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俗文化展厅囊括了日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唐卡”农民画能卖到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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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一间“农屋”

囊括许多“非遗”
日照群众艺术馆民俗文

化展厅以日照农村民居的形
式，展示了日照部分非物质
文化遗产。封建社会束缚女
性的典型代表“三寸金莲”、
大户人家用的盛放木炭的熨
斗 、小 孩 玩 具 泥 老 虎 、泥
哨……

“过门笺”又被称为“过
门钱”，是一种春节期间张贴
在门楣上的剪纸艺术。据了
解，这是日照市唯一一个被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
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项目。

五颜六色的“过门笺”

贴法有讲究，按照“头红二
绿黄中央水红在后紫色最
后”的顺序贴，取“五彩斑
斓”之意。“以前过年有钱人
家张灯结彩，老百姓置办不
起，就想办法用彩纸装饰家
增添节日的喜庆感。”展区
的工作人员细致地讲解相
关历史文化。

现场表演手工雕刻过门
笺的师傅叫史龙江，他是日
照莒县的剪纸艺术家。三十
多把刻刀摆放在一边，或长
或短，满足不同图案的需求。
在刻“过门笺”时候，史龙江
换刻刀的频率很快。“手工制
作同机器制作的最大区别
是，每一付过门笺都是制作
师傅智慧的结晶，而机器批
量生产就显得刻板。”

民间优秀文化面临着
“传承”的难题，据介绍，现
在整个社会已经开始重视
文化发展，尤其是日照首届
文博会为本地这些特色文
化提供了被人认识的平台，
这对于日照民间文化的传
承来说是个好事。

西藏传统技艺

融入日照农民画
一幅1 . 6米长宽的“金镶

玉”农民画市场价高达10万
元，这是日照山海天旅游渡
假区展区展示的一幅农民画
衍生品———“盼”。

据现场制作的师傅刘娴
介绍说：“它的制作原料全部
来自于西藏，染料是西藏产

的天然矿石，比如绿色的是
绿松石，白色的是玉石，构图
使用的是纯金银的丝线。”

提出制作“金镶玉”农民
画的是日照市农民画绣的创
始人赵家乐先生。据他介绍，
金镶玉农民画是他打造的农

民画高端收藏品。他的灵感
来自于西藏唐卡的制作，唐
卡跟农民画有个共同点是颜
色十分艳丽。所以赵家乐大
胆引进了唐卡技术，将日照
农民画打入高端市场。

赵家乐通过将原始的农

民画制造成装饰画、家居饰
品、以及手工画绣和金镶玉，
紧跟着市场需求，使文化与
产业相结合，将民间文化通
过创意改良被现代人接受，
实现经济收入的同时，也传
承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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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门笺、窗花、木刻年画……这些带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展示品齐聚一堂，

出现在首届日照文化产业博览会上。其中在民俗文化厅，一个村居里面就囊

括了很多日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展区内，一幅农民

画的衍生品，市场价达到10万元。

第五届合唱艺术节

唱响会展中心

本报9月24日讯(记者 王超) 24日上午9点
30分，由日照市委宣传部主办，日照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承办，中国农业银行日照市分行和日
照市群众艺术馆协办的日照市“农业银行杯”第
五届合唱艺术节在市会展中心西门广场举行。

第五届合唱艺术节是首届日照市文博会的
活动之一，分24日和25日两天举行，两天演出时
间均是上午9点30分至11点。

据了解，参加此次合唱艺术界的合唱队共
有28支，参加24日演出的是日照市直机关各代
表队，25日上午9点30分各区县代表队将登台演
出。

 第 五 届
合 唱 艺 术 节
演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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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金镶玉”农民画制作师傅正在给画作上色。

市场价值10万元的“金镶玉”农民画《盼》。


	R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