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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不减

宝鸡艺人创作
社火脸谱虎威迎春

日前，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
张星创作了社火脸谱“虎威”，
喜迎新的一年。作为陕西省民
间工艺美术“山花奖”获得者，
张星的作品曾在法国卢浮宫博
物馆、意大利罗马安吉莉卡图
书馆展览。

本报记者 于虹 摄

本报讯 春节刚过，千阳

县的手工艺人李银惠还在操

心她的一件订单，有客户需

要 700 个虎头枕，这段时间

她带领合作社的姐妹们正在

赶制，并于元宵节后发货。李

银惠告诉记者，因为今年是

虎年，千阳传统手工艺品虎

头枕、虎头帽、虎头鞋等特别

畅销。

据了解，今年 62 岁的李

银惠是千阳县仟惠合作社的

负责人，合作社位于南寨镇，于

2017 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

成立，惠及了不少南寨镇和周

边镇村的妇女。

记者看到，李银惠她们

做的虎头枕结合了布艺和刺

绣工艺，虎头部分或威风或

可爱，枕身部分制作了“五

毒”，还配有鲜艳的花朵等。

李银惠说，今年春节前后，销

售虎头帽八千多个、虎头枕

两千多个。  本报记者 麻雪

云端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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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头枕虎年畅销

在疫情防控期间，许多人选

择就地过年。如何把年过得有滋

有味？“云端春节”成了一个理想

选择。我市相关部门充分挖掘和

发挥宝鸡文化旅游、文物资源优

势，依托互联网技术，推出丰富的

云端过节活动，实现云春晚、云

展览、云阅读、云娱乐等过年新方

式，让就地过年有了更多选择，有

了别样年味。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出新招

春节开启直播首秀

2 月 4 日，宝鸡青铜器博物

院联合宝鸡日报社推出《虎虎生

福——2022 壬寅虎年新春生肖文

物图片联展》线上直播活动，在 2

个小时的直播中，主播、文物专家

和策展人从文物、民俗等方面，为

大家介绍从西周至唐时期的精品

虎文物及以虎为主题的泥塑、剪

纸、刺绣、社火脸谱、木版年画等

宝鸡非遗作品。直播期间，几万人

进入直播间，欣赏这些来自宝鸡

的文物民俗。还有网友留言:“有

机会一定要去宝鸡看看这些珍贵

的文物。”

这场直播也是宝鸡文物春

节期间首次在线面向全国观众。

2021 年底，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要

求，宝鸡各文博场馆暂时关闭。

在关闭的 20 多天时间里，各文

博馆策划开展线上服务，做到闭

馆不闭展，观众通过“云端”就能

体验文博场馆的精彩。扶风县博

物馆的“馆长带你看文物”活动，

向大众普及文物知识，讲述文物

背后的故事 ；麟游县博物馆专门

拍摄了微视频，利用抖音、快手

等平台介绍麟游精品文物，讲述

麟游人文历史 ；凤县博物馆举办

了“故道春秋·穿越古今”云游

博物馆活动 ；扶眉战役纪念馆开

展“新春特辑——红色故事天天

讲”活动 ；法门寺博物馆的“五哥

带你去探年”系列活动带大家穿

越千年，体验盛世大唐的年俗。

据统计，30 多天时间里，我

市各博物馆、纪念馆先后推出微课

堂近百次，线上介绍春节习俗，展

示精品文物，讲述文物背后的故

事，点击量达 100 多万。

精彩的线上活动，使观众足

不出户便可实现“云逛”博物馆，

更使文物“活”起来，走进百姓的

日常生活。

138万点击量  “云上春晚”走红

成为不少人新年的期盼

除了各大博物馆，我市各个

文艺机构也推出海量线上文化活

动，包括精品演出、图书活动、非

遗线上活动等，可以说是“乱花渐

欲迷人眼”，让大家幸福地患上

“选择困难症”。

据统计，1 月 28 日至 2 月 6

日，我市在春节期间推出的各类公

共文化活动 674 场，吸引了 455 万

多人参与，其中线上活动参与人数

达 473 万人。

年俗如画，“云端”欢庆，精彩

的文艺演出是人们的热切期盼。

春节前夕，宝鸡日报社组织优秀

文艺资源，通过掌上宝鸡App、

《宝鸡日报》官方微博、腾讯视频、

新华社现场云等平台，推出“2022

宝鸡网络春晚”，在云剧场中呈现

了一场精彩的网络春晚。一个多

小时的演出时间里，上百万人点

击浏览。这也是宝鸡日报社组织

的第二届网络春晚。在上海过年

的宝鸡人袁宇说，这是我第二年

看网络春晚了，去年我和家人在

一起，今年我们虽然没能团聚，但

是，我们在网上一起看了节目，距

离一下子又拉近了。

宝鸡网络春晚点击量从第一

届的 50 万，到今年的 138 万，它已

成为很多人新年的期盼。

线上文化活动让大家参与热

情如此之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便捷。足不出户，只需拿着手机轻

轻一点，海量资源就会扑面而来。

金台区文化馆组织的“西秦

放歌 如虎添‘艺’”线上展播活

动，几天时间 3.2 万人线上观看。

从年前的腊月二十三开始，陈仓

区文旅局开展“视频直播家乡年”

非遗网络直播活动，将全区的非

遗项目逐一进行视频展播，同时

推出“戏曲伴您过大年”活动，7

场活动 6 万多人参与。宝鸡市群

众艺术馆通过微信公众号，为大

家带来了群众文艺优秀作品展

播，以及通过云享非遗，展示我市

非遗项目，都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不少市民观看后表示，今年

过年虽然不能现场看演出，但这

样的线上活动同样也让大家感受

到了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

我市各文艺院团用心、用情

打造的新春特别演出，让就地过

年的人们在

感受艺术熏陶的

同时，更加真切地体会

到温暖贴心的人情味。

“互联网＋”线上过年一样温馨喜庆

在云端讲好宝鸡故事

如今看来，疫情带来的文化活

动“在线化”，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

们的休闲娱乐习惯。在这个仪式感

满满的节日里，五花八门的“新年

俗”搬上云端，给年轻人和宅家过

年的人们带来十足的年味新体验。

扫福、讨福已成为“80 后”市

民章燕的过年必备节目。章燕说，

人到中年还在参与集五福这项游

戏，并非在意最后能分到多少钱，

而是希望通过这一形式增进和父

母的情感交流。

记者发现，春节期间，“云打

牌”“云旅游”等方式都成为网友

“云团圆”“云娱乐”的新选择。

我市民俗专家表示，民俗从

来都是不断发展并逐渐丰富的。

沉淀千年的年俗，如贴春联、拜

年、守岁、赏花灯等已成为中华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

网时代出现了很多新民俗，借助

互联网技术将浓浓的年味传递下

去，表达的正是中国人对“年”的

深厚感情和期盼。对于传统文化

最好的传承与发展，显然是让其

“活”起来，融入生活。如今，精彩

纷呈的“云上过年”活动，正是对

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的有益实践。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展陈部

主任郭晶说，在各大节日里，博

物馆直播大热的同时，我们应该

冷静思考一下，要在未来博物馆

发展中，能够更好地利用现代科

技把宝鸡历史文化介绍给更多

的人。

在此形势下，我们的文艺工作

者，也应该创作更多适应时代、适

应人们需求的作品，在云端讲好宝

鸡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