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
2019年1月10日

本版编辑/李晓娜 美术编辑/刘晔

本报地址：石家庄市裕华东路86号 邮编：０５００１３ 新闻热线：（0311）96669 发行部：（0311）88631111 广告部：67562213 67563536 67563200 67562315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１３０１０２４C00018 零售价：每份壹元本报地址：石家庄市裕华东路86号 邮编：０５００１３ 新闻热线：（0311）96669 发行部：（0311）88631111 广告部：67562213 67563536 67563200 67562315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１３０１０２４C00018 零售价：每份壹元本报地址：石家庄市裕华东路86号 邮编：０５００１３ 新闻热线：（0311）96669 发行部：（0311）88631111 广告部：67562213 67563536 67563200 67562315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１３０１０２４C00018 零售价：每份壹元本报地址：石家庄市裕华东路86号 邮编：０５００１３ 新闻热线：（0311）88620000 发行部：（0311）67562924 广告部：67563634 67563536 67563200 67562315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１３０１０２４C00018 零售价：每份壹元

燕
都
艺
术
财
经

微
信
公
众
号

鉴藏速递

《收藏故事》
一件件凝聚着时代和地方特色的藏品，如

同放映机将一段段历史真实地呈现；每件收藏

品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被赋予特殊意义，拥有

了感情附加值，就变得弥足珍贵。倾听属于您

的收藏故事，跟我们一起分享您收藏之路上的

喜或悲。《收藏故事》栏目是鉴藏周刊为广大藏

友打造的互动交流栏目，意在构建沟通平台，

推动收藏活动，推介藏家藏友，展示收藏成果，

分享收藏乐趣。您有关收藏的经历、见解、体

会、藏品的趣闻趣事、流传故事等等都可以投

稿给我们。欢迎广大藏友积极参与，踊跃投

稿，邮箱:shoucanggushi@sina.com，我们将在

报纸上选登部分稿件。

收藏故事

本报讯（记者高晓丽、李晓娜）“走进太

行”十周年优秀美术作品展将于 1 月 12 日

——2月20日在河北美术馆跨年展出。

本次展览是“走进太行”系列活动10年

阶段性汇报总结。该活动是由中共河北省

委宣传部、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

美术馆（河北画院）承办的大型美术写生、创

作、展览活动。自2009年开始到2018年底，

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十届，成为我省知名文

化活动品牌，是一张独具特色的艺术名片。

2010 年，“走进太行”活动被文化部列为重

点扶植的创作项目。2016年9月在国家博

物馆成功举办“美丽河北”汇报展，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反响，也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到太行

文化和太行精神。

10 年来，河北画院每年组织省内外国

画、油画、版画、雕塑艺术家近百人围绕“走

进太行”这个创作主题，深入太行山区和燕

赵大地，深入生活，不断向纵深发掘新的文

化视点，积极开拓创新，以艺术作品的形式

呈现对太行精神的理解和诠释。10 年来，

参加这项活动的艺术家累计200余名，创作

出1000多件优秀作品。此次十周年展览活

动，从历年来“走进太行”作品中精选出166

件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主题鲜明、形式各异，

呈现了参加“走进太行”活动艺术家群体的

整体创作水准，凸显出燕赵人民特有的太行

情怀和精神内涵。

此次展览恰逢春节假期，“走进太行”十

周年优秀美术作品展将是节日期间的一道

艺术大餐。

“金色时光”作品展举办

本报讯（记者李晓娜）1月8日，由

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主办的

斯维达“金色时光”美术作品展在河北

师范大学博物馆开幕。

艺术家斯维达 1977 年生于俄罗

斯，2009 年毕业于列宾美术学院雕塑

专业，目前就读于俄罗斯远东国立太平

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自 2013 年至

今，斯维达在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

学院雕塑系担任外聘教师。本次展览

共展出她近年创作的油画作品 30 幅，

雕塑作品9件。展览至1月13日结束。

藏界风向

最近，故宫上演的“文创宫斗剧”

着实火了，设计灵感来自于故宫国宝

及宫妃服饰的口红等12款彩妆系列在

天猫限量首发便引发疯抢，并很快席

卷全球。

近些年，故宫文创给人耳目一新

之感。用国宝色彩传递东方审美，向

年轻、时尚的消费群体靠近，让更多人

从对文创用品的喜爱，进而对文物国

宝产生兴趣，对中华传统文化有更多

了解与欣赏——故宫这一波实力圈粉

相当成功。

时值岁末，除了这类网上热爆的

文创产品，各大博物馆推出的高仿真文

物书画也吸引了不少收藏者。中国历代

书画珍品洋洋大观，仿真书画是原文物

采用高解析度的大平台扫描仪精扫，精

度可达6亿像素，能再现原作的纤毫细

节，再用纳米微喷和定型定色技术，使色

彩恒久。装裱方面多以仿真宣纸、真丝

锦卷手工装裱，庄重大气。故宫博物院

推出的高仿微喷的《冯承素摹兰亭序帖

卷》《宋黄庭坚草书诸上座帖卷》《米友仁

云山墨戏图卷》等，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

的高仿真《明蓝瑛山水人物图》《明柴门

掩雪图》等，价格从四五千到上万元，满

足了高端买家用作收藏、家居装饰或商

务赠礼的需要。

书画以外，精品陶瓷也是一大热

门门类。中国国家博物馆限量发售的

大师手作白瓷观音佛像精雕摆件，根

据馆藏的宋代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

像，由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设计制作

而成，并附收藏证书，售价高达11.8万

元。故宫博物院也从馆藏的明清造型

大师制作的观音像中，选取精品，采用

原文物3D扫描建模，再由中国陶瓷艺

术大师监制而成，价格在一两万元，也

不乏成交者。(华夏收藏)

“文创宫斗剧”岁末升级 仿真书画、陶瓷成热点

《村童腊鼓图》中
消失的腊八民俗

现在，吃腊八粥已成为腊八节最有名的民

俗。其实在远古时，腊八是祭祀祖先和神灵、祈

求丰收和吉祥的日子。流传于民间的《村童腊鼓

图》，描绘的就是这些已经消失的民俗，画上题诗

曰：“村童送腊乐丰亨，不知不识赤子情。岂为催

化频击鼓，团銮尽是太平声。”

腊八最早起源于蜡祭。《礼记·月令》载：（孟

冬之月）“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

门闾，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腊，猎也，

即猎取禽兽用来祭祀先祖。《风俗通》说：“夏曰

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腊，汉改曰腊。腊者，

猎也，田猎取兽祭先祖也。”当时腊祭的日期并

不固定，规定在每年冬至后的第三个戌日举

行，并将这个日子称为“腊日”。《说文解字》说：

“腊，冬至后三戍日，腊祭百神。”南北朝时期，

将“腊日”固定为每年的腊月初八，南朝梁代的

宗凛在《荆楚岁时记》说：“十二月八日为腊

日。”自此相沿成俗。后来佛教传入，把腊八定

为佛成道日，腊八节的内涵和风俗活动在中外

文化交流过程中得以丰富和发展。南北朝时期

史学家、文学家魏收的《腊节》诗：“凝寒迫清

祀，有酒宴嘉平。宿心何所道，藉此慰中情。”

写出了寒凝大地、数九隆冬时节，人们在桌上摆

上酒肉以祭祀百神，感谢百神的福佑。

在古代，腊月逐疫是人们医病疗疾的方法之

一，跳傩舞是逐疫的好形式，于是“傩仪逐疫”就成

为腊祭的一部分。《吕氏春秋·季冬》说：“命有司大

傩。”东汉学者高诱注释说：“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

也。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

《荆楚岁时记》说：“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

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这段文

字记述了当时的两个腊八习俗：一是腊月击鼓催春

的风俗。敲响了腊鼓，春草就要发芽了，提醒人们

要积攒肥料，往农田里运送肥料，以提高土温，保暖

防寒，为来年丰收打好基础。所以古谚有“腊鼓动，

农人奋”之说。二是击鼓逐疫。人们在腊日，或腊

日前一天集会，戴上面具，扮作金刚力士，敲击细腰

鼓，赶走瘟疫和邪魔，迎接新春的到来。

古代的腊鼓就是现在的腰鼓。击打腊鼓的

风俗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到南北朝已是风靡一

时。到了宋代，腊鼓成为乞钱者的一种工具。北

宋孟元老编著的《东京梦华录》记载：“自入此月

（腊月），即有贫者三数人为一火，装妇人神鬼，敲

锣击鼓，巡门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祟之道

也。”清朝尚有击腊鼓的习俗，道光帝旻宁有《腊

八粥》诗云：“童稚饱腹庆州平，还向街头击腊

鼓。”现在一些地方乞讨用的渔鼓和腰鼓表演是

否来源于此，尚有待进一步考证。（郑学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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