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周末末去去哪哪儿儿??民民博博会会上上淘淘宝宝去去
展会还有3天，市民免费进场参观，还能竞拍抢宝贝

17日上午9点多，位于烟台国
际博览中心C区入口处的“山花
奖”(工艺美术类)展区的气氛一下
子变得紧张起来。8位来自全国各
地的顶级艺术品专家组成的中国
民间文艺山花奖(工艺美术类)评
审们，在100余件参评作品前有条
不紊，却又紧张严肃地“挑刺”。

“这作品不错。”“确实好，就是
人物的表情略显夸张了一些。”在
一件参评作品前，两位评审小声地
品评着。

烟台民间艺术家，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省级传承人栾淑娟，这次
带来的是在2013年获得泰山文艺
奖的 7米剪纸长卷作品《百龙百
凤》。在此次评审之一、北京中国美
术馆民间美术部更生女士的眼中，

“非常典型的胶东剪纸的风格。”
而另一件由王未、陈玉录和安

玉联合创作的彩塑作品《上梁大
吉》，以丰富的色彩和栩栩如生的
胶东老百姓日常生活实录，同样让
各位评审赞不绝口。“一直以来我
就致力于创作中国民间吉祥文
化。”创建了“栖凤居”胶东民俗彩
塑工作室的陈玉录说，自己的作品
无论从造型还是色彩的底线，就是
要让人一看就感觉“这是中国的、
民间的东西”。

陈玉录说，自己想把中国民间
的艺术发扬光大，这在一定程度上
是因为现在的孩子们受到西方艺
术造型训练比较多，“中国本土的、
民间的东西其实也很美，希望能把

‘中国’符号在下一代中发扬光
大。”

据了解，“山花奖”是中国十二
项国家文艺大奖之一，每两年评选
一次。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主要分
民间工艺美术、民间艺术表演、民
间文学论著三大种类。其中，民间
工艺美术类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
评选三十几个。由于名额较少，平
均起来每个省市自治区每届只有1

个，因此大家都很重视，竞争很激
烈；同时，要求标准又很高，即讲传
承，又讲创新，对艺术家而言，获得

“山花奖”是对艺术生涯的高度评
价。“烟台有6件作品、8位民间艺术
家参与了此次‘山花奖’评选，希望
烟台的艺术家们能在评选中有所
斩获。”烟台市文联主席孙光辉说。

本报记者 陈莹

8大评委将“挑刺”

评出“山花奖”

本报10月17日讯(记者
陈莹) 17日，由中国文联、中
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山东
省文联、烟台市人民政府承办
的2014中国(烟台)民间工艺品
博览会暨第十二届中国民间
文艺“山花奖”(工艺美术类)

评选活动在烟台国际博览中
心正式开幕。

中国民间工艺品博览会
是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举
办的唯一“中国”字头的民间
工艺品专业展会。自2010年在
烟台开办以来，民博会已经成
为烟台市民文化生活中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17日上午8点
左右，记者赶到烟台国际博览
中心时，虽然距离开馆还有一
个小时，却已经有近百位市民
等在了入口处。

“每年一入10月，我就开
始惦记逛民博会。”市民许亮
笑着说，自己最喜欢民间工艺
品，以前都是逛街的时候买，
自从有了民博会，一下子世界
各地的工艺品都能见识到，

“下起手来就收不住，抱着宝

贝得乐和好长时间。”许亮说。
上午9点，2014中国(烟台)

民间工艺品博览会暨第十二
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工
艺美术类 )评选活动正式开
幕，本届民博会开幕式时长约
10分钟，主席台布置极其简
约，不铺地毯、不摆鲜花，现在
千余位市民见证了开幕式。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
党组书记罗杨说，民博会在烟
台举办以来，一次比一次规模
大，一次比一次红火，一次比
一次热闹，可以说是芝麻开花
节节高。“全国绚丽多姿的民
间艺术汇聚在烟台，汇聚在这
片具有深厚民间艺术底蕴的
肥沃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
果。”

据了解，本届民博会共吸
引了来自28个省、市、自治区、
9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商，展
台数量达到1012个。民博会从
17日开始，一直持续至20日。
与往年一样，民博会免费对市
民开放，市民可在烟台国际博
览中心入口处东侧免费领取
门票。

民博会开幕首日哪里最
热闹？拔得头筹的绝对是文化
惠民——— 大众收藏系列拍卖
会的首场杂项拍卖。

上午10点左右，烟台正和
拍卖公司拍卖师谭淑霞干净
利落地宣布，拍卖正式开始。
为了充分体现“为民、乐民、惠
民”的原则，第一场杂项的拍
卖推出了16件无底价拍品。

“无底价”拍卖，可能让市
民们有点蒙，第一件拍品耀州
瓷黑瓷老虎推出了半分钟，台
下的百余位市民谁也没有举
牌。而当一位50岁左右的女士
举起牌，喊出“1元”的价格后，
台下爆发出了一阵笑声。

见惯了场面的谭淑霞用
很肯定的声音说，“好，这位女
士出价1元，还有出价更高的
吗？”拍卖师的这句话，一下子
让台下的人“瞪”起了眼：2元、
5元、10元……最终这件作品
以30元的价格成交。

拍卖中最有戏剧性的，应
该是陕西凤翔泥塑艺术家、陕
西省民协副主席胡新明的凤

翔泥塑牛。令大家意外的是，
第一位举牌的女士竟然出了

“1毛钱”的价格。这些“搅局”
的市民脸上乐着，而懂行的市
民心里却乐着。最终成交价为
115元，也成为全场涨幅最高
的拍品。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男
性市民，成为拍卖现场最大的

“赢家”，斩获了七件不同类型
的拍品。

中午12点左右，正式成交
的市民再次来到“拍卖预展
区”取拍品，而不少逛了半天
的市民这才如梦初醒，“这么
便宜就拍到了？”“我怎么参
加？”“我现在能参加吗？”……
一连串的问题让成交者脸上
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笑容。

记者从民博会组委会了
解到，民博会将在18日上午10

点，进行玉器小件的拍卖；19

日上午10点，举行当代民间工
艺名家名作专场拍卖。拍卖地
点都在烟台国际博览中心登
录大厅。

本报记者 陈莹

16件拍品无底价拍卖

外行乱叫价内行偷着乐

17日开幕的民
博会上，巴基斯坦玉
石受到很多市民的喜
爱。 本报记者 赵
金阳 摄

非遗传承人栾淑娟带来很多剪纸新作。 本报记者 刘高 摄

烟台彩塑作品“上梁大吉”将角逐山花奖。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北京一家公司展出的铜人雕塑创意十足。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17日，市民排队进入国际博览中心观展。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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