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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博会最后一天，兴致正浓的市民疯狂扫货

砍砍价价火火热热，，民民博博会会无无奈奈晚晚闭闭馆馆
本报10月20日讯（记者

陈莹） 2 0日，2 0 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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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进行到了最后一天。从早
上开始参观的市民便络绎不
绝，手串、珠宝玉石、家居小
饰品等备受烟台市民的青
睐。下午5点，本该是今年民
博会与烟台市民挥手告别的
时间，而一些迟来的市民和
兴致正浓的市民却迟迟不肯
退去。为此，烟台国际博览中
心“硬是”晚闭馆近半小时。

“昨天就晚闭馆了差不
多半个小时。”民博会组委会
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按计
划烟台国际博览中心的闭馆
时间应该是下午5点，可是参
与度特别高的烟台市民跟参
展商砍价砍得火热，对于工
作人员的提醒，就跟听不见
一样。因此，国际博览中心

“顺从民意”晚闭馆半小时。
为期四天的民博会，迎

接了12万人次的市民参观。
民博会在烟台成功举办了五
届，烟台的市民也早已经掌
握了参展商的心理。市民许
先生说，从民博会开幕的第
一天起，自己就在各个展厅
里“扫货”，把心仪的物件盯
准了，就等到最后一天下午
来入手，“参展商的钱也挣得
差不多了，宁可少挣点，也不
爱把商品再带走。”

本届民博会烟台市民参
与的热情空前高涨，尤其是
三场文化惠民——— 大众收藏
拍卖会，314件拍品，被烟台
市民“横扫”114件，特别是第
一场杂项拍卖，16件无底价
的拍品让烟台的市民痛痛快
快地体验到了“老百姓拍卖”
的乐趣。346656元的总成交
款，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烟
台市民对艺术品的眼光不
逊。

通过几天的现场观察，
组委会的工作人员发现，今
年烟台市民选购商品的眼光
更精准和更注重实用性了，
文玩手串、精巧的苏绣、茶器
和红木椅子及博古架，常常
被市民大包小包地拎出家。

而对于成交额的问题，
参展商们往往讳莫如深，但
谈起明年是不是还来参展的
问题时，他们就会眼睛一亮，
反问“是不是可以现在预订
了？”

其实，从参展商们来到
烟台的第一天开始，烟台市
文联副主席、民博会组委会
副秘书长暨宣传部长尹涛就
被同样的问题追问着。自从
2013年民博会永久留在了烟
台开始，每年秋天来烟台参
展就成了参展商们一件惦记
的事。记者从组委会了解到，
明年的民博会还会在烟台举
办，但具体的举办时间还没
有确定。

8件烟台本土

艺术家作品获金奖

20日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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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览中心正式落下帷幕。同时进
行的“2014中国（烟台）民间工艺
品博览会金银奖评选活动”中，
共评出100件金奖作品，来自烟
台 的 栾 淑 娟 的 剪 纸《 龙 凤 呈
祥》、陈玉录的泥塑《上梁大
吉》、王晓燕的面塑《金陵十二
钗》等八件烟台本土艺术家的
作品获得民博会金奖。

记者从组委会了解到，今
年备受瞩目的第十二届中国民
间文艺“山花奖”（工艺美术类）
也在民博会上进行了评选活
动，但根据评选委员会的管理
和规定，具体的评奖结果将在
明年正式公布。

而同样备受瞩目，吸引众多
省级以上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传
承人精品力作的民博会金银奖
的评选，在20日公布了评选结
果，共评出金奖100个，其中，栾淑
娟的剪纸《龙凤呈祥》、陈玉录的
泥塑《上梁大吉》、王晓燕的面塑

《金陵十二钗》等八件烟台本土
艺术家的作品获得民博会金奖。

本报记者 陈莹

相关新闻

20日是民
博 会 最 后 一
天，不少市民
来到烟台国际
博览中心，希
望能捡便宜买
到 喜 欢 的 东
西。 本报记
者 吕奇 摄

本次民博会
举办了三场拍卖
会，不少市民在拍
卖会上竞拍心仪
的物件。 本报记
者 吕奇 摄

本届民博会是在烟台举办的第5届。

民博会四天时间，参观人数达到12万人

次。

大众收藏拍卖会共推出314件拍品，被

烟台市民拍走114件，总成交额为346656
元。

“2014中国（烟台）民间工艺品博览会金银

奖评选活动”中，评出100件金奖作品，烟台

本土艺术家作品有8件。

数读民博会

民民博博会会来来烟烟五五年年

深深深深地地打打上上了了烟烟台台烙烙印印
本报记者 陈莹

民博会最后一天，用“爆棚”
来形容绝不为过。有了前几年参
加民博会的经验，精明的烟台市
民在20日“冲”进展厅扫货。民博
会落地烟台已有五届，五年间带
给烟台的城市和生活不小的改
变。

烟台人的鉴赏力提高

“烟台的买家跟一年一个长
进。”20日上午，做木质手串的参
展商黄先生告诉记者，来烟台参
展已经是第三次了。以前烟台市
民选手串时对材质关注得较多，
而今年很多买家对品质明显有
了更高的要求，从谈吐上就专业
很多。

五年后，再谈起当初为什么
要把这样一个国家级的展会引入
烟台，烟台文联主席孙光辉颇多
感慨，“烟台是一座历史文化名
城，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灿
烂丰富的手工艺品积存，我们常
说‘民间艺术来源于民间，当回归
于民间’，而民博会就是一个极好
的平台。另一方面，把烟台放到全
国来考量，在工艺品方面，不是一
个资源型城市，如果潜心于‘服
务’将会有更大作为。”

城市的文化味儿渐浓

民博会移师烟台5年，它给烟
台留下的不仅仅是三个“第一”：
烟台第一个文化艺术展会，烟台
会展业第一个国家级例会展会，
中国民间工艺品博览会第一个
例会城市。更重要的是这五年
间，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悄然改
变，以及这座城市为民博会打上
的深深的烟台烙印。

民博会的工作人员说，自己对
2011年第六届民博会陶瓷展区一对
母子至今记忆深刻：四十岁左右的
母亲带着七八岁的儿子站在一个
钧瓷展位前，母亲轻声地为孩子介
绍我国几大名瓷的分类和各自的
特点。孩子虽小却听得全神贯注，

“如果有更多的烟台人如这位母亲
一般，那民博会到烟台来就是极大
的成功。”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
组书记罗杨曾这样评价：民博会
在烟台的成功举办，特别得益于
烟台市民对民间艺术，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爱好、追求、追
捧。而这种追捧难道不是民博会
来烟五年来的滋养与潜移默化
吗？可以说，正是由于民博会来
到烟台，把烟台人骨子里的基因
激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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