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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红色文创产品设计大赛暨第一届平津馆文创产品设计大赛颁奖

彰显天津深厚红色文化底蕴

金秋时节赏《丹枫疏月》

本报讯（记者 张

帆 摄影 姚文生）15
日，天津歌舞剧院民族
乐团在天津大剧院上演
二十四节气系列民族音
乐会《丹枫疏月》。
在一段经典的合奏

《彩云追月》中，演出拉开
序幕。笛子独奏《秦川
抒怀》，浓郁的西北乡土
风韵扑面而来；女声独唱《幽兰操》取材自唐诗，似吟似颂的歌声中仿
佛可见兰花之“扬扬其香”；弹拨乐合奏《梅花三弄》，古朴音色将梅花
的不同形态呈现给观众。此外，演出中不仅有《太湖泛舟》《京调》等
传统作品，也有新创排曲目《梦入江南》《秋夜》，让观众在感受中国传
统文化的同时体味到生活乐趣。
该团团长崔菁华表示：“我们除了选取一些观众熟悉的曲目

外，新创排节目也是这场音乐会的特色之一。比如胡琴重奏《打虎
上山》，改编自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使用三把二胡和一把中胡，
没有其他乐器伴奏，只为呈现原汁原味的京韵京调。”

本报讯（记者 刘莉

莉 摄影 姚文生）由天津
市青年京剧团杨派老生名
家张克主演的《乌盆记》，
近日在中华剧院上演。
《乌盆记》又名《奇

冤报》，讲述了一桩冤案
最终真相大白的故事。
剧中既有老生苍劲悲凉
的唱段，也有丑角诙谐
幽默的表演。此次演出由“梅花奖”得主张克饰演刘世昌，“梅花
奖”得主石晓亮饰演张别古。张克以其古朴低回的杨派唱念以及
情感流露的细腻做表，演绎刘世昌这个充满悲情色彩的人物。剧
中许多著名唱段，张克都唱得如泣如诉，打动人心，彰显了这出老
生传统剧目的艺术魅力。石晓亮的表演惟妙惟肖，演出结束后，张
克返场表演《击鼓骂曹》，不论演唱还是击鼓都十分精彩。
同场还上演了青年花脸演员马立主演的《锁五龙》。

杨派名家领衔《乌盆记》

本报讯（记者 张钢）据灯塔专业版数据，2024中秋档全国电影票
房报收3.89亿元；总放映场次135.5万，创中国影史同档期新高。
从单部影片表现看，殷若昕执导，王俊凯、邓家佳等主演的《野孩

子》凭借关注现实的题材和良好口碑，以1.23亿元票房居首。乔杉、
马丽主演的喜剧片《一雪前耻》以4996万元票房夺得亚军；咏梅、姜武
等主演的女性题材影片《出走的决心》以3623万元名列第三。

中秋档票房3.89亿元

■ 本报记者 刘茵

14日，“传承薪火 设计生辉”天津市
红色文创产品设计大赛暨第一届平津战役
纪念馆文创产品设计大赛颁奖典礼，在平
津战役纪念馆（以下简称平津馆）举行。
本次大赛以“传承薪火 设计生辉”为主

题，由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平津馆、苏小秀
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自大赛启动
以来，社会各界踊跃报名，共有397件作品入
围，最终评出27件获奖作品，彰显天津深厚
的红色文化底蕴，让红色文化融入市民生
活，打响天津红色文化品牌。大赛汇集了旅
游纪念品、工艺美术品、生活创意品等独具

平津馆红色文化元素的文创产品。
由刘晖设计的“红色记忆”冰箱贴套装

获得一等奖，内含“果蔬纹茶盘冰箱贴”和
“和平谈判冰箱贴”两款，均为金属质地，拉
丝珐琅工艺。“果蔬纹茶盘冰箱贴”产品创意
源于平津馆馆藏国家一级文物——毛泽东
主席于西柏坡用过的搪瓷茶盘，外观精美
古朴，衬托出岁月的痕迹，展现出历史的厚
重。“和平谈判冰箱贴”产品创意来自平津
馆馆藏国家一级文物，1949年1月21日东
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苏静代表人民
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在《关于和平解决
北平问题的协议》上签字时用的派克钢
笔。刘晖说：“天津旅游资源丰富，历史文

化积淀深厚，给了我很多灵感，我要再接再
厉，设计更多体现天津特色的文创产品。”
“红韵津都”是一组二等奖作品，包括

抱枕、钥匙链、折扇等。设计者陶煜畅说：
“创作初期，我搜集了大量天津红色文化资
料，以平津战役为调查点展开创作，把金汤
桥胜利会师的场景和胜利纪念碑等元素融
合到设计中。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
年，作品左下角，英雄们高擎着印有‘75’字
样的旗帜。作品左上角，以雄伟的天安门
为基础，背后有祥云点缀。”
在三等奖作品中，有一个纪念碑模型

引人注目。它的设计灵感源于平津馆胜利
广场上矗立的胜利纪念碑。“我的作品颜色

搭配来源于八路军军服的颜色，碑身主要
采用灰色，五角星为红色，整体色彩具有很
强的视觉冲击力。”设计者茜迪贝尔说，“平
津馆充满了历史厚重感，希望通过更多现
代化的作品让参观者直观感受到平津战役
的激烈，了解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深刻体
会胜利来之不易。”
平津馆馆长姚剑波告诉记者：“举办这

次大赛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弘扬红色文
化、挖掘红色精神。大赛所有作品创意均
以平津馆馆藏文物与历史资料为背景。我
们将对这些优秀文创产品进行深化、细化、
优化，与红色文化更好结合，将其推向市
场，运用多种形式讲好‘平津’故事。”

■ 本报记者 仇宇浩

14日，由市文联主办、市摄影家协会
和天津美术馆承办的“津门影像志——
2021—2023天津中青年纪实摄影师成长
计划优秀作品展”在天津美术馆开幕。

为天津挖掘摄影人才

该计划是市摄影家协会主办的重要
公益培训项目，自 2021 年开始，每年一
期，为摄影人搭建了交流平台，探索了天
津摄影人才培养新模式，加强了天津摄影
人才队伍梯队建设，得到了中国摄影家协
会的肯定。
据该计划发起人、市摄影家协会副主

席、中国摄影金像奖得主于全兴介绍：“3
年来，成长计划培养出一批具有高度社会
责任感与专业精神的新一代影像人才。此
次展览从31名结业学员中选取了23位摄
影师的308幅优秀作品。参展摄影师以个
性化的表达，关注了当下的公共主题、时代
变迁和个人命运，作品接地气、冒热气、扬
正气，有态度、有温度、有深度，体现了摄影
师对时代、生活的深刻观察和思考，代表了
天津纪实摄影的较高水准。”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

视觉文化评论家刘树勇称赞：“这样的培养
模式，侧重于摄影师整体能力进阶提升训
练，在全国具有创新性、独特性，有利于好
作品的产生，能够形成具有广度和深度的

影像表达。”
市摄影家协会主席李锦河告诉记者：

“通过培训，我们发现了一批有悟性、有担
当、勤奋好学的摄影人才，他们已成为天津
摄影的中坚力量。我们会继续引导摄影人
关注时代、贴近生活、创作出体现新时代精
神的好作品。”
天津美术馆决定永久收藏其中15位

参展摄影师每人12幅共180幅作品。市文
联为本次参展作品进行了著作权登记，并
在现场为参展摄影师提供著作权方面的法
律咨询服务。展览将持续至10月12日。

关注社会探索人性

记者看到，参展作品内容丰富、风格各
异，选题广泛，捕捉到许多独特、生动的生活
瞬间，呈现了人生百态、世间万象。姜宝成
的《归途》定格了一组人行道上的偶然瞬间，
诉说着生命与空间风景之间的微妙关系；杨
宝忠的《雪国》立足川端康成同名代表作，以
各种雪景再现小说的唯美诗意和哀而不伤
的情感；陈俊梅的《那海，那河……》是聚焦
滨海新区城市化进程的摄影专题，通过海河
两岸从村庄到城市的变迁，反思人与自然、

乡村与城市的关系；魏英坤的《进·出》是以
深刻哲学思考为背景的摄影专题，探索现
实与主观的微妙关系；赵瑶的《从大坡到七
松》是一组环境肖像作品，拍摄了不同火车
站的乘客，串联起童年记忆与现实生活；王
健的《占位》通过城市景象切片，审视人与
环境、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李虎的《景点》通
过不同景点十余年间的变迁，深刻反映了
中国旅游业发展与变化；王晓华的《追集》
通过近十年对蓟州区农村大集场景的拍
摄，反映出传统交易形式蕴藏的乡愁在网
购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
“《归途》多是路上偶得，我希望通过这

些不经意的瞬间，揭示每个人未曾觉察的
内心隐秘角落，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生命意
义和归属感。”姜宝成表示，成长计划激发
热情、鼓励创新，“在融洽、纯粹的氛围中，
我从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我们要继承前
辈优良传统，为时代留下印记。”
从事外贸工作的杨宝忠告诉记者：“在

培训中，我学会了如何用镜头讲故事、传递
情感和思想。老师们的言传身教，让我懂
得，每次按下快门，都是对生命的致敬；每
次构图，都是对现实的思考；摄影不仅是艺
术，更是责任，一种对社会的关注和对人性
的探索。”

2021—2023天津中青年纪实摄影师成长计划优秀作品展举办

定格人生百态世间万象

观众参观

优秀作品展。

本报记者

姚文生

姜宝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