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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青池遗址考古发掘获重大突破 我市首次发现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遗存

为万年天津文化起源提供实证

本报讯（记者 张帆 摄影 姚文生）前
天，由华夏未来排演的少儿版精品京剧《龙
凤呈祥》在华夏未来剧场上演。
据介绍，此次少儿版《龙凤呈祥》是时

隔30多年后再次由华夏未来少儿京剧团
排演。40余名小演员平均年龄8岁，最小

者仅4岁，包括曾获“小梅花”金奖、“国戏
杯”金奖、“和平杯”中国京剧票友邀请赛
十大名票、市级文艺展演一等奖的小演
员。演出中，孩子们的一招一式有板有
眼，唱念做打样样在行，赢得现场观众的
热烈掌声。

日前，天津京剧院在广东会馆奉献国粹经典《红鬃烈马》。百

年戏楼响起国粹之声，为观众送上美好祝福。

本报记者 刘莉莉 姚文生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张钢）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4年元旦档电影
总票房15.33亿元，观影人次达3660万，创造同档期新纪录。其
中，国产影片票房14.11亿元，市场占比92.04%。
凭借“下雪场”出圈的《一闪一闪亮星星》拿到6.08亿元票房，

成为元旦档票房冠军，喜剧片《年会不能停！》以2.33亿元紧随其
后，《金手指》以2.19亿元位列第3，分别报收1.73亿元和5463.6万
元的《潜行》《非诚勿扰3》位列第4、5位。作为2024年首个档期，
元旦档票房对比去年同档期5.55亿元的成绩暴涨近3倍，刷新
2021年13.03亿元的成绩，实现了今年电影市场的开门红。

电影市场开门红

元旦档总票房15.33亿元创新高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日前，第五届天津市青年摄影展在河西
区文化中心开幕。
该展由市文联、市摄影家协会主办，自2015年创办以来，每两

年举办一届。本届摄影展共收到来稿948件，评选出入展作品100
件、优秀摄影师10名。展出作品类型多样、题材广泛、内容丰富、
技法多元，涵盖了人文、风景、纪实等领域，既有充满人文情怀的现
实主义影像，又有艺术气息浓郁的创意之作，展现出青年摄影人的
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展览持续至今年1月7日。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日前，《2024年
学前及中小学生寒假分年级阅读推荐书
目》发布。
今年的书单以“阅读，劈开冰封大海”

为主题，由浙江省特级教师张祖庆领衔，
全国93位语文名师和教育、绘本专家共
同研制，得到北京语言大学读写研究中心
指导，这是该团队第七年为学生打造假期
阅读书单。
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小年兽》《吹牛爸

爸的奇幻之旅》《你愿意用什么换我的蝴
蝶？》分别入选一年级主题、四年级主题、
大班主题；新蕾出版社的《马蒂和三个天
大的谎言》入选三年级主题；天津杨柳青
画社的《白猫成熟的季节》入选中班主题；

天津作家冯骥才的《俗世奇人》入选七年
级主题。
选书团队成员、全国优秀教师冷玉斌

说，本次书目的研发，采用“成人视野，儿童
立场”。团队特意将书单划分为12个学龄
段，覆盖学前到初中，本着“量力而行”的原
则，仅对每个学龄的孩子推荐4—6本书
籍，不同学龄段的推荐书目也有差异。
张祖庆表示，之所以能实现针对每个

学龄孩子的学习、认知、心理特点，进行分
年级阅读推荐，源于选书老师长期工作于
教育一线的经验背景。他们用新的工匠精
神，抵御浮躁之风，让短视频时代的读书回
归“慢节奏”，回归对孩子深度思考能力的
培育。

本报讯（记者 张帆）近日，由市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蓟州区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完成的2023年度青
池遗址考古发掘项目顺利通过天津市文物
局组织的专家验收评估。
青池遗址位于蓟州区州河湾镇原青池

一村北侧、州河南岸的河流二级阶地上，现
于桥水库南岸。我市考古部门曾于上世纪
90年代对该遗址进行过3次考古发掘，发
现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遗存。该遗存
的发现，将天津地区人文史提早到距今约
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阶段。
2015年，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在开

展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天津地区旧、新石器
时代过渡遗存综合研究”过程中，对青池进
行了复查，发现青池遗址存在旧石器时代
遗存分布的线索。既往考古工作表明，青
池遗址具备寻找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考古
遗存的条件。
去年10月至12月，经国家文物局批

准，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吉林大学考古学
院、蓟州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对青池
遗址进行第四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00

平方米。在两个发掘区内，分别揭露出旧
石器时代晚期序列地层与旧、新石器时代
过渡时期地层和遗存，出土旧石器和新石
器时代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器、骨器、兽
骨等不同质地文物标本1000余件，是我市
考古首次发现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遗存，为
万年天津文化起源提供考古实证。
在青池遗址第I发掘区内发掘出旧石

器遗存。在I区超6米深的堆积序列中，于
第1、2、3、5、6、7、9层的地层中出土旧石器

时代石制品近40件。石制品工业类型体
现出简单石核—石片和细石叶两种技术体
系。根据石制品原料、加工方式、工具类型
及青池遗址所处地貌部位和区域环境综合
推断，旧石器遗存的年代应在距今4万至1
万年之间，即旧石器时代晚期，延伸了青池
遗址的年代范围和文化内涵。考古调查、
勘探、发掘表明，青池遗址打制石器分布范
围大、密集程度高，应为当时人类的一处大
型石器加工制造场所。

青池遗址第II发掘区内揭露出新石器
时代灰沟（G1）打破旧石器地层的层位关系
并出土重要遗物。新石器时代灰沟（G1）内
第6层、第7层早期文化堆积内出土的陶器，
根据2017年、2018年对青池遗址早期陶器
系列测年数据，推定2023年发掘的青池遗址
G1早期文化堆积的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早期，
距今绝对年代为8000—10000年。被新石器
时代灰沟（G1）打破的第4层红褐土堆积，只
出土打制石器，不见陶器和其他人工遗物，
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第4层以下是基
岩。以第II发掘区第4层和G1构建起旧、新
石器时代过渡的层位关系，为研究人类从采
集、渔猎向定居、农业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以
及探讨环渤海乃至中国北方地区早期文化
起源提供了最新的考古资料。
本次考古发掘表明，新石器时代早期

阶段，青池遗址打制石器与陶器和磨制石
器伴出，同时网坠与骨针也大量出土，猪、
鹿科、牛科、犬科、鸟类、淡水鱼类等动物
骨骼丰富，许多兽骨人工加工痕迹明显，
显示出当时人类生产和生业方式多元的
过渡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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