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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博物馆沉浸式学习模式 让更多孩子走近文物对话历史

“板凳上的博物馆”炼成记

■ 本报记者 刘莉莉

3月 28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教
育家孙毓敏去世，享年83岁。孙毓敏生
于1940年，是荀慧生先生弟子。她在舞
台塑造了诸多鲜活艺术形象，代表作有
《荀灌娘》《红娘》《陈三两》《痴梦》等。她
1991年起担任北京戏曲艺术学校校长，
培养了大量戏曲人才。这位热心戏曲传
播的“可爱老太太”走了，引发业内外一
片悲痛与惋惜。她的津门好友与弟子
们，也在一段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中表达
无尽缅怀。

“以荀派艺术继承和创新剧

目，广受天津观众欢迎”

戏曲理论家、剧作家刘连群是孙毓敏
的老观众、老朋友。刘连群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说：“上世纪80年代初，孙老师常
来天津演出，以荀派艺术继承和创新剧
目，广受天津观众欢迎。她有着极为不寻
常的艺术和人生道路，受创伤后奇迹般奋
起，重归舞台。作为演员，她善于继承，勇
于创新，形成了自己的代表剧目和艺术特
色。作为荀派艺术传人，她为老师录制音
配像，举办纪念活动，广收再传弟子。作
为戏曲艺术院校校长，她顺应时代要求，
开门办学，组织国内外巡演，培养了一批
又一批新人。”

此前，刘连群和孙毓敏一起参加京剧
电影工程艺术指导小组的活动，见面机会
较多。刘连群发现，退休后的孙毓敏依然
很忙碌，为荀派、为京剧，并且热情关注新
人新剧目。令刘连群印象深刻的是，2011
年，天津京剧院排演由他编剧的《香莲
案》，孙毓敏不仅来津观看首演，还第一个
给这部改编经典的新剧目写了推荐文

章。刘连群说：“在孙老师去世之前，我俩
还经常通电话，通话内容总是离不开京
剧。孙老师的坚强、勤奋和热诚，对京剧
艺术的挚爱和执着，是她留给京剧事业的
最可贵的纪念。”

“她把经过的苦难升华成了

善良，希望我们越顺越好”

孙毓敏弟子、市青年京剧团演员张
悦向记者回忆道：“关心老艺术家，提携
弟子，唱英文版《苏三起解》、给老外讲课
向世界推广戏曲，还有看似与荀派不相
关的武戏，她都要管。老师说武戏演员
是高危职业，要给孩子们上保险，要重视
武戏发展。经过老师的奔走呼吁，促成
了京津冀武戏展演的举办。老师胸怀的
是戏曲事业。”

精神矍铄、心直口快、活泼爱笑是人
们对孙毓敏的印象。“人们看到的是她的
高光时刻，却很少知道这背后的艰辛。”张
悦讲述，有一次，她随师探望老艺术家。
天气很热，上楼没电梯。老师一瘸一拐，
早已汗流浃背、疲惫不堪。可一进屋，那
个刚刚还力不从心的老太太，一下变得充
满热情和活力。

2020年荀慧生先生诞辰120周年，孙
毓敏忙不停地给弟子排戏。突然有人发
现，老师的眼睛有点睁不开。孙毓敏表示
“轻伤不下火线”，可还是被徒弟们“押”到
了医院。经诊断，老师患了肌无力。她配

合治疗的同时，依然整理资料、通过手机远
程指导、给徒弟量身定制艺术计划……张悦
感慨道：“师父一辈子克服的困难和所受的
委屈有很多。但是，她把经过的苦难升华成
了善良，希望我们越顺越好。她是我们心里
的一缕阳光，像灯塔一样照耀我们前进。”

“剧目移植是剧种之间相互

借鉴提升的方法”

除了传承京剧荀派艺术，孙毓敏还擅长
京剧与其他剧种的双向移植改编，也培养了
不少其他剧种的弟子，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
刘红雁就是其中之一。

2001年，一次机缘巧合，刚入行的刘红
雁在姐姐的带领下见到了自己“想都不敢
想”的孙毓敏。当时，刘红雁唱了一段河北
梆子，孙毓敏给了很大肯定。“让我妹妹拜您
为师吧！”姐姐的快人快语令刘红雁大吃一
惊：一个是堂堂京剧艺术家，一个是河北梆
子小学员，天壤之别，这怎么可能呢？没想
到，孙毓敏干脆地说：“没问题啊，我也有其
他剧种的学生。”

后来，刘红雁在老师的帮助下排演了
《金玉奴》《勘玉钏》等从京剧移植而来的河
北梆子剧目。每次演出后，师父都写来一封
长长的信，开头是热情的鼓励，后面则提出
数十条事无巨细的意见建议。

刘红雁说：“老师觉得，剧目移植是剧种
之间相互借鉴提升的方法。移植剧目不是
简单的‘拿来’，要进行二度创作，唱念做舞

都要重新设计，根据不同剧种表演特色来编
排，力争让剧目留下来、传下去。”
采访中，张悦和刘红雁不约而同谈到老

师对她们的关怀无微不至。吃什么东西保养
嗓子、怎么搭配服装，乃至一些生活琐事，老
师都会叮嘱、教导。师徒似母女。
再过一两个月，张悦和刘红雁都将迎来

各自的演出。她们带着恩师的传授、呵护和
希冀，在各自领域里努力着……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教育家孙毓敏去世，享年83岁——

荀风毓骨 津门流芳

本报讯（记者 张帆）近日，由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
市群艺馆承办，各区文化馆（宫）协办的“一封家书”第
八届全民创意写作活动征稿启动，受到了市民的广泛
关注。

此次评选面向天津市业余文学创作者征集作品，分为成
人组和未成年人组两个组别。参评作品体裁为书信，字数不
超过1000字，内容应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在津生
活期间的家庭家教家风，也可展现具有特别意义的不是亲人
胜似亲人的感人互动。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3月 28日，由市档案馆、天津社
会科学院主办，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承办的“天津地方
史研究丛书”新书发行仪式在市档案馆举行。来自天津
社科院、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专家学者对丛书给予高
度评价。

市档案馆（市地方志办）于2021年启动“天津地方史研究
丛书”“天津地情资料丛书”资助出版工作。此次推出的3种
新书《老天津的地质风物》《近代天津广播史》《故纸上的天津
往事》，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是天津历史文化研究
的重要新成果。三位作者通过研究大量原始文献，深入挖掘
和反映天津的历史文化信息，把握城市发展脉络及特征，或图
文并茂展现天津的地质历史、地质变迁、地理风貌、地质遗产，
记录百年来天津有趣的人文故事；或梳理、总结天津近代广播
业从诞生到曲折发展再到获得新生的历史过程及贡献；或以
故纸藏品证史，通过解读老广告图画的信息，勾勒出鲜为人知
或近乎淡忘的天津往昔生活细节。

市档案馆（市地方志办）党委书记、馆长阎峰表示，地
方史志工作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
重要事业，我们始终以“存史、资政、育人”为己任，立足挖
掘天津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内涵和丰富底蕴，弘扬中华传
统文化，打造城市文化名片，为天津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
力支持。

“天津地方史研究丛书”新书发行仪式举行

3种新书记录天津历史人文故事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受“新时代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
演”之邀，近日，由天津交响乐团等共同委约创作，作曲家王丹
红作曲的大型主题交响曲《新世纪灯塔》在北京音乐厅精彩上
演，并通过网络平台直播。

为展现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意气风发、昂扬奋进的新面
貌，推出更多优秀舞台艺术作品，让艺术惠及更多人民群众，
文化和旅游部于2022年12月至今年4月底在京举办“新时代
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展演遴选优秀新创和经典保留艺
术作品参演，涵盖戏曲、话剧、儿童剧、歌剧、舞剧、音乐会、交
响合唱等多个艺术品种。

大型主题交响曲《新世纪灯塔》原名《灯塔》，由四川交
响乐团、深圳交响乐团、天津交响乐团、青岛交响乐团、哈尔
滨交响乐团、武汉爱乐乐团6家职业乐团共同委约创作，曾
入选2020—2021年度“时代交响——中国交响音乐作品创
作扶持计划”扶持作品名单及重点扶持名单。作品创作于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2021年5月在国家大剧
院首演。作品从百年沧桑巨变的恢弘历史画卷中提炼思想
结晶，汲取艺术灵感，将理性思辨与热血情感化为极具张力
的交响乐语言。

此次晋京演出由指挥家洪毅全执棒，来自天津交响
乐团等 6 家乐团的演奏家组成 120 余人的演奏团队，以
大编制交响乐团的阵容震撼亮相。《新世纪灯塔》音乐的
主导动机取材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经典的旋
律令北京音乐厅内的观众热血沸腾。全曲包含“求索”
“丰碑”“征途”“光明颂”四个乐章，带领观众经历了从革
命年代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到灯塔初现、终见曙光的伟
大历程。

交响曲《新世纪灯塔》在京奏响

展现文艺工作者昂扬奋进面貌

市群艺馆征集“一封家书”
参评作品体裁为书信 字数不超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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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茵

近日，“板凳上的博物馆”首场课程在
天津博物馆开讲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这些充满特色的课程是如何“出炉”的？
课程的设计有哪些故事？这些课程能让
更多孩子走近文物，走近历史吗？日前，
记者采访了该课程的策划团队。

打造沉浸式学习模式

“板凳上的博物馆”项目面向全市大
中小学在校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开展系
列精品课程。该课程充分发挥馆藏文物
优势，通过展出的文物、翔实的文献、深入
浅出的讲解与学校课程紧密结合，提供历
史课、思政课现场教学，打造博物馆资源
与学科教学相融合的沉浸式学习模式。

如何打造精品课程，让青少年爱上博
物馆？天博宣教部副主任张堃告诉记者：
“授课老师用半年时间精心设计了课程内
容，采取全新的‘三段三层’架构，根据低、
中、高三个学年段学生特点，由浅到深有
针对性设计课程内容，充分发掘博物馆经
典常设展览、热门临展和馆藏精品文物，
以小见大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此次，天博各业务部门通力合作，在
课程的选定上下功夫。张堃说：“在课程
设置上，我们重在激发青少年的兴趣，平
衡知识性与趣味性，将讲解内容重新解

构，细心打磨课程文本，优化配套课程演
示文稿，串联动手体验环节，让青少年在
听觉、视觉和触觉等多维度感知历史与
文化。”

观展避免走马观花

为了帮助小学生融入课堂，特别设
置了前置学习引导环节——老师们在上
课前给学生们发放“学习单”。“板凳上的
博物馆”首期课程是《幽菁可爱的青花
瓷》，策划团队在“学习单”上设置了“纹
饰连连看”“文物找找找”等任务清单，让
小学生根据“学习单”上的纹饰图案，在
展厅内找到相对应的展品，让孩子们在
探宝的过程中对青花瓷的历史及其纹饰
有了初步的认知，从而避免了走马观花
式的参观。

天博宣教部的工作人员郭颖告诉记
者：“这个课程与人教版五年级课本中的
《珍爱国宝——古代陶瓷艺术》相结合，除
了在课本中学到的内容，孩子们对青花瓷
的纹饰产生浓厚的兴趣，缠枝莲纹、如意
头纹、卷草纹都长什么样？在沉浸式的游
览中，孩子们通过聆听老师讲解，并动手
绘制瓷盘，体会到了古代工匠的精湛技
艺，感受到了青花瓷的艺术之美。”

唤起孩子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高中生历史基础较好，他们对博物馆

及藏品有一定认识，但多局限在藏品表面。
针对这个年龄段的学生特点，《笔墨丹
青——画家仇英心中的桃源仙境》课程的设
置和讲述有什么新意？

天博书画部专家潘恒说：“高中课本
里有《桃花源记》，学生们一定会好奇，《桃
源仙境图》是不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
源’？为此，我选取了两者的文本进行对
照，告诉学生们《桃源仙境图》并不是根据
《桃花源记》这个文本去创作的。画中的
高士临流抚琴，画面中又点缀了几株桃
树、数点桃花，表现的是文人高士置身山
水间的一种理想化状态，表达的是一种隐
逸精神。”

在潘恒看来，以讲故事的形式与学生们
交流互动，可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在讲
完仇英和文徵明的相识经历后，视频中呈现
出仇英的《桃源仙境图》轴和文徵明《剑浦春
云图》卷，学生通过影像资料直观地感受大
青绿与小青绿的区别以及吴门画派的艺术
魅力。

一堂课，从课本里的《桃花源记》到传世
名作《桃源仙境图》，再到青绿山水画，再延
展到传统颜料与现代颜料有哪些区别。天
博文保部工作人员祝一宁说：“绘制青绿山
水的纸、绢是什么样的？绢本文物如何修
复？我的任务就是从一个小的切口，引领学
生认真观察和体会书画作品的材质和颜
料。课程现场，我给学生简单模拟演示了绢

本文物的修复过程，学生认真听课，并提出问
题，可以看出他们的求知欲很强。我希望用
文物保护的初心唤起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热
爱，也希望孩子们能够走进博物馆，对话历
史，对话文化。”

让更多文物“活”起来

与中小学生相比，大学生知识水平和理
解力相对较高，对文博的兴趣和爱好更为稳
定而持久。天博讲解员张凌菲告诉记者：“首
场课程，我的授课对象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的大一新生。在授课之前，我先做了基础调
研，掌握了学生们对于本校历史和天津在中
国近代教育史上地位的了解程度，然后把授
课重心放在天津近代教育产生的历史背景
上，着重讲述了南开学校建立的时代背景，建
立过程中所经历的坎坷以及南开学校愈挫愈
奋的精神。同学们通过了解天津近代教育
史，能够更加深入体会南开的‘公能’精神，也
增强了爱国、爱校的情感。”

张堃说：“青少年能够主动参加并喜欢
‘板凳上的博物馆’课程，根本原因在于他们
对文物背后承载的中华民族历史、传统文化
和艺术的热爱。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生动
讲述及合理互动环节拉近他们与文物的距
离，弘扬和传承中华文明。我们将邀请更多
的学校、学生走进博物馆，持续推进‘板凳上
的博物馆’系列精品课程，让更多文物‘活’
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