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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舞蹈骨干（两新）培训班结课

“文艺两新”有了归属感

本报讯（记者 张钢）日前，2023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暨第
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发布会在京举行，组委会宣布电影节将于
11月1日至4日在厦门举办。

据介绍，本届电影节将闽南大戏院作为开幕式场馆，海峡大
剧院作为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场馆，设有开幕式及颁奖式、电影展
映、学术论坛、金鸡电影市场、电影界学习座谈会、金鸡电影创投
大会、金鸡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短片季等主体活动。

本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将评出最佳故事片、评委会特别奖、
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最佳儿童片、最佳纪录/科教片、最佳美
术片、最佳戏曲片、最佳外语片，以及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
导演处女作、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
角、最佳摄影、最佳录音、最佳美术、最佳音乐、最佳剪辑共计20
个奖项。

本报讯（记者 张帆）大型院前医疗急救纪录片《中国救护》
今日21：20在天津卫视播出第二集《心安之所》。
《中国救护》聚焦天津、重庆、杭州三座城市一线急救工作现

场，通过24小时纪实跟拍急救现场的工作状况，从120调度中
心、急救车厢，到医院急诊部，进行多地多机位拍摄，透过真实鲜
活的院前急救案例，展现温暖动人的中国故事。

据介绍，与其他医疗类纪录片不同的是，《中国救护》的
镜头聚焦的是救治最紧急的环节——院前急救。《中国救
护》融入日常的医学常识、急救技巧于整个纪录片，并透
过轻巧、温暖的形式输出知识点。跟随纪录片镜头，观众不
但能感悟生命可贵与人间暖意，也能收获实用的急救医学
知识。

本报讯（记者 张帆）昨天，第八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
化遗产节（以下简称非遗节）开幕，我市7个非遗项目亮相。

今年的非遗节以“共享履约实践 深化文明互鉴”为主题，
举办五洲非遗、神州非遗、巴蜀非遗、云上非遗4大板块30多项
特色鲜明的节会活动，来自国内和全球47个国家及地区900余
个非遗项目、5000余名非遗传承人和嘉宾相聚成都。

本届非遗节还首次举办了四川国际非遗品牌授权展，我
市非遗项目葫芦庐葫芦制作技艺和陈氏制瓷（手绘）制作技艺
受邀参展，与国内外买家团进行洽谈。同时，在非遗节期间举
办的传统医药健康生活展上，我市非遗项目达仁堂安宫牛黄
丸制作技艺、京万红软膏组方与制作技艺、达仁堂清宫寿桃丸
传统制作技艺、隆顺榕卫药制作技艺和益德成闻药制作技艺
集中亮相。

■ 本报记者 仇宇浩

近期，78岁的文化学者谭汝为推出新
书《称谓古今谭》《天津话里话天津》，向读
者普及怎样得体地使用称谓，以及天津方
言和天津地名知识。日前记者采访了这
位学术多面手。

谭汝为是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多年
来，他在文化语言学、汉语修辞学、诗歌美
学及天津城市文化研究领域开拓深耕，尤
其在天津方言和天津地名研究方面成果
颇丰。由他主编的《天津方言词典》曾获
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作品奖、第十一届
天津市优秀图书奖、2015年度天津地方文
化学术类优秀图书奖、天津市第十四届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小称呼蕴含大学问

《称谓古今谭》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
版，通过对古代常见社会关系的梳理，整
理了古人常用的各种称谓及它们在今日
社会语言交流环境中的语义演变。

访谈节目里，主持人将对方的父亲称
为“家父”；影视剧中，孝庄太后自称谥号

“我孝庄”，不分朝代将皇帝都称为“皇
上”……这些都是缺乏称谓知识闹出的笑
话。谭汝为表示，司空见惯的小称呼，却蕴
含着大学问，称谓系统地反映了一个民族
的政治制度、婚姻生活、礼仪风尚、道德取
向和文化心理，忠实地留下了社会变化和
语言演变的印迹。在社会交往中，说话人
既要依据对方的年龄、职业、地位、身份，又
要考虑与自己关系的亲疏、感情的深浅，以
及说话的场合等因素选择恰当的称谓。

古今学者对称谓研究都抱有浓厚兴
趣，但在当代，像《称谓古今谭》这样基于严
谨学术考据、立足史料与社会学研究的通
俗读物并不多见。谭汝为介绍，书中研究
内容涉及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称谓学、
语言学、修辞学等学科。写作时他注意贴
合现实生活，以社会关系中不同称呼为切
入点，用生动丰富的释例、诙谐俏皮的语

言，阐明语言学理论和历史学知识，比如通
过“同志”“小姐”“师傅”“老师”“美女”“亲”
“小姐姐”等社交称谓的语义演变，探究文
化背景和社会变革的动因，便于读者轻松
了解不同称谓在文化长河中的流变。

为了提升图书审美趣味，书中配有多
位艺术家专门创作的书画、篆刻作品。此
外，对数字阅读与智能化搜索功能的应
用，也是该书一大亮点。该书今年还获得
了第五届出版融合技术·编辑创新大赛的
“出版融合·数智作品奖”。

剖析天津方言 品味天津风物

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天津话里
话天津》，聚焦天津文化，从地名和语言切
入，结合社会文化背景，诠释了“熬鹰”“拌
蒜”“幺蛾子”“掰扯”“罗罗缸”“包圆儿”等上
百个天津特色词汇，以及60余个典型地名，

展示天津别具一格的历史文化特色。
谭汝为介绍，“书中‘方言源流’和‘词语

考辨’两部分，通过对天津方言语音、词语、
熟语、修辞、字源、文化、寻根等角度的专题
辨析，有助于推进天津方言系统研究。”

在他看来，地名蕴含着历史文化、社会
文化、寻根文化、乡土文化和语言文化，“许
多老地名本身就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
地名是人们识别不同地域的符号，也是社
会发展留存的痕迹。只要留下地名，后人
就能凭借这个地理坐标去探源历史。”

谈及为何将研究重心转向天津城市文化
研究时，谭汝为表示，首先是出于与生俱来的
乡梓情结；其次，保护天津方言，就是保护城
市的历史文脉和文化根基，因此要在志书史
料里挖掘，在民间学者间交流，在前贤基础上
升华，在田野调查中汲取，只要坚持不懈地扎
实推进，必然能够取得开拓性的成果。

本报讯（记者 张帆）昨天，由市文联、
市舞协主办的2023年天津市舞蹈骨干（两
新）培训班结课。此次培训旨在加强对“文
艺两新”（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骨干
的团结凝聚，提升“文艺两新”队伍的政治
素养、创作能力、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平。

据介绍，此次培训班内容设计全面、
系统、务实。课程内容紧贴实际需要，既
有思政方面的内容，也安排了很多高水平
的业务知识讲座，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
用性，授课老师都是来自全国舞蹈领域的
专家学者。老师们从不同角度为学员提
供知识大餐。

在为期4天的培训中，著名舞蹈家黄
豆豆以《为人民而舞》为题讲述了在雅典
奥运会闭幕式等重大活动中的创作感
悟；中国舞协会员工作处处长雷娟讲授
《少儿舞蹈创作要点和趋势》；舞蹈家郭
爽与青年舞者交流共创即兴编舞。此
外，中国舞协少儿舞蹈委员会委员周旭
光、广东省舞协理事朱琳和天津市儿童
艺术剧团舞美中心主任孙亮从各自专业

领域出发，为学员们进行了专业翔实的
讲授。

理论授课和实践活动令学员们受益

匪浅。希瑞舞蹈学校负责人祝弦说：“这
次培训不仅能够和全市100多位同行交
流，还能和国内顶尖的舞蹈专家面对面学

习，是一次十分难得的机会。在课程安排
上不仅有少儿舞蹈的编创，还有民营机构
的建设发展，也有如黄豆豆老师所讲《为人
民而舞》，都是新文艺群体工作者当下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悦天艺童培训学校负责
人柳浩钰表示：“为‘两新’组织群体这样的
培训班，让我们的年轻教师有了一种归属
感，这些有针对性的业务培训不仅提升了
我们的业务水平，更为年轻的‘两新’群体
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艺术为人民服务的主
基调。”

市舞协主席高久林表示，近年来，天
津舞蹈界的新文艺组织与新文艺群体与
日俱增，需要更广阔的舞台去施展才华、
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我们以此次培训为
契机，不断提高舞蹈工作者的政治站位和
业务能力，进一步搭建工作平台、加强资
源配置、探索行业管理、创新方式方法，更
好地服务保障舞蹈‘文艺两新’工作，为出
精品出人才，扎实推进天津文艺建设作出
新的努力。”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让读者读得懂喜欢看有收获能共鸣
——文化学者谭汝为谈社科普及创作

非遗节上“津”彩纷呈

我市7个非遗项目在成都亮相

大型院前医疗急救纪录片《中国救护》

第二集《心安之所》今晚播出

2023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下月举办

20个金鸡奖奖项将评出

常规赛增至52轮 外援政策同上赛季

CBA联赛新赛季21日拉开战幕

WTA500郑州赛

郑钦文挺进女单8强

本报讯（记者 李蓓）2023—2024赛季CBA联赛新赛季将于10
月21日开始，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会上宣布常规
赛由42轮增加至52轮，整个赛季不晚于2024年5月31日结束。
另外，新赛季的外援使用规定与上赛季保持一致。
新赛季CBA联赛将于10月21日开赛，常规赛从42轮增加至

52轮，按照2022—2023赛季CBA联赛常规赛排名蛇形排列分为
两大组、四小组。每支球队与同小组的其他球队各进行3场比赛，
与不同小组、同大组的球队各进行4场比赛，与不同大组的球队各
进行2场比赛。
常规赛期间，CBA联赛将遇到两次国际篮联比赛窗口期，届

时联赛将提前暂停，待窗口期结束后恢复比赛。季后赛将于2024
年4月10日开始，采取“3-5-5-7赛制”，即12进8采用三场两胜
制，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都采用五场三胜制，总决赛采用七场四
胜制。此外，2023—2024赛季常规赛比赛的开球时间将进行更多
个性化尝试，除新疆赛区以外，其他部分赛区的部分比赛开球
时间也改为20：00。2024年CBA全明星周末计划于2024年3月1
日—3日在厦门举行。
对于外籍球员的上场规定，官方表示将延续上赛季规则。

常规赛期间，外援4人是4节4人次，每节最多1人次。上赛季排
名后四位球队宁波队、天津队、四川队、福建队执行外援4人4节
5人次，前三节每节最多2人次，第四节最多1人次。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3年WTA500郑州站昨天展开女
单次轮争夺，郑钦文以7：6、6：3力克赛会3号种子萨卡里，终结
对后者两连败的同时成功挺进女单8强。这是郑钦文首次挺进
本土巡回赛8强，也是她生涯第5次击败世界排名前10球员，将
和卡利尼娜争夺4强资格。
双方此前两次交手，郑钦文尚无胜绩。她表示，此前卡塔

尔赛时自己身体状态并非最佳，此番相遇一定会拼尽全力争
取胜利。本场比赛，郑钦文的发球占据绝对优势，全场比赛轰
出13个Ace球。
“发球一直是我的强力武器，但之前发球成功率不高，限

制了发挥。训练中特别增加了这方面的内容，从这两场比赛
看，效果还是很好的。发球成功率高，保发球局很容易。”展望
下一轮与卡利尼娜的对决，郑钦文表示：“以前和她在红土场
有过交手，但并不是特别了解，这两天需要和教练一起好好研
究对手。”
中国男网名将吴迪在郑钦文的赛场边，在中国赛季二人

将保持合作。郑钦文透露：“其实吴教练早就该来了，就是因
为张之臻在上海打得太好了，所以现在才到。吴教练的经验
非常丰富，希望和他合作能给我带来新的灵感，能听到不一样
的建议，产生化学反应，让我有新的进步。目前确实仅限于中
国赛季，之后还需要和整个大团队一起做出一个比较重要的
抉择。”

本报讯（记者 张璐璐）天津马拉松即将于本
月15日鸣枪开跑。作为在我市市区举办的一场
马拉松盛宴，天津各大跑团的跑友都非常振奋和
期待。目前，参赛的选手正在有计划地进行针对
性训练，为即将到来的天津马拉松冲刺。

作为资深跑友，天津的参赛选手对各地方举
办马拉松情况非常了解，“今年的天津马拉松大家
还是非常期待的，因为这也是中奥路跑组织的赛
事，和‘国马’‘北马’都是一样的规格和级别，大家
都比较看好。而且这次天津市内的景点，通过
设置的路线都能够跑得到，也向外地的跑友展
示出了更好的天津。”天津NEW（新）跑团负责人
张鑫表示。

天津马拉松开赛在即，已经确定报名成功的
天津跑友正在进行着备战训练。NEW（新）跑团
已经进行的备战是周三、周六、周日在“水滴”
跑，周三进行速度跑，周六进行距离跑，周日对
跑姿进行纠正，做一些基本训练，有时候大家还
要去郊野公园、水上公园外围跑一圈6公里。

自天津马拉松路线在官网公布后，天津各大
跑团都争相去跑一跑，找一些参照物。包括起跑
点在哪儿，跑完5公里、21公里、42公里后有哪些
参照物，选手们都已提前知晓。值得一提的是，由
于本届天津马拉松在我市市区举行，很多设置的
路线沿途都会经过跑友的家，或者是跑友朋友的
家。张鑫介绍：“在我们自己或朋友的家里，都准
备了物资，他们在沿途会为我们加油助威，为跑友
补给能量。”

“天马有我，津津乐道，地铁同行”，这
是天津地铁6号线梅江会展中心站内，一
系列与2023天津马拉松相关的宣传涂装
与导引中，最为醒目的一个。

因为天津马拉松博览会昨天在我市梅
江会展中心S馆开幕，也因为昨天是参加天
津马拉松的3万名选手在规定时段内，到这
里办理参赛手续、领取参赛物品的第一天，
梅江会展中心地铁站内昨天人来人往非常
热闹，而这一派繁忙的景象，也是10月15日
天津马拉松鸣枪开跑的序曲。

为了让选手们都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
实名验证、签署《健康安全责任承诺书》、人
脸信息录入、领取参赛号码布和参赛包等一
系列流程，天津马拉松组委会在现场安排了
多达几十条的受理通道。虽然对选手们而
言，每个环节和步骤，都需要读取身份证信
息或完成人脸识别，感觉稍显繁琐，但是由
于开放通道多，再加上现场志愿者们谙熟流
程、态度热情、引导得宜，因此每名选手从进
入区域到顺利领取属于自己的参赛号码布、
参赛包，一般最多只需要10分钟。

办妥相应事宜后，第一时间拍照留
念、发朋友圈，或者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做
发布，是绝大多数参赛选手的标配行动。
于是昨天只要置身梅江会展中心S馆，一
定会发现，无论男女老少，大家都心情愉
快、笑容灿烂地等待踏上天津马拉松的赛

道，让这项赛事也凸显了明媚的基调。
再接下来，参赛选手们要做的事，是兴

冲冲地逛马拉松博览会。“天津真哏儿、煎饼
果子、锅巴菜、果篦儿、耐人儿、拿拿龙、把家
虎、幺蛾子……”天马博览会展区前的大幅
透明影壁上，既有天津是“哏儿都”的定义，
又有天津早点蜚声全国的几大“代表作”提
示，还有形形色色天津方言的“文字版”，选
手们在此驻足，饶有兴趣地读一读，不知不
觉间，快乐指数再一次增加了。

本次天津马拉松博览会，共有包括赞
助商在内的19家参展商布置了各具特色
的展区，涵盖了金融机构、品牌汽车、运动
服装、功能饮料、食品等方方面面，大家共
同助力天津马拉松，也烘托起鸣枪前热烈
的氛围。

本报记者 顾颖 摄影 卞程

领取参赛装备快捷 逛博览会兴高采烈

“天马”序幕快乐开启

▲天津马拉松博览会展区前的大幅透明影壁。

天津跑友期待展示实力

▲天津马拉松参赛选手领取装备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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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地铁6号线梅江会展中
心站的宣传涂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