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竟不知道夏天什么时候跨过门槛进来！那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

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图，当然更活泼些。

夏，乃声音的季节，有雨声，有雷声、蛙声、鸟鸣及蝉声。蝉声足以代表夏，并为夏

天抒写一首绝句。

绝句该吟该诵，或添几个衬字歌唱一番。蝉是大自然的一个合唱团，以优美的音

色、明快的节律，吟诵着一首绝句。这绝句不在唐诗选，也不在宋诗集；不是王维的，也

不是李白的；是蝉对季节的感触，是用它们对仲夏共有的情感而写成的一首抒情诗。

聆听，也是艺术。

辽阔的大自然有最佳的音响设备。想象那一队一队的雄蝉敛翅踞在不同的树

梢，像交响乐团的团员站在舞台上。只要有只蝉起个音，别的声音就纷纷出了笼。它

们以最美的音色献给你，字字都是真心话，句句来自丹田。它们有鲜明的节奏感，不

同的韵律表示不同的心情。它们有时合唱有时独唱，它们不需要指挥也无须歌谱，它

们是天生的歌者。

蝉声亦有甜美、温柔之时，那该是情歌吧！蝉声总是一句三叠，像那倾吐不尽的

缠绵。而蝉声的急促，在最高涨的音符处忽地戛然而止，更像一篇锦绣文章被猛然撕

裂，散落一地的铿锵字句，掷地如金石声，

而后寂寂寥寥成了断简残编，徒留给人一

些怅惘、一些感伤。那蝉声又何尝不是生

命之歌？

每年蝉声依旧，依旧像一首绝句，平平

仄仄平。

○ 三 毛

青春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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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

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

康成长。

发挥美育的独特作用

近年来，青少年美育得到社会高度关注，学校美育工作迈上新台

阶，社会美育资源日益丰富，家庭美育受到越来越多家长的重视。

美育是塑造青少年健康心理和健全人格的重要途径，是培养人

具有美的理想、美的情操、美的品格和美的素养的综合教育，对青少

年的认知、情感、意志发展起着全面促进作用。同时，美育的功能和

价值还在于提高青少年的审美素养和人文素养，为文化强国建设筑

牢根基。

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离不开美育，要充分发挥美育在立

德树人中的独特作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

程。美育是不分学科、贯穿学习全过程的素质教育，可以与学科教育

相辅相成，激活青少年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助力青少年在未来不同学

科领域创新创造，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

美育不等于艺术学习

部分家长认为，给孩子报艺术培训班就是重视美育，不管孩子是

否有兴趣、是否适合，盲目跟风。部分艺术类培训机构出于商业利益

的考虑，把艺术培训和考级考证挂钩，导致学生陷入频繁参加艺术表

演比赛的“怪圈”中，而对真正陶冶艺术情操的展览、音乐会、戏剧等

不感兴趣。美育是关于孩子感受美、表现美、创造美的综合能力，艺

术学科只是美育的载体和实践方式之一。不管是家长，还是学校，都

做好美育工作 培养时代新人

热点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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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引导学生成长为一个身心健康、人格健全、全面

发展的人。

如果家长和老师只关注孩子画得像不像，弹琴的指法、节奏对不

对，而忽略引导孩子去理解作品的内涵，忽略感受和欣赏其中的美，

忽略在这个过程中将自己的感情融入作品之中，那只能是舍本逐末，

学到了技巧，而审美素养并没有得到提升。

美育要从“教学模式”转向“终身模式”

在学校层面，要着重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形成科学的美育意

识，避免将美育窄化为艺术学科教育、艺术技能训练。同时要五育并

举，全面育美。二是开设丰富的美育课程，以艺术学科为载体，配足

配齐艺术专业教师、设施设备，保障艺术课程开足开齐开好；同时开

展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促进学生挖掘艺术潜能、提升艺术素养。三

是建立多元的美育评价方式，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目标，对学生在

学校各项美育活动中的参与情况等进行全过程评价。

家长要避免把美育功利化，要根据孩子的兴趣爱好选择适合的

美育项目。同时，树立“家庭是美育的第一课堂”理念，让孩子爱学

习、爱劳动、爱生活，在点滴小事中陶冶性情，培养正确的审美观。

在社会层面，如各级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音乐厅、戏

院剧场等公共文化机构，都是社会美育的重要平台。要让青少年养

成观展、看剧的习惯，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建设自己的校园美术馆、音

乐厅等美育场所，形成学校美育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的共同发展。

还要结合青少年的年龄特点，不断利用新技术、新方式和新渠道来创

造美、传播美，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用青少年喜欢且易于接受的

方式传播经典艺术。

热点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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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中关村国际青年艺术季

活动举行

日前，第十一届中关村国际青年
艺术季活动顺利举行。宫灯、京剧脸
谱、京绣……现场设置了“京味儿”非
遗体验区，参与者可以观看一件件精
致的手工作品在手艺人的指尖绽放，
感受浓浓的老北京韵味。

当苏州御窑金砖遇上90后“搬砖员”

29 岁的孙坚已在位于江苏省苏州
市相城区的御窑金砖厂工作了 7年。难
以想象，他是一名干“苦力活”的砖雕工
人。御窑金砖是我国窑砖烧制业中的一
朵奇葩，明清以来受到历代帝王的青睐，
为皇宫建筑专用。如今，孙坚将御窑金
砖开发成文创产品。非遗与文创相结
合，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关注。

非遗化隆唐卡传承人更登才让：

是信仰，也是生活

更登才让是青海省化隆县金源藏族乡
雄哇村人，国家级非遗项目“藏族唐卡——
化隆宗喀白日光唐卡”省级代表性传承
人。多年来，唐卡已成为他内心深处的信
仰，更是他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热点情报 热点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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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国家图书馆联合北京大
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等单位研发的

《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及《国家
珍贵古籍名录》知识库在国家图书馆
正式发布上线，公众可以从国家图书
馆官网登录免费使用。这两项重要的
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项目旨在用数字
化手段完整保存并流传珍贵古籍，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数字石器时代：劳家辉个展《Birth—劳大伦》

劳大伦作品中的形象，几乎令每一个观众
感到错愕：图像内容如此简单，甚至是简陋的。
他的画作绝大多数都不是以油画为媒介创作
的，而是选择了往往被视为次要媒介的纸本和
彩铅，传统布面油彩意义上的绘画及趣味是其
试图完全摆脱的。

珍藏跨越三千年

香港故宫推出大型金器展览

日前，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呈献首
个以本馆馆藏为主的特别展览“金彰华
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梦蝶轩
藏古代金器”。展览展出 200多件（套）
精美的中国古代金器，其中大部分展品
是由梦蝶轩主人卢茵茵与朱伟基捐赠
予博物馆的馆藏。

《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知识库在京发布

热点情报 热点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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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八千年左右距今八千年左右，，渭河流域的先民烧制出了中国北方第一批彩陶渭河流域的先民烧制出了中国北方第一批彩陶。。此后此后，，彩陶广彩陶广

泛出现于黄河泛出现于黄河、、辽河辽河、、长江等流域的各个新石器时代文化中长江等流域的各个新石器时代文化中，，而黄河上游甘肃地区彩陶而黄河上游甘肃地区彩陶

最为发达最为发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彩陶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彩陶文化。。

彩陶艺术融合了创作者的各种思想彩陶艺术融合了创作者的各种思想、、风格风格、、语言语言，，是风格各异而又多姿多彩的艺术是风格各异而又多姿多彩的艺术

珍品珍品，，系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系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其纹饰有的表现果实等植物形态其纹饰有的表现果实等植物形态，，有的展示了鸟的形有的展示了鸟的形

态以及鱼态以及鱼、、蛙等水生生物的变化特点蛙等水生生物的变化特点，，还有的展示了猪还有的展示了猪、、犬犬、、羊等家养动物和鹿等与狩羊等家养动物和鹿等与狩

猎生活有关的动物纹样猎生活有关的动物纹样。。

那么那么，，彩陶纹饰究竟有多少彩陶纹饰究竟有多少？？下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几种主要纹饰吧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几种主要纹饰吧！！

○ 策划/执行 本刊编辑部

特别策划 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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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形纹饰

在史前彩陶纹饰中，按照线条的基

本属性、构图方法和样式，线条构图的方

式可归纳为两种：

1. 线条的粗细空间布局，通过匀称

或粗细结合的线条，以及色调之间的差

别，形成黑白、红黑、黑黄相间的效果，营

造出空间感和秩序感；

2. 线条的动态空间布局，将不同线

条类型（曲折、放射、回旋、起伏等）进行

搭配，营造出节奏感和运动感。在构图

形式上，常见的有三角分法、三等分法或

多等分法。三角形的稳定感与圆形的流

动感，构成了早期彩陶审美意象的基础。

网格纹 由细密的纵横斜线交叉成网

格图案，来源可能与日常生活中的渔网、

编织物或动物鳞片有关。其在仰韶文化

中期出现，马家窑文化时期十分流行。

菱格纹 半山类型彩陶的主要纹饰，

由相互连续排列的菱形格组成，一般绘

于壶、罐的上腹部。

圆点纹 彩陶纹的基本元素，又可作

为一种母题花纹，在组合图案中起到不

可或缺的填充和定位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重弧纹（即上部平

齐、下部近月牙形的纹饰）、凸弧纹（与重

弧纹恰好相反）、侧弧纹（即一侧平齐，另

一侧呈月牙形，常常背靠背组成橄榄形，

填充在空白的圆圈内）等。

特别策划 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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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面鱼纹

有一些很特殊的图形，如半坡出

土的人面鱼纹盆。在圆形盆的内壁，

以对称的结构画出人面和鱼的形象。

其人面是概括的绘画形象，在圆圆的

脸庞上画着三角形的鼻子、修长的眉

毛、眯成线的双眼，似在默默祈祷。头

上戴着尖顶饰物，耳边画双鱼，嘴里还

衔着鱼。

考古学者认为，这种人面与半坡氏

族的某种原始信仰有关，是图腾崇拜的

产物。

舞蹈纹

在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马家

窑类型的舞蹈纹彩陶盆，在接近盆口

的内壁，描绘了 3组拉手小人舞蹈的纹

饰。每组 5人，有头饰，还有尾饰。其

不仅是彩陶装饰别具一格的创造，也

是以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原始社

会生活的绘画作品，反映出人们在集

体劳动的过程中创造了舞蹈艺术，表

现了劳动之余的快乐或丰收之后的喜

悦心情，是反映原始社会现实生活最

早的作品。

拉手小人图案在民间艺术中是一

个很重要的母题，叫“拉手娃娃”，总称

“抓髻娃娃”。这样的图案不会是单纯为

娱乐而创作的，它含有“巫”的性质，是为

人类自身的实际目的服务的产物。

特别策划 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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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纹

仰韶文化阶段，彩陶艺术逐步走向繁

荣，诞生了古朴而精美的各类图案。其中时

代最早、使用最频繁的图案就是鱼纹。

仰韶文化的鱼纹具有令人折服的艺术

魅力。鱼纹彩陶盆既是仰韶文化的代表性

陶器，也是中国灿烂的史前文化的象征和标

志物之一。

蛙纹

在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中，蛙纹并不常见，是一种特殊的纹饰。在甘肃天水师赵

村遗址中就出土了一件蛙纹钵。从鱼纹、蛙纹到鲵鱼纹，史前先民描绘的动物大多集

中在水生动物或两栖类动物，它们是人类日常接触、观察最多的温顺动物，也从侧面反

映出了当时良好的生态环境。

人面纹

人面纹在仰韶文化早期和中期就出现

了。人面多作圆形，双眼或睁或闭，眉以上

和人中以下为黑底白纹，中间为白底黑纹。

这种黑白对比增强了装饰效果。在人面的

头顶、太阳穴、嘴等部位，装饰有鱼纹或向上

弯的钩纹，异常奇特。此外，人面的头顶还

画出半圆状的束发，并有横插的发笄。

特别策划 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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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纹

旋纹，又称“涡纹”“旋涡纹”，一般以 4个
旋心为中心，个别的有 6个或更多，作逆时针

方向旋转，呈螺旋状，装饰在大型器物（壶、

罐）的主要部位。

半山时期，旋纹成为主要纹饰，发展得

更为成熟。旋心由多道黑色锯齿带与红带

相间线条或宽带连接，组成二方连续的图

案。若俯视这些旋纹，能使人产生一种眩晕

感。这种以流畅的线条绘出的动感强烈的

旋纹，像千姿百态的黄河浪涛在奔流不息地

旋动着。

旋纹表现的是河流湍急处的样貌，那些

没有卷进旋涡的水流则多以各种形态的水波

纹来展示。波纹或高或低，或密或疏，有时平

展如弦线，有时风吹似鱼鳞。它们与旋纹一

样，都是河流湖泽的一部分。

特别策划 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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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网纹

半山类型的典型纹饰之一，是葫芦

纹与网纹相结合的复合纹饰。一般由 4
组或 6组束腰葫芦纹组成，相互对称，葫

芦口一般向上，个别的向下。葫芦网纹

大多数先用红色绘葫芦轮廓，外绘黑色

锯齿带纹，内填细密整齐的网纹，葫芦

之间用锯齿纹或其他几何纹分隔。

花瓣纹

花瓣纹是仰韶文化的主要纹饰，多

装饰在器型较大的陶盆腹部，形似绽开

的花朵。花瓣纹有两类：一类由彩绘实

体纹组成，花瓣如半月形或橄榄形，由中

心向周围展开；另一类由多个弧边三角

纹相接而成，空白处形成花瓣图案。

彩陶艺术中的几何纹饰和形象纹

饰，构成了彩陶审美意象的主体，展现出

史前时期中华艺术的基本形态，形成以

彩陶为代表的最早的“早期中国文化

圈”，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的热爱、与自然

和谐共处、社会关系和谐发展的价值观

念，体现了秩序、动感、对称、统一、协

调、均衡的审美意象。彩陶艺术的成就，

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审美艺术的基

础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特别策划 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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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霞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琵琶专业委员会

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中央民

族乐团副团长。发表《我的琵琶行》《我的舞台——

一个演奏者的触点与立点》等论著，出版《玉鸣东方》

《珠落玉盘》《律动》等演奏专辑。

○ 吴玉霞

早年因手型细长，我被老师选送到

少年宫学习琵琶，而后走上专业道路。

我常说自己是艺术普及的受益者，有了

一技之长理应回报社会，因此我做了大

量音乐普及工作。

在我看来，演奏艺术不仅需要高超

的技艺，还要有情怀、讲格局，将文化的

厚度、情感的温度与技术的难度有机结

合。中国音乐的表达讲究形神兼备，器乐

演奏除了速度、力度、节奏、音色等基本

要素外，更重要的是对作品整体格局和音

乐性格的准确把握，不能单纯追求“快”

和“响”，或将个人凌驾于作品之上。

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审美语境

中，很多作品以雅致和韵味表达诗情画

意，讲究曲风、内涵和音韵契合。如传统

名曲《春江花月夜》意境优美、主题鲜明，

“江楼钟鼓”“月上东山”“渔舟唱晚”等标

题性乐段极具画面感。我在演奏中，除

了注意音色把控，还格外重视曲调的美

感和意境神韵，避免演奏的格式化和结

构的松散拖沓。

名师点津 名师点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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