莫斯特文化”

特征以及金沙江岩画具有欧洲法

国、西 班 牙 岩 画 风 格 得 到 佐 证。

“云南数百万年以来既是古老物

种的避难所，也是新物种的起源

地。”吉学平说。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

戴·科乐博士认为，亚洲地区有着

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但现代

人是如何在亚洲大陆出现的，又

是如何进化的，科学界对此还知

之甚少。“蒙自人”和“隆林人”化

石是东亚地区发现的同类化石中

最年轻的，这类化石可能代表早

期智人幸存最晚的记录，或可能

代表东亚地区一种未知的已灭绝

了的古代人群。

云 南 有 着 丰 富 的 古 人 类 资

源。元谋猿人、禄丰古猿、元谋古

猿等的发现，曾将云南推向国际

古人类学的前沿，被学术界认为

寻 找 早 期 人 类 起 源 的 钥 匙 在 云

南。不过，云南古人类学发展也

存在研究人员缺乏、手段滞后等

问题。据了解，云南正积极与国

内外研究机构合作培养人才，以

期在中国早期人类起源和现代人

起源研究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4 月 16 日 ，由 北 京 市

东 城 区 吴 朱 红 戏 剧 工 作

室、吴朱红戏剧香港工作室

联合推出的世界经典话剧

《安妮日记》在北京风尚剧场

上演。该剧由青年演员汪

玥、杨地等主演，取材于“二

战”时期的真实故事。13岁

的安妮与家人、邻居为了躲

藏纳粹的搜捕，藏在库房

的顶层。在暗无天日的岁

月里，安妮每天用日 记 记

录她不同寻常的生活与心

情，给了同伴很大的勇气

和信心。安妮独特的精神

感动了几代人。

本报记者 陈 曦 摄

本报讯 （驻浙江记者苏唯谦

通讯员张晨）由浙江日报社主办

的“ 推动浙江文化发展的力量”

系 列 公 众 推 选 活 动 近 日 启 动 。

此次活动分为特色城市文化、特

色 文 创 园 区 、特 色 规 划 设 计 院

所 、特 色 文 化 浙 商 四 大 系 列 主

题 ，以 挖 掘 、宣 传 浙 江 在“ 文 化

强 省 ”建 设 中 涌 现 出 来 的 先 进

经 验 、优 秀 典 型 ，推 动“ 以 文 化

力量助推城市经济发展”的理念

深入人心。

据了解，此次活动组委会由

浙江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专家

学者和主流媒体负责人组成，他

们将根据申报材料、公众推选，于

近期确定首轮入围名单，并通过

实地探访和专家意见，决定最终

榜单。据悉，组委会还拟制定、推

出对上榜单位（个人）的系列配套

服务计划，努力将文化与经济结

合落到实处。

山东县市区长集中研修文化建设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常会学

苏锐）4 月 14 日，山东省县市区长

文化建设高层研修班开班仪式

在济南举行；15 日至 18 日，首批

参加培训的学员赴浙江大学进行

专题培训。

据 悉 ，此 次 研 修 班 由 山 东

省 委 组 织 部 、山 东 省 文 化 厅 联

合主办，委托浙江大学承办，计

划分两次对全省 140 个县市区长

进行专题培训。培训以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为主要内容，通

过培训进一步增强基层党政领

导干部的文化自觉自信，切实提

高文化建设的管理能力和领导

能力，让文化建设的成果惠及全

民 ，为 山 东 文 化 强 省 建 设 贡 献

力量。

梅纽因青少年小提琴比赛闭幕
本报讯 经过 10 天紧张的比

赛，以及大师班、研讨会、提琴作

品展、音乐会等精彩纷呈的活动

后，由中央音乐学院主办的 2012

北京梅纽因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

赛闭幕式庆典音乐会于 4 月 15 日

晚在北京举行。这是以小提琴大

师、教育家梅纽因名字命名的梅

纽因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首次

走出欧洲来到中国。

来自 9 个国家的 42 位选手在

经过多轮比赛后决出了名次：4 月

13 日举办的少年组决赛，美国的

朱凯源、韩国的李守彬、日本的大

河英机分获前三，朱凯源并获中

国作品演奏奖。4 月 14 日举办的

青年组决赛，美国的瑞肖、韩国的

李知恩、美国的肯尼分获前三，中

国 的 李 泽 宇 获 得 中 国 作 品 演 奏

奖，新加坡的吴松泉获得巴赫作

品演奏奖。评委会主席帕梅拉·
弗兰克女士表示，参赛选手水平

普 遍 很 高 是 本 届 比 赛 的 一 大 特

征。 （宋学军）

本报讯 （驻福建记者黄国勇）

4 月 16 日晚，北京国家大剧院音

乐厅，由福建省文化厅主办的“福

建音乐周”的压轴演出《闽籍著名

音乐家精品音乐会》在这里上演。

上千名观众分享了南音、闽剧、莆

仙戏、梨园戏、歌仔戏等福建地方

戏曲以及京剧、越剧的精彩唱段。

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莆

仙戏剧院、芳华越剧团、实验闽剧

院、泉州南音乐团、厦门市歌仔戏

剧团和福建京剧院 7 家福建知名

院团的艺术带头人齐聚北京；曾

静萍、王少媛、李敏、周虹等梅花

奖得主，王君安、李白燕、陈志明、

庄海蓉、张萌等福建戏曲名家与

优秀中青年演员齐登台；《出画

堂》、《风入松》、《蝴蝶之恋》、《董

生与李氏》等福建地方戏曲佳作

选段，以及《妈祖》、《北风紧》等越

剧、京剧的著名唱段轮番登场。

此外，孙砾、阮余群、杨轶琴、冯瑞

丽、吴丽娜等多位闽籍歌唱家同

台献艺，吾尔民歌《一杯美酒》、

《茶花女》选段《我心激荡》、《月亮

颂》、《斗牛士之歌》、《相思》等歌

曲，或深情款款，或激情飞扬，博

得台下阵阵掌声。

福建是戏剧大省，不仅拥有

京剧、歌剧、舞剧、话剧等全国性

剧种，还拥有闽剧、莆仙戏、高甲

戏、梨园戏、歌仔戏（芗剧）、木偶

戏等一批历史悠久的地方戏曲剧

种，先后有闽剧《贬官记》、梨园戏

《董生与李氏》、京剧《北风紧》入

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精品

剧目”。在第十三届文华奖评选

中，福建共有 26 个剧目蝉联获奖，

其中有 7 个文华大奖；另有 9 个优

秀剧目荣获“五个一工程”奖、3 个

剧目荣获首届全国优秀保留剧目

大奖；共 13 人次获得梅花奖。

福建地方戏曲荟萃国家大剧院

本报讯 （记者李静 通讯员

谢中国）4月16日，由文化部全国文

化信息资源建设管理中心和广西

壮族自治区文化厅承办的 2012 年

“春雨工程”——全国文化志愿者

广西行活动在广西龙州县启动。

据文化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

建设管理中心主任张彦博介绍，

广西是今年“春雨工程”系列活动

的第一站，活动将在广西的边境地

区——龙州县、凭祥市、东兴市、

防城区和上思县开展人员培训、

设备检修、资源发放、流动展览和

文化采风等活动，还将在南宁市、

桂林市举办文化春雨大讲堂，邀

请山东省作协主席、2011 年茅盾

文学奖获得者张炜做专题讲座。

此次活动将于 4 月 23 日结束。

“春雨工程”由文化部、中央文

明 办 主 办 ，是 通 过 双 向 互 动 形

式，搭建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文

化帮扶与交流平台。

2012“春雨工程”广西行启动

本报讯 （记者宾阳 通讯员

邓海辉）4 月 16 日，95 岁高龄的国

学 泰 斗 饶 宗 颐 来 到 广 东 省 东 莞

市，授权饶宗颐美术馆落户该市

长安镇。

长 安 镇 党 委 书 记 杨 晓 棠 介

绍，近年来，饶宗颐每年都会到长

安旅居一至两星期。2008 年，饶

宗颐捐出一批个人专著，在长安

图书馆建立“选堂书室”，这是他在

内 地 建 立 的 首 间 个 人 书 籍 专 藏

室。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起来的

长安镇是广东省中心镇，先后获得

“全国文明村镇”“中国书法之乡”

等40多项国家级荣誉。全镇书画

爱好者众多，书画艺术较普及。

饶宗颐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

史学家、考古学家，以及文学家、

经学家、教育家、翻译家和书画

家，致力于文史哲艺的研究，是一

位德高望重、蜚声世界的大师。

饶 宗 颐 美 术 馆 落 户 东 莞

“二十六烀猪肉，二十七把鸡

杀，二 十 八 把 面 发，二 十 九 过 油

走，三十晚上坐一宿。”大土炕、二

棉袄，辣椒串、大蒜瓣，苞米棒子

堆满院……4 位来自吉林省东丰

县的农民画家，近日在位于长春

繁华地段的全豆鱼坊饭庄的外墙

上，用五颜六色的画料，把纯正东

北农村过大年的风土民情画到墙

上。

这是东丰农民画开拓市场的

一个事例。如今，农民画已成为

东丰当地一大特色文化产业。从

自产自销，到有组织地走市场，向

产 业 化 迈 进，并 远 销 到 美 国、瑞

士、韩国、日本等国家。2011 年，

东丰农民画创造了 1000 多万元的

销售额。

从自娱自乐到蔚然成风

东丰农民画真正成型在 20 世

纪 70 年代。当时，东丰县的李俊

敏、李俊杰、张玉艳、姚凤林等青

年农民自发组织，尝试着将板报、

宣传画等转为纸画，在农闲时开

始了自发性的创作。这个时候，

东丰农民画创作基本上处于自娱

自乐的阶段。

1983 年，东丰县选送 6 幅农民

画参加全国首届农民画大展，不

到 20 岁的张玉艳的作品《幸福的

晚年》荣获唯一的一等奖，并被中

国美术馆收藏。由此，东丰农民

画一举成名。

1993 年，21 岁的郭荣梅在北

京参加 93 香港之窗杯全国农民画

大赛，获得二等奖。她带去的画

以 1500 元一张的价格，当场就被

抢光。这让她这个还在读艺术专

业的大学生产生了经营的想法。

此后，郭荣梅带动了当地农民画

的市场化运作，并成为东丰农民

画馆负责销售的副馆长。

1996 年，东丰农民画在中国

美术馆举办了画展。从那时起，

东丰农民画便尝试走向市场。

从 2004 年开始，东丰县陆续

在当地学校开展农民画课程，一

批批学生画家成长起来。农民画

取材于生活，学生们可以使用学

校学到的技巧把自己看到的、感

受 到 的 东 西 都 通 过 画 笔 描 绘 出

来。现在该县已有 50 多所学校将

农民画正式纳入课程。

东丰镇文化站站长刘振启介

绍说，东丰县的 14 个文化站站长

都是农民画画家。以文化站为阵

地，普及农民画创作，在东丰县已

经蔚然成风。目前，东丰农民画

队伍已经培育了能够走市场的老

中青三代骨干累计 5000 余人。

政策推动产业化发展

东丰县委、县政府出台了一

系列政策，鼓励农民画创作，对于

农民画作者给政策、给出路、给待

遇，为农民画作者评职称、进级。

2004 年，东丰县政府投资成立了

东丰县农民画院，集培训、展览、

销售为一体，由农民画家刘丹租

赁经营，政府每年投入资金 4 万

元，为广大农民画作者提供销售

平台。同年，东丰县出台了《农民

画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办法》等政

策，先后将 20 余名有突出贡献的

农民画作者聘任到县文化馆、乡

镇文化站工作。许多作者因此晋

升中高级职称。

东丰还积极推进农民画的市

场开拓。近些年，东丰县委、县政

府领导多次带队去北京、长春等

地，参加并举办相关农民画展会，

为东丰农民画寻找更好的销路。

近年来，东丰农民画分别与长春

市宾馆、饭店和吉林省旅游局、吉

林 省 外 事 局 等 部 门 达 成 供 销 协

议。1997 年，经国家工商局商标

局批准，东丰农民画正式注册了

“鹿苑”商标。2001 年，东丰农民

画参加“吉林省旅游纪念品博览

会”并荣获金奖，吉林省旅游局将

东丰农民画作为吉林省重点旅游

纪念品向外推广。

此外，东丰在基础设施上积

极扶持农民画创作。目前，建筑

面积 3886 平方米，总投资 1680 万

元，集展览、创作、销售于一体的

东丰·中国农民画馆已建成并投

入使用。

扩大市场有路子

近年来，东丰农民画已有 270

余件作品获得国家级奖项，120

多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450

余件作品被联合国和世界知名美

术馆收藏，1200 余件作品先后被

选送到日本、德国、阿根廷等国展

出，6000 多件作品被国外收藏。

与此同时，东丰农民画已经

建立起自己的产销平台，并不断

拓展市场。

2011 年初，东丰农民画与长

白山管委会合作，在长白山自然

博物馆开设了农民画展厅，集中

推介农民画产品。据统计，到目

前为止，仅在长白山旅游景点，就

有 140 余万游客购买过农民画及

衍生产品。

近日，东丰农民画与长春部

分农村风格的饭庄合作。合作方

之一的全豆鱼坊饭庄老板魏建友

说，饭店从开业时就想搞一些民

俗 装 饰 ，一 直 找 不 到 合 适 的 作

品 。 他 去 东 丰 县 看 过 农 民 画 之

后，立刻请了几位农民画作者前

来作画。这也是本文开头所描述

的场景。

“这次和农家饭庄合作的是

墙艺。宾馆、酒店、商城以及旅游

景点，可以用墙艺、挂画等形式合

作，还可以推出一些农民画的衍

生品，诸如杯垫、坐垫等纪念品。”

推动了这次合作的郭荣梅说。

农民画家李俊杰告诉记者，

他的画不仅出现在交易会上、画

馆的销售大厅里，网上销售也很

好。前几天，瑞士的一家美术馆就

在网上订购了他的 5 幅画作，开价

就是十几万元。他说，农民画在国

外的重视度很高，自己的很多作品

都在国外展销。不过，要扩大市

场，还要让国内对农民画重视起

来。墙里开花墙内也要红。这就

需要不断探讨市场的新路子。

（下图为东丰农民画创作场

景，李鸿劼摄）

从自娱自乐到远销海外，年销售额超千万元

吉林东丰农民画走向产业化
本报驻吉林记者 常雅维 通讯员 李鸿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