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翰墨长安·条屏书法暨丝路影像
作品展”在西安开幕

文化艺术报讯（全媒体记者 薛鑫） 4 月 20 日

上午，“翰墨长安·条屏书法暨丝路影像作品展”在

西安浐灞丝路国际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陕西国画

院艺术馆）开幕。晚清和民国时期至今三百年间的

百余套四条屏书法精品和陕西摄影界大家近百幅丝

路主题作品同时亮相。

这次展览分为条屏书法和丝路主题摄影两个板

块的作品展示，共展出作品 212 幅，其中书法 108 幅

（432 条），摄影作品 104 幅。三百年的书法四条屏作

品展，在陕西书法史上尚属首次。在书体上篆隶楷

行草诸体兼备、风格多样，在时间跨度上自晚清民

国连绵至今，陕西书坛的名家书作几乎被悉数囊

括，尽显近现代和当今陕西书法艺术性与学术性的

高度、厚度和广度，承续的脉络堪称陕西书法断代

史的一个缩影。丝路影像主题作品展包括丝路文

化、黄河文化、秦岭文化三个主题，有柏雨果、李泛、

卜杰、苟秉宸、黄会强等陕西著名摄影师的百余幅

摄影佳作亮相，大幅影像艺术展示了“凿空”的丝路

精神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给人们带来难得

的视觉盛宴。

据悉，本次展览将展至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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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陕西省知识产权宣传周启动
4 月 20 日，2024 年陕西省知识产权宣

传周启动仪式暨知识产权转化运用项目路

演在西安举行。

今年陕西省知识产权宣传周的主题为

“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促进高质量发展”。宣传

周期间，陕西省将发布 2023 年陕西省知识

产权保护状况、2023 年全省知识产权检察

工作年度报告和 2023 年度陕西法院知识产

权典型案例等。省知识产权工作领导小组各

成员单位、全省各市（区）也将围绕宣传周主

题，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包括举办全省知

识产权宣传周展览进党政机关活动、全省知

识产权服务业形象展示专场活动、陕西省高

知名度商标品牌宣传推广活动等，上线“聊

聊专利那些事儿”知识产权科普宣传短视频

和“厚植创新沃土，释放专利转化强大动能”

主题短视频，组织开展知识产权知识竞赛等

多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普及活动。

启动仪式后，现场还举办了知识产权转

化运用项目路演，6 家企业和高校代表展示

推介了具有较好市场前景，涉及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版权及非物质文化遗

产等领域的项目。

来源：《陕西日报》记者：徐颖

西安城墙成国内首个实现碳中和活动的文保遗址类5A级景区
文化艺术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青） 日

前，“2024 甲辰龙年第三十七届西安城墙

新春灯会”获碳中和认证颁证仪式在中国

质量认证中心西安分中心举行。西安城墙

是国内首个实现碳中和活动的文保遗址类

5A 级景区。

2023 年 12 月，西安城墙景区与中国

质量认证中心签署了《西安城墙灯会活动

碳中和项目合作》《关于城垣类遗址绿色

低碳服务合作》协议。双方依据生态环境

部制定的《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指南（试

行）》，对“2024 甲辰龙年第三十七届西安

城墙新春灯会”从项目筹备阶段到收尾阶

段近百天时间里所涉及的电力消耗、交

通、活动用品、餐饮住宿、垃圾废弃物五大

领域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了清单梳

理、统计核算，最终认定了本届城墙灯会

的碳排放量。

为打造国内首个文保遗址类景区活动

碳中和试点，西安城墙管委会制定了一系

列减排措施，如采用高科技节能灯罩材料

环保工艺、使用绿色电力、优化城墙景区

供应链管理、推行无纸化门票、向公众推

广低碳出行等探索低碳转型与创新科技方

式，对于活动中产生的难以避免的碳排

放，景区还将通过购买绿证、碳配额等方

式进行碳抵消，最终实现本届灯会碳中和

的目标。

未来，西安城墙管委会和中国质量认证

中心将进一步总结经验，在“文物+文旅+生
态”方面坚持创新，打造文物保护、文化传承

碳中和示范案例，联合更多企业、景区关注

和投身环保工作。

文化艺术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 刘 青）

4 月 19 日，由西安市老菜场联合文化博主

南垞及碑林区文化馆共同推出的传统文化

访谈栏目《菜场说》在老菜场创意文化街区

举行。陶俑绘制技艺非遗传承人王倩、碑林

区文化馆馆长王敏、西安市委党校教授李

茜以及南垞围绕“传统陶俑绘制技艺活化

与发展”这一主题，分享各自对非遗文化传

承与发展的独特见解，共同探寻传统文化

融入现代生活之策。

本次活动由南垞主持。活动伊始，年逾

80 岁的西安碑林博物馆副研究员、陕西省

工艺美术大师王倩首先为大家分享了自己

的陶俑复制创作历程。

“复制陶俑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性

工作，它需要各个工种的协调配合。”四十多

年来，王倩在不断的实践中创造了一整套复

制彩绘陶俑的技艺，使这一失传已久的古代

制作技艺得以完全恢复。她先后参加“唐代

打马球陶俑”“秦俑铜车马”“波斯文物”“唐

代三彩建筑群”等重要文物的复制、仿制工

作，多次获国内外大奖。

近年来，王倩又以中国古代乐舞类陶俑

为题材，复制了从战国至明代两千年间中国

各时代具有代表性的音乐、舞蹈、杂耍类陶

俑共 104 件（套）300 余个人偶，生动地勾划

出中国音乐舞蹈在两千多年中的发展演进

轨迹。

随后，王敏与李茜就“非遗的活化与

发展”进行交流探讨，她们表示，从王倩身

上能够看到一代匠人的不变初心，她几十

年如一日的坚守，值得所有人钦佩和敬

重，也激励着大家不断前进。“当前一些非

遗正面临逐渐消亡且无人问津的尴尬境

地，如何让古老非遗焕发新的生机，是非

遗保护工作面临的重要难题。在实践中我

们也摸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推

动非遗文化跨界合作，开展‘非遗 +旅游’

‘非遗 +乡村振兴’等探索，促进非遗与文

化产业等融合，扩大非遗与现代生活的连

接，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非遗、爱上非遗、

传承非遗！”

活动现场还展出由王倩及其团队复制

的霓裳羽衣乐舞俑群，7 位约 60 厘米高的

舞者发髻高挽、长裙曳地，身体后倾、体态婀

娜，舞姿轻盈飘逸，流露出自信和喜悦。这组

陶俑不仅展示出精湛的塑造能力，也体现了

唐代瑰丽的艺术特点。

据悉，本次活动为《菜场说》系列访谈栏

目第一期活动，立足于极具历史和文化底蕴

的老菜场创意文化街区，旨在通过不同嘉

宾、不同视角、不同维度共同展开对话，为观

众展现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面貌

和独特魅力。

文化艺术报讯 （见 习 记 者 马 溯 萱）

4 月 20 日下午，在西安市曲江书城，知名作

家姬晓东携其最新力作《大陕北》与读者们

面对面交流，共同分享这部展现陕北人民荣

辱兴衰的鸿篇巨制。

姬晓东，陕西榆林人，知名作家、编剧。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中、短

篇小说及报告文学等作品百余万字。2005
年起，陆续著有长篇小说《旱码头》《记者》

《县长升迁记》《王贵与李香香》《南泥湾》

等。2010 年和 2014 年，编导电影《美丽村

官》《王贵与李香香》，在全国数字院线、央视

电影频道和知名网站播出。

《大陕北》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书以陕北地区为背景，讲述了从民国十八

年大旱到新中国成立的 20 年间，马氏庄园

“光亮堂”地主马瑞琪与榆林城“通天苑”资

本家万友善两大家族及其子女间的恩怨情

仇、生意竞争和信仰重建。小说通过鲜活的

人物和曲折的故事，展现了陕北人民在苦难

中顽强奋斗的精神，同时也深刻反映了中国

共产党在陕北地区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

分享会上，姬晓东通过“一个主题”“两

大家族”“三座城市”“四个真谛”“五个全

面”“六个元素”“七个人物”“八大事件”这

八个方面详细讲述了创作《大陕北》的心路

历程。他表示，这部小说是他对故乡陕北的

深情眷恋与致敬，希望通过文学艺术的手

法，将陕北人民的苦难史、奋斗史以及中国

共产党在陕北地区的革命史呈现给广大读

者。他还分享了小说创作过程中的一些趣事

和心得体会，引起了现场读者的浓厚兴趣和

热烈反响。

活动结束后，姬晓东与参会嘉宾合影。

读者们纷纷排队等待姬晓东的签名，姬晓东

与他们亲切交流，现场气氛热烈而融洽。读

者们表示，将认真阅读《大陕北》这部小说，

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更好地了解和传承陕北

文化。

长篇小说《大陕北》新书分享会
作家姬晓东深情讲述陕北人民史诗

文化艺术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青） 当

非遗“邂逅”乡村，浸润着匠人匠心的古老技

艺也在这片土地上散发新的光彩。4 月 20
日，“‘传承非遗 共建美好未来’2024 年西

安市非遗传承志愿者队伍乡村行”在鄠邑区

玉蝉街道天桥村展开。

本次活动由西安市群众艺术馆、鄠邑区

文化和旅游体育局主办，西安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

馆、鄠邑区文化馆、鄠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承办，现场不仅为大家带来户县锣

鼓、红拳、古琴演奏、眉户曲子、秦腔板胡独

奏等非遗表演，还有风筝制作、糖人糖画、唐

流彩、关中礼馍、秦镇米皮制作技艺、秦腔戏

剧盔帽制作技艺、缠花、锔瓷、结绳技艺、剪

纸、面塑、户县微缩社火、终南山钟馗信仰等

传统非遗项目展示。

在终南山钟馗民俗信仰项目前，排满了

等待体验印制钟馗木版画的人们。传承人王

骥耐心讲解印制的要点，“刷墨的时候要均

匀，力度合适，每一处都要刷上墨，把纸两端

固定好，不要位移，扫版的时候要用力。”揭

纸的一瞬间，“钟馗”在大家一声声的惊叹中

跃然纸上。

“哇，太漂亮了！”唐流彩展示区域同样

引起大家的好奇。传承人张双敏一步一步指

导大家，在装满水的容器中滴入调配好的颜

料，使其在水中自然流动，再用画锥在水面

绘制出各式绚丽的图纹，将扇面放入水中，

缓缓拿起时，一朵朵色彩艳丽的花朵便跃然

扇面……大家踊跃体验这门流传千年的艺

术。

活动适逢“谷雨”前后，主办方还精心

安排了风筝 DIY 活动，小朋友们欢聚一堂，

老师耐心讲解风筝的历史渊源。西安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保护部主任李晴表

示，西安市非遗中心常年开展“非遗进乡

村”活动，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

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示，让

非遗切切实实走入乡村，走到百姓家门口，

为乡村振兴注入非遗动力，真正实现“人民

的非遗人民共享”。

西安市非遗传承志愿者队伍乡村行

《菜场说》共话陶俑绘制技艺的古韵新生

“山高水长———李青书画作品展”
在西安展出

文化艺术报讯（全媒体记者 倪尧） 4 月 18 日，

由陕西省黄土画派艺术研究会、西安市黄土画派美

术博物馆等单位主办，西安谷风半山艺术空间承办

的“山高水长———李青书画作品展”在位于西安书院

门大吉昌巷的西安谷风半山艺术空间展出。该展览

展出李青教授近年创作的中国画、书法、油画、素描

等作品近百幅，多为小尺幅作品。

李青，1959 年生。历史学博士、二级教授、西安

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澳门城市大学博士研究

生导师、陕西省重点学科带头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丝绸

之路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陕西省美术家协会理论

委员会主任。

李青教授先后在中国国家画院、台北孙中山

纪念馆及陕西、广东、甘肃和日本京都、大阪等地

举办个人画展十余次。作品入选第九届全国美术

作品展览中国画展、首届陕西当代中国画进京展、

日本第九回国际冲击艺术展、第 23 届亚洲国际美

术展等。

4 月 20 日晚，在西安谷风半山艺术空间举办了

“李青书画艺术座谈会”，西安美术学院部分博士

生、硕士生以及艺术收藏界、教育界、出版界等 30 多

人参加座谈会，围绕李青教授的艺术创作、学术思想

等进行多角度的阐述发言。研讨会由青年策展人张

子麟主持。

据悉，该展览是继今年西安美术学院美术馆举

办的“大漠长河———李青丝绸之路艺术作品展”之后

的又一次李青教授个展，旨在让学院派艺术创作走

进人民群众，加强其学术价值与大众美育价值的融

合与传播。展览将展至 5 月 6 日。

“无尘———范炳南《再书写》
水墨艺术展”亮相西安

文化艺术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青） 4 月 19 日，

“无尘———范炳南《再书写》水墨艺术展”在西安曲江

南湖美术馆开幕，展览已于 3 月 30 日对公众展出，

并将展至 5 月 7 日。

此次展览由南湖美术馆主办，执行馆长段文亮

担任策展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著名策展人、艺术评论家夏可君担任学术支持，

展出艺术家范炳南创作《再书写》系列水墨作品中的

43 件代表性作品，本次展览也是该系列首次在西安

举办的整体性展览。

范炳南，笔名老陕，职业画家、古玩鉴赏家，毕

业于西安美术学院，曾拜师山水画大师赵望云，后拜

师何海霞。现为陕西省文史馆馆员、陕西省历史博物

馆名誉馆员。

2011 年，艺术家范炳南谨遵恩师何海霞之言

教，在 65 岁结束隐居生活“出关问道”。十年之间，

他完成个人创作的蜕变，创作出颠覆性的 《再书

写》系列作品，将书法的线条美和水墨的意境美融

为一体，创作出既有东方传统韵味又不失现代感

的艺术作品，实现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完

美融合，完成对自己前 60 多年山水画创作的跨越

和颠覆。

据悉，展览期间将举办多场展览讲座、学术研讨

会与公共教育等活动，免费向公众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