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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初二两天，翔安文化馆在翔安
香山景区安排了一系列的迎新春活动，不仅有
非物质文化的现场演出，现场还设立了一批非
遗体验项目，比如翔安“春仔花”、贡香等，市民
游客可以更为直观地了解这些非遗项目，甚至
亲身体验制作过程。

据介绍，目前翔安区已经有各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51个，纳入管理的非遗传承人和民俗
文化人才共75人，非遗传习中心（所）4个。其
中2022年新纳入省级非遗的有祭祖习俗（翔
安丁瓯），新纳入市级非遗的有金缮技艺。在
非遗传承保护工作中，一方面，翔安文化馆加
强非遗传承队伍建设，积极召开民俗文化人才
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工作会、培训会，开展年
度考核、评估，完善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保护体系；另一方面，则强调举办各项非
遗宣传展示活动，“精耕”非遗生存的“土壤”。

“我们一直在各种演出中充分融入非物质
文化遗产元素，给代表性项目和传承人创造展
示的机会，比如说将答嘴鼓、拍胸舞、南音、车
鼓弄等动态非遗项目都搬上文化惠民演出舞
台。”翔安文化馆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近两年
我们又陆续加入不同的非遗体验活动，希望通
过非遗加现代生活的方式，让更多人能够在互
动中更深入地了解、体验翔安的文化魅力。”

据悉，仅在2022年，翔安区文化馆就举办了
近百场结合地方特色的文化惠民活动，6月份起，
12场“强国复兴有我——永远跟党走”文化惠民
演出，走遍翔安各处；11月，借力“筑梦新时代·奋
进新征程”2022年厦门市民文化节的启动，翔安
区陆续举办了62场系列活动；暑假期间，还举办
了春仔花、宋江阵、农民画、南音等12场“闽南文
化走透透”非遗夏令营活动，服务万千群众的同
时，也丰厚了非遗文化的土壤，让传承更有活力。

文化沃土萌新芽

翔安新春首推书法刻字展

本报讯“这件作品融合了书法
艺术的线条表现，充分利用点、线、
面的结合，把传统书法艺术与其他
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具有现代刻字
鲜明的艺术特征。”2月1日，一场书
法刻字交流研讨活动在翔安区文化
馆举行，二十余位书法刻字爱好者
欢聚一堂，在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福建省书协刻字研究会副会长郑登
南的带领下，对正在进行的“玉兔迎
春·2023翔安书法刻字展”展出作
品进行了点评，随后还进行了书法
刻字座谈研讨和艺术交流。据悉，
这是翔安区首次举办书法刻字专题
培训和展览，也是全市文旅系统的
首创之举。

1月 22日启幕的“玉兔迎春·
2023翔安书法刻字展”共展出了八
十余幅书法刻字作品，主要展品来
自 2022 年翔安区在“全民艺术普
及”活动中创新推出的书法刻字培
训班，由参训学员创作，是一次成
果展。展览还邀请了陈秀卿、蔡劲
松、洪顺章、郑建松等10位厦门市
书法家协会书刻艺术家的34幅佳
作，共同展示交流，普及书法刻字

艺术。展览由翔安区文化和旅游
局、厦门市书法家协会联合主办，
厦门市翔安区文化馆承办，将展至
2月10日。

据介绍，2022年下半年，翔安
区文化馆策划、组织开展了一系列
书法特色项目培训活动，包括名家
书法刻字班、名家篆刻班，邀约名师
教授，严谨务实、成果斐然。除了本
次书法刻字展，接下来还将推出篆
刻展，成为2023年翔安本土艺术活
动的新开篇。

“书法刻字艺术是以传统书法
为基础，融浮雕、篆刻、版画等艺术
于一体，是一个比较新的艺术门类，
也是传统书法在现代的延伸发展，
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表现。翔
安区文化馆的这一培训活动可以说
为厦门在书刻艺术领域的推广奠定
了基础、储备了人才。”郑登南说。
翔安文化馆馆长潘志坚则表示：“在
这次普及性的培训之后，接下来还
将继续推进书法刻字艺术的人才培
养、作品创作等提升工作，希望能够
在农民漆画之后，为翔安文化艺术
培育一个新品牌。”

刚刚迈入2月的翔安文化
馆一片忙碌，除了正在展出的
“玉兔迎春·2023翔安书法刻
字展”、正在筹备的篆刻展，还
有一场即将到来的元宵活动
也在筹备中。“将有一批闽南
文化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展示和体验活动，今年还特
别推出了农民画灯笼手绘、春
仔花制作、闽南天然香制作等
体验项目。”翔安文化馆馆长
潘志坚透露。在刚刚过去的
春节假期，翔安在香山景区举
办的非遗体验和展演、“翔安
好声音”歌手演出广受市民游
客的赞扬。区文旅局四级调
研员吴国强表示：“翔安区坚
持以人为本、文化惠民，持续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品质，特别
是区文化馆经过多年培育，形
成了一系列文化品牌。通过
全民艺术普及加特色培训，为
本土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更好
的舞台和成长空间，也大大丰
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在春节期间翔安区文化馆的迎新春活动
中，“翔安好声音”历届获奖歌手的演出也成为
一大亮点。据介绍，经过多年培育，“翔安好声
音”已经成为翔安区的一个文化品牌，2021闽
南（翔安）好声音歌手大赛决赛在线上举办，累
计观看人次突破230万，累计点赞数220万
次，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这一品牌不仅为翔
安文化惠民演出提供了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
也带热了相关文化培训，带动了群众文化赛事
和文艺创作。

据悉，一直以来，翔安区文化馆努力加强
文化阵地建设，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扎实
做好公益培训，并力求创新。2022年翔安文
化馆开设免费培训摄影、书法、声乐、舞蹈、瑜
伽、健身操等12个项目，招收200余名学员，
其中受到“翔安好声音”的带动，声乐培训尤为
受关注，为此翔安文化馆特别举办了三期声乐
沙龙，并在11月底厦门市民文化节上，举办了
2022年厦门（翔安）首届合唱论坛及三场展演

活动。
据介绍，2022年，翔

安区在音乐、舞蹈、美
术、曲艺等各个领
域组织创作作品
200多项，不少
作品在省、市各
级艺术评选中
获奖，根据厦
门破狱斗争重
大历史题材联
合改编创作的
高甲现代小戏
《送枪》，获得第十
九届全国“群星奖”
戏剧类节目入围奖。
广场舞作品《草原欢歌献给
党》参加2022年厦门市民文化节全
民广场舞大赛获银奖，《小城夏天》获铜奖。

正在进行的“玉兔迎春·2023翔安书法刻
字展”启幕于大年初一，这一融合了传统书法、
浮雕、篆刻、版画等艺术手法的新艺术门类在
翔安刚刚推动就受到欢迎，而且有了初步的成
果，也预示着翔安本土艺术正在谋划全新的

“书刻”篇章。
近年来，在翔安文化馆的精心培育下，翔安

的本土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原有的优
势特色项目翔安农民画、农民漆画更是不断推
陈出新，成果颇丰。传统文化、民俗文化与当代
艺术有着深刻的碰撞与全新的演绎，并在翔安
这片土地上展现出勃勃生机。

“所谓的本土艺术培育，需要在本地有着一
定的群众基础、有培植潜力，能形成地方特色和一
定水平，这项工作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潘志坚
说。这从过去一年翔安文化馆陆续举办的各类艺
术展可见一斑。2022年12月，举办了“古韵今
风”2022年翔安碑拓展，展出的碑拓作品展现了
翔安碑拓艺术的历史传承；2022年10月、11月，

举办的“作风建设·百人千汇”“献礼二十大·翰墨
颂祖国”书画作品展，则展现了翔安区书画艺术的
群众基础。

此外，在2022年元月，翔安区还首次出版
了本土艺术家作品集《闽风翔画》美术画册，收
录翔安区10位作者近600幅作品，成为翔安
本土书画艺术具有里程碑的事件。

在特色农民画方面翔安更是成果斐然。
近年来40余幅作品入选入展中国美协、中国
民协举办的全国性大展。而在翔安本地的宣
传推广方面，仅2022年就有多次高水准的展
出：2月，在翔安区文化馆（旧馆）展厅举行了
迎新春漆画展暨翔安风情农民漆画展，展出漆
画作品近80幅，汇集了近年来翔安漆画家的
优秀作品；6月，举行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农
民画（漆画）展，展出全区30余位农民画作者
80幅作品，涵盖农民画和农民漆画；9月底10
月初，以中国农民丰收节为主题举办翔安区农
民画作品展……

丰富展演深入基层 非遗传承富有活力

艺术展览有声有色 书画创作成果颇丰

文化惠民多姿多彩 品牌培育立竿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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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兔迎春·2023翔安书法刻字展”

部分作品展示

苏美静苏美静《《草木间草木间》》

卢加科卢加科《《弘道养正弘道养正》》

陈青山陈青山《《高山高山》（》（陶陶））

蒋国新蒋国新《《得此闲得此闲》》

潘志坚潘志坚《《行稳致远行稳致远》》

郑登南郑登南《《厚福厚福》》

““玉兔迎春玉兔迎春··20232023翔安书法刻字展翔安书法刻字展””研讨会上研讨会上，，老师对学员作品进行点评老师对学员作品进行点评。。

新春伊始新春伊始，，翔安文化馆在香山景区举行的系列迎新春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翔安文化馆在香山景区举行的系列迎新春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游客。。

▲▲在翔安在翔安,,把非遗搬上文化惠民演把非遗搬上文化惠民演
出舞台出舞台,,使得非遗生存的使得非遗生存的““土壤土壤””更丰厚更丰厚。。

▲▲根据厦门破狱斗争创作的高甲现代小戏根据厦门破狱斗争创作的高甲现代小戏
《《送枪送枪》》获得全国获得全国““群星奖群星奖””戏剧类节目入围奖戏剧类节目入围奖。。

文化活动春来早
艺术培植绽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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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安区通过全民艺术普及加特色培训，为本土艺术的发展
提供了更好的舞台和成长空间

陈雪梅陈雪梅《《艺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