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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爱能教育基金发起的第四届中国教

育节在山东泰安举办。作为国内民办教育一年一度行业峰会，来自全国各地近千

名民办教育机构的负责人出席了本次活动，共同探讨了民办教育行业的未来走向

和发展趋势。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爱能教育基金负责人张晋表示，人这一生当中要接受

3种教育，即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而对一个孩子来说，最重要的便是

人生最开始阶段的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是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起点。中国传统文

化非常重视家庭与亲情，如关爱、尊长、孝亲乃至责任感、报国志等传统美德都可以

在家庭里进行教育。当前家庭教育越来越受重视，将成为传统文化教育与传承的

前沿阵地。 （邓华）

家庭教育成为传统文化教育与传承前沿阵地

永定河文化带上的门头沟碣石村

看京西古村落变身“活的博物馆”

开掘中国铁皮画的艺术神韵
——记安图铁艺传承人隋进才

匠人匠心

本报讯 （记者唐弋）由中国田径协会、山东省济宁市体育局、曲阜市人民政府

联合主办的中联水泥——2017曲阜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事新闻发布会10月 10日在

北京举行。赛事组委会宣布，本次曲阜国际半程马拉松将于10月 29日在曲阜孔子

文化会展中心鸣枪起跑。

据曲阜市领导杨晓东介绍，截至10月 10日，共有来自中国、美国、韩国、澳大利

亚、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英国等10多个国家的选手参加报名。赛事共设3个比

赛项目，分别是半程马拉松（21.0975公里）、迷你马拉松（约5公里）、亲子跑（约1.4

公里）。本次马拉松通过专业马拉松与趣味马拉松的结合，增加比赛的丰富性，促

进全国体育爱好者及周边城市跑步爱好者积极参与。届时，将有7000名选手参加

比赛。

曲阜国际半程马拉松将举行

□□ 本报记者 鲁娜

哪里能“穿越旧时光”，像古人一样

品茗、熏香、挥毫？哪里能还原耕读生

活、找寻地理风貌中的历史记忆？在北

京门头沟，就有这样一座“活的博物

馆”，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村落

相结合，让优秀传统文化和人文生活一

起传承。

走进这座巨石横卧的碣石村，无论

是村落的整体设计、游览线路文化包

装，还是智慧地图的线上设计，都力图

通过对古村落内部文化元素与历史信

息的提炼，结合设计手段与现代科技的

表现形式，为游客打造可看、可听、可感

知、可体验的生态人文空间，在“沉浸式

体验”中，揭开凝聚在京西地理风貌中

的历史记忆。

恢复村落文化脉落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是北京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展示交流窗口，具有

很高的历史地位与综合价值，是北京的

文明之源、历史之根、文化之魂。

在门头沟，永定河纵贯百余公里，

形成了古村古道文化、民间民俗文化、

宗教寺庙文化、红色历史文化、生态山

水文化、京西煤业文化等具有典型意

义的六大文化。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化

委员会（以下简称“门头沟区文委”）深

入挖掘永定河文化的价值，在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与发展方面积极融入西

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打造永定河文

化品牌，以助力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

带发展。

在六大文化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以

爨底下、灵水、碣石村等为代表的古村

落文化。门头沟区拥有明清以来成村、

目前保留古村面貌的村落 54个，约占

北京市现存古村落中的 70%。北京市

21个中国传统村落有 12个在门头沟，

其中爨底下村、灵水村、琉璃渠村还被

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其中，始建于元末明初的碣石村，

文化底蕴深厚，被誉为“京西井养第一

村”。因为村前有很多横卧的巨大石

块，按照“立石为碑、卧石为碣”的说法，

故称碣石村。在村中，保存完整的明清

民居院落分布其中，古井、古树、古村落

散发着独特的历史文化气息。

然而，正如国内其他地区在古村

落保护与传承中遇到的问题一样：由

于非物质形态历史文化遗存的大量流

失，碣石村现存的物质形态遗存已经

不足以吸引现代人更好地了解、感知

古村落这一不可再生不可多得的文化

遗产。

围绕古村落保护与传承这个主题，

门头沟区一直在摸索如何将传统文化

形态赋予更好的表达方式，进而探索古

村落保护、传承、利用的有效模式。立

足于门头沟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门头

沟区文委将古村落打造成为“活的博物

馆”，对古村落进行整体性、活态性、原

真性、延续性的保护，恢复其固有的生

机与活力。

营造沉浸式体验

“活的博物馆”进一步提升了碣石

古村落的景观质量及美感，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就是结合碣石村古槐、古井还有

古民居风貌创作而成的墙绘《碣石秋

景》，及体现碣石文化传说的系列石绘

《碣石六仙境》。漫步村落中，生机勃勃

的村落与跌宕多姿的绘画相得益彰，令

游客仿佛“穿越旧时光”。

在“让古村落文化活起来”的命题

下，门头沟区文委基于对碣石村乃至整

个永定河流域历史文化脉络的梳理，提

炼文化元素和历史信息，运用现代的设

计理念，通过历史文化遗存的提升改

造、品牌视觉形象的整体设计、游览线

路文化提升和包装、制作线上智慧地图

等方式，增强游客的“沉浸式体验”。此

项目以“设计+古村落”为主题入选

2017北京国际设计周分会场。

9月 29 日，在 2017 北京国际设计

周门头沟分会场上，碣石村这座“活的

博物馆”展示在观众面前：通过还原古

村风貌，以传统生活雅趣为内容，各路

高手献艺，现场观众互动，让传统文化

直抵现代人的生活。

其中，碣石村文化中心是村民日常

文化活动的重要地点，在设计中，设计

师用抽象的线条将永定河流域文化主

视觉以版画的形式绘制在文化中心的

外墙，成为一处重要的文化景观。永定

河流域文化主视觉系统展示了永定河

从源头到入海口整个流域山川地貌，艺

术化地体现了有历史价值的古村落、古

道、古寺庙及重要的文化留存。

作为“活的博物馆”重要的组成部

分——古院落地主院在修复过程中，充

分尊重古建筑原有形态，手法尽量贴近

原工艺，尽可能还原古建筑的原始风

貌，以期带来“原汁原味古村落”的观

感。修复后的古院落，成为永定河大西

山人文地理影像志的展览空间。

漫步在幽静的古山村中，结合传统

古民居建筑形态、碣石村古井和耕读传

家 的 文 化 特 点 设 计 而 成 的 碣 石 村

LOGO，由村中“古村”与“巨石”为设计

灵感的标示牌，串联起古村文化景点的

手绘地图，无不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

人们对于家的眷恋与乡愁。

依托古井、古树、古民居、巨石等碣

石村元素，设计的一套古村落视觉形象

符号，则是此次碣石村景观及文化提升

工作中的一大亮点。在保留好传统风

貌的同时，“活的博物馆”探索用现代科

技手段展示古村落的文化元素与历史

信息，强化视听感与互动感。

在古村落的各个节点上，古村落

标识融合了现代科技，游客可以通过

扫描标识牌上的二维码，收听语音讲

解，充分调动视觉和听觉，使游客从不

同角度、通过不同方式深入了解碣石

村的历史文化背景。除了标识牌，参

观者还可以将“地图”带在身上。碣石

村开发了智慧地图，游客利用手机在

智慧地图上就能获取线路导览、语音

讲解和推荐路线。

凝聚地理风貌中的记忆

“一河永定，一门广开，千年滋养，

万流入海，高山仰止，西望东来。”在西

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建设中，如何以地理

风貌为载体，体现历史记忆和文化追

思，一直是当地政府思考的重点。

为此，门头沟区文委在“活的博物

馆”项目打造过程中，持续在碣石村推

出一系列创新性的文化活动，以期将景

观与文化有机结合，更好地传播永定河

流域文化。

品茗、闻香、读诗、写生——琴棋书

画诗酒花的中式禅意栖居生活，在古村

雅集活动中得以重现。品一盏碣石村

井水冲泡的高山茶，闻一缕宁静祥和的

清香，品味古村落中那份曾经的质朴闲

暇，中国传统文化在古村落特有的文化

环境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颇具特色的“凝视西山 永定长

流——人文地理影像志摄影展”，展

示了两位专业艺术家历时一年，以传

统的银盐黑白摄影，依据人文地理图

像志的观察方式，对大西山和永定河

做了一次深入的图像记录。

同时备受关注的还有非遗创新传承

设计展。“琉璃重生计划”以门头沟区国

家级非遗“琉璃烧造技艺”为基础，开发

一系列文创产品，使皇家琉璃焕发新的

生机。而“预见匠心——非遗文创产品

设计大赛获奖作品展”将非遗项目与文

创产业相结合，通过创新设计走进现代

生活。“非遗+科技成果展”集中展示对非

遗保护传承的数字化探索。回归生活是

最好的保护，接轨现代是最好的传承。

通过一系列“设计+非遗”的探索，以期实

现非遗的活态传承与产业化转型。

门头沟区文委主任常蓉表示，永定

河文化作为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核心部

分，它承载历史，肩负传承。打造的“活

的博物馆”示范项目，通过对文化元素和

历史信息的挖掘提炼，用设计方式和科

技手段展现文化，用工匠精神传承文化，

唤醒大西山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记忆，

用更活态的方式打造永定河流域“活的

博物馆”文化工程，让西山永定河丰富的

文化底蕴焕发出更加夺目的文化魅力。

□□ 戴有山

安图隋氏铁制品制作技艺是流传

已久的民间手工技艺，一般称之为“安

图铁艺”。安图铁艺是将传统工艺与

现代艺术相结合的独特工艺技法，主

要把铁质材料与丙烯色彩相结合，将

铁质材料打磨塑造成所需造型，运用

丙烯色彩加工成风格各异的艺术作

品。作品通常运用铁质材料的独特肌

理刻画出真实质感，凸显作品的层次

和深度，技艺繁杂。

2011年 11月，安图铁艺获批进入

吉林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隋氏铁制品制作技艺第四代传人隋进

才，从小学习美术绘画，后随祖父学习

制作铁艺制品，以制作铁皮画为主，兼

做其他铁制艺术制品。作为一名铁制

品艺术家，隋进才是如何把传统的工

艺与现代的美学完美结合的？又是如

何在铁皮上对艺术进行创新的呢？

以倾心致匠心

升华祖辈制作手艺

铁皮画，又名铁画，是一种将铁质

材料按实物一定比例制作而成的形象

逼真、艺术价值高的手工艺品，是中华

民族的艺术瑰宝，如今保存下来100年

以上的铁皮画已经很少见。

隋进才作为安图隋氏铁制品制作

技艺的第四代传人，对隋氏铁制品制

作技艺的认知是一个渐近深入的过

程。他从小就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这

与他从小爱好美术有一定关系。

祖传下来的手艺，工具大部分是

靠打制而成。在隋进才的记忆里，父

亲有一手好钣金手艺，这在上个世纪

中期是很受当地农民喜爱的。隋家的

铁匠铺主要制作一些生活用具，从父

亲以上的两代在当地都是有绝活儿的

好铁匠，但他们所制作的仅限于务农

工具和家庭装修使用的铁护栏。

隋进才小时候很排斥当传统的打

铁匠，而是痴迷绘画，直到他考入吉林

艺术学院美术系，接受系统的学习和

正规的艺术熏陶时，他表现出了在造

型和色彩方面特有的敏感。

这时，他才慢慢地感受到父亲的伟

大，用艺术的视角重新审视父亲的作

品，他认为，父亲的作品虽然是在美观

上存在问题的实用工具，但依然是艺术

品，只要稍加改造，就可以成为工种艺

术。于是，他开始思考如何把自己所学

习到的专业造型和美学知识，与父亲的

传统工艺进行深度结合。在父亲的大

力支持下，隋进才开始了自己的铁艺人

生。他把铁与绘画进行完美结合，既是

对技艺的传承，也是在艺术上的创新。

此时的隋进才接受了父亲传授给他的

祖传技艺，并经过不断探索，摆脱了在

艺术学院里学习时在美术纸上创作的

习惯，利用铁皮的可塑性，把剪刀、锤

子、钳子、电烙铁等做画笔，将铁皮当

纸，完成整套的画、剪、煨、打、焊、漆工

序，作出立体感强、自然生动，犹如人们

所说的3D打印效果的铁质艺术品。

经过十几年的实践过程，隋进才

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题材和艺术符

号，并找准了艺术定位，其铁皮画作品

从小有名气到十分畅销，不仅深受国

人喜爱，获得了多个艺术大奖。同时，

他的作品还走出国门，走进了欧美、日

本、韩国等多个国家的市场。

以精心成匠心

打磨铁皮画的艺术神韵

铁皮画制作起来看似简单，其实

不然。一幅完整的铁皮画，需要经过

构图、放样、肢解、下料，也就是先在铁

皮上做好画，然后根据它的形状将它

裁剪下来，再进行立体煨打、组焊成

型，最后进行喷漆装框，才完成整个制

作过程。

在传承铁皮画的过程中，隋进才一

直潜心创作，他认为，传统的书画有独

特的魅力，但缺少立体感、层次感和真

实性。由于受到父辈打铁技艺的影响，

隋进才对金属的性能特别熟悉，所以，

表面上看上去那些废弃的油漆桶、罐头

盒等下脚料都是他作画的好材料。

2016年，第 12届中国（义乌）文化

产品交易会在浙江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艺术家将

各种最具特色的生产性保护类非遗产

品、工艺美术品、民间艺术收藏品送上

展台。其间，吉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安图隋氏铁制品制作技艺传承人隋进

才的参赛作品《大美明太鱼》，因其突出

的创意性、优越的手工技巧和高超的艺

术鉴赏价值，展现了其作品的独特性，

并在细节打磨中传达出了铁皮画的艺

术神韵，因而荣获“创新设计奖”。

展出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

者被展位上晾晒的“鱼干”吸引过去，

刚想问多少钱一斤，再细看和细闻，才

发现没鱼腥味儿。隋进才苦心钻研、

反复琢磨了 10年所创作的《大美明太

鱼》，几乎达到了以假乱真。“我是延边

人，10年前就想着怎么通过铁艺来展

现民俗题材，后来想到了明太鱼。”隋

进才介绍，“一开始工艺不成熟，只能

用铁皮、铁片儿做单片的浮雕，后来经

历了各种失败，走了许多弯路，终于研

究出立体的原雕鱼，可以连鱼鳃都泛

着透明的光泽，以致用铁皮乱真鱼的

地步，从而在展会上吸引了国内外的

许多订单。而隋进才对艺术的追求也

让隋氏铁艺成为一种受人尊敬和喜爱

的民间艺术，传播白山黑水的文化。”

以创新铸匠心

引领铁皮工艺走向未来

在隋进才心里，铁皮工艺和所有

的艺术一样，都是美的视觉呈现，铁

艺这种金属艺术品成型后有一种自

然的力量，无论是平面还是立体，作

品在视觉上都有冲击力，让人眼前一

亮，这种独特的感觉是其他艺术形式

无法替代的。

隋 进 才 创 作 的 题 材 十 分 接 地

气，如《中国味道——饺子》《金达莱

花开》《胖头鱼》等作品，其出发点

就是引起普通百姓的共鸣，因为在

隋进才看来，有了共鸣自然就有了

购买欲。

此外，隋进才在创作时尊重年轻

人的想法，偏爱一些地域文化和符合

大众审美的作品。他经过十几年的研

究和探索，如今，隋氏铁皮画已经形成

独特的艺术风格。

目前，在传承铁皮画传统技艺过

程中也遇到诸多问题，一方面，隋进

才对创作的原材料不断精细化，使

得铁皮材料紧缺，这些材料特殊，铁

矿 石 形 成 至 少 需 要 百 年 以 上 的 历

史，氧化程度在 0.4 以上，而且必须

有刚性，但目前这种材质越来越少；

另一方面，作品消耗的时间太多，原

创的铁皮画，每一步、每一个作品都

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去

尝试。

一直以来，隋进才陆续创作300余

幅作品，相继被个人、企业、景区、国内

外博物馆收藏，尤其是为南非大使馆

制作的《犀牛》、为新西兰大使馆制作

的《爱尔兰鹿》、为日本大使馆制作的

《鱼干》等，深受他们喜欢。

隋进才在销售他的艺术产品时，

不断与国外的工艺美术大师进行交

流，他的理想就是让隋氏铁艺走出国

门并发扬光大。另外，他希望自己的

艺术之旅中有更多热爱这门技艺的

人与他同行，共同去思考和创作，把

这门技术义务地传授给更多人，这样

才能使铁制品工艺世代传承下去。

本报讯 近日，由山西省大同市精神文明办、大同市文化局主办的 2017中国

大同孝文化节暨“孝文化”“禅宗玄奘文化”论坛在大同举行，该活动也是大同云冈

文化旅游活动月的重要内容之一。

活动期间举行了“孝文化”“禅宗玄奘文化”论坛、中国“孝文化讲堂”“禅宗玄奘

文化讲堂”，与会嘉宾共同探讨“孝文化”传播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内涵以及日常生活

中如何尽孝等话题。此外，还举行了优秀孝贤个人表彰会、《玄奘西行》电影全国首

映式等大型活动。 （严恪）

大同孝文化节探讨“孝文化”传播

门头沟碣石村具有独特而深厚的历史文化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