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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美术馆位于台江区中平路 172
号的黄培松故居。故居建于清末，坐北朝南
三进落，是福州市现存唯一的武状元府。

进入馆内，一步一景，斗拱、悬钟、雀替
等木构件工艺考究，天井、通道、绿化小景点
缀其中，虽历经岁月风霜，仍难掩其美。市
美术馆在这里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文博艺术
公共文化新空间。

春节期间开展的“甲辰启瑞——年味邮
票艺术展”，至今仍热度不减，许多市民游客前
来打卡。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我经常来市
美术馆看展，展览很有质量，这次邮票展我欣
赏到了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相当惊喜。”

市美术馆展陈部黄帅介绍，除了举办展
览，市美术馆还举办美育公教活动，覆盖美
术、书法、篆刻、摄影、工艺等多个门类，形成
了闽都艺谭、美育课堂、福美之夜、书香古厝
等福文化特色公教品牌。黄帅告诉记者，利
用厅堂敞亮、厢房众多的优势，美术馆还开

设了艺术展厅及影音室、图书室、创作室等，
成为集展览陈列、艺术交流、教育推广与文
化休闲于一体的公益性文化艺术场所。

安泰街道综合文化站位于乌山南麓天
皇岭弄 25 号，省级文保单位高爷庙所在
处。昨日，记者来到文化站，树叶吹奏技艺
省级非遗传承人邱少春老师正在为爱好者
传授“吹叶”技艺。清幽的“吹叶”声，从这座
老建筑中传出，显得别有韵味。

高爷庙新修复的戏台，经常举办各种传
统文艺表演。文化站站长陈春萍介绍：“每
周五下午，我们在这里开设公益评话书场，
弘扬福州传统评话，还有志愿者组成的闽剧
票友剧社，长期开展公益表演活动，让文化
传承真正落实在日常市民生活中。”

周一舞蹈排练，周二管弦乐队排练，周
三闽剧票友活动……记者看到文化站里周
活动安排表排得满满当当。据陈春萍介绍，
文化站常态化开展各类艺术普及培训，免费

为基层艺术团、戏曲票友团等提供活动场
所，还不定期举办各类书画、摄影、老照片展
览，活化利用后的高爷庙成为人们享受公共
文化服务的场馆。

此次大赛中，鹿森书店阅读基地共建空
间获网络人气奖。紧邻“杭舍”的鹿森书店，
是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里唯一的书店，扎根
闽都文化土壤，构建了一处复合型文化体验
阅读空间，成为网红书店。

书店面积不大，分上下两层，进入书店
内，典雅的艺术雕塑和精致小物摆件以及古
董家具，营造出满满的文艺氛围。

下午时分，店内读者多了起来，年轻读
者取下一本杂志，点一杯咖啡静坐阅读，老
年人则拿起闽都文化陈列架上的书籍看得
津津有味。台江区图书馆还在书店内设立
了“台江区图书借阅读基地”，为市民提供便
捷的借阅服务。

据鹿森书店负责人何鹏介绍，鹿森书店
已举办数百场大型文化及本土人文沙龙，吸
引了众多书友参与，每年有近 10万人次的
读者和游客慕名进店，不仅丰富了福州市民
的文化生活，如今也成为上下杭的一处文化
地标书店。

福州5个公共文化空间
荣获7项“全国最美”
本报讯（记者 林玉和 王玉萍）福建省文化和旅

游厅1日公布2023年长三角及全国部分省市最美公共
文化空间大赛（福建赛区）获奖情况，我省荣获 5个大
类共计 29个奖项，获奖空间数量居参赛省（市）前列，
其中我市5个点获7个奖项。

我市入选的5个公共文化空间各具特色。位于鼓
楼区的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苑获得“最美公共
文化空间大奖”“百佳公共文化空间奖”和“优秀运营
奖”，位于仓山区的大观美术馆、台江区的福州市美术
馆（黄培松故居）获“百佳公共文化空间奖”，鼓楼区安
泰街道综合文化站获“优秀公共文化空间案例奖”，台
江区鹿森书店阅读基地共建空间获“网络人气奖”。

大赛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中国群众文化
学会和上海市民文化节指导委员会共同指导，上海市
文化和旅游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主办，共有
来自 20 个省级行政区的 148 个市及 10 个自治州的
2684个空间参赛。其中，福建参赛的公共文化空间有
172个，参与数在15个赛区中位列第五。

如何用珍爱之心、尊崇之心保护好老
建筑？如何在保护中做好活化利用，使其
在新时代继续焕发光华？位于三坊七巷
南后街叶氏民居内的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博览苑，此次在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大赛中
获得 3个奖项，给出了生动而鲜活的答案。

福州其他几个获奖单位，也都位于历
史老建筑中。如烟台山乐群楼的大观美
术馆、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黄培松故居的

市美术馆、乌山南麓天皇岭弄高爷庙的安
泰街道综合文化站，它们的共同入选，展
现了福州在老建筑活化利用方面取得的
成果。

这些老建筑在新时代绽放新颜，彰显
了历史文化魅力。它们何以入选最美公共
文化空间，究竟美在何处？

昨天，记者深入探访它们入选背后的
美之所在。

春节刚过，福州文旅热度未减，三坊七
巷依然人头攒动，游客熙来攘往，位于南后
街的非遗博览苑，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来
此，了解八闽非遗文化。

“叶氏民居始建于明代，后历经多次修
葺，融合明、清、民国三个时代的风格于一
体，2009年这里活化利用为省非遗博览苑，
重新焕发了生机。”解说员王紫薇介绍，“刚
过去的春节假期，除了非遗展览，我们还举
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天南地北的游客都
有，八天期间接待游客超5万人次。”

来非遗博览苑参观的游客，首先会被它
独特的建筑之美所吸引。叶氏民居外墙为
青砖墙体，民国时改建，在南后街的一众建
筑中，显得风格独特。走进其中，又别有洞
天，大厅空间宽敞，五间正房沿天井北面一
字排开。西院为园林，园中有一口半月形水
池，平添自然之韵，也能得见昔日主人的雅
趣。叶氏民居原为清末翰林、曾担任全闽大
学堂监督叶在琦的故居。福州叶氏有“世翰
林”之称，共产生了八位翰林，叶在琦是光绪
十二年（1886年）进士，选授翰林院检讨，是
叶家的第六代、也是最后一位翰林。

“我们博览苑借助叶氏民居得天独厚
的建筑院落，开设采光通透的展品陈列厅、
空间古朴的非遗传承人工作室，实现了空
间结构的合理利用。”非遗博览苑副主任马
灵介绍。

在古建筑里展示非遗之美，风格古朴
的建筑和传承悠久的非遗，二者相得益彰，
历史与文化在此交融，这也成为非遗博览
苑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

目前常设的几个非遗展览，参观者络
绎不绝。“闽山闽水物华新——习近平总书记
的福建非遗情缘图片展”，参观者可沿着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的足迹，感受总书记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厚情缘；“福建省入
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项目展”，则以
图文、影像等方式，生动展现南音、妈祖信
俗、送王船等福建省9个入选联合国非遗项
目。春节期间推出的“龙腾福地——甲辰
新春主题非遗作品展”仍在展出，寿山石
雕、德化白瓷、畲族银饰、剪纸、刺绣、年画

等各种非遗，展现匠心独运与精湛工艺，呈
现多姿多彩的龙腾形象，为观者献上一场
非遗盛宴。

“这次来参观，真是被福建非遗传承人
的工匠精神震撼到了。你看这个‘龙凤呈
祥’寿山石雕，多么栩栩如生。”来自浙江青
田错峰出游的游客王先生，对着面前的展
品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赞叹。

非遗传承发展，离不开创新活力。“你
看，这张农民画是不是很有特色？这是用
我们福州传统漆画漆艺创作的农民画。”马
灵副主任指着展出的一张农民画向记者介
绍，农民画是通俗画的一种，由农民自己创
作，风格奇特、手法朴素，多绘制、张贴于门
窗、炕头、灶头等处。2016年，福建省艺术
馆启动农民漆画创新实践，将福州非遗漆
画技艺与农民画相结合，开办了多轮农民
漆画技艺实验班，创新出农民漆画这一独
特的艺术形态。我省农民漆画培训班学员
吴玉环、潘志坚、许建宁、刘文英也凭借农
民漆画创作，加入了中国美术家协会。

非遗代代相传，也离不开新生力量。
马灵介绍，由于游客众多，非遗博览苑成立
了一支小讲解员队员，共有30多人，都是对
非遗文化感兴趣的小学生。他们志愿报
名，接受培训之后上岗，在周末及节假日为
游客提供免费讲解服务。采访当天，来自
钱塘文博小学的苏淏宸小朋友正给一些来
自江浙的游客讲解。他告诉记者，自己在
家人的影响下，自小就喜欢上茶艺这一非
遗项目，后来就报名来非遗博览苑担任志
愿小讲解员。

“我在这里能够学习了解到更多的非遗
文化，也想把福建非遗文化讲解给省外客人，
让更多人了解福建非遗。长大后，我也想成
为一名非遗文化的活态传承人。”苏淏宸说。

“自2009年正式对外开放以来，我们非
遗博览苑热度不减，平均每年接待游客超
100万人次。”马灵说，“依托叶氏民居，展览
一场接一场，全年不间断，‘老宅子晒老手
艺’，为非遗保护传承注入活力。这次获得

‘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大奖’，也给了我们更
大的动力！”

“樱桃小嘴眼睛斜视，这个唐代陶彩绘
仕女俑是不是有一种傲气的既视感？”“鸡头
壶创烧始于六朝，早期装饰较为繁琐，到了
唐代，因更加注重实用变得简单，体现了从
繁到简的过程。”昨日适逢周末晴好天气，位
于仓山区烟台山历史风貌区的大观美术馆
客流量不减，变身讲解员的副馆长叶剑飞被
参观人员团团围住，生动的讲解带领大家更
直观地了解馆内艺术品的“前世今生”。

大观美术馆是榕籍爱国侨领曹燕灵、陈
文源伉俪创办的公益美术馆，也是“福州市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心·榕侨文化佳园”
和“同心·海归文创联盟”，此次荣获“百佳公
共文化空间奖”。

美术馆所在地乐群楼是烟台山的标志

性建筑、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清咸丰四
年由各国领事馆集资建成，为二层砖木结构
建筑，是福州最早用于各国领事以及商人聚
会的俱乐部，被称作“万国俱乐部”。

“美术馆是曹燕灵、陈文源伉俪筹备 3
年的心血之作，主要展出夫妻俩多年来不遗
余力在海内外收集的中国古代艺术品，‘让
文物回家’的同时，弘扬并对外传播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大观美术馆馆长林辉告诉记
者，美术馆共设置了 5个展厅，包括临时展
厅、正统青花龙纹缸展、历代陶瓷精品展、龙
年特展以及“壶里乾坤”历代陶瓷壶具展，系
统展现中国古陶瓷艺术的辉煌成就和现当
代艺术的新生活力。

记者在展厅里看到，古陶瓷、龙题材的

文物、陶制和瓷制壶具等艺术品琳琅满目，
让人目不暇接，每件艺术品前都标明了名称
和年代，并附上了语音讲解二维码，参观人
员只需扫描二维码，便能通过语音或者图文
详细了解艺术品背后的故事。

除了展示中国陶瓷艺术的辉煌成就，美
术馆还设置了文物修复展厅、宋代生活美学
馆等空间，通过举办各类美术艺术展览、中华
传统艺术讲座、大观传统文化学堂等文化公
益活动，推动国际文化交流，向世界传播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提升福州城市文化品位。

“你看这个作品，它用简单的几个甲骨
文讲述了一个人一天的生活，这是去年‘追
梦中华福建行·华侨（华裔）子弟寻根之旅’
夏令营学员们，在我们博物馆历史课上创作
的一个作品。”在“大观传统文化学堂”空间，
叶剑飞拿起一件甲骨文作品向记者介绍。

去年夏令营活动当天，来自印尼、泰国、
葡萄牙、缅甸等国家的 30位华侨（华裔）子
弟在美术馆非遗讲师的带领下，了解和学习
中国古代的甲骨文，亲身体验制作、刻写甲
骨文，探寻这一古代文字系统的起源、演变
和文化意义，收获满满。

“除了博物馆历史课，我们还研发了‘考
古学’‘文物修复’‘非遗’等特色课程内容，
举办了‘小小考古家——探寻福州根之所在
妙手回春修书人’‘重返秦俑本色’等活动，
更好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叶剑飞说，开
馆以来，美术馆总参观人数已突破 20万人
次，日预约进馆人数最高 3000多人，博物馆
历史课、宋代生活美学等深受欢迎。

林辉介绍，接下来，大观美术馆将不断
完善特色课程，通过举办更多展览，打造烟
台山文化艺术发展新地标，福州提升城市文
化品位的新名片。

福州这些公共文化空间——

全国最美全国最美 美在哪里美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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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于
台 江 区 中
平 路 的 福
州 市 美 术
馆（黄培松
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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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双伟摄

▼孙绍振
教授在鹿森书
店开讲《水浒
传》。
（受访者供图）

美在传承体验

乐群楼成美术馆乐群楼成美术馆

位 于 仓
山区乐群路
的大观美术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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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参
观安泰综合文
化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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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远摄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玉和林玉和 燕晓燕晓 王玉萍王玉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