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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百余展位布展完毕，三大展区新装迎客

非博会今上午古城盛装开展
文/片 本报记者 李泳君

5日上午，非博会会展中心A展
区的省区展位已安置完毕。记者看
到无论是灯光设施还是展位装饰都
显得颇为喜庆，展区内部也多了一
些为游客提供协调引导等服务的志
愿者。由于展位布展已经完毕，一些
游客和市民则迫不及待地提前来到
展区内部，一饱眼福。

“今天过来主要是游古城的，可
发现这些非遗展馆设在古城外面，

所以就过来看看非遗项目。确实不
错，有些非遗项目还是第一次见到，
太精彩了。”从外地来的游客马丽君
高兴地说。与游客马丽君一样，很多
市民都提前过来探班，流连忘返，频
频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下午四时，记者在A展区现场发
现，贵州展团的泥塑、苗绣，广西展团
的壮族织锦技艺、花竹帽，天津展团
的益德成鼻烟制作技艺、陕西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区、山东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成果展等一些非物质文
化项目已开始陆续布展，一些布展
完毕的非遗项目面前，吸引了众多
观众围拢欣赏。现场只有几个非遗
展位在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员工
忙着打扫卫生，或者更换一些装饰
品。

“现在各省区的非遗展出项目
正在布展，今日布展工作将会全部

结束。此次非遗博览会邀请的非遗
传承人1800余人，以及确定参会的767

个非遗项目将会在三大展区新装亮
相。”现场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同时工作人员说，由于三大展区展
示的非遗项目不一样，为了方便观
众辨别，在A1区的南门也已张贴了
三个展区的位置图并注明所展省区
以及非博会期间将要举行的重大活
动。

本报枣庄9月5日讯(记
者 李泳君 通讯员 张
严新) 5日，第三届两岸汉
字艺术节在台儿庄古城开
幕。此次“两岸汉字艺术
节”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与
中华文化总会共同主办，
旨在通过搭建高规格、高
水平的汉字艺术交流平
台，以汉字文化为载体，弘
扬中华传统文化精粹，促
进两岸文化艺术交流。

据了解，第三届“两岸
汉字艺术节”由山东省文
化厅和枣庄市人民政府承
办，本届汉字艺术节的主
题是“渊源与流变”，将通
过书法、篆刻等艺术展览、
学术研讨文化论坛等形
式，进一步追溯汉字发展
脉络，挖掘汉字文化内涵，
传承汉字艺术精髓，深入
探讨汉字在当今社会中的
实际作用。

据介绍，设置在台儿
庄古城参将署中的两岸汉
字艺术馆共展览书法、篆
刻作品151件，中国大陆方
参展作品101件，其中书法
作品60件，篆刻作品41件；
台湾方参展作品50件，其中
书法作品30件，篆刻作品20

件。本次展览还推出了“动
感汉字”影像系列，以现代
科技演绎历史久远并具有
丰富文化内涵的汉字艺
术。

两岸汉字艺术节

昨日开幕

山山东东省省非非物物质质文文化化遗遗产产保保护护成成果果展展亮亮相相。。

两岸汉字艺术节开幕。

5日，记者在第二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会展中心看到，三大展区布展已进入收尾阶段。据了解，

本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开幕式定于9月6日9时30分举行，为期5天的盛会将会让喜欢非遗的市民大饱眼

福。

部分非遗提前亮相，游客提前饱眼福

据介绍，作为本次广西展团
展出的非遗项目苗族泥塑，5日
下午，传承人王登书早早来到设
置在A2馆一层的展位前布展，只
见他将精心准备的各种形状的
泥塑摆放在一段黄绸缎上，显得
格外漂亮和扎眼，不时有被吸引
的市民驻足观赏。“我是4日中午
到的枣庄，接着就赶过来了。这
些泥塑都是今天上午摆上的，提
前摆上新鲜一下，也增加点儿人
气。”王登书的泥塑外形设计采
用飞禽走兽、十二生肖，小如鸡

蛋憨态可掬，大如拳头惟妙惟
肖。更令人惊奇的是，每个泥塑
的表情各异，动态十足，令人叹
为观止。

在众多已经布展结束的非
遗项目之中，位于B馆一层的青
岛市民俗文化体验区设计更是
别出心裁。在展区内设置了锅、
灶，炕伴有红色窗棂并贴有门
联，喜庆十足，有种过春节的气
氛。许多在现场工作的人员，都
被别致新颖的设计风格吸引了，
市民惊喜不已，纷纷驻足拍照。

“现在展出的这套，已经是第
10套了。之前在国外都是采用这
种风格，我们称之为青岛大院。这
是我自己设计创作的，我花5天架
设这个大院。我认为这样设计可
以最大限度的还原非遗的真实来
源，打破展架式的固定展出模式，
能激发观众的兴趣。在这个大院
内，设置有小中堂、锅灶、炕等胶
东传统形式，将非遗‘场景再现’，
这样立体感非常强。”青岛市民
俗学会会长、本次展出青岛展团
的负责人田清来高兴地说。

为营造“场景再现”，传承人花5天设计展区

虽然非博会开幕式6日才举
行，但是令董现行想不到的是，5

日下午他刚刚摆好的古兵器就
有人开始预订，这让他有点喜出
望外。来自济宁展团的董现行出
生于兵器制作世家，传到他已经
是第四代了，这次他作为“董氏
古兵器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来到
了枣庄。

“我是5日中午开车从济宁
赶过来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
非博会。非常高兴，下午刚挑选
了几件作品摆上架子，就被人预
订了两件。”为了这次非博会，

董现行做了精心的准备，他几乎
将自己打造的经典作品都拉了
过来。“这次我一共带来了400多
种冷兵器，现在展出的只是其中
一部分。”在董现行的兵器架上
摆放了刀、枪、剑、戟、斧、钺、勾、
叉等兵器。丈八蛇矛、青龙偃月
刀、黄忠刀等经典大刀令人目不
暇接。

记者了解到，位于B馆三层
的枣庄展团参展的滕州木雕、张
汪竹木玩具等许多展位已经布
展完毕，盛装待客。本届非遗博
览会上，枣庄市24项非遗产品参

展，其中有10个特装展位，分别
是洛房泥玩具、张范剪纸、麦秸
手编、伏里土陶、葫芦雕刻、猴姥
姥、松枝鸟、张汪竹木玩具、石榴
盆景和贺氏砖刻佛造像；标准展
位14个，分别是运河梁氏石刻脸
谱技艺、贺氏砖雕、鲁绣、齐村砂
陶制作技艺、张汪竹木玩具、割
绒鞋垫、虎头鞋帽、枣庄泥塑、草
编、枣庄面塑、民间缝绣技艺、竹
雕、邹坞面塑、木雕。枣庄厅整体
造型以最具枣庄非遗特点的柳
琴为元素来，结合运河水系巧妙
构思而成。

非博会未开幕，展出的作品已被预订

青岛大院重现原始生活情景。

潍坊设置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供
游客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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