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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阁

□□ 本报记者 景晓萌

李荣坤

台湾作家余光中有言：“童年时，

我们讲英雄故事给你听，并不是一定

要你成为英雄，而是希望你具有高尚

的品德。少年时，我们让你接触诗

歌、绘画、音乐，是为了让你的心灵充

满 情 趣 。 这 些 情 趣 会 支 撑 你 的 一

生。这样，即使在严酷的冬天，你也

不会忘记玫瑰的芳香。”艺术教育在

少儿成长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

角色。如何在紧张的学业中兼顾美

术、音乐等艺术教育？四川省艺术教

育特色学校——自贡市自流井区东

方小学（以下简称“东方小学”）的经

验值得借鉴。

走个性化发展道路

东方小学创始于清乾隆己卯年

（ 1759 年）间的“宝善学堂”，是当时

在盐业上家族显赫的王家利用家族

宗祠“宝善祠”开办的家族学校，距

今已有 250 余年的办学历史。新中

国成立后，学校整体转制为公办学

校，并沿用宝善小学校名，1958 年更

名为自贡师范附小，1984 年更名为

珍珠寺小学，2008 年再次更名为东

方小学。

东方小学校长许静红介绍，随着

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和新课程改革的

不断深入，“学校要有特色，教学要有

特点，学生要有特长”成为关系到学校

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经过多年努

力，东方小学获得了爱国基础教育全

国示范学校、自贡市艺术教育特色学

校等荣誉。

“走主体个性化的发展道路，创

建教育特色学校，形成自己的办学风

格，是现代学校发展的必然趋势，更

是培养创新人才、推进素质教育、促

进新课程改革的迫切需要。东方小

学以艺术教育为抓手，致力于塑造学

生健全人格和培养学生审美情趣，为

每个学生的成长打造亮丽的人生底

色。”许静红说。

学科联动激发学习兴趣

在东方小学的课程体系中，艺术教

育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同于大部分学

校中艺术教育与语数外等学科相互独

立存在，在东方小学的课程体系里，艺

术教育是贯穿于各个课程中的“钥匙”。

“艺术教育具有极强的形象性和感

染性，小学诸多学科教学与艺术教育的

特点联系紧密，我校要求各学科教师要

从备课、上课、作业到课外活动，都努力

把艺术教育渗透其中。”许静红表示，如

在语文、数学、英语、品德与生活的学科

中有目的地进行小品排演、课本剧表

演、英语故事表演、英语演讲、朗诵等，

着力营造校园文化艺术氛围。“在学科

教学中，广大教师既重视学科知识的传

授和学科能力的培养，又充分挖掘蕴含

于学科教学中的艺术教育因素，充分发

挥学科教学中的艺术教育功能，让美

术、音乐等艺术学科的教学内容和方法

与各科教学有机融合，增强学生对艺术

的感性和理性认识，激发学生的学科学

习兴趣，提高各学科的课堂教学质量。”

许静红说。

“我校自 1998年以来，长期坚持举

办舞蹈、合唱、美术、书法、鼓号、足球

等艺术类课余兴趣班，超过 90%以上的

学生参加到各种艺术活动中。在重点

普及的基础上，学校从兴趣班中精选

艺术苗子组建代表学校艺术教育水平

的艺术团体。”许静红介绍，目前东方

小学已建成的艺术团队主要有：成晓

蔚老师指导的口风琴和竖笛队；徐葵

老师指导的演奏队、指挥队；袁艺纯老

师指导的科幻画队；刘艳老师指导的

健美操队等。校园里时时传来器乐

声、歌声，橱窗里展示着学生、教师的

优秀艺术作品，孩子们用灵动的双手、

智慧的头脑，承载着心中的梦想，飞跃

在艺术的海洋。

丰富活动提供展示舞台

系统开展艺术教育工作，除带来

丰硕的教学成果外，也为东方小学赢

得了荣誉。如 2017年自贡市庆“六一”

汇演中，东方小学选送的《南腔北调唱

大戏》和《穿新鞋》获一等奖，《永远的

映山红》获三等奖；东方小学获四川省

第八届艺术节优秀组织学校奖等。

教育成果的收获离不开雄厚的师

资资源。东方小学除了聘请艺术领域

相关专业人才作为专职教师，还组织

了以艺术教师为主力的科研队伍，积

极申报并研究科研课题。如袁艺纯老

师参与了省级课题《利用远程教育资

源提高小学课堂教学效率策略的研

究》；艺术学科教师申报微型课题中，

徐晓莉老师的《小学低段音乐游戏教

学的研究》、徐葵老师的《小学音乐教

学促进小学生歌曲情感理解的方法的

研究》已结题。近 3 年来，东方小学艺

术教师所撰写的教育教学论文有 100

余篇在全国、省、市获奖或交流发表，

有 9名教师参加了四川省优质课比赛，

并荣获 3 项一等奖、4 项二等奖和 2 项

三等奖。

在开展丰富多彩的艺术教育课程

的同时，如何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使学

生充分体会到艺术带来的参与感、成就

感？为此，东方小学通过系列活动的开

展，提供师生展示艺术成果的舞台，让

每一位学生都有参与的机会，让每位有

艺术才能的学生都有表现的舞台。比

如，东方小学结合每年的开学典礼、元

旦、“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教师

节等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艺术活动。

2016 年 12 月底，东方小学承办了自流

井区“新年心灯，共绘嘉愿”师生手绘彩

灯启动仪式。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兴趣

和爱好在五颜六色的 DIY 灯笼上面涂

写和绘画，做出一盏盏独一无二的彩

灯。手绘的上万盏彩灯悬挂在檀木林

大街及彩灯公园里，孩子们用自己的巧

手和童心扮靓新春的盐都。

此外，红领巾艺术节也是东方小学

持续开展的特色活动之一。据了解，红

领巾艺术节从 1999年 5月开始，至今已

连续举办 17届，活动时间为期一个月。

许静红介绍，红领巾艺术节的活动包括

师生参加的舞蹈、合唱、小品表演，以及

创新杯书法、绘画、摄影比赛，集中展示

师生的艺术才能。在艺术节期间，学校

还会组织艺术人才到街道、社区进行汇

报演出，向社会展示素质教育办学成

果，受到高度评价。

2017 年，东方小学 60 余名师生参

与了自流井区区歌《天下自流井》的创

编，并在 2017 年自流井区春节联欢晚

会上表演，获得特等奖。“通过积极组

织师生参加社会艺术活动，激发了师

生的艺术热情，促进了师生素质的全

面提高，也提升了学校的知名度。”许

静红表示。

儿童艺术教育系列报道

艺术教育铺就特色办学路
——来自东方小学的办学启示

本报讯 5 月 12 日，佳士得纽约

“佩吉及大卫·洛克菲勒夫妇系列珍藏”

专场拍卖落下帷幕，超过 1500 件拍品

成交，成交总额高达约 8. 33 亿美元。

该场专拍见证了 22项世界拍卖纪录的

诞生。

该专场拍卖的重头戏——十九及

二十世纪艺术晚间拍卖，涵盖克劳德·

莫奈、巴布罗·毕加索、亨利·马蒂斯等

艺术大师的 44 件拍品，全场拍品悉数

成交，最终斩获约 6. 48亿美元。其中，

毕加索《拿着花篮的女孩》以 1. 15亿美

元成交，刷新了毕加索“玫瑰时期”作品

的最高价纪录。莫奈创作于 1914 至

1917 年 间 的《 绽 放 的 睡 莲 》斩 获

8468. 75 万美元的高价，刷新了莫奈作

品之前的最高价。马蒂斯创作于 1923

年的《侧卧的宫娥与玉兰花》以 8075万

美元成交，创下了马蒂斯作品的拍卖最

高价纪录。

在该专场拍卖的首个日拍专场

——英国及欧洲家具、瓷器及装饰品

（第一部分）中，253件标的全部成交，总

成交额约为 1236. 78 万美元，诞生了两

项瓷器拍卖纪录。其中，法国塞夫勒名

瓷 Mar ly R ouge 系列甜点餐具组，拍

前估价 15 万美元至 25 万美元，最终以

150 万美元落槌，加佣金 181 万美元成

交，创造了 19世纪瓷器世界拍卖纪录。

本场第二名是清乾隆时期“烟叶纹”外

销瓷餐具组，15万美元起拍，最终以 95

万美元落槌，加佣金 115万美元成交，刷

新了餐用瓷器的世界拍卖纪录。

在该专场拍卖的“美洲艺术”板块

中，爱德华·霍普、乔治亚·欧姬芙以及

威廉·德·库宁等 20世纪美国知名艺术

家的 41 件拍品全部成交，斩获约 1. 07

亿美元。其中，吉尔伯特·斯图亚特、迭

戈·里维拉等艺术家打破了其个人最高

价拍卖纪录。 （静涵）

洛克菲勒夫妇珍藏专拍创纪录

本报讯 在林风眠诞辰 118 周年

之际，日前，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浙

江师范大学教授李承先主编的《一代宗

师林风眠油画水粉遗珍画选》（以下简

称《画选》）面向全国发行。《画选》选取

了林风眠在 1958至 1965年期间创作的

111 幅油画和水粉，题材囊括静物、人

物、风景等。

林风眠是中西融合艺术理念的倡

导者、开拓者和代表人物。他 19 岁赴

法国勤工俭学，先在第戎国立高等美术

学院进修西洋画，后又转入巴黎国立高

等美术学院深造，师从柯罗蒙学习素描

及油画。1925 年林风眠回国后出任国

立艺术专门学校校长，1928 年受蔡元

培之邀赴杭州西子湖畔主持创办国立

艺术院并任院长。他以“学术自由，兼

容并蓄”为国立艺术院建院方针，不拘

一格广纳人才，李可染、王朝闻、赵无

极、吴冠中等都是国立艺术院的杰出代

表人物。

林风眠毕生致力于艺术教育和绘

画创作。在留学法国期间，他学习西

洋画法，并融入中国文化，创作过许多

反封建题材的油画，当时受到赞扬的

《人道》《痛苦》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作。回国后，林风眠对中国传统绘图，

如隋唐山水、敦煌石窟壁画、宋代瓷

器、汉代石刻、战国漆器、民国木版年

画、皮影等也加以研究。在创作上，林

风眠尊重中外绘画和民间艺术的优秀

传统，主张东西方艺术要互相沟通，取

长补短，以民族文化为基础，发展新的

中国艺术。他的作品追求意境，讲究

神韵、技巧，强调真实性与装饰性的统

一；构图常密不透风，但不觉局促，运

用明亮的色彩，强烈中显示出柔和，单

纯中蕴含着丰富，既对立又统一，形成

自己独特的风格。

仕女人物、京剧人物、女性人体以

及各类静物画和风景画是林风眠作品

的代表题材。其作品力求东方神韵与

西方现代艺术形式的统一，充满诗意孤

寂之风。林风眠试图打破中西艺术界

限，造就共通的艺术语言，其创新精神

对后辈画家产生深远影响。 （嘉敏）

《一代宗师林风眠油画水粉遗珍画选》

出版发行

速 递

□□ 本报记者 李琤

花丝镶嵌工艺又称细金工艺，是

将金、银、铜等抽成细丝，以堆垒编织

等技法制成。镶嵌则是把金银薄片打

成器皿，然后錾出图案，或用锼弓锼出

图案，并镶嵌宝石而成。

花丝镶嵌是燕京八绝里最繁复

的贵金属手工技艺之一，有着 2000 多

年的传统文化底蕴。如何把这项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

传统工艺保护、传承和发扬光大，结

合时代要求开展花丝镶嵌产品的设

计和创作，成为当前摆在北京东方艺

珍 花 丝 镶 嵌 厂（ 以 下 简 称“ 东 方 艺

珍”）的重大课题。

老厂的阵痛转型

东方艺珍曾是一个国有老厂，前

身是北京市政府在 1958年成立的北京

花丝镶嵌厂。上世纪 70年代北京花丝

镶嵌厂的规模曾达到巅峰，当时厂内

职工千余人，拥有雄厚的研发力量和

大批熟练技工，工艺水平和生产规模

超越了曾经的清宫造办处，产品畅销

东欧地区，成为那个年代国家重要的

创汇企业之一。

然而进入上世纪 90年代，随着金银

市场开放，国外的高工技艺进入，花丝

镶嵌的订单不断减少，工厂的技术骨干

外流，学习手艺的年轻人青黄不接，花

丝镶嵌厂从辉煌走向低谷。1999 年北

京市通州区经济委员会全面接收北京

花丝镶嵌厂，改制更名为北京东方艺珍

花丝镶嵌厂。2008年，东方艺珍进行了

民营股份改革，商人常留海出资买下了

东方艺珍所有股份。

除了延续之前的定制业务，常留海

也在思考花丝镶嵌如何产业化，他不仅

用合作的方式与此前厂里出去的工艺

大师们保持联系，还成立了专门的设计

创意部门来开发花丝镶嵌新产品。

2015 年，常留海在工厂的基础上

创建了东方艺珍花丝镶嵌传承基地

（以下简称“传承基地”），将其打造成

以花丝镶嵌为主题、以工美艺术大师

和资深精英技师为支撑、以创意创新

设计生产销售为路径的专业性基地平

台，为非遗文化的保护传承创新夯实

了基础。

经过 3年多的运营打造，传承基地

已成为花丝镶嵌非遗文化传承的重要

力量，并成立了花丝镶嵌传承人集聚

中心、花丝镶嵌产品研发中心、花丝镶

嵌产品制作展销中心。

走进寻常百姓家

然而，精致工艺的背后，花丝镶嵌

作品用料高昂、制作工艺繁杂，价格也

昂贵，普通人很难承受得起。曾有业

内人士打趣，花丝镶嵌作品“三年做一

件，一件吃三年”。工艺大师崔西伦也

表示，他完成的定制作品工期一般都

很长，此前一套定制屏风花了 4年时间

才完成。

花丝镶嵌设计中心文创融创负责

人张汝婕认为，传统的花丝镶嵌产品

只是用金、银等贵金属材料制作，由于

材料的昂贵和手工的繁杂带来产品价

格的居高不下，产品很难形成批量生

产或产业化规模，非遗产品存在着有

价无市的现象。把贵金属材料与其他

金属或非金属材料有机结合起来制作

产品，不仅可以降低制作成本，也让产

品更具现代感。

目前，传承基地加紧做更多跨界

开发，并且设计完成了 4款花丝手包的

开发，通过使用不同材质来降低制作

成本，推动花丝镶嵌产品的普及。

对于非遗传承过程中对传统的继

承，张汝婕认为：“工艺的灵魂是对任

何工具不要有限制，也不要有排斥，目

标应该是达到完美的效果。”在她看

来，传统工艺应该了解市场需求，不能

死守着皇家题材而不与时俱进，“只

有按照市场要求来选择题材，才能达

到传承目的。花丝书包的设计、制作

也是我们在题材方面的一个大胆选

择，因为现在女性消费者已经占据了

很大的市场份额。”

张汝婕介绍，东方艺珍结合基地

实际，目前正在研发设计植入花丝镶

嵌非遗文化元素的旅游产品和衍生

品，积极探索非遗文化产品传承创新

和产业化发展。“不用整个作品都是花

丝镶嵌工艺，可以把花丝镶嵌工艺作

为文创产品中的一种点缀，如木和银

工艺结合的梳子、筷子等，既可以让大

家欣赏花丝镶嵌，同时也可以把代表

北京文化的产品带回家。”

“走出去”的创新与传承

除了创新更多产品种类，对于这

门手艺的传承，传承基地也做了很多

工作。比如，2017 年，传承基地与北京

市通州区潞河中学签订了校企战略合

作协议，主办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加强非遗文化保护传承”工匠进校

园主题活动。

自从 2014年北京工美集团制作的

“繁花”花丝手包成为 APEC 国礼之后，

花丝镶嵌又重回大众视线，很多人对

花丝镶嵌充满了好奇，希望能够亲手

做一个花丝镶嵌的作品。

传承基地看到了市场需求，不定

期面向大众举办花丝镶嵌手工艺培训

班，通过招募对花丝镶嵌技艺感兴趣

的学员，经过几天的理论知识学习与

交流，培养创新设计思维，在传承传统

文化的基础上，更好地将技术、艺术与

现代生活有机结合，不断创新，从而创

作出更具时代性的作品。

“其实，短短几天要完全掌握花丝

镶嵌工艺根本就不可能。学徒需要经

历 3至 5年时间才能学会。而每期培训

班仅能介绍一个很简单的工艺，如点翠

工艺，就是将翠鸟的羽毛巧妙地粘贴在

金银制成的金属底托上，形成精美的图

案。这些图案上一般还会镶嵌珍珠、翡

翠、红珊瑚、玛瑙等宝玉石，越发显得典

雅而高贵。但只有亲手制作这个小作

品，才能真正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张汝婕说，“我们通过这样一点点地渗

透，将花丝镶嵌文化慢慢传承下去。”

“政府保护只是一方面，非遗的传

承人和企业有责任主动作为。传统工

艺的创新最终还是要靠设计、工艺上的

进步和与现代生活的结合，把传统发扬

光大。”常留海说。

花丝镶嵌：古老金火艺术的现代创新

作为燕京八绝之一的花丝镶嵌工艺，2000 多年来一直为宫廷御用。左图为明

万历皇帝金丝翼善皇冠的复制版。

东方小学举办的各具特色的艺术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