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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视界”展传统剪纸神韵
本报驻浙江记者 骆 蔓

8月 8日，记者在位于浙江杭州市

西湖文化广场的浙江省文化馆美术

展厅，看到室内一幅幅色彩丰富、别

具创意的剪纸作品引人注目，灵动喜

庆 的 团 花 剪 纸 、恬 静 舒 适 的 城 市 风

光、栩栩如生的动物世界等 200 多件

剪纸作品让观众赞不绝口。这是由

浙江省文化馆主办，浙江省民间艺术

研究会及杭州市文化馆、温州市文化

馆、台州市文化馆、金华市文化馆、义

乌市文化馆、温岭市文化馆联合承办

的“童心视界”学生剪纸作品五市（杭

州、温州、台州、金华、义乌）联展，也

是浙江省文化馆今年推出的“以精品

奉献人民——浙江省民间手工艺教

学”系列成果展的第三个展览。

“这幅剪纸是我创作的，我们城

市的夜晚就是这么美。”站在剪纸作

品《新城夜市》前，杭州采荷第一小学

教育集团的准三年级学生钱沐宏自

豪地说。

杭州采荷第一小学教育集团美

术 老 师 冯 红 骄 告 诉 记 者 ，早 在 2007

年，该校就将剪纸引进校园、扎根课

堂，将剪纸艺术作为学校的办学特色；

2010年，编写完成剪纸校本教材，建立

“宋胜林艺术传承工作室”，并聘请宋

胜林为艺术顾问；2011 年，学校被评

为“浙江省艺术特色学校”；2012 年，

学校被评为全国艺术特色学校。这

些年来，剪纸已成为学校的一张金名

片。“就连学校的保安师傅都剪得一

手 好 作 品 ，学 生 的 作 品 更 是 屡 屡 获

奖。”她说。

“我校作为剪纸传承教学基地，

剪纸艺术教学是校园里的文化特色

项目，校内建有剪纸博物馆，创办了

剪纸社团。我们希望这一散发着浓

郁乡土气息、表达了广大劳动人民美

好思想情感和独特审美趣味的民间

艺术在校园里发扬光大，也让每位学

生在剪纸活动的设计和创造过程中

享受成功、感受快乐。”义乌市幸福湖

小学校长季敬堂说。

台州温岭市横湖小学是浙江省

级非遗“温岭海洋剪纸”的传承教学

基地，也是台州市首批地方文化教育

特色学校。该校通过将传统海洋剪

纸和美术课程相结合的方式，传承和

发展这一非遗项目，并在全校进行推

广和深化，创设了《海洋剪纸》课程，

并汇编了《潮音·海花——温岭市横

湖小学海洋剪纸作品集》。

“作为浙江的百年名校，校园内

已营造出了浓厚的剪纸艺术氛围和

浓郁的艺术气息。”横湖小学美术老

师赵燕说，今年 5月 31日，该校为全市

小朋友送上了一份特别的“六一”礼

物：由该校师生、校友创作的 118 幅充

满“ 渔 味 ”的 剪 纸 作 品 ——“ 潮 音 海

花”温岭海洋剪纸横湖小学传承基地

作品展在温岭市文化馆展出，给温岭

观众带去美的享受。

据了解，浙江省文化馆民间艺术

研究中心长期面向全省免费开设剪

纸教学课程，培养了一批基层剪纸艺

术创作骨干。多年来，当地剪纸艺术

家走进学校、深入生活、传承发展，结

出了丰硕果实。经全省各市推荐申

报，此次展览选取了杭州采荷第一小

学教育集团、乐清市学生实践学校、

浦江县杭坪镇中心小学、温岭市横湖

小学、义乌市幸福湖小学五所有剪纸

教学特色的学校参加联展，一幅幅童

趣盎然、活泼灵动的作品，展现了学

生的“童心视界”。

据悉，这五所学校几乎每天都有

一个小时的剪纸手工教学课，让学生

在动手中了解这门传统手工艺的魅

力。“我们从 5 年前开始招募省内手工

艺从业者，请他们给学校老师进行系

统培训，然后老师再教学生，通过这

样的方式让传统手工艺开枝散叶。”

浙江省文化馆民间艺术研究中心主

任鲍海斌说。

年逾七十的杭州剪纸艺术协会

会长宋胜林现在可谓桃李满天下，多

年来，他为传承剪纸艺术奔波忙碌，

不仅为社区群众免费教学，也为建筑

工人、武警战士传授技艺，还对农村

留守儿童、中小学生因材施教。他说：

“我做这些只为把剪纸艺术传承给更

多人。”

“现在的学生见多识广、思维活

跃 ，这 些 剪 纸 作 品 既 宣 扬 了 传 统 文

化，也注入了时尚元素，有出人意料

的惊喜，要为他们的匠心独运点赞。”

观众王梓看展后有感而发。

浙江省文化馆党总支副书记顾

炯 表 示 ，参 展 学 生 的 剪 纸 作 品 以 城

市、乡村、海洋等为主题，凭借丰富的

想象力，用自己的视角去发现祖国的

变化与发展，用灵巧的双手去展现身

边的优美风景。“他们剪出了对传统

艺术的独特理解、对美丽家园的浓浓

爱意、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梦想，这

正是他们对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最诚

挚的致意。”顾炯说。

本报讯 （驻山西记者杨渊 郭

志清）近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召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程自评工作

会，邀请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

中心专家、山西省非遗专家以及纪

录片专家，对本次验收的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

程项目进行考核评审。

自评工作采取专家分组观看记

录成果并现场点评的方式，对山西

省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

作的阶段性成果进行现场把脉诊

断。在专家自评的基础上选取具有

代表性的 4个项目，由国家图书馆中

国记忆项目中心专家组召开“专家会

诊”，对项目中存在的问题深入剖析。

为保证自评工作会效果，会议

要求实施团队尽快梳理专家组提出

的整改意见，制定修改方案，按照时

间表、任务书扎实推进记录工程，争

取取得新突破。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将进一步加强记录工程的管理，

分析影响记录工程工作发展的主要

因素，思考突破发展瓶颈的有效措

施，确保上一阶段调研成果落到实

处，推动记录工程创新发展。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

记者近日从山东省日照市文化和

旅游局获悉，该局计划从今年起，

利用 3 年时间，在全市建设 100 处

“非遗工坊”，重点在非遗生产性保

护和文创产品开发方面下功夫，推

动全市非遗项目实现生产性转化。

日照市“非遗工坊”是为非遗

保护与传承搭建起的聚合资源平

台，将重点从非遗项目传承乏力、

影 响 力 不 够 、生 产 性 转 化 能 力 不

强 等 方 面 破 题 ，坚 持“政 府 支 持 、

市场主导、各方参与”的原则。“非

遗 工 坊 ”拟 依 托 黑 陶 、农 民 画 、民

间 雕 刻 、剪 纸 、皮 影 、草 柳 编 等 适

合 带 动 就 业 、有 市 场 潜 力 的 非 遗

项目，利用当地非遗保护设施、传

统 工 艺 传 习 所 、闲 置 场 所 或 企 业

厂 房 等 进 行 改 造 或 新 建 ，形 成 一

个 相 对 集 中 的 传 统 工 艺生产、培

训、交流和展示空间。

“非遗工坊”的发展目标是依

托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工作室

或者加工基地建设，由传承人自己

运营，通过采取订单式销售、加工

制造、开展各种特色体验等形式，

吸引大量市民和游客体验和购买，

成为集中展示、销售非遗文创产品

的线下平台。日照还将依托“非遗

工坊”打造非遗研学基地，培养学

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开阔学

生视野。

在广东省广州市越华路 116 号林立的商铺和密

密匝匝的居民楼中，矗立着一个一层楼高的牌坊，上

面写着“杨家祠”三个大字。沿着一条一车宽的巷子

向前走几十米，有着 200年历史的典型广府祠堂——

杨家祠便出现在眼前，大门右侧悬挂着“杨匏安旧居

陈列馆”标识牌。

杨匏安旧居陈列馆讲解员李华介绍，杨家祠又

名泗儒书室，是广东珠海（清代香山县北山村）杨氏

家族为赴省城赶考的家族子弟提供住处的族祠。

1918 年，杨匏安从澳门任教结束后移居广州。

他在广州 10年间，主要居住在杨家祠，在此撰写了大

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完成了中共三大会议的

众多秘密筹备工作，是华南地区系统介绍马克思主

义的第一人。杨家祠是当时中共广东区委的活动场

所，也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活动据点，瞿

秋白、周恩来、刘少奇等经常来这里开会。在这里，

瞿秋白教唱《国际歌》，刘少奇报告京汉铁路大罢工

经过……

如今的杨家祠，左边有一棵新种的石榴树，门口

铺着 36块麻石，门楣上方有两幅壁画，一幅是清末广

府壁画师陈灼文所作《雁塔题名》，另一幅是勾勒南

方湿润清秀的风景的《东坡笠屐》。

这是它修缮后的样子，就在去年底以前，它还是

年久失修、破败不堪的样子。

去年底，考古人员在修缮南粤古驿道岐澳古道

时，开始追溯杨匏安当年学习和革命的足迹。当时

的杨家祠已成为广东省广业集团的家属楼，住有 6户

人家。杨家祠坐南朝北，原为三间二进建筑，当时只

剩下前座。其空间格局也被改变：大门口加建了一

座厨房，祠堂中间建了一座砖房；16平方米的西边厢

被隔成了两间屋子，上为阁楼，下是客厅；东厢修了

一条通向阁楼的楼梯；屋顶被开了天窗，多根横梁和

檩条被白蚁蛀空。

为进一步发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今年 1

月 7 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启动杨家祠住户搬迁安置、历史建筑修缮、周边环

境改造及陈列布展等工作。广东省政府组建了由党

史、文物、建筑、规划、美术等领域的专家构成的修缮

工作专家组，并安排了专项资金。

李华说，专家组从县志里寻找杨家祠的平面图，

根据史料和建筑本体的改建痕迹，结合广府祠堂的

特色，不断调整修缮方案，还原杨家祠的本来面貌。

在修缮过程中，专家意外发现，在杨家祠门前小道下

方 50 厘米处，埋藏了 36 块清末的麻石。他们将这些

麻石翻出后，调整了摆放位置，成了如今每一位走进

杨家祠的观众都能踏上的历史步道。

经过近 4 个月的修缮，4 月 30 日，杨匏安旧居陈

列馆正式对外开放，被公布为第九批广东省文物保

护单位，并展出基本陈列“华南明灯——杨匏安旧居

革命史迹展”。该展览分 3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革命

先驱杨匏安”，展示了杨匏安的革命事迹；第二部分

为“红色据点杨家祠”，再现了杨家祠作为中共早期

党团组织活动据点的历史，以及杨家祠的保护修缮

历程；第三部分为“群英荟萃管东渠”，介绍陈独秀、

周恩来、刘少奇等在杨家祠活动的情况。

杨家祠东厢阁楼里设置了常亮的油灯、民国复

古桌椅和文房用品，复原了杨匏安挑灯写作的场景。

杨匏安旧居东厢房里，正播放着情景短片：杨

匏安一身布衣，正在向两名年轻人讲述革命故事。

1925 年 11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六十二号通告，

要求各地党组织选派人员报考黄埔军校，并指明将

报考人介绍信寄往杨家祠，由杨匏安转交中共广东

区委。

由于杨家祠的草坪和后座已不复存在，广州

美术学院中国南粤古驿道研究中心的专家花了几

个月时间设计了一个梯形虚拟视觉空间，以透视

壁画的形式，展示了后座与相邻天井的原貌。如

今，观众戴上 VR 设备，就可以看到当年杨家祠的

建筑全貌。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处长杜

绍勤说，杨匏安旧居陈列馆地方不大，但意义重大，

一经开放就成为著名的红色景点。目前，参观杨家

祠的总人数超过 3 万人次，参观团体约 670 批次。暑

假期间，杨匏安旧居陈列馆深受学生和家长的欢

迎。许多孩子不仅认真观看展览内容，还和工作人

员一起讨论相关问题。

“向革命先烈致敬！”“今日之中国来之不易，

是革命先烈们用献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这一代

人要把这个伟大的时代守住。”“每当我站在这里，

就好像走进了历史，感受着当年这些革命先烈为

民 族 解 放 而 努 力 的 热 情 。 心 中 的 敬 仰 油 然 而

生。”……杨家

祠 留 言 墙 上 ，

写满了观众的

心声。

7 月 30 日，在由山西省文物

局 、山 西 省 工 商 联 合 会 主 办 的

2019 年文物建筑认养南部片区

推介会上，盐湖区医疗集团、盐

湖区新东方驾驶学院等 10 家单

位与认养的 10 处文物建筑所有

人签订了认养协议。可以预见，

被认养的河津市关帝庙春秋楼、

仓头伯王庙等 10 处文物建筑，在

社会力量的参与下，其保护利用

将打开新的局面。

我国历史悠久，文物资源丰

富。文物资源数量的巨大和文

物自然损毁、人为破坏，以及文

物利用的不足、不当等让保护工

作面临考验。与繁重的文物保

护任务相比，文物系统的机构、

人员设置，资金投入等都有所欠

缺。以从业人员为例，文物系统

的从业人员数量不够且多数集

中在省市文物部门、文保事业单

位和博物馆，基层文管所、县博

物馆人员非常少。正如中国文

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励小捷所

言，我国文物资源的结构是一个

正金字塔形，而我国文物管理技

术队伍的结构却是一个倒金字

塔形。

活多人少钱紧缺，如何让文

物“活”下来，并“活”得有尊严？

吸引社会力量和社会资金参与

文 物 保 护 工 作 变 得 尤 为 重 要 。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

视文物保护利用，积极倡导建立

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长效机

制。2016 年印发的《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

见》提出，对社会力量自愿投入

资金保护修缮市县级文物保护

单位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

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可依

法依规在不改变所有权的前提

下 ，给 予 一 定 期 限 的 使 用 权 。

2018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文物

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也要

求，健全社会参与机制，坚持政

府主导、多元投入，调动社会力

量 参 与 文 物 保 护 利 用 的 积 极

性。各地政府在社会力量参与

文物保护的政策支持方面也不

甘落后。山西省政府 2017 年出

台了《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

实施方案》，启动社会力量参与

文 物 保 护 利 用“ 文 明 守 望 工

程”。2019 年 1 月，福建省文物局

发布《福建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文物保护利用实施意见》，通过

健全参与机制，搭建参与平台，

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

用各环节。政府、企业、个人合

力保护利用文物的局面正在逐

步形成，营造出文物保用并举的

健康发展氛围。

当然，我国社会力量参与文

物保护起步较晚，经验不是很充

足，社会力量参与其中还存在不

少问题。有些公众热情充分，然

而 专 业 能 力 不 足 ，造 成 文 物 破

坏，比如在陕西省泾阳县境内的

唐代崇陵内石刻，被热心的文保

志愿者私下移位，消解了其文物

价值。还有某些文物建筑被企

业认领后，在利用中没有坚持文

物的真实性、完整性，导致文物

历史信息丧失。因此，还需要进

一步完善公众参与文物保护的

法律法规和制度保障，加强相关

政府部门在其中的专业指导和

监督力度，同时提高参与的社会

力量的专业水平，使得遗产保护

目标在社会力量的支持下，达到

预期的成效，促进文化遗产事业

蓬勃发展。

广东杨匏安旧居陈列馆：

百年祠堂旧貌换新颜
本报驻广东记者 谭志红 文/图

8 月 16 日，由湖北省文化和旅游

厅指导、湖北美术馆主办的“大漆世

界：器·象——2019 湖北国际漆艺三

年展”在湖北美术馆开幕。

此次展览以“器·象”为主题, 共

展出 9 个国家 126 位漆艺家的优秀作

品，通过营造心理与精神时空，表达对

诗意生活的向往，以广阔的视野和格

局构建了当今的“大漆世界”。

湖北是大漆材料的原产地，有着

漆艺传承与发展的丰厚土壤。2010

年以来，湖北美术馆创办的“湖北国

际漆艺三年展”每三年举办一届，邀

请中外漆艺家参展，并通过学术研讨

逐步建构“漆学”，在推动漆艺传承与

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展览将持续至 9月 15日。

图为展览现场。

本报记者 赵若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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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开展国家级非遗
项目传承人记录工程自评工作会

山东日照将利用3年时间
建设 100处“非遗工坊”

观众观展后在写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