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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首届广州设计三年展开幕
1 月 17 日，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

导、广东美术馆主办的《有温度的存在——
广州设计三年展2024》拉开帷幕，这是广州
首届设计三年展，邀请了来自 27个国家和
地区的近100位/组设计师、艺术家参展，向
观众展示不同文化背景下有“温度”的设
计，解析和呈现当下充满智慧和人文关怀
的设计样本。

从岭南花窗到扎染工艺，观众在展厅中
不难发现当代设计师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
的应用和转换。总策展人、广东美术馆馆长
王绍强表示：“希望这次展览能带给大家关
于现代设计方面的思考，带来文化自信。”

首届广州设计三年展现场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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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聚焦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周欣怡 陈晓楠
图/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

（除署名外）

1月 18日，第十六届中国民
间文艺山花奖颁奖典礼在福建
厦门举办。广东推荐报送的剪
纸作品《潮风百韵·一剪千华》
（一组 15 件）摘下本届“山花奖”
（工艺类）。

该作品由韩山师范学院曾
万春、陆汉荣、朱淑平师生共同
创作，成为“山花奖”（工艺
类）评奖历史上难得一见的
高校师生合作获奖作品。

当下，传统工艺
与非遗在高校当中的
传承有何特点，这引
发了记者的兴趣。

今年是第十四届全国美展举办之
年。广东高度重视全国美展的创作工
作，特别是中国画展区的申报成功，给
了省内美术家们极大的鼓舞。

开年之际，广州美术学院举行一系
列活动，聚合更多创作力量备战全国美
展，进一步提高创作水平、明确创作方
向、加强创作交流，致力创作更多精品
力作参加大展。

创作属于时代的作品
主题创作是备战全国美展的一大方向。
日前，广州美术学院举办“时代使

命与笔墨自觉——岭南百年中国画主
题性创作研讨会”，来自广州美院、广东
画院、广州画院等机构的艺术名家聚焦
主题创作，探讨如何推出更多增强人民
力量的优秀作品。

“艺术作为战斗武器，为社会而艺
术，为民族而艺术，就已深深扎根于老
一辈广东画家的血脉里。”作为本次活
动学术主持人，广州美术学院党委书
记、广东美协主席林蓝回顾了岭南画坛
前贤的探索实践。

广东在近现代涌现一系列主题创
作经典，展现出岭南艺术家对主旋律创
作的满腔热忱。“回望广东美术百年历
程，岭南画派‘折衷中西、融合古今’的
艺术宗旨百年昌兴，体现了广东文化生
机勃勃的特质。”

林蓝表示，艺术家要靠作品说话，

艺术家要创作属于时代的作品。一方
面持之以恒，将自己的艺术打磨得更精
湛，同时要将自身的艺术特点、艺术状
态贯注入讴歌时代、讴歌祖国、讴歌人
民的宏大创作中，使“大我”里有“小
我”，使“小我”从内容到形式具有深
度、高度，在当代立得住，更经得起时
间考验，而将艺术家的“小我”放在更
大的格局中，“大我”必使其更具张力、
更为博大。

广东画院副院长郑阿湃认为，从历
史角度回溯，岭南画派在现代美术史中
的主题创作留下的重要一笔。从当下
的角度观察，需要厘清岭南百年中国画
主题性创作的发展历程，提炼岭南主题
性中国画创作的精神和精髓，为当下广
东的主题性创作提供更多文脉的历程
与创新、发展的经验。

与会艺术名家与创作者，探讨了美
术史中的主题性创作特点与发展形成的
脉络等相关问题，围绕过去百年岭南经典
主题性创作展开讨论，结合自身主题性创
作的经验讨论主题性创作方法，对当下主
题性创作存在的现象与趋势发表看法，就
岭南地区如何发挥自身主题性创作的特
点与优势、主题性创作与中国画教学如何
相结合等方面展开深入交流。

因材施教指导学员
美术青年人才是备战全国美展的

生力军。

日前，广州美术学院举办“广东省
美术青年人才培养基地”第二期培养对
象开班仪式，集合经广东省各地市、各
单位推荐，学员遴选评审委员会遴选确
定的第二批35名学员。

广州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宋光智介
绍，培养基地将充分运用广州美术学院、
广东画院丰富的艺术资源，有计划地为
培训学员协调创作实施过程的空间场地
资源、充分发挥名师引领和导师组作用，
因材施教指导学员备战第十四届全国美
展，致力创作更多精品力作参加大展。

据了解，在具体培养方式上，第二
期将主要采取集中面授和导师组指导
相结合的方式展开。

一方面充分发挥广州美术学院叙
事性绘画实验班、广东画院“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实践“绿美广东”艺术创
作项目中知名专家学者的讲授、示范、
引领作用；一方面通过举办培训班、讲
座、论坛等，邀请国内外艺术名家、知
名学者对培养对象进行人文艺术素
养、思想政治教育。

同时，培养基地将充分运用广州美
术学院、广东画院艺术媒介与展陈空间，
对美术青年人才的创作成果进行多维度
的宣传推介等；并将以“大作”平台建设为
牵引，以项目合作签约制形式吸纳部分优
秀青年创作人才，进一步培养和巩固广东
高水平美术创作中坚力量梯队，丰富完善
广东主旋律美术创作系统与机制。

政府相关部门亦着力
推动非遗进高校，积极搭
建传承人与学生交流对话
的平台。

2023 年，广东省文化
和旅游厅主办了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群种子计划
系列活动，其中“非遗潮
青年”板块重点推动青年
大学生积极传承和保护非
遗。该活动让传承人走进
高校开展讲座，让学生走
出校园、走进非遗传承基
地亲身实践。其中，广州
美术学院工艺美术学院、
广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
院、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
院、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等在校学生组成非遗社会
实 践 队 伍 ，分 别 前 往 广
州、佛山、潮州、清 远等
地，对广彩、佛山木版年
画、潮州木雕、瑶族扎染
等 13 个非遗代表性项目
进行深入实践学习。青年
学子们通过非遗研习，进
行创新设计，创造出 350

多件新作品。
广州大学科创中心副

主任、数字媒体艺术系教
师袁媛是“种子计划”的带
队老师之一。她告诉记
者，一直以来，不只美术与
设计学院，学校的人文社
科类专业、音乐舞蹈专业
等都倾向于对岭南传统文
化的挖掘与研究，因为“本
土文化离我们最近，我们
能便利地获取相关资源，
更重要的是我们身处其
中，感悟深刻”。

在视觉传达的教学方
面，袁媛致力于岭南非遗
在校园的传承与创新，让
学生在对传统岭南工艺有
相对透彻的了解基础上再
进行创新设计。她常对学
生强调，要做“文人文创”，
挖掘真正的文化内涵，把
文人情怀通过视觉设计传
达出来。

“现在市面上很多所
谓的文创相对浮于表面，
它可能只是一种文化应

用。所以，我希望学生通
过实地调研、采访、学习文
史资料，先把文化内涵理
解清楚，再做创意。在对
文化的体验和理解过程
中，激活观念，有意识地
训练这种思维模式。仅仅
待在教室、在网上搜索是
得不到精髓的。”袁媛表
示，“种子计划”为学生和
非遗大师的交流提供了可
贵的平台。文化对人的浸
润、对人文品格的涵养将
给学生们带来持续的积极
影响。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未
来 ，此 类 活 动 还 可 以 往
教 产 结 合 的 方 向 上 努
力 ，提 供 更 多 渠 道 和 机
会 ，将 学 生 的 研 习 成 果
进 行 转 化 ，例 如 参 加 大
型 非 遗 展 会 、品 牌 大 会
等，让成果得以展现，让
年 轻 人 看 得 到 希 望 ，成
为传承人的后备力量，打
造“广东样板”。

广州美术学院工艺美
术学院院长齐喆告诉记
者，早在十几年前，工艺美
术学院就让非遗走进课
堂，把广彩等技艺纳入到
相关课程中，用更现代的
视角和观点去理解和消化
传统工艺。2019 年底，广
州美术学院工艺美术学院
成立了非遗研究中心，在
2020年 6月推出的毕业作
品云展览，根据龙舟、醒狮
等非遗元素创作的萌宠形
象，风靡全城。

齐喆认为，要用现代
激活传统，让非遗进入年
轻人的视野，会更有传播
力。当代的工艺美术创作
如果不从传统文化中汲取
营养，必然显得单薄乏力；
而传统的创作材料和形式
如果不介入当代意识，寻
求力量，那就只能永远留
在过去，无法突破。

据广州美术学院副教

授丁敏介绍，在该校广绣
教学实践中，学生不仅对
广绣基础工艺进行研习，
还在绣品创作阶段更强调
设计。丁敏创新性地对广
绣开展“数字化转译”与“图
案化”研究，分析大量绣品
中的代表性图案及配色方

案，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开
展广绣的创造性转化。“非
遗传承不仅仅要关注技艺
本身，更要考虑传统美学的
复兴问题，要在文化深入研
究之上，把握传统工艺的精
髓与内涵，进而产生创意、
输出作品。”丁敏说。

来自高校师生
合作的作品能摘下

国家级的“山花奖”，给当前
的传统工艺、非遗传承带来
哪些启迪？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
走进韩山师范学院，一探
究竟。“山花奖”作品创作
团队平常创作和教学的场
所就是一间小小的普通教
室，面积约 60平方米。本
次获奖作品《潮风百韵·一
剪千华》被摆在教室最显
眼处，330×60×280（厘
米）的尺寸甚有气势，一下

就吸引了人们的眼
球。此外，教室中

间是一排用于
教学和创作的
矮桌、矮凳；周
围靠墙位置则
摆满了师生创

作的手工艺作品，包括获
得省级奖项的剪纸作品
《戏剧人物》《建党一百载，
神州傲苍穹》《英歌舞》等，

琳琅满目，颇有创意。
早在 2012 年，美术教

育出身的曾万春就思考：
“传统手工艺也是中华文
化的一部分，我们的学前
教育课程可与传统手工艺、
非遗等有机结合，培养学生
的文化素养，让这些未来
的教育者更好地承担日后
的教育责任，把家国情怀
的种子更好地播撒到下一
代的心中。也就是说，我
们是用学前的眼光去传承
传统工艺、传承非遗。”

这些年来，曾万春通
过“新学徒制”，开展技艺
传授、创作研讨等一系列
工作，走出了一条独特的
传统工艺、非遗传承之路，
开创教育新模式。

该校教育科学学院现
任院长薛胜兰认为，曾万
春老师这种“新学徒制”，
与传统师徒制不一样，“首
先是师生关系平等，老师
毫无保留地把技艺传授给

学生；其次，老师是一对
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学前
教 育 的 学 生 ，受 教 面 很
大，而且不单是这些学生
受益，他们毕业后走上教
育岗位，还会把学到的这
些技艺、观念等传承给下
一代”。

该校大学四年级学生
潘桂平是曾万春手工课的
受益者之一。她告诉记
者，在刚刚结束的实习里，
她正好把从手工课学到的
知识和创新理念运用到幼
儿园的教学活动中，比如
幼儿手工课和环境创设，
收到很不错的效果。她所
教班级的环境创设获得当
时评比的第一名。

韩山师范学院党委书
记幸小涛表示，该校师生
探索民间艺术与高校教育
的融合，推出“导师+导
生”模式，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保护与传承提供了一
个可供参考的思路。

此前，曾万春师生团队
创作的剪纸作品《精忠报
国》《潮韵载千秋》已连续入
选第十四届、第十五届中国
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
工艺美术作品终评。

曾万春是韩山师范学
院教育科学学院学前教育
专业的老师，其“山花”梦
始于 2018 年。那时，他组
建潮州剪纸“山花朵朵开”
创作团队，带领学生开展
了近一年的文化寻根，足
迹遍布潮汕大地，拜访民间
老艺人，深挖、整理潮州文
脉，潜心研究和创作。五年
来，“山花朵朵开”创作团队
攻克众多难关，在传统潮州
剪纸原有的基础上，对潮州
剪纸的技法、搭色和展示方
式加以大胆创新，形成了潮
州特有的剪纸作品新风格。

“在创作《潮风百韵·一
剪千华》时，我们尝试突破
单一的剪纸技法，将作品的
重心放在诠释潮州文化方
面，凸显潮州文化的三个核

心点：崇文重教、忠孝友亲
和追求精致。”曾万春告诉
羊城晚报记者，团队还把潮
州木雕、嵌瓷、石雕、潮剧、
大吴泥塑等众多非遗元素
融到剪纸创作中，并通过潮
汕特色古建筑“门楼”作为
载体，把传统剪纸的平面展
示“立”了起来；此外，运用
新的装置方式，增加了剪纸
作品的通透性。

广东省民协专职副主
席陈龙武介绍，该作品体量
大（一组 15 件），剪制精细，
具有一定的视觉冲击力；作
品在手法上大胆创新，融合
各方剪纸技艺（剪、刻、撕）
于一身，实现传统工艺与现
代审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题材上，作品最大
化呈现和诠释潮州文化的
精神内核，巧妙映现潮州文
化遗风和特有艺术特点，富
有浓厚的地方民间艺术特
色；再加上作品独特的色彩
搭配，使其显得清新素雅，
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

连续三次入围，终于摘下“山花”

以“新学徒制”传承和教学

用现代激活传统，何妨“数字化转译”？

青年是种子，瞄准“广东样板”

备战第十四届全国美展，广东美术界在行动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通讯员 江粤军 黄伟哲

电视剧《繁花》研讨会举办
2023年岁尾开播的电视剧《繁花》成为

此间跨年的一大文化热点。由中国电视艺
术委员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办的电
视剧《繁花》研讨会日前在京召开。同名原
著小说作者、作家金宇澄，编剧秦雯，主演
胡歌、马伊琍、唐嫣、辛芷蕾等主创代表，与
行业知名专家、文艺评论者齐聚一堂，共话
《繁花》对国产剧的启示与意义。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
李京盛直言：“《繁花》是一颗炸弹，炸毁了一
种平衡。它把中国电视剧界多年来形成的
一种相对稳定的创作态势、大家习以为常创
作思路，用这颗炸弹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热点

遗址

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展陈
升级后重新开放

1 月 18 日，历时一年多完成展陈优化
提升的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正式面向公众
开放。该遗址展示项目由水闸遗址本体和
环遗址廊道陈列展示区两部分组成，展陈优
化提升后廊道陈列展示区有了新的面貌。

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发现于 2000 年，
是当时我国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
最完整的木构水闸遗址，也是国内第一个
在公共商业建筑内得到有效保护并对外开
放的考古遗址。此次展陈优化提升工作将
为观众带来更好的参观体验。

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展陈升级后重新
开放 （资料图片）

征稿

第21届中国动漫金龙奖全
球征稿启动

第21届中国动漫金龙奖（以下简称“金
龙奖”）全球征稿正式启动，并首度设立“大
美中国”特别奖。该奖项的设立，旨在鼓励
广大动漫创作者积极投身到宣传美丽中国
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去，运用动漫这一通俗
易懂的表达形式，通过创新、独特的艺术视
角发掘与展现中国历史之美、山川之美、人
文之美和发展之美，同时为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献礼。

本届金龙奖还增设了“最佳漫改奖”，
奖励对小说 IP进行漫画联动开发的优秀作
品，推动以漫画为基础的动漫全产业链构
建。此外，广州市政府为推动动漫产业发
展而设立的“广州奖”，在本届赛事正式升
级为“湾区奖”。

夺冠

中国杂技团在第15届匈牙
利布达佩斯国际马戏艺术节摘冠

日前，中国杂技团原创作品《逐风者·
男子集体车技》获得第 15届匈牙利布达佩
斯国际马戏艺术节金奖。

当地时间1月15日，全体评委在两轮打
分中，对《逐风者·男子集体车技》给出了全
体满分的成绩。节目最终以高出第二名10
分之多的绝对优势，获得金奖第一名，为中
国杂技团的“金牌榜”续添第71个金奖。同
时，中国杂技团也收获了艺术节最高奖——

“评委会大奖”，评委会以最高荣誉致敬中国
杂技团为世界杂技马戏作出的杰出贡献。

中国杂技团在第 15 届匈牙利布达佩斯
国际马戏艺术节摘冠 （资料图片）

曾万春介绍剪纸作品采用的载体——潮汕特色古建筑“门楼”

学生正在学习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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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花奖”（工艺类）获奖作品《潮风百韵·一剪千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