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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个暑期更有趣

社火脸谱是我市众多非遗项目中

极具特色的一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瑰宝，它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艺

术内涵。这个暑期，陈仓区文化馆和宝

鸡高新区天玺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都组织举办了非遗公益课堂，让众多

暑假期间的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社火脸

谱的独特文化魅力。

“作为一项在西府大地流传上千年

的民俗艺术，社火表演本身是无声的，哪

怕一旁的锣鼓声再喧天，音乐声再激昂，

社火演员都是紧闭着嘴唇，他们靠着自

身的姿态动作和多彩的脸谱‘讲’故事。

所以，社火脸谱和行头尤为重要。准确、

出彩的脸谱，就是各种社火故事最丰富

的载体。”7月 15日至 18日，陈仓区文

化馆联合陈仓区中街社区共同开展“巧

手绘脸谱 彩墨传非遗”非遗进社区活动

（见下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社火脸谱

传承人胥军权，为社区居民上了一堂生

动的非遗文化课。胥军权认真且详细地

介绍着社火脸谱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价

值，还给前来听课的社区居民尤其是孩

子们展示了精美的社火脸谱文创产品。

听完了社火脸谱的故事，就该自

己动手绘制脸谱了。这个环节最让人

激动和期待。大家纷纷拿起团扇、卡

纸、马勺，按照胥军权所教的步骤，认

真勾线、调墨、上色。经过三天的培训

学习，每个人都创作出了一份专属自

己的社火脸谱。

近日，宝鸡高新区马营镇天玺路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也以“非遗彩绘 探

秘马勺”为主题，开展了暑期非遗培训公

益课堂。来自辖区的50余名青少年，随

着老师的讲解，一同用画笔勾勒社火脸

谱。孩子们的作品不仅包括了传统样式

的京剧脸谱，更有海绵宝宝的卡通元素

与神舟飞船等现代元素的创新碰撞，体

现了非遗的传承与创新。

天玺路社区工作人员潘艺说，他们

举办的暑期系列课堂将持续至 8月底。

除了社火脸谱绘制外，还有书法课堂、

折扇绘画、手工制作、跳蚤市场等，让孩

子们在实践中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丰

富大家的假期文化体验。

宝鸡民间社火锣鼓有怎样的历

史渊源？敲社火锣鼓需要掌握哪些

技艺？……日前，“咚咚锵”的锣鼓

声从市群众艺术馆一楼小剧场传

出。在市群众艺术馆举办的 2024 年

民间社火锣鼓公益培训课上，老师

不仅向学员教授了社火锣鼓的练习

技巧（见上图），还介绍了社火锣鼓

的发展历史和艺术魅力。

市群众艺术馆工作人员白阳介

绍，这次民间社火锣鼓公益培训由

理论授课和现场指导两种方式相结

合，邀请多位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和

锣鼓表演经验的专业老师，前来为

民间社火锣鼓爱好者授课。这次公

益培训分为多期，第一期培训学员

30 多名，后期还将继续开展，持续

到 8月底。

在培训现场，老师悉心向学员

讲述民间社火锣鼓的基本知识，教

学员学习锣鼓表演技巧、感受社火

锣鼓的节奏。学员们学习热情和练

习兴趣高涨，拿着鼓槌踊跃实践，锣

鼓声充满小剧场。学员通过一次次

的反复练习，掌握了基本的锣鼓演

奏方法和团队协作能力，对社火锣

鼓的文化内涵也有了一定了解。据

悉，这次培训活动，也为即将举办的

陕西省优秀民间锣鼓展演活动储备

了力量。

在开设民间社火锣鼓公益培训

课之前，市群众艺术馆曾成立调研

小组赴岐山、陈仓、陇县，对我市民

间锣鼓进行调研。通过实地走访相

关非遗传人、民间艺人等，详细了解

西山刁鼓、陇州秦鼓、岐山转鼓等非

遗项目的发展和传承情况。市群众

艺术馆工作人员秦蓉芳说：“开展

民间社火锣鼓公益培训，就是为了

让更多的人了解、学习家乡的锣鼓

文化，让宝鸡非遗更有效、更鲜活地

传承下去。”

社火锣鼓：

鼓声阵阵
抒乡情

本报记者 张琼

社火脸谱：

巧思妙手
绘童心

本报记者 罗琴

7 月 23 日，千阳县文化馆培训

教室内，一场别开生面的“暑期非遗

公益课堂”在这里开始（见下图），一

张张方正红纸在孩子们手中翻飞，

经过几番巧妙的折叠与剪裁，一件

件“福”字跃然眼前。

在当天的活动中，非遗艺人们

以剪纸的灵动与刺绣的细腻，让孩

子们探索传统文化、感受非遗魅力。

教室里，彩纸与剪刀共舞、创意与想

象齐飞。孩子们兴奋地展示着自己

的作品，从传统的“福”字到精致的

“大白菜”，再到栩栩如生的小动物，

每一件作品都凝聚着孩子们对剪纸

艺术的热爱与执着。

据了解，此次“暑期非遗公益课

堂”由千阳县文化馆精心策划，邀请

了千阳剪纸县级代表性传承人王锁

莲和西秦刺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李

惠莲，义务为孩子们授课。授课在 7

月下旬和 8月初，每项持续 5天，两

位老师不仅技艺高超，更将深厚的

文化底蕴融入教学之中，通过现场

参观、技艺展示、互动体验等多种形

式，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非遗的独

特魅力。

在剪纸课堂上，王锁莲老师耐

心细致地指导小学员们，从最基本

的折叠、下剪到创意构图，还不时穿

插讲述传统文化故事，让小学员们

在动手操作的同时，也能深刻理解

剪纸艺术的文化内涵。值得一提的

是，此次剪纸课程特别设置了亲子

培训环节，家长与孩子们共同参与，

不仅增进了亲子关系，也让传统文

化在家庭中得以延续。

刺绣课程将会同样精彩纷呈，

李惠莲说，她将指导孩子们拿起针

线，在绣布上细细勾勒。她希望通过

这门课程，让孩子们在体验刺绣艺

术乐趣的同时，深入了解每一个图

案的由来与寓意，从而更加珍视和

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

剪纸、刺绣：

金剪银针
传古韵

毛丽娜

多彩非遗

不久前，多名清华大学大学生

来到凤翔泥塑传习所，聆听了凤翔

泥塑代表性传承人胡锦伟的公益授

课，并与这里老一辈、年青一代的非

遗艺人们一起交流学习（见上图）。

“这些大学生们艺术思维很活跃，我

们之间产生了对文化艺术想法的碰

撞，有了一些创作新意，这也让我有

所收获。”胡锦伟感慨道。

“90 后”的胡锦伟是凤翔泥

塑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胡新明的

儿子，更是一位年轻的泥塑艺人。

2018 年，他从天津理工大学设计类

专业毕业后返乡传承非遗。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清华大学

多个专业的学生在暑假期间来到凤

翔泥塑传习所学习、实践。此次，十

名清华学子在为期四天的时间里，

参观了凤翔泥塑的工艺流程、接受

了理论授课，与胡新明、胡锦伟等人

进行了传统非遗的表现形式、社会

流变、创新发展等话题的交流，还制

作了融合传统艺术性和创新性的泥

塑作品。

7 月 23 日，在凤翔非遗文化

保护中心的牵头下，胡锦伟来到

凤翔东关社区，为社区 40 多名 8

岁至 15 岁的学生，进行了凤翔泥

塑非遗的公益授课。胡锦伟介绍，

像这样进社区的公益授课，凤翔

泥塑传习所每年要承办三四次，

授课时针对不同年龄、学龄阶段

的学生灵活地改变授课方式，比

如，对于小学阶段的孩子来说，更

加注重故事性、趣味性，对于高中

阶段的学生来说，加入思辨性的

内容等。

凤翔泥塑传习所有多个传习教

室和工坊，泥塑艺人们除了进社区

授课，还邀请学生和家长们前来参

观泥塑的制作流程，并亲手体验制

作过程，感受家乡非遗的魅力。

凤翔泥塑：

守正创新
塑风华

本报记者 麻雪

人文宝鸡
REN WEN BAO JI

进入暑期，被誉为“民间工艺美术之乡”的宝鸡有很多非遗
公益课堂，丰富了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暑期生活。精巧的剪纸、
多彩的泥塑、炫目的社火脸谱以及传递乡音的锣鼓……这些非
遗文化公益课堂让学员们欣喜不已，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编者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