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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江花月夜》、《颗粒
归仓》、 《钟馗》 ……由天
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主办，
天津泥人张彩塑工作室、天
津美术馆共同承办的“天津
泥人张彩塑优秀作品进京
展”! 月 "# 日至 ! 月 "$ 日
亮相中国美术馆。展览作品
主要来自两馆一室的收藏，
共有 %&件（套），既有泥人
张家族的作品，又有彩塑工
作室专业技术人员的优秀作
品。其中中国美术馆馆藏作
品 #"件（套），主要是表现
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如傅
长圣的 《山里红》、 《大红
枣》；天津博物馆馆藏作品
$ 件 （套），主要是取材古
典文学的人和事，如张明山
的 《二仕女》，张景祜的
《红娘》；还有天津泥人张彩
塑工作室收藏作品 '& 件
（套）。这些作品，年代无论
远近，题材无论古今，形神
兼备，雅俗共赏。

天津泥人张彩塑是清朝
道光年间发展起来的一种民
间艺术，自张明山创始流传
至今，已走过了 #%&多年的
历程。泥人张彩塑艺术采用
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写实
和传神是其艺术创作的主要
特征。运用中国传统泥塑技
法，强调“线”的运用，通
过“压、拍、堆、贴、刻、
刮、削”等塑造技法，充分
利用线留下的笔触，采用
“涂、染、勾、描、润、擦、
点、画”等技法着色，追求
解剖结构、夸张合理、取舍
得当，能真实地刻画出人物
性格、体态，是中国北方泥
塑艺术的杰出代表。

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
战祸饥荒，民生凋敝，许多
民间艺人处于饥寒交迫的困
境，“泥人张”也不例外，
张氏艺人迫于生计纷纷改
行，只有张景祜一人捏点简
单易卖的泥人维持生活。新
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
重视民间艺术，采取了保
护、扶持、发展的政策，
#!'! 年成立了天津泥人张
彩塑工作室，张氏技艺由一
个家族的艺术活动发展为社
会性的彩塑事业。目前工作
室已初步形成一套传承保护
机制，将其建设成为彩塑创
作研究中心、保护中心、文化
交流中心。"&&( 年，泥人张
彩塑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天津泥人张彩塑
百年精品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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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压总动员
尹晓宇 周昱含 刘 庆

“其实我真的很烦，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久违的同学、朋友相约，
我只能虚伪地推辞；开学季到来，女儿学费让我为难；!月伊始，房租
的压力让我躲避；中秋将至，我只能让空巢父母独自望月……”网友
“)五果杂铺”在微博上吐槽。

学习、工作、住房、交通、环境、人际交往等各种压力一齐涌上
心头，让现代人负重累累。

砸“鸭梨”打“老板”

抡起“大铁锤”，重重砸向“大鸭梨”；戴上拳击手套，与“大
*+,,”来一番“末日格斗”；在雪白的墙壁上“挥毫泼墨”，“笔杆暴
动”乱涂乱画无罪；脱下高跟、长裙，与枕头战斗到底……!月 #日至
!月 -&日在长沙世界之窗举办的第五届减压节邀请市民“去减压城堡
撒点野”。活动主办方称，平日的压力让很多人感觉神经衰弱，却无法
发泄，公园的快乐减压法可以让身心得以放松。
“减压节主要是针对社会上一些‘高压人群’，比如刚入职场的

‘菜鸟’，又进开学季的老师、学生等，希望他们能够在减压城堡中化
解压力。”长沙减压节策划部副经理向健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我们
主打的概念是‘宣泄’，而不是‘发泄’，强调既不伤人也不伤己，彻
底释放自我。”

减压节 - 天之内就已接待 $&&& 多名玩家。“玩得很疯狂很开心，
好像把心里的不满和委屈都给宣泄出来了。”长沙上班族吕女士告诉笔
者，“平时都不敢表现自己的负面情绪，今天可以狠狠放纵一把了，
真的很爽。”

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样的方式是短暂的，腾讯网友“) 玉吻月”表
示，乱砸乱摔，大喊大叫之后，还得回到现实生活中去，“人生照样
很艰难”。

单纯宣泄非治本之策

其实，诸如此类的减压游戏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 "&&%年，广
州一家卡拉 ./厅就上演过“枕头大战”，0&多名白领青年分成两个阵
营，以枕头为武器“大打出手”。"&&!年，山东潍坊的“跳床”爱好者
为减轻工作压力，每到周末就聚集起来玩跳床游戏。
“这些实际上是起到一个泄气阀的作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能

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跟听音乐、旅游这些作用时间较长的减
压方式相比，“宣泄疗法”更为直接。
“但是，单纯的宣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可能进一步增

长你对宣泄的依赖，以至于产生一些破坏性行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
学院副教授胡翼青表示，这是因为在很多由压力引起的极端案件中，
很多人可能会在宣泄时将语言或肢体暴力带到现实生活中去。对此，
他建议，压力大的人可以尝试一些专业的减压方式，包括在心理医生
的引导下进行减压，如催眠、精神分析等。也可以多交一些朋友，多
和家人、伙伴交流倾诉。

达人们的减压术

在压力夹缝中摸爬滚打多年的达人们，也想出了各种妙招，给压
力山大的生活松个绑。现在就让我们来盘点一下世界各地千奇百怪的
减压招数吧。

日本东京一群 0& 多岁的中年男子为缓解工作压力，组建了一个
“老爷们儿缝纫俱乐部”，一有时间，他们手中的工具便从电脑变成了
针线。除此之外，日本还有很多盛行的减压方式，比如东京的一些餐
厅推出“梦想成真”服务，让女性顾客享受公主般的待遇。有一家专
门供日本白领解压的摔盘店，门口招牌上写着“把压力统统摔出去”。
另外，在一个名叫“点滴 #&”的店里，生活节奏快、精神压力大的白
领只需要抽出 #&分钟的时间打点滴，就可以随时补充维生素、缓解疲
劳。

在美国的西北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原始呐喊”的活动已形成
传统。每到临考前一晚，学生们晚上放声呐喊一分钟。另外，在马萨
诸塞州的塔夫茨大学，大学生经常参加裸跑，在刺骨的冷风中暂时忘
却考试压力。

“荷花奖”盛放西宁 古典舞评奖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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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西宁国际舞蹈节暨第九届中国
舞蹈“荷花奖”古典舞评奖日前在“夏都”西
宁举行，时隔 !年，代表中国古典舞最高艺术
成就的全国性赛事“荷花奖”终于再度绽放，
这也是中国古典舞第一次独立举办的全国性舞
蹈赛事。

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舞协名誉主席白
淑湘说：“舞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
通过舞蹈可以看到民族的文化、历史和未来。
这次大家在这个平台上相互交流切磋，探讨中
国古典舞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
“‘荷花奖’已经形成了一套严厉的制度。

公平不能建立在个人的自觉性上，只有机制严
密才能保证”。中国舞蹈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席冯双白说。除了公开抽签、公开亮分、
监审公开质询、评委公开答疑等措施，比赛还
开创性地采用“大评委团”和“亮分评委制”，
在决赛开始前从 #' 位评委中随机抽取 ## 位上
场打分，再加上作品编导和参赛单位回避制，
最大程度地排除“人情”成分的干扰。

本次评奖共产生 "( 个奖项，其中铜奖 #&

个，银奖 #&个，金奖 ( 个。单双三人舞组中，
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的《且看行云》、北京舞
蹈学院的《月满春江》获得表演金奖，北京舞
蹈学院的《济公》 摘得编导金奖；解放军艺术
学院舞蹈系的《丽人行》、吉林市歌舞团有限责
任公司的《满江红》以及西宁艺术剧院有限公
司的《陶纹梦圆》获得群舞组的作品金奖。
“深宫怨妇基本上一扫而尽，传统文化中一

些高尚情感被释放出来了。”冯双白认为，这次
的题材选择有所拓展，济公、梅娘、勾践、杜
丽娘等历史人物出现在舞台上，古典舞的各流

派蓬勃发展，汉唐派、敦煌派、身韵派和昆舞
派等在这次比赛中也均有展现。

编导水平的提升也很突出，获得好评的
《丽人行》用精致纯粹的动作语言和干净流畅的
舞蹈结构描绘了汉唐丽人出游的灵动美好，
《济公》则突破了传统的舞蹈形象，生动刻画了
济公的诙谐形象。“中生代的青年编导开始用
他们自己的方式寻求主体性的表达。”中国舞蹈
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罗斌说，尽管这
些表达还不都是非常成熟，但其创新意识值得
肯定。

尽管从编导到演员均有提升，能称得上精
品的作品仍然不算多数，多位评委提出了古典
舞目前存在的过度追求技巧而弱化舞蹈艺术性
的问题。
“我们的演员大部分非常优秀，但相对之下

作品滞后，目前是演员好过创作。”著名舞蹈家
陈爱莲指出，一些作品在创作中不管刻画人物
是否需要，硬要加入技巧展示，演员都在做空
翻，抬高腿，旋转很多圈，这种单纯为追求技
巧展示而脱离了人物形象的做法是非常不可取
的，“我绝对不反对技术，但是要用得恰当”。中国
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刘敏也认为，炫技早该结束
了，“炫技必然会脱离人物，而舞蹈是为了塑造人
物，渲染情感的。”她呼吁古典舞编导追求品质，
深入思考，不张扬地坚守，这样才能触摸到艺术
真正灵性的东西。

对此，罗斌强调，古典舞需要努力建设自
己的理论体系，建立起一个基本的方法论立场，
使得创作有更多的理论支撑，“如何在艺术思
维的层面，实现对古典舞创作的反思和提升，
这恐怕是未来古典舞需要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