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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期间，记者跟随冯研院师
生来到位于南运河畔的国家级非遗“西
码头百忍京秧歌老会”会址。老会第八
代传人徐宗信为师生讲述200年的传承
历史，并示范绝活、讲解诀窍。硕士研
究生于凤仪同学穿上戏装学起了舞蹈，
熊荣欣同学则勇敢地踩上高跷……学
生们在问道中解惑、在体验中探微。

冯骥才在《非遗学原理》中写道：
“目前，非遗学学科虽属初创阶段，向前
展望，它一定是一个前途无量、具有宏
大和深远发展空间的学科。”他鼓励学
生，要在非遗学这个“深不见底、浩无际
涯”的大学问里，扑下身子，脚踏实地。

赓续文化基因，绘就非遗保护传承新场景——

这是一篇写不完的大文章

流淌千年的大运河，浸润出天津独
特的地域文化，运河沿岸留下了杨柳青
年画等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
来到津韵浓郁的古文化街，走进杨柳青
年画、泥人张等特色店铺，对天津继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重要要求。
“杨柳青年画种类多、技巧复杂，在

历史上、国际上的影响很大。”冯骥才表
示，“我们要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
作善成，加强津派文化内涵的研究阐

释，讲好文化故事，推进国际交流，让中
国非遗之花在世界文明的百花园里绚
丽绽放。”

记者连线正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
立大学进行短期访学的冯研院博士生
徐晨蕾，她告诉记者，此行专门带去了
杨柳青年画，以及蓝印花布印染丝巾
等，让当地师生从非遗的视角了解中
国、爱上中国。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年轻

一代非遗学者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呈现
“非遗之美，美美与共”。

多年来，冯骥才一直想把自己精心
收集的民间文化藏品和文献史料捐献
出来，为天津大学增添一座底蕴深厚、
匠心独具的非遗博物馆。他感慨地说：
“不能总让这些文化遗产和研究成果
‘躺’在库房里。要让藏在库房里的文
物、写在书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发
挥其应有的文化价值。”

好消息传来。经教育部批准，天津
大学冯骥才博物馆今年立项建设。

为了这座崭新博物馆的建设，冯骥
才倾注大量心血。大到展厅规划、小到
展陈设计，他都逐一过目、逐项论证。
“前一段时间，冯先生的腰病又犯了，大
家劝他在家休息或开视频会，但他坚持
现场研究。每次都是上午做完治疗，下
午来院里主持会议，临到傍晚才离开。”
冯研院工作人员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杨贤金与冯骥才结
交多年，他动情地说：“冯先生从情感上、使
命上把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
毕生追求，全身心投入非遗保护和人才培
养工作，这份赤诚让人感动。一座博物馆
就是一所大学校。我们要建好这所‘大学
校’，办好非遗学专业，让‘冯骥才’这张文
化名片更加闪亮，让天津大学的学府文化
更加广博深厚。”
“这座博物馆兼具非遗教学、公益展

示、美育体验等多重功能，既是非遗学学科
建设的阵地，也是文化育人的园地，将于明
年天津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投入使用。”
谈起博物馆建设，冯骥才兴奋之情溢于言
表，他还特别邀请记者旁听规划论证会，一
起憧憬博物馆的未来。
“我现在有一点紧迫感。我也常常忘

了自己的年龄，而忘记自己年龄的人是永
远年轻的。”说到这些，冯骥才身上仿佛有
使不完的劲儿。正如他在自述文化遗产保
护心路历程的《漩涡里》一书中所写：“我们
的事业是一篇写不完的大文章，没有句号，
只有逗号，我们要一步一步做下去。”

访谈中，冯骥才形象地说：“我身上有
四马，姓氏中冯为二马，名中骥是一马，生
肖属马，可谓驷马难追也。”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如今，这位年

过八旬的“四马”先生，肩负新时代文化使
命，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之路上豪情迈步，
足迹深深。

在天津大学冯研院的会客室里，悬挂着著

名作家莫言先生题写的打油诗：“大冯如巨树，

每见必仰望。做人真性情，交友热心肠……”

莫言先生的赠语，不仅描述了冯骥才先生的身

材伟岸，更表达了对冯先生年高德劭、情怀赤

热的敬佩。

冯骥才先生对“大树”情有独钟。访谈中，

他介绍说：“我平生与大树有着不解之缘，我的

先祖是东汉名将‘大树将军’冯异，我的画馆命

名为‘大树画馆’，冯研院的内部刊物也取名

‘大树’。”

秉承先祖“为国不为己”品格，冯骥才先生

将中华文化传承的责任自觉扛在肩上。他深

情地说：“大树苍劲挺拔，一方面向下扎根、眷

恋泥土，另一方面向上伸展、向阳而生。我要

把全部心血投入到这片土地上。我不求回报，

只希望非遗保护这份事业土沃木长、叶碧花

鲜、硕果累累。”

非遗是活态传承的，守护非遗就是守护中

华民族的活态基因。这些年，冯骥才先生奔波

劳碌、无惧寒暑，以极大的热忱和强烈的责任

感，投入到非遗保护的田野实践中。他创立了

高等教育非遗学学科体系，构建起科学化、专

业化非遗学人才培养模式，为非遗保护传承注

入青春活力和持续动力。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继承和弘扬。

他为何在文学创作的黄金期却全身心

投入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一座大学博物馆

为何以他的名字命名？在冯研院历时一个多

月的沉浸式采访中，我们聆听冯骥才先生讲述

非遗故事，感悟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智慧与中国

精神；我们深入非遗学“田野教学基地”，体验

冯骥才先生创建的“田野方法论”……从冯骥

才先生潜心治学、提点后学的师道风范中，

从冯骥才先生呕心沥血、跋涉田野的忘我奉

献中，我们读懂了这位“大树先生”的人格魅

力和使命担当。

八秩春秋，初心如磐。

大树新枝，更发华滋。

植根于新时代的文化沃土，冯骥才先生

所从事的非遗保护事业亦如大树，枝繁叶茂、

生机勃勃。

今年暑假期

间，天津大学冯骥

才文学艺术研究

院师生来到国家

级非遗“西码头百

忍京秧歌老会”会

址，开展非遗学田

野调查。

本报记者 刘欣 摄

大树发华滋
汪伟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记者 戴小河 陈子薇）中国海油
7日宣布，在海南东南海域发现的陵水36-1气田新增探明储
量顺利通过国家有关部门评审备案，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
1000亿立方米，为全球首个超深水超浅层大型气田。

2018年，中国海油启动“七年行动计划”，明确到2025
年建成“南海万亿大气区”。截至目前，中国海油在南海
北部莺歌海、琼东南、珠江口3个盆地探明天然气地质储
量累计超 1万亿立方米，“南海万亿大气区”建设从蓝图
走向现实。
“为确保海上钻井作业安全，业内一般在井位设计时避免

穿越危险的浅层气，我们这次是迎难而上。”中国海油海南分
公司工程技术作业中心总经理陈浩东说，经过严密技术论证，
中国海油实施全球首例超深水超浅层钻井作业，顺利完成超
深水超浅层气藏钻井、测试等多项目标，高质量获取相关区域
地层资料，准确勾勒出大气田的地下全貌，实现对全球首个超
深水超浅层气田的精准快速评价。
“陵水36-1的勘探实践，验证了将超深水超浅层气资

源从影响钻完井作业安全的‘灾害气’变成具备开发价值
的清洁能源的可能性，对我国乃至全球类似海域条件的资
源勘探开发具有指导意义。”中国海油总地质师徐长贵表
示，陵水36-1气田勘探取得成功，进一步完善了我国自主
建立的中国特色深水复杂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技术体系，气
田储量的落实也补上了“南海万亿大气区”建设版图的最
后一块拼图。

全球首个 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

我国在南海探获超深水超浅层大型气田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记者 彭韵佳）国家医保局 7
日对 2024 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初步形式审查结果进行
公示，2024 年 7月 1日 9时至 7月 14日 17 时，共收到企业
申报信息 626 份，涉及药品 574 个。经审核，440 个药品
通过初步形式审查。与 2023 年相比，申报药品数量有所
增加。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分为企业申报、形式审查、专家评审、
谈判竞价等环节。其中，形式审查是对申报药品是否符合当
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条件以及药品信息完整性进行
的审核，主要分为初审、初审结果公示、复审、复审结果公告四
个步骤。

国家医保局介绍，本次公示的内容即为今年的初审结
果。一个药品通过初步形式审查，只代表其符合申报条件，具
备了参与目录调整的资格，不代表其已经进入了国家医保药
品目录。

此次公示时间截至8月13日，国家医保局将根据公示期
间收到的反馈意见，进一步核实相关信息，确定最终通过形式
审查的药品名单，向社会公布，并推进专家评审、谈判竞价等
后续工作。

440个药品通过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与2023年相比 申报药品数量有所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