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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在全国第七届中小学生
艺术展演活动中再创佳绩

本报讯（记者 周新宇）日前，国家教育部主办的全国第七
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优秀组织奖及各项目评选结果出炉，
我区选送的9个作品全部获得国家级奖项。此次全国中小学生
艺术展演再次展现了渝北学子的艺术风采，见证了渝北艺术教
育的卓越成果。

据悉，全国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由教育部主办，每三年举
办一届，项目分为艺术表演类、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艺术作品
类、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四大类，旨在展示学校艺术
教育的成果，展现全国中小学生的艺术才能和创造能力，是全
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学生美育成果展示平台，享
有学生艺术展演界“小奥运”的盛誉。

我区选送作品共获得9个奖项。其中，艺术表演类一等奖3
个、二等奖1个；艺术表演类优秀创作奖2个；艺术作品类三等
奖1个；学生艺术工作坊一等奖1个；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
案例一等奖1篇；区教委荣获优秀组织奖。

具体而言，渝北实验小学的《飞来的花瓣》《Koosen》荣获
声乐小学组一等奖，重庆八中的《空》《风的回答》荣获声乐中
学组一等奖和优秀创作奖，渝北实验小学的《青山村》荣获舞
蹈小学组一等奖和优秀创作奖，空港新城人和街小学的《同
心圆》荣获朗诵小学组二等奖。渝北实验小学的“雅拙美趣
版画坊”——少儿黑白版画荣获一等奖。南华中学的《学校
美育测评的“3333 区域模型”研究荣获一等奖。新牌坊小学
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一战线重要论述摘选》荣获书法、篆
刻类三等奖。

近年来，全区教育系统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
坚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狠抓课程建设，落实美育教
学，强化展示展演，在教学、实践、展演上下功夫，充分发挥以美
育人、以美培元功能，成效显著。

本报讯（记者 周新宇 通讯员 徐晓燕）
立足金紫山文创园特色优势，进一步提升其文
化旅游供给能力，近日，龙溪街道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龙溪街道社区文化服务中心、渝北区文化
馆龙溪街道分馆携手龙溪街道金紫山社区、思
橙社工共同开展的“非遗所思看龙溪”——渝北
区龙溪街道非遗文化展演活动走进金紫山文创
园。活动用非遗作品展示、民乐演奏等形式增
添园区文化底蕴，为来往游客提供美学的沉浸
式体验。

活动邀请了渝派花丝镶嵌非遗技艺传承人
辜国强、锔瓷技艺传承人徐兵、民乐演奏者代琳
到现场进行展演，让来往游客近距离感受、体验
非遗技艺及中国传统文化。

现场展台上，花丝镶嵌制作的耳环、发簪、
胸针、凤冠等首饰缕缕金丝光芒闪烁，颗颗宝石
色泽璀璨，将传统文化与金银的美感推向了极
致。“采金为丝，妙手编结，嵌玉缀翠，是为一
绝”，据悉，花丝镶嵌作为“燕京八绝”之一，距今
已有 2000 多年历史，并于 2008 年被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掌握这项技艺的
工匠大多是老年人，年轻师傅可谓凤毛麟角。

“我想做出属于我们这一代的花丝镶嵌。”龙溪
街道的 90 后渝派花丝镶嵌非遗技艺传承人辜
国强表示，自 2017 年成立工作室后，自己便开
始探索利用花丝镶嵌传统技艺，并结合前期在

故宫学习到的修复经验，制作适合现代人佩戴
的饰品，让传统工艺焕发新生机。

展区另一边，摆放的是利用锔瓷金缮技艺
修复的茶壶、水杯、花瓶等瓷器。所谓锔瓷，就
是使用粗金属钉将碎片“锔补”起来，而金缮是
用天然大漆来粘合瓷器的碎片或填充缺口再将
表面敷以金粉或贴上金箔，破镜重圆、碎瓷重生
的技艺让“缺憾”重新散发美丽。

除了视觉上的盛宴，悠扬绵长的古筝乐声
让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品弦内清雅，得弦中妙
趣。

本次活动有力助推了“非遗+旅游”的双向
融合，不仅为文创园增添了新鲜活力，引来大批
游客，更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据悉，金紫山文创园是我区的旧厂房活化
再利用项目，也是渝北区重点文创项目。下一
步，龙溪街道将继续在金紫山文创园开展系列
文化活动，通过植入文化艺术品展览展示、文化
艺术交流活动、文化商品交易等多种文化元素
及业态展示，增强金紫山文创园旅游品牌特色，
让市民能就近就便享受、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本报讯（记者 周新宇）一花一世界，
一木一浮生。近日，重庆巴渝民俗博物馆
举办的《百花齐放 馆藏“花卉”藏品展》火
了一把，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牡丹、荷花、花
鸟画作和一件件制作精美的“花”瓷器吸引
了不少市民前来观赏。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2月28日。

本次展览是渝北区首次以花卉为主题
的综合类展览，以“花”为媒，精选系列馆藏

“花卉”主题藏品，涵盖近现代画作、清代及
民国瓷器等共计 85件，其中画作 28件、瓷
器 57件。无论从艺术价值、历史价值还是
文化价值，都堪称佳品。

记者在现场看到，《兰草图》《牡丹图》
《莲花图》《梅花图》等花卉画卷再现“姹紫
嫣红”，五彩花鸟人物纹瓷瓶、青花人物瓷
瓶、五彩瑞兽花纹瓷碗等瓷器焕发光彩，色
彩斑澜的花卉作品以“繁花似锦”“花事闲
情”“寄意抒怀”等特点，展现了“花趣”“花
事”“花情”等逸趣。整个主题展不仅营造
出一个“繁花似锦”的艺术世界，也带来美
的享受和艺术的启迪。

“从古至今，我国以花卉寓意吉祥喜庆
的象征，经常运用在形形色色的艺术表达
中，文人墨客咏花、赏花，衍生出层出不穷
的‘花事’‘花语’，并以翰墨华彩描绘出一
幅幅绚丽多姿和生机盎然的艺术画卷；能工
巧匠将花的形象化入作品，将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高尚人格的追求寄托于花，创造出雅
俗共赏的‘花纹’与‘花器’。”重庆巴渝民俗
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主题展以“花
卉”贯穿始终，旨在阐释花卉在传统文化中
的艺术之美和文化内涵，探索艺术与生活相
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关系。

掬花在瓶中 风景无限好
——记“莳花在野”中国插花传统技艺传承人李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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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溪街道：

非遗展演“进园区” 让非遗文化活起来

中共重庆市渝北区委宣传部 重庆市渝北区融媒体中心 宣

花卉主题藏品 本报记者 周新宇 摄

李朝辉

花艺作品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任天驹 摄

非遗文化展演走进金紫山文创园 本报记者 周新宇 摄

□本报记者 周新宇
中国人惜花、爱花，寄花于情。将时令

鲜花插于瓷瓶中，更是历代中国文人较普
遍的风雅爱好。插花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历
史，正如辛弃疾曾写道：“少日春怀似酒
浓，插花走马醉千钟。”插花是幽栖闲居
的情趣，也是热爱生活的一种方式。

日前，我区公布了第十批区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莳花在野”中
国插花传统技艺榜上有名。今日，
就跟着记者一起来听听这项非遗
技艺及其传承人李朝辉的故事吧。

缘起：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一木一枝，协陶甄之妙致。
片花片蕊，得造化之穷神。”插
花起源于中国，已有 2000 多
年历史，中国插花是中国传
统文化中花文化的精髓。

李朝辉与插花结缘于
2014年的一场茶艺活动。现
场，一位插花师用三朵菊花
和一根随手捡来的干树枝布
置了茶席，以三两枝花呈现出
无喧无闹、清新别致的意境。见
惯了繁花簇拥的西式插花，这种
看似“随意”却效果精美的作品让
李朝辉对插花技艺一见倾心。

从此，李朝辉走上学艺之路，开
启了一场美学的修行、灵魂的远足，
沉浸于一花一木一器皿的世界。

经过 9年时间的学习、摸索和
深造，李朝辉从一个插花小白“晋升”
为一名插花非遗传承人。学艺过程中
的种种自是不言而喻，李朝辉却倍加珍
惜每一次学习的机会，探索自然之美、
心灵之约，她说：“虽然我们的身体被生活
禁锢在一方有限空间，但是修剪花枝、静心
插花之时，就是我们的灵魂穿山越林、随心
所欲、复归自然的时候。”功夫不负有心
人，李朝辉秉承师训，在传承中国传统插花
技艺技法的基础上，融入日本花道和西方
花艺特长，在传统技艺中注入多种文化元
素和时尚符号，真正实现艺术创新，最终形
成了新中式风格。因此，她的插花作品别

具一格，富有
艺术感染力。
有了自己的插花

风格后，李朝辉并没有满
足现状、止步不前，她坚

持走出去开拓眼界，积极参加各类培训学习以
及各种插花比赛，坚持以赛促学，在欣赏更多插
花作品、领略不同插花之美的同时，不断提升自
我技艺，创办了“莳花在野”工作室。

缘兴：万物皆可用于插花

“中国传统插花技艺技法规范考究，要

求严谨。日本花道流派众多，也强调自然
之美。”李朝辉表示，追求古典意境是中国
艺术插花的独特风格，意境美是中国插花
艺术创作的重点，注重写意抒情，讲究意与
境的统一、情与理的结合。“艺术是相同
的，没有国界，插花就是一次次古典与现代
碰撞的过程。”李朝辉如此说到。

以作品《年宵花》为例，李朝辉选择北
美冬青、乳茄、松柏等花材，寓意喜庆、和
美之意，经过简单构图、固定和修剪，将各
类花材巧妙地融为一体，呈现出年味从一
束年宵花开始的意境。“插花赋予了花材第

二次生命。”李朝辉表示，插花要讲究构图
和技法，追求植物的自然生长之态，朵朵舒
立、叶叶舒展、枝枝生韵，焕发出清雅飘
逸、灵动跳跃之美。

“插花要静下心来，讲究宁心静气，不仅
要和花对话，更是和自己对话。”就连一片
叶子的去留，李朝辉都会思忖良久、反复调
整，“尽管这片叶子很好看，但是挡住了其
它花枝的美，显得不和谐，就必须去掉。”

在李朝辉眼中，“万物皆可插花”。除
了常见的花材，巴茅草、蔬菜、水果都被她
拿做插花的材料。蔬菜、水果做成的花艺
作品一般用来庆祝丰收，“辣椒的红来代表
中国元素，青菜的绿表示大地的生机盎然，
表现节庆的祥和与喜庆。”她每周还会开车
去山上捡树枝和一些材料，她说：“捡，不
是节约成本，而是用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
寻找自然姿态之美。”

李朝辉介绍，她的插花技艺在选材、构
思、造型上比较广泛自由，匠心运用空间布
势和构图法，重在追求不对称的均衡美；以
较少的花枝，表现出花枝的自然美姿和精
神风韵；在静物之中透出鲜活的动感、灵
感，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缘续：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近几年，李朝辉多次参加街道、社区组
织的非遗展，于是萌生了申请非遗项目的
想法。经过3年的努力，她的“莳花在野”
中国传统插花技艺终于上榜渝北区第十批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并掌握这项美学
技艺，李朝辉坚持定期深入老年大学、社区、
街道等地开展插花公益活动，引导居民在小
天地里做大文章。在芬芳花香中，伴随着欢
声笑语，课堂其乐融融。在李朝辉的指导
下，居民们或大胆选择心仪的花材，或巧妙
修型搭配器皿，凭借各自心灵感悟，素手出
新品，形成一件件风格迥异、大胆独特的作
品。居民们不仅展示了各自质朴的艺术表
达，还充分享受到插花带来的喜悦和快乐。

“以前，我只是一个人享受插花的快
乐，现在我不仅想让更多的人爱上插花，更
想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李朝
辉说，为了传承这项技艺，她还有一个三年
计划：建立培训基地，加强对青年一代传承
人的培养，让中国花道优秀传统技艺发扬
光大；在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上对中国花道
的历史文化、传统技艺特色进行深入科学
研究，充分发掘该项目具有的历史文化价
值，总结创新发展成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