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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公共美育

让城市向     而行美
本报记者 祝嘉

“终于现场听到‘柴可夫斯基’和

‘约翰·施特劳斯’了，这是我从小听

到大的经典作品啊！”12月 24日晚，

市民李姝娈心满意足地走出宝鸡大剧

院，2024 宝鸡跨年音乐会刚刚在这

里举行，俄罗斯国家模范交响乐团演

奏了《茉莉花》《天鹅湖》《蓝色多瑙河》

等多支中外名曲，为我市音乐爱好者

献上了一场高规格的音乐盛宴。

李姝娈说，在宝鸡欣赏俄罗斯顶

级乐团演出，这在几年前是不敢奢求

甚至不敢想象的。而今年以来，精品演

出接连不断，中外名作轮番登场，不仅

让她这样的忠实粉丝大呼过瘾，也让

更多的普通市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精

品艺术。“今晚的演出，观众热情很高，

楼上楼下都坐满了。”

从向往美到享受美
公共文化服务不断丰富

这些天，渭滨区姜谭路街道宝管

社区居民贾国栋，无论去什么地方都

提着亲手绘制的帆布袋。“贾师傅，您

这么大岁数了，还会在包上画画？”面

对邻居的好奇，年逾七旬的贾国栋自

豪地拍了拍帆布袋：“这可是专业美

术老师教的。一辈子想学画画，到老终

于有机会了。”

12月 7日，宝鸡美术馆的文艺志

愿者来到宝管社区党员活动室，开展

“文化艺术课堂进社区”公共美育活

动，从构图到调色再到涂染，手把手教

居民在帆布袋上绘制图案。“活动开始

前，居民们都是很忐忑的，觉得自己离

艺术太远，怕听不懂、画不好。没想到

老师们有耐心更有方法，短短半天授

课，让每个人都受益匪浅。”宝管社区

党委书记张晓春说。

“大家都很喜欢这样的文化艺术

课堂，完成作品后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宝鸡美术馆副

馆长方丹说，今年以来，他们积极开展

各式各样的公共美育活动，将美育的

范围从校园扩大到全社会，让不同年

龄、不同地域、不同职业的人都有机会

接触美、享受美，从而提高全民艺术素

养，更好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实在不好意思，真的是一张票也

没有了……”这是市艺术剧院票务人

员沙延河最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12

月 18 日，剧院发布庆元旦、迎新年话

剧《民国爱情喜剧三则》的演出讯息，

不到一周时间，三个场次的 300 余张

票即告售罄，连日来，仍有不少观众打

电话、发微信咨询购票。

近期，市艺术剧院小剧场可谓好

戏连台，从展示乡村巨变的《面皮》，到

讲述教育故事的《青山深处》，再到弘

扬革命精神的《红岩魂》，一部部用心

打磨的话剧让观众大饱眼福，特别是

《十二生肖》《美丽森林我的家》《疯狂

兔子镇》等儿童剧，应观众要求一演再

演，场场座无虚席、好评如潮。

“今非昔比，观众的艺术需求和艺

术素养有着明显变化。”市艺术剧院话

剧导演汪晓龙说，“以前，观众对小剧

场演出的认可和接受度较低，免费的

才来看，一听卖票就不来了，而且有迟

到、早退、走动、喧哗者。现在，观众时

刻关注我们公众号和微信群里的演出

讯息，逢剧必看的不在少数，二刷三刷

的也大有人在。”

从了解美到热爱美
本土文化发掘持续深入

“以前只知道毛公鼎、大盂鼎、散

氏盘、虢季子白盘是晚清四大国宝，没

想到这四件国宝在书法艺术领域也是

高峰一般的存在。”12月 24日，在宝

鸡青铜器博物院，书法爱好者李勇仔

细端详着毛公鼎复制件上的铭文，不

停地赞叹。

作为全国唯一的青铜器主题博

物馆、宝鸡唯一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宝

鸡青铜器博物院在讲好文物故事的

同时，依托优势，发扬特色，积极举办

临摹金文、学写书法等活动，让公众感

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树立正确的艺术追求，培养健康的审

美情趣，增进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

12月 4日，麟游县南坊小学迎来

一批特殊的客人，60名参加九成宫

中国书法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外

书法家和高校书法专业研究生在会后

专程走进该校，观摩指导小学生们学

书法、写书法。南坊小学五年级学生杨

嘉音说：“生在楷书之乡麟游，我感到

非常自豪。我要向这些书法家学习，每

天练习毛笔字，争取长大也成为一名

书法家。”

麟游县九成宫醴泉铭碑以“翰墨

之冠”“楷法极则”享誉海内外，是书法

艺术的杰作，也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近

年来，麟游县依托九成宫醴泉铭碑弘

扬书法艺术，坚持在全县范围开展书

法进机关、进镇村、进社区、进学校、进

企业活动，培训周周有，展赛月月办，

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学书法、写书法，让

美育的种子在山城遍地开花。

12月 7日，一群来自西安的学生

来到岐山县周公庙景区研学。学生们

流连于古色古香的明清建筑、沉醉于

绘声绘色的历史典故、倾心于至善至

美的周礼文化，一路上边走边看、边听

边记。西安市航天城第一中学学生卓

一婷说：“通过游览周公庙，我不仅学

到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历史知识，还

感受到周公胸怀天下的崇高境界。”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

浒，至于岐下。”三千多年前，周人的

先祖带领族人迁至宝鸡岐山脚下，在

丰腴的周原大地点亮了礼乐文明之

光；三千多年后，岐山县深入挖掘本

土周文化资源，打造一系列鲜活生动

的研学和演艺活动，让传统文化与现

代生活彼此渗透、相互融合，不仅为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特色亮点，

更为城市文化建设和公民道德培养

注入了源头活水。

从欣赏美到创造美
城市文化氛围日益浓厚

“采采芣（fú）苢（yǐ），薄言采

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12 月

26 日晚，2024 宝鸡新年合唱音乐会

在市群艺馆举办。市群艺馆青年合唱

团和宝鸡文理学院爱乐合唱团为现

场 700 余名观众献上了多支经典歌

曲，其中包括《诗经》中与宝鸡有关的

《芣苢》《蒹葭》《无衣》等篇章。当古雅

的文辞配上悠扬的乐曲响彻大厅，特

意带孩子观看的市民陈晓青不禁赞

叹：“想不到，千年《诗经》竟然被演绎

得这么美！”

陈晓青更想不到，为观众倾情演

唱的市群艺馆青年合唱团，是一支由

我市音乐教师和音乐爱好者

共同组成的半专业团体。记

者从市群艺馆了解到，为丰富市民文

化生活，提升公众艺术素养，市群艺馆

根据成员年龄，分别成立童声合唱团、

青年合唱团和中老年合唱团，提供专

业的场地和设施，给予专业的指导和

训练，并定期组织公益性演出。合唱团

成员因共同的爱好聚在一起，在自我

提升、自我表达的同时，也为观众带去

更多更好的艺术享受。

经过近半年的征稿、评选和布展，

12月 17日，“水墨丹青·发现宝鸡”全

国中国画文旅创作精品展在宝鸡美术

馆拉开帷幕。开幕现场，灯光璀璨，人

声鼎沸，但眉县人李少波似乎一点也

没受到影响，静静地欣赏着墙上的作

品——那是他自己的作品。

李少波是名普通的美术爱好者，

平时喜欢涂涂抹抹、自娱自乐。一次

偶然的机会，他走进宝鸡美术馆，看

到一幅幅出自专业画家之手的大作，

既叹服又羡慕。“其实，你的作品也

能挂在这里。”馆里一位工作人员的

鼓励，坚定了李少波不断学习、创作

的决心，他积极参加宝鸡美术馆组织

的绘画讲座和培训，并以艺术的眼光

审视生活的城市和山水田园。今年 8

月，“水墨丹青·发现宝鸡”全国中国

画文旅创作精品展征稿启事发出后，

他以“试一试”的心态寄出作品。4

个月后，他惊喜地在入展作者名单上

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宝鸡美术馆馆长李小奋表示，宝

鸡美术馆以“弘扬优秀文化，赋能全民

美育”为责任担当，针对不同群体策划

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公众美育

活动，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让群众从美的欣赏者成为美的创

造者、分享者，在宝鸡营造出更加浓厚

的文化氛围。

精品演出层出不穷，特色展览百花齐放，

公益课程推陈出新 ，文化活动精彩纷呈——

市民在宝鸡美术馆参观绘画精品展

2023 慰问企业家及各界代表专场音乐会现场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开展金文临摹活动 市艺术剧院原创话剧 《面皮》 演出现场

书法家在麟游县南坊小学观摩交流 宝鸡美术馆开展“文化艺术课堂”进社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