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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杜洋洋

“欣逢盛世，岁在甲辰，宝坻庙会，
巡游赐福……”大年初四上午 10 时，随
着一段抑扬顿挫的唱词响起，宝坻区
“了凡·赐福巡游”活动正式开始。巡游
队伍自了凡公园慕贤广场出发，沿上善
湖一路缓步前行，途中不时与观众互
动，为青少年随机发放“状元笔”“福字
糖”等文创产品，并送上“学业有成、金
榜题名”等祝福。

大年初一，了凡公园新春文化庙会欢
乐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共享“庙”趣
横生的节日盛宴。
袁黄，号了凡，明朝万历年间任宝坻知

县。其间，他所著《了凡四训》为后人留下
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了凡文化”成为宝坻
区厚重的底蕴、响亮的名片。

正是依托“文宝坻”深厚积淀，充分
挖掘人文资源禀赋，龙年新春，宝坻区以
“了凡”之名，创新举办首届了凡公园新
春文化庙会。宝坻区委常委、区委宣传
部部长贾雪娜说：“文化是庙会的灵魂，
我们结合传统和现代文化审美，全力打
造独一无二的文化标志，让游客知宝坻、
爱宝坻、来宝坻！”

走进庙会现场，迎面龙门两侧，“一
脉文心兴宝地，百番花事奉新春”的春
联光彩夺目，公园里 1000 多组大红灯
笼、灯谜、树挂灯饰迎春纳福，寓意新年
鸿运相伴。
“走，逛庙会去！”与传统庙会市集不

同，了凡公园新春文化庙会对美食文创市
集做了全新升级，强调宝坻区特色和地方
“腔调”，增强属地认同感。

而在人气火爆的袁公亭，春节期间，每
天都有京东大鼓和评剧表演。广场上，全
区骨干花会队伍轮番上阵，精彩连连。

了凡公园新春文化庙会包括“了凡·
赐福巡游”、“新春纳福”投壶击鼓、美食文创市集、特
色非遗展演、“龙腾宝地”花会展演、“乐享元宵”猜灯
谜六大主题活动，带领游客“穿越时空”，感受浓浓烟
火气。

本报讯（记者 张帆）“1998 年，考古工作者开始对
大直沽天妃宫大殿遗址进行科学发掘，发现一批元明
清时期的遗迹、遗物，并在此遗址上兴建了‘元明清天
妃宫遗址博物馆’……”昨日，来自河东区街坊小学的
16组家庭走进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跟随讲解员
了解天津历史，体验文物修复的乐趣，在博物馆中度过
了一个文化年。

游览展厅，小观众们感兴趣的是各种考古工具和挖
掘出的遗物。“小朋友们，考古工作中最常用的工具有哪
些？”“刷子！铲子！”在讲解员潘莹引导式的提问和讲解
中，孩子们很快被展品和考古遗迹背后的故事吸引，小小
的脑袋里不时蹦出大大的问号：“这些是什么朝代的钱
币？为什么碗盘杯盏上都是‘补丁’？古代人过年都吃些
什么？”面对一双双充满好奇的眼睛，潘莹一一耐心作答，
不知不觉便走完了两层的展厅。

看着孩子们意犹未尽的表情，潘莹揭晓了当天活动
的重头戏——陶器修复体验。戴上白手套，准备好胶水

和石膏，“文物修复师”们上线了。小心翼翼整理碎片，查
看受损情况，分析设计修补方案……很快，修复陶器便成了
全家齐上阵。默契配合之中，一件件陶器重获“新生”。家
长鲍敬说：“这次活动收获不小，孩子们了解了自己生长的
这片土地的历史，自己动手学习修复文物，培养了他们的历
史兴趣，也了解了考古知识。”

该馆教育专员齐静告诉记者，博物馆目前已与 10余
所中小学开展合作，进行制作体验活动30余次，参与人数
超千人。“活动推出以来，吸引了众多学生和家长走进博物
馆，沉浸式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考古通识教育，让
学生们在互动中接触考古、走近考古，体味天津厚重的文
化底蕴。”齐静说。

■ 本报记者 廖晨霞

“一定要充分着墨，让每一根线条都附上墨，这样印出
来才能清晰有劲。”

右手拿稳刷子，在颜料碟里取适当颜料，在木版上
刷匀，高抬、慢落、稳压，一幅“专属”福字花卉图案跃然
纸上。昨日，在古文化街天津杨柳青画社的年画摊位，
来自河北省保定市的游客陈欣然在画社工作人员的指
导下，动手体验国家级非遗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印制过
程。作为一项古老的民间艺术，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
的杨柳青年画给千家万户的中国年增添了兴旺欢乐的
气氛。红红火火的画摊前客流如织，留下赞叹欣赏，带
走吉祥祝福。
“我们结合龙年春节推出的龙年主题新品特别受欢

迎。财神福袋，里面有福字、门神、对联，还有经典的‘娃娃
抱鱼’年画，寓意吉祥，在北京书展两天卖了200多套。”因
为春节销售火爆，画社负责审校的李晓丹被调来“支援”，
“这种用类似宣纸印制的手绘年画，设色雅致，更有古味儿，
销量很不错。”李晓丹说。

随着年节风俗的演变，年画变得丰富多彩。在古文化
街天后宫一侧新装修的杨柳青画店，一对父女咨询着“数字
藏品”如何购买，还有几个年轻女孩在印章台前挑选印章
本。“假期里集印本特别受青睐，买本还可以免费盖章，‘娃
娃抱鱼’章和侍女章尤受好评，‘钟馗门神’水墨主题的帆布
袋已经断货了。”店员介绍。
“去年以来，我们门店年画与文创产品的销售额明显

提升。”杨柳青画店经理杨凯介绍，画社依托经数十年抢
救性保护收集到的6000多块古版、2万多张年画，开发出
了一批文创产品。人们记忆中的“胖娃娃”等经典元素，
印制在丝巾、T恤、水瓶上，也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走入百
姓家。
“杨柳青年画的制作工艺采用‘半印半绘’的多色套印

和手工彩绘相结合，工序繁多、绘制精细，视觉效果毫不亚

于用笔工整严谨、敷色层层渲染的中国工笔绘画作品。”在
津湾广场，天津杨柳青画社联合国图津湾文创空间共同举
办杨柳青木版年画主题展，美术生李倩正在和小伙伴津津
有味地赏画，“你看这勾描、木刻、水印和彩绘四道工序，完
全看不出是由不同的人来完成，互相之间的配合环环相扣，

绝了！”
“为了迎接龙年春节，我们还与市教委共同举办了‘莲年

有余’学生主题年画作品展，收集到近万件作品，在机场、地
铁、商业中心展出，以年画艺术激活传统节日文化内涵，营造
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天津杨柳青画社社长刘岳告诉记者。

杨柳青年画里的中国年

古文化街天津杨柳青画社的年画摊位吸引游客欣赏、选购。 本报记者 胡凌云 摄

来博物馆 过文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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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坻区了凡公园新春文化庙会猜灯谜吸引游客

参与。 通讯员 赵新盛 本报记者 钱进 摄

■ 本报记者 耿堃

大年初三一早，宁河区廉庄镇木头窝村村口锣鼓喧
天，大人孩子聚在一起，互相拜年问好。
“敲锣打鼓的都是我们村里人，这不是正式表演，是

‘接会’。”木头窝村职业经理人王宇豪对记者说，所谓
“接会”就是当地人备好茶糖，敲响锣鼓，迎接表演队伍
的到来，体现热情好客。

当天上午，村里请了一支高跷队伍来表演。这
是木头窝村“走进稻香小镇 寻找家乡年味”年味节
系列活动中的一场。从 2 月 9 日至 2 月 14 日，年味节
活动分为“跨年迎新”“迎财神、拜年行街”“传统文化
体验”“迎接新年文化庙会”四大板块，通过挖掘整合
打花鼓、扭秧歌、包饺子等传统年俗和丰台木版年

画、非遗剪纸、杂技等文化资源，将活动串联起
来，唤起人们对传统年俗文化的记忆，营造喜庆
热闹的春节气氛。
“第一剪、第二剪、第三剪……对，就这
样，你们看，图案就出来了。”村民们等

高跷队到来的工夫，一门之隔的村委会内，剪纸技艺
非遗传承人王金焕正带着一群孩子剪双喜字和中国
结。“这两个图案相对简单，主要是通过这样的活动引
起孩子们对剪纸的兴趣，让更多的孩子了解传统文
化。”王金焕说。
“来了，来了。”门外喊声响起，孩子们拿着自己的剪

纸作品跑出门。一队 10 多名高跷表演者踩着锣鼓点开
始表演，村民们纷纷举起手机拍摄。
“我们搞年味节的初衷就是让大家体会到过去在村

里过大年的那种感觉，像高跷、舞狮、秧歌这些表演，以前
村里过年都有。”王宇豪说，通过互动体验，为乡村旅游注
入文化内涵，吸引更多游客到木头窝村来。
“您导航搜宁河区廉庄镇木头窝村就可以。”——高

跷表演一开始，王宇豪就开通了网上直播，一遍又一遍地
重复着表演地点。

走进稻香小镇 寻找家乡年味

■ 本报记者 王音

“龙来了！龙来了！高跷队也跟着来了！”大年初二
上午，北辰区小淀镇刘安庄村上演了一场热闹的非遗民
俗大巡游。人们寻着锣鼓声走出家门，聚在街边观看舞
龙、高跷等表演。巡游队伍一路走一路演，观众越聚越
多，大家热情地跟在队伍后面，朝村委会走去。

巡游队伍停在村委会门前的空地上，演出迎来高
潮。一金一银两条龙舞动翻腾，随着激昂的鼓乐，舞龙手
引动龙头、摆动龙尾，引来阵阵喝彩。

刘安庄村的这支舞龙队不仅在村子周边小有名气，
还曾走出国门演出。这是一支成立于1998年的舞龙
队，队员全部是女性，也是全市第一支女子舞龙队。今
年71岁的周则珍是这支舞龙队的负责人，已经学习舞
龙表演近30年。每逢重要节日，她都会召集队员们演
出。“过年过节，只要舞龙队一出来，热闹劲儿就来了。
我们是节日最强气氛组，别看年纪都不小了，但大伙儿心
态很年轻！”周则珍兴奋地说。
舞龙是技术活，也是力气活。龙头至少有2公斤重，要

想舞得惟妙惟肖，可要下一番功夫。“民间舞龙队里，特别是
舞龙头的女队员很少，上年纪的人更没有那么大力气，所以
我们训练很刻苦，每周至少抽出两三天时间训练，雷打不
动。一个动作反复练，大家互相鼓励。关键是我们都非常
热爱舞龙，过程虽辛苦，但乐在其中。”周则珍说。

今年春节，北辰区持续开展“辰行龘龘 欢欢喜喜
过大年”主题活动，“万民同乐大联欢”花会展演是其
中的重头戏之一。各街镇组织形式多样的非遗
项目演出，近500名民间文艺团队成员和非遗民
间艺人组成表演队边走边演，法鼓、高跷、武术等
传统项目轮番上场，让群众感受传统民俗文化
的魅力。

女子舞龙队闹新春

宁河区廉庄镇木头窝村民俗表演。

本报记者 孙立伟 通讯员 郑鑫 摄

小学生体验陶器修复。 本报记者 张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