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美术馆上美术课，近来成为广东省东莞市

大、中、小学生津津乐道的话题。随着这些年美

术馆社会学和文化学意义的屡被提及，广东省东

莞市莞城美术馆在公共艺术教育功能方面的践

行也从未止步，成为东莞市率先推广免费公共艺

术教育活动的美术馆。

莞城美术馆是一所由东莞市莞城区政府全

额拨款的公益性社会事业文化机构，开馆近 5 年

来共策划举办了“世纪经典·巨匠之门——吴昌

硕作品展”“传无尽灯——黄宾虹艺术大展”“全

国老水彩画家经典作品邀请展”“传神阿堵——

明清人物画精品展”“靳尚谊与中国油画研究展”

等 96 个具有较强观赏性和学术性的精品展览。

作为东莞市率先推广免费公共艺术教育活

动的美术馆，莞城美术馆借助莞城是东莞文化、

教育中心的优势，与莞城各大、中、小学校结成对

子，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同创共建、和谐发

展”的原则，建立美术教学共建合作关系，共同打

造“馆校共建美术教育基地”，从而创建了美术馆

公共教育新模式。

在美术馆上美术课

莞城美术馆邀请各大、中、小学师生在每

个展览的某个时间到美术馆上美术课，配以美

术老师和美术馆专业讲解员的解说和动手体

验活动，让美术馆成为东莞市各大、中、小学的

校外美术课堂。在美术馆里，学生们体验到了

澳大利亚艺术的神秘、中国旗袍艺术的经典、

陕西民间皮影艺术的奇妙和亲手刻制版画的

喜悦。

“请进来、送出去”

莞城美术馆以展览为平台，把知识性、教育

性强的展览制作成展板，到各学校巡展，使学生

们 足 不 出 户 便 接 触 到

课本上学不 到 的 更 丰

富 的 艺 术 知 识 。 同 时

把 参 展 艺 术 家 、专 家

请 到 这 些 学 校 中 开 展

讲 座 、现 场 绘 画 示 范

等 活 动 ，让 艺 术 与 学

生“ 零距离”。如在今

年 6 月举办的“陕西民

间工艺作品展”中，莞

城 美 术 馆 把 陕 西 民 间

艺 术 知 识 展 板 连 同 皮

影 戏 一 同 送 进 莞 城 步

步 高 小 学 ，让 学 生 们

边 欣 赏 皮 影 戏 ，边 了

解 皮 影 制 作 知 识 ，还

上台自己动手表演。

从开馆到现在，莞城美术馆在广州美术学

院、东莞理工大学、东莞中学等院校举办“中国

肖 像 500 年 流 变”论 坛、“ 设 计 改 变 生 活”专 题

讲 座 等 展 览 进 校 园 活 动 10 余 场，受 到 了 师 生

们的热烈欢迎。

艺术体验创品牌

莞城美术馆还依照不同类型的展览量体裁

衣，策划出“大师作品临摹日”“专家带你看展览”

等各类公共教育和艺术体验活动，吸引学生们的

参与，培养他们的创作兴趣，创建了“东莞有你绘

美丽”这一少儿美术展览品牌，为学生们搭建艺

术创作作品展示的平台。

目前，莞城美术馆与东莞中学、莞城步步高

小学、莞城实验小学等多所学校结成了“馆校共

建美术教育基地”，这 一 做 法 在 东 莞 市 是 首 创

的，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少有的。学生们到美术

馆上课能快速接收到生动鲜活的美术知识，老

师们在美术馆得到丰富的教学题材与内容，形

成更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其中莞城步步高小学

美术老师在美术馆上美术课的课案成为广东

省美术教学的典型。在美术馆进行艺术体验

尤其是藏书票、版画制作体验之后，莞城不少

中、小学校把版画制作当做该校第二课堂的特

色，学生们的版画作品在广东省的展示中屡获

好评，成为东莞市各学校创建课外课堂特色的

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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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术馆上美术课

莞城美术馆开创““馆校共建馆校共建””新模式新模式
本报记者 胡 芳

学生们在莞城美术馆动手操作皮影莞城实验小学的学生们在莞城美术馆进行版画制作体验

莞城步步高小学到莞城美术馆上美术课

老北京人吃面，总讲究个“锅

儿挑”——热腾腾的面条从锅里

直接挑到碗里，不过水，浇上一勺

炸酱，撒上各色面码，讲究的还得

再来两瓣蒜……这“锅儿挑”的吃

法透着热乎，也透着原汁原味。

11 月 16 日至 18 日，北京曲剧

艺术中心和荣宁戏剧工作室将把

一台名为《锅儿挑》的京味儿舞台

剧送到北京保利剧院的舞台。委

婉 动 听 的 曲 艺 唱 段 、抑 扬 顿 挫

的 叫 卖 吆 喝 、字 正 腔 圆 的北京

方言……一台“锅儿挑”的京味儿

绝不“过水儿”。

讲老北京艺人的传奇故事

《锅儿挑》讲述的是一段老北

京曲艺艺人的传奇故事。北京解

放前夕，曲艺迷“大学究”娶亲为

重病的父亲冲喜，“同庆茶社”的

艺人们为让老爷子高兴，义务走

堂会。没想到老爷子的病虽然好

了，可茶社的艺人却路遇劫匪，乐

器等吃饭的家伙都被抢了去，不

得已改行过活。时逢北京解放，

政府成立了“文艺处”，大家怀着

对新社会的感激进行创作，“同庆

茶社”日渐红火。但在琢磨发展

创新的过程中，艺人们又产生了

分歧，最终在时代的召唤下大家

统一了意见，全新的剧种“北京曲

剧”由此诞生。

剧中，伴随着曲艺艺人的悲

欢离合，拉洋片、莲花落、铁片大

鼓、梅花大鼓、北京琴书、拆唱八

角鼓、京韵大鼓等依次唱响，老北

京特色叫卖、风俗人情巧妙穿插

其中。编剧刘敏庚说，《锅儿挑》

不仅是对老北京生活的回溯，也

是对昔日民间艺人气节品格的致

敬，要展现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些

老艺人的阳光、乐观的生活态度，

同时也把那些老艺人的好东西亮

一亮。“这次的创作该剧难度真的

不小，既要展现老艺人的经典曲

目，剧本又不能写成串场词，选取

的老段子还得符合剧情，真是要

了盒儿（骨灰盒）钱了。”

导演兼主演张绍荣说，《锅儿

挑》要献给三种人，“献给过去的北

京人，尽管他们早已被移民到五环

以外；献给今天的北京人，那些意气

风发的创业者和固守传统的‘钉子

户’；献给明天的北京人，即使你是黄

头发、蓝眼睛，也必须爱这座城。”

《锅儿挑》也是北京市曲剧团

转 企 改 制 为 北 京 曲 剧 艺 术 中 心

后 ，首 部 实 行 项 目 制 运 作 的 剧

目。北京曲剧团团长孙东兴说，

“ 锅 儿 挑”的 原 意 是 吃 面 条 不 过

水，后引申为保持事物本身状态，

不 修 饰、不 掺 假，之 后 又 有 了 对

艺、对人真诚朴实、坦荡豁达的处

世态度的比喻义。“60 年前，以魏

喜奎为代表的老一代曲艺前辈，

以他们的创新精神创造了曲剧，

这个戏依旧是以创新精神向他们

致敬。而剧中出现的曲艺形式，

堪 称 一 个 曲 艺 濒 危 曲 目 的 标 本

库。”

“锅儿挑”还是“锅挑儿”

谁知，这戏还没演，却先引发

了一场关于“锅儿挑”和“锅挑儿”

的争论。

当《锅儿挑》将要演出的消息见

诸报纸、网络后，人们展开了一场热

烈的争论，甚至还有了“锅儿挑儿”的

说法。其中，既有外地人，也有地

道的老北京，还有王玥波、徐德亮

等相声曲艺界的名人。

争论中，相声老师马桂荣和

她的学生王玥波抬上了杠。马桂

荣坚称就是“锅挑儿”，“这杠我抬

定了！就是‘锅挑儿’，不是我不

虚心，而是从我妈那儿到我这儿

说‘锅挑儿’60 多年了。”弟子王玥

波则称，这个问题他很多年前就

遇到过，还专门为此查阅了齐如

山写的《北京土话》、徐世荣编的

《北京土语词典》，“ 老北京人说

‘锅挑儿’的，确实大有人在，可是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关北京土语

的书中，记载的都是‘锅儿挑’。”

张绍荣是北京曲剧团的老演

员，家里往上数几辈儿都是老北

京。他对记者说，起初剧组对这

个名字也有争议，大多数人都认

为应该读“锅挑儿”。但他们查了

资料，又请教了剧院的老前辈、今

年已经 80 岁的正红旗老曲艺艺人

赵俊良，才确定叫《锅儿挑》。“在

老北京话里，一般儿化音都放在

名词的后面。”张绍荣说。

《锅儿挑》的京味儿不“过水儿”
本报记者 刘 淼

本报讯 （记者鲁娜）由中

国国际友谊促进会、中国太平洋

地区合作委员会、首都企业家俱

乐部、胡智荣文化基金共同主办

的《俄罗斯二十一世纪男低音音

乐会》11 月 27 日将在北京中山

公园音乐堂首演，带来《伏尔加

船夫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喀秋莎》等经典苏联歌曲。

中国太平洋地区合作委员

会副秘书长周晓虹告诉记者，俄

罗斯“二十一世纪男低音”乐团是

由50多位俄罗斯男低音歌唱家组

成的演出团体，演出遍及世界各国

的30多个城市。该乐团在去年曾

在北京和重庆演出，并获得中国观

众的喜爱。“此次音乐会邀请了 3

位获得俄罗斯人民功勋演员称

号的俄罗斯演唱家，其中还包括

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套车》的原

唱、俄罗斯著名男低音彼得·格

鲁波金。”

记者了解到，本次音乐会的

曲目包括了世界著名的男低音

歌曲、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苏联

歌曲以及俄罗斯歌唱家专门为

中国观众准备的中国歌曲。除

了在北京首演外，该音乐会还将

在山西太原、河北石家庄等城市

巡演。

本报讯 （记

者胡芳）树皮也能

当画布？来自黑龙

江黑河的画家李忠

胜 给 出 了 肯 定 的

回答。日前，他带

着 10 余 幅 桦 树 皮

绘 画 作 品 参 加 了

11 月 2 日至 4 日在

北 京 举 行 的 中 国

国 际 文 化 艺 术 博

览会。

李忠胜艺名李

五 ，15 岁 便 随 父 、

兄系统学习绘画技

法，虽然后来没有

走上专业的艺术创

作之路，但他对艺

术的梦想始终没有

放 弃 。 上 世 纪 80

年代，由于工作上

的机缘，他结识了许多东欧油画家，浓

郁的东欧艺术元素融进了他的作品之

中，使他在油画创作上形成了独特的艺

术风格。

李 忠 胜 的 树 皮 油 画 同 样 极 具 个

性。他利用地域优势在随处可见的桦

树皮上作画，以普通的桦树皮代替传统

画 布，这 种 材 质 具 有 防 潮、防 腐 的 效

果。他将桦皮形成的天然纹理进行巧

妙取舍，然后用油画笔法进行创作，把

对家乡的深厚情感融入每一幅作品创

作之中，赋予北方平凡的白桦树以独特

的艺术美感，开创了艺术创作的崭新领

域。其作品古朴中不失纯雅，苍劲中透

着温情，蕴含着粗野狂放之美。

李忠胜的冰窗花摄影作品也独树

一帜，他历时 8 年，巧妙利用各种色光投

射创作出冰花摄影作品 400 余幅，其中

100 多幅以“冬的梦幻”为题，先后在黑

龙江省及俄罗斯阿穆尔州美术馆展出，

从另一种视角向人们展示具象和抽象

的自然之美。

本 报 讯 （ 记 者 钱 力 ）

2012CCTV 民族器乐电视大赛

日前在京落幕。

从 7 月 1 日报名开始到预选

赛，从“名师讲堂”到“蓄势巡演”，

从正式走上大舞台到“冠军之夜”

收官，2012CCTV 民族器乐电视

大赛在全社会掀起了长达4个多

月的民乐热潮。经过十三场的分

组赛和三场“冠军之夜”的激烈角

逐，最终有12 名（组）选手分获职

业组、非职业组、儿童组、组合组

的冠、亚、季军奖，33 名（组）选手

分获独奏类小组赛金、银、铜奖，

66名（组）选手获得优秀奖。

大赛颁奖晚会更是强强联

手。组委会力邀新老几代民乐

名家亲临，韩红、李玉刚、吴彤、

杨培安等明星乐人和邓建栋、

唐俊乔、陈军等民乐名家都将

带来精彩节目。两对深受大家

喜爱的明星夫妇——老锣和龚

琳娜、冯晓泉和曾格格双双助

阵。其中龚琳娜将携其“ 大白

嗓合唱团”带来器乐歌曲《梦想

号子》，老锣将首演其新作《森林

之舞》。此外，除了从“冠军之

夜”诞生出的获奖选手们登台演

出外，72 岁的巴乌奶奶马凤仙、

人气颇高的吹笙帅哥凌博、精

于器乐发明的“吹叔”胡荣坤、

红遍网络的“刘海哥”李俊海等

在大赛期间颇受观众喜爱的选

手也将回归舞台。

据悉，此次颁奖晚会将于 11

月 9 日晚在央视音乐频道播出。

本报讯 （驻 辽 宁 记 者 袁

艳）11 月 2 日晚，由辽宁省教育

厅、文化厅、财政厅联合主办的，

辽宁省直艺术院团“高雅艺术进

校园”活动在沈阳体育学院启

动。当晚，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有

限公司的话剧《郭明义》拉开了

此次活动的序幕，这也是该剧的

第 198 场演出。

话剧《郭明义》运用多种舞

台艺术手段，生动展现了当代雷

锋郭明义的先进事迹和崇高品

德，诠释了雷锋精神新的时代特

征。该剧表演质朴、叙事流畅，自

首演以来广受好评，更获得今年中

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在“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举

办期间，辽宁省文艺工作者将把近

年来创作的优秀文艺作品呈献给

大学生们，辽宁省直艺术院团将

在全省高校进行30余场演出。

本报讯 （记者罗云川）由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组织承办的

2012 上海国际当代戏剧节，于11

月 5 日开幕。它将持续至 12 月 9

日，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3 个剧

场，呈现 18 台来自世界各地“最

当代、最前沿”的戏剧作品。

今年，上海国际当代戏剧节

的主题定为“多元创意”，邀请内

地和港台以及西班牙、澳大利

亚、加拿大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戏剧团体参与。参演剧目

包括话剧、肢体剧、儿童木偶剧

等多种戏剧表演形式，呈现多

元、开放的姿态，展现中国当代戏

剧的生机和创新的态势，也体现亚

洲乃至世界当代戏剧的魅力。

作为今年戏剧节的开幕大

戏，英国利兹大学带来话剧《太

阳不是我们的》，于 11 月 6 日起

率先上演。该剧由戏剧大师曹

禺经典作品《家》、《原野》、《雷

雨》、《日出》发展而成，英国当代

青年全新诠释，将一群女人的

爱、恨、希望、沮丧等集中地呈现

在观众面前。

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的

传统梨园戏《大闷》、西班牙塞拉

诺先生剧团的多媒体剧《大灾

变》、澳大利亚鹰巢剧团的单人

剧《查尔斯·狄更斯表演的圣诞

颂歌》……今年上海国际当代戏

剧节除了呈现精彩的戏剧演出

之外，还将呈现一系列丰富多彩

的延伸活动，包括讲座、展览、论

坛、演后谈和工作坊五大板块。

本报讯 （记者胡芳）10 月

31 日，环保儿童剧《魔幻森林》在

北京市东城区风尚剧场上演。

《魔幻森林》讲述了一节被

小朋友弃之不用的旧电池，利用

自身还有余电的特性，帮助森林

里的朋友们战胜毛毛虫、保护大

自然生态环境的故事。演出时，

小观众与台上互动频繁。值得

一提的是，剧中饰演树精爷爷的

朱龙光已是 75 岁高龄，仍主动

请缨要求加入环保戏剧的演出。

该剧是 2012 环保戏剧展演

的重头戏。始于 2010 年的环保

戏剧展演今年已经是第三届了，

展演是由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

委员会、教育部、科学技术部、国

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卫

生部、国家林业局联合主办的

“中国环境与健康宣传周”的系

列活动之一。

环保戏剧展演总策划李咨

墨介绍，环保戏剧没有商业炒

作，没有明星大腕，没有跌宕起

伏的故事情节，更没有恢宏大气

的舞美效果，有的只是一颗用戏

剧的方式展示环保理念的心。

李咨墨表示，他正在运作环保戏

剧的市场化，希望能尽快实现。

本报讯 （记者张婷）“拥抱吉祥——希热布大师唐卡

画展”10 月 31 日在北京中华世纪坛拉开帷幕。当日，希热

布现场泼墨挥毫，藏文“扎西德勒”跃然纸上，为唐卡艺术

观赏者送上吉祥与祝愿。

画展作者果洛·希热布是藏族僧侣画家，常年致力于

唐卡绘画艺术。许多藏传佛教的著名寺院都有他的手迹。

此次展览共展出希热布的作品 40 余幅，内容以佛像为

主。其作品想象力丰富，画功精湛，有广博的藏文化底蕴，

表现了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境界。

该展览由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拉卜楞摩尼宝甘南

藏族唐卡中心、内蒙古东联控股集团和敖包会鄂尔多斯文

化蒙餐共同主办。

本报讯 （记者程佳）10 月 25 日，中央电视台梅地亚中

心高朋满座，由青年歌唱家、二炮文工团副团长陈思思演

唱，作曲家黄国群谱写，曾拍摄 2008 年北京奥运申奥片的

著名导演赵志强制作拍摄 MV，一曲表现新时代浪漫革命

情怀的“公仆之歌”《谢谢您的牵挂》在此举行新歌及 MV 首

播发布会。

《谢谢您的牵挂》创意新颖、主题鲜明，曲风温婉细腻

中饱含深情，以人民群众的视角生动讲述了优秀共产党人

心系群众的公仆情怀、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它用朴实的

文字和优美动听的旋律讴歌了新时期共产党人与人民携

手共进的光辉历程，展现了广大人民群众与党员干部的浓

浓鱼水深情。

据悉，《谢谢您的牵挂》已入围中央电视台“中国音乐

电视优秀音乐电视作品展播”，将在全国各大电视台、电

台及网络媒体大范围播放。

俄罗斯男低音音乐会将再唱经典

桦树皮绘画作品在京展出

民族器乐电视大赛落幕

希热布唐卡画展亮相北京

话剧《郭明义》进校园演出

陈思思《谢谢您的牵挂》首发

18部戏相聚上海国际当代戏剧节

儿童剧《魔幻森林》倡导环保

艺术·舞台

李忠胜的桦树皮画作《枫林岸》

艺术·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