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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大 观
WEN HUA DA 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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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艺人

本报讯（记者 束 蓉）近日，宁夏文联、宁夏民间文艺家协
会、宁夏曲艺杂技家协会以及吴忠市民间文艺家协会、青铜峡
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成文艺小分队分别前往青铜峡第六小
学、陈袁滩镇黄河楼社区开展文艺演出、传统文化宣传培训及
文艺公益大讲堂活动，以文艺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建设。

在青铜峡市第六小学，宁夏民协会员王德勤、赵文花、李秋梅分
别在高年级班开展了花儿教唱、剪纸培训及插花、丝网花技艺
的培训。同学们在赵文花老师的认真讲解下，剪出了一个又一
个生动漂亮的图案。民协会员李秋梅向同学们讲解了中国传
统插花的诸多基础知识，引导同学跟着老师的讲解步骤修剪花
枝、搭配花材、调整颜色及形态。彩绳、珠子、红丝带、细铁丝，
在老师们巧手的编织下变身为翩翩起舞的红“蝴蝶”、精致可爱
的“书签”。同学们兴奋地说，没想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这么
大的吸引力。

在吴忠市青铜峡市陈袁滩镇黄河楼社区，文艺小分队为社
区群众送上花儿、笛子独奏、相声、魔术等精彩纷呈的文艺节
目。该分队还通过现场讲解，帮助会员和社区群众掌握摄影基
础知识，并感受民间文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今后社区将持之以恒地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工
作，常态化开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种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束 蓉） 耄耋之
年，创作不止。近日，固原文化城展
出了 83岁老人柴培科历时 10个月绘
制的《水浒传》白描人物像。

走近细看，柴培科老人用白描
画绘制的《水浒传》108位人物，笔法
清新，有着中国古典画卷之美。老
人自述，《水浒传》是我国四大名著
之一，他阅读《水浒传》时，就对这些
人物特别好奇。多次研读这本书
后，在脑海中对 108 位梁山好汉的
形象都有了大致轮廓。退休后他
有了充足时间，想在有生之年画一
些传统的中国画。他翻阅《水浒
传》，看戴敦邦先生的《水浒人物一
百零八将》，对原著人物产生了具
像的联系，决定在四尺宣纸上绘画
水浒人物。

柴培科擅长水彩画，这次他用
白描手法将 108 位梁山好汉的形象
刻画出来，单用墨色线条勾描形
象。老人介绍，画不仅要重构图，还
要看题字，为了题字尽量成为画作
的一种说明书，让大家能够从题字
当中读出说明的意味，将画中的景
致引导到精神层面，从而达成耐人
寻味的效果。

画展开幕当天，吸引了众多绘
画爱好者，本次画展主要以水浒 108
将肖像为主，共计 110幅作品。

据了解，柴培科的水彩画作品在
全国省级以上展览及刊物发表 300余
幅，代表作《六盘山脚下》《西吉单家
集》《老井》《晨牧》先后获奖，多幅水彩
画被美国及台湾省和国内等部门和私
人收藏，出版有《柴培科水彩画》。

本报讯 10月 16日，由宁夏博物馆、甘肃省平凉市博物馆
等文博机构共同主办的“铜华镜彩·光照千秋——平凉百件馆
藏精品铜镜联展”在宁夏博物馆展出，此次展览遴选平凉市各
博物馆馆藏铜镜精品 137面，时间跨度自汉唐至明清，种类较
为齐全，文化内涵丰富，极具艺术欣赏价值，基本可以反映中国
古代铜镜艺术发展的概貌。

展览分为“清静无为·羽化升仙——两汉魏晋南北朝时
期的铜镜”“千姿百态·兼容并蓄——隋唐时期的铜镜”“纯
真写实·世俗风貌——宋金元时期的铜镜”“明镜喻道·缤纷
各异——明清时期的铜镜”四个单元，以时代为线索，展示了
各个历史时期铜镜的风格及特点，进而勾画出铜镜在历史长河
中的发展与流变。为增加展览的知识性和生动性，在展览中配
有一定数量的图版，使观众在欣赏每一件精品的同时，能够跟
随他们走入古人的精神世界，体验先民的审美情趣，感受中华
文明的博大精深。

据悉，本次展览展期至 11月 29日，是宁夏博物馆更好满足
广大群众文化需求，精心策划引进的一项展览，让宁夏观众一睹
古代铜镜的神韵风采，共享千年不朽的文化瑰宝。（马 军）

本报讯 星空帐篷、宁夏枸杞、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八宝茶
和宁夏特色小吃……近日，“宁夏旅游大篷车全国十城巡演”主
题活动走进郑州，展示“塞上江南·神奇宁夏”的美丽画卷。

本次活动重点推出了宁夏“黄河文化、星星故乡、动感体
验、酒庄休闲、红色主题、长城遗址”六大文化旅游特色主题，
并推出多条宁夏秋冬季旅游线路。活动期间，宁夏旅游推介
团以非遗展演、文艺演出、旅游推介、游戏互动、好物展示等多
种形式吸引郑州市民驻足围观。宁夏独有的旅游产品展示成
为市民关注热点。此次活动融入了更多时尚元素，进一步提
升宁夏旅游的公众认知度和认可度。 （马 军）

本报讯（记者 束 蓉）近日，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宁夏民族艺术研究所承办，吴忠市利通区东塔寺乡白寺滩村协
办的 2021年度文化工作者培训班实践授课大讲堂在吴忠市利
通区东塔寺乡白寺滩村开班。

走进东塔寺乡白寺滩村碧玉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当天，永宁县望远镇富原社区艺原剧团展演的秦腔折子戏《二进
宫》《三对面》正在上演，演员们唱功扎实，嗓音清脆，唱腔时而低沉、
时而激昂，体现了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魅力。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道情颂百年党史》《习总书记来宁讲话
指航程》两场皮影戏创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党史学习教育，以
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党的故事，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全区非遗传承人在广场上各自亮起了自己的绝活儿，剪
纸、刺绣、绳结、古琴艺术、杨氏拳法、铁器锻造等非物质文化遗
产技艺让观众大开眼界，体会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进一步树立了文化自信。

此次文化工作者培训班的举办，进一步提高了我区基层文
化工作者的业务能力，缓解了基层文化人才紧缺的现状，掀起
了农村群众积极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潮，带动文化工作者更好地
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推动乡村振兴有效发展。

新华社太原电 以实物形式展示民国时期紫砂成就的“民
国平定紫砂艺术展”，日前在山西省晋城博物馆开始巡展。

记者从晋城博物馆了解到，此次共展陈紫砂器 110多件，
均为民国时期平定紫砂器中的精品。它们形体优美且刀法纯
熟，刻绘不多却情味隽永。

平定县位于山西省阳泉市。这里有悠久的陶冶历史，原材
料质优量丰，手艺人数量庞大。

平定砂器精选当地特有的优质粘坩为主要原料，经选土、
风化、粉碎、过筛、制泥、拉坯、成型、打磨、烘干、窑烧、熏制等
多道工序烧制而成。其制作工艺严格遵循古法和古训，工序复
杂，工艺考究。近年，平定砂器制作技艺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铜华镜彩·光照千秋——平凉百件馆藏
精品铜镜联展”在宁夏博物馆展出

宁夏旅游大篷车十城巡演走进郑州

全区2021年度文化工作者
培训班注重实践出真知

百余件民国时期紫砂器在山西展出

本报记者 束 蓉 文/图

张云仙： 让剪纸艺术在更多小手上闪光
“ 一 剪 之 气 夺

神 功 ，美 在 人 间 永
不朽”。

剪 纸 ，是 我 区
一项重要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在各
地拥有广泛的群众
基 础 和 民 俗 氛 围 。
作为一种镂空艺术，
这项起源于汉唐时
期的民间技艺带给
人以独特的审美情
趣，丰富的内容寄寓
着丰衣足食、人丁兴
旺、健康长寿、万事
如意等民间朴素的
愿望。正因为如此，
千百年来，剪纸艺术
一 直 传 承 延 续 着 。
其中，自治区级非遗
传承人、银川二中退
休老师张云仙一直
在孜孜努力着。

走进张云仙的家，无论是客
厅的吊灯还是家具的装饰上，都
能发现剪纸元素。张云仙说起剪
纸，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喜爱
溢于言表。

上世纪 60年代，张云仙出生在
吴忠市盐池县一个农民家庭。盐
池县地理位置上接近陕西定边，当
地居民也有着黄河流域剪纸的传
统。从小善于观察的张云仙就发
现姥姥、母亲逢年过节就会聚在一
起，用剪刀和红纸剪出漂亮的图
案，然后把这些喜气洋洋的图案贴
在窗户和墙上，大家管这叫“窗
花”。张云仙看得多了，她也学着
拿起剪刀，用大人剩下的边角料剪
图案。

时间一久，受母亲影响，张云仙
就迷上了剪纸——“只要放学回家，
我就会用母亲的剪刀和纸学着
剪。可能我在这方面比较有天
赋。母亲发现后，也会抽时间教
我，就这样我慢慢学会了剪纸，现
在我是剪纸第四代传承人。”张云
仙回忆，她的父亲有深厚的书法和
绘画功底，她和母亲剪纸的图案都
是父亲画的。上学时，她常常利用
课余时间练习剪纸，节假日还会为
班里剪窗花增添喜庆，剪出来的图
案特别受欢迎。说着话，张云仙拿

出几张彩纸，很快就剪出了十二生
肖中的牛、兔。“你看，牛的眼睛是
上挑的，所以剪刀尖要弯出一个月
牙形状。兔子的头顶上剪出一些
锯齿状，看着更灵动……”张云仙

一边剪，一边告诉记者。大学毕业
后，她在学校任教期间，适逢学校
要开展特色课程，她想到将自己
擅长的剪纸课程教给更多孩子，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一
些作用。

1984年，张云仙大学毕业后到
银川二中担任物理老师，但她一直
没有放弃自己的剪纸爱好。时任校
长的杨静提出挖掘教师资源，为学
生开设特色课。张云仙听闻后主动
找到校长问：“剪纸能不能开课？”校
长马上回答：“好啊，我们就在初中
年级开设剪纸课。”两人还商量出了
具体的课程实施计划。随后，一周
一节的剪纸特色课走进银川二中的
初中课堂。

刚开始上课，张云仙为学生印
发剪纸图，但在教学实践中很快发
现，很多孩子缺乏剪纸学习氛围，对
剪纸操作过程不掌握，而依靠一节
节课去讲授，内容难以做到有效统
一。为此，她于 2004年编写出学校
剪纸课程的首本校本课程。这年，
她应邀前往甘肃参加剪纸课程交流
时发现，宁夏的剪纸课程缺少应用
方面的教学内容。为了给孩子传授
更好的剪纸课程，她遍访名师，请教
全国各地的剪纸前辈，并于 2009年
又编著出版了《剪纸应用教程》。这
本书她随后寄送给了全国多地的知
名剪纸老师，大家都惊叹这本书的

内容实用。张云仙说：“其实，剪纸
并不难，掌握了入手方法经常练习
就容易学会。”为了让学生更直观
地掌握动物特征，她通过多媒体立
体展示，并随堂开展剪纸技艺。在
她手把手传授和教材的有效辅导
下，学生们将一张张普通的红纸片
剪出了样子，随着课堂上一把把剪
刀的飞舞，一幅幅神奇美妙的剪纸
图案就诞生了。

多年来，张云仙带出 6000余名弟
子，也让 2011年就被确定为自治区
级剪纸传承基地的银川二中实至名
归。2013年，银川二中决定张云仙
不再担任物理课程的教学，让她将全
部心思都放在剪纸艺术的传承上。

“剪纸不仅让学生巧手慧心，而且能
培养他们创造力和想象力及审美情
趣，对学习和成长都非常有益。在中
小学开设剪纸课，是非常好的传承途
径。”张云仙说，今年，她还将再出一
本内容更加完善的剪纸课程，希望能
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剪纸艺术传承方
面，帮助更多的孩子传承剪纸这门历
史优秀的民间艺术。

在剪纸艺术这条道路上，张云仙
辛勤耕耘着，用自己的努力弘扬
传统艺术。身为中国民进会员，
中国民协会员，宁夏民协副秘书
长的张云仙让剪纸艺术多次走
出 国 门 ：2012 年 7 月 ，张 云 仙 被
选入“中华文化大乐园”宁夏教
师代表团，前往美国华盛顿给华
裔孩子教剪纸；2015 年 10 月，她
被 宁 夏 侨 办 派 往 马 来西亚沙巴
州对 40 所华文学校教师进行剪
纸培训……

剪纸是形，立意是魂。张云仙
的剪纸作品擅长叙事，故事化的风
格让她的作品更具复杂的意象和遐
想的空间，欣赏她的作品犹如读一
本本文学作品，意味深长。

2020春节，张云仙想起宁夏人

在欢庆传统节日时的情境。于是，
她创作了以十二生肖中的鼠为主题
造型的《春节》剪纸系列作品，表现
宁夏人过大年初一时的场景：子孙
叩拜长辈，长辈们给子孙发放押岁
红包，阖家吃饺子……

张云仙说，进入新时代，作为一
名文艺工作者，理当坚守民族气节，
心怀善念，寄望于自身的文艺作品
可以匡正人心，济世利民，弘扬浩然
正气，记录历史巨变，表达崇高忠义
的爱国精神，为社会带来更多的美
感、智慧和精神的启迪，让更多人增
强文化自信。

退休后，张云仙更加忙碌了，她
还将立足剪纸课堂，在有生之年走
进社会这所大学校为更多人普及剪
纸艺术。

让剪纸艺术走出国门

从小就喜欢剪纸艺术

校园传承从无到有

宁夏文联“六个一心连心”
文艺小分队走进青铜峡

固原8旬老人历时10个月完成《水浒一百零八图》

▲剪纸
作 品《国 泰
民安》。

▶张 云 仙
展示手工成品。

张云仙在为学员们开展
剪纸课程培训。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