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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文体

天津先行者不敌北控男篮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4ATP
巴黎大师赛昨天继续首轮争夺，张之
臻以3：6、6：7（6）不敌埃切维里，从资
格赛突围的商竣程以6：7（6）、6：7（6）
惜败于吉隆，均遗憾止步首轮。

张之臻和埃切维里此前在2023
年上海大师赛有过一次交手，当时张
之臻3盘激战获胜。目前张之臻排名
第47位，埃切维里第40位。此番相
遇，张之臻的首个发球局即遭破发，以

3：6丢掉首盘。次盘双方各自保发一
路战至抢七，张之臻多次出现非受迫
性失误，以6：7（6）输掉抢七，连续5站
赛事遭遇单打一轮游。
从资格赛中突围成功的商竣程首

轮对阵吉隆，双方的争夺异常激烈，两
盘均战至抢七。最终，商竣程以6：7（6）、
6：7（6）惜败。

张之臻商竣程止步巴黎大师赛首轮

创新赛制设计 走进田间地头 挖掘原创好歌

多元化发展 音综巧“出圈”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非遗保护工作先进名单

我市2集体、5人获表彰

本报讯（记者 张帆 仇宇浩）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表
彰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我
市2个集体、5名个人获表彰。
近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进入系统性保护新阶段，

在新时代呈现出保护传承发展的新气象。文化和旅游部决定授予
100个单位“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授予
198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称号，为扎实做
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再创佳绩、续写荣光。
其中，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西青区文化和旅游局

获“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集体”称号；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肖桂森、赵满宗，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玓、赵伟，河东
区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文化服务科（文物保护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科）科长李静获“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为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李
叔同故居纪念馆、重庆市沙坪坝博物馆、天津美术馆联合举办的“烽
火翰墨”——抗战大后方石刻拓片展，日前在天津美术馆开展。
此前，该展览先后在福建、四川、江西等地展出，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反响。此次来津，该展览共展出珍贵拓片40幅、文物8件
（套），其中，郭沫若、于右任、冯玉祥的书法真迹是首次展出。展览
将持续至11月20日。
该展览从多角度展示了抗战大后方军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
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抗战大后方石刻拓片展举办

本报讯（记者 张钢）昨
日，乌尔善执导的《封神第二
部：战火西岐》宣布定档
2025年大年初一上映，并发
布定档海报。

去年暑期档，《封神第一
部：朝歌风云》取得26.34亿元
票房，并获得第36届金鸡奖
最佳故事片奖。新片将围绕
“西岐保卫战”展开，故事剧
情、人物成长以及“封神宇宙
世界观”的建立，都在前作基
础上进一步延展。

据乌尔善介绍，新片除
了故事和角色更加丰富，视
效和动作场面也迎来全面升
级。片中特效镜头数量超过2000个，既有峡谷设伏、兵临城下等
战争场面，也有神仙斗法、神兽助阵等充满奇幻色彩的视觉奇观，
带给观众新的感受。

《封神第二部》定档大年初一
温故知痛 读书报国

——黄桂元谈新作《从家国到家园：南开往事》

■ 本报记者 刘茵

近日，《我们的歌》《时光音乐会》等卫
视音乐节目强势回归，《音乐缘计划》《有歌
2024》等原创音乐节目也异军突起，赢得较
好口碑。《跟着国乐去旅行》《乐在旅途》等
节目，也与形式各异的新老节目一起，为音
综市场打开了新局面。

“综N代”持续发力

近日，东方卫视《我们的歌》第六季收
官。本季节目打破原有赛制，用“融通友
谊，融创金曲，融合录播直播”的制作理
念，邀请到跨地域、跨代际、跨民族、跨风
格的歌手进行多样组合，花式演绎时代金
曲。播出期间，该节目还发起了多项观众
互动活动，以打通大小屏的形式与观众亲
密“对话”，也让手握一定“裁判权”的观众
不再是被动的观看者，而是成为节目的一
部分。
2004年，《超级女声》开创了国内音乐竞

技类节目的先河，“音乐综艺”这个概念开始
有了具象的含义。今年，《时光音乐会》第四
季，以时光为落点，邀请张含韵、何洁、尚雯

婕、李霄云、李斯丹妮等五届“超女”与各大
音综歌手携手唱响国内音综20年经典歌曲，
是对音综黄金时代的一次深情回顾，也是对
中国音综的20年巡礼与致敬。

全新节目聚焦原创音乐

《音乐缘计划》以原创音乐为锚点，采
用“配对”模式，让歌手和原创音乐人结对
子、唱好歌。节目邀请薛之谦、张靓颖、周
深等歌手，同时邀请小柯、方文山、许环良
等原创音乐人加盟，通过歌曲争夺战、首演
舞台两大核心环节，为观众呈现多元风格
的音乐创演，唱响原创新声力量。谈及节

目创办初衷，总导演姜方明表示，团队在制
作节目的过程中发现，一方面，音乐领域普
遍存在“老歌循环翻唱”与“短暂流行神曲”
现象，迫切需要新鲜血液注入；另一方面，
原创歌曲推广难，迫切需要一个平台，让更
多优秀原创作品被听见。
《有歌2024》由《天赐的声音》原班人马

打造，这档全新音综一上线，就收获了众多
关注和好评。该节目不再是过往音综惯常
的翻唱老歌模式，而是选择以挖掘原创好歌
为落脚点。在这个舞台上，观众可以听到流
行、民谣、摇滚、说唱等类型的音乐。除了内
容上大胆创新，节目在赛制的设计上也具颠

覆性。各路音乐人和寻歌官合作，让观众自
己选择谁能进入“十大金曲榜”。

“音乐+文旅”感受浓浓乡音

《跟着国乐去旅行》以“音乐+文化”
的交互模式，拓展“国乐+文旅”新边
界。节目走出演播厅，步入生态兴、生活
美的“绿美广东”画卷，在山水天地间、街
道巷陌中、田间地头里，以真人秀的形式
“移步换景”，通过国风音乐会、围炉夜
唱、街头表演、沉浸式室内概念秀等多元
形式，呈现“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
的音乐作品。
《乐在旅途》第二季正在央视3套热

播，胡夏、白举纲、陆虎、希林娜依·高组成
新一季的“寻音乐队”，去往四川、重庆、新
疆、内蒙古、黑龙江、山东等地，以探访多民
族音乐特色、多地域人文风情为主要线索，
描绘更绚烂的“音乐山河图”，用真情诠释
音乐与生活、文化、自然彼此交融的温暖力
量。观众们跟随“寻音乐队”的脚步，与当
地音乐人深入交流，将传统的音乐元素与
现代的创作理念相结合，创作出独一无二
的音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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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蓓 摄影 孙震）昨天，2024—2025赛
季CBA联赛常规赛继续进行，重新回到主场的天津荣钢
先行者男篮，迎来北控男篮的挑战，最终以99：117不敌
对手。
本赛季至今北控男篮5胜2负排在第7位，天津男篮则

是3胜3负暂列第16位。两队交手记录，天津队9胜16负，
上赛季则是0胜4负，实力稍逊一筹。相比于上一场，天津
男篮昨天用拉维特顶替哈姆雷特首发，这一变化效果不
错。在詹姆斯手感不佳时，拉维特单节拿到了16分。北控
男篮一开场就充分发挥了内线的优势，天津男篮犯规送给
对手18次罚球，第一节以31：34落后。第二节，天津男篮有
效控制犯规次数，詹姆斯也逐渐找回手感，在本节过半时
一度将比分反超。就在天津男篮追分的关键时刻，北控男
篮大外援萨林杰站了出来，不仅统治了篮下，还有连续的
外线三分进账，再次将比分差距拉开。上半时结束，天津

男篮56：68落后，拉维特半场拿到26分，其中三分球
6投6中。
下半时双方展开对攻，比分在短时间内增长很

快，但之后天津男篮却突然进入了“得分困难模
式”，多次出现机会但球就是难以进筐，全队的失误
也开始增多，第三节结束时以83：95落后12分。最
后一节，双方都只能派上单外援，萨林杰的优势更

加明显，天津男篮则只能靠拉维特一人强打，其他得分点
难有亮点。詹姆斯全场手感冰冷，三分球10投仅1中，林庭
谦状态也一般，天津男篮只能无奈地接受失利的结果。

■ 本报记者 仇宇浩

著名评论家、作家黄桂元新书《从家国
到家园：南开往事》近期由天津人民出版
社、南开大学出版社联合推出。日前，黄桂
元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这部探寻南开爱国主义精神脉络的作

品，兼顾真实性与文学性，以大量史实还原
岁月现场，呈现了南开的发展脉络、历史定
位，书写了种种血与火、欢与悲、泪与歌、初
心与宏愿、爱国与担当的故事，让读者领略
严修、梁启超、张伯苓等众多杰出人物的人
生风采与爱国主义精神。
黄桂元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曾任

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八届、第十届茅
盾文学奖评委，近50年的创作生涯著述颇
丰。身为南开人书写南开往事，黄桂元深
感荣幸，“张伯苓的‘爱国三问’，振聋发聩，
影响深远，其中最后一问‘你愿意中国好
吗’，把爱国行为落到实处，这也是南开教
育理念的核心。南开精神不只属于南开，
它也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为了走近“南开校父”严修和“大校
长”张伯苓等历史人物、探寻南开往事，他
从两年前开始做案头工作。从126万字
的《张伯苓年谱长编》、75万字的《铅字流
芳大先生——近代报刊中的张伯苓》到《巍
巍我南开大校长——纪念张伯苓先生》《张
伯苓家族》《南开校父严修画传》《口述津
沽：南开学子语境下的公能精神》……黄
桂元研读了百余种相关书刊，“张伯苓研
究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献资料，我吸
收、借鉴、整合了这些研究成果中的部分
精华，才渐渐有了全书的骨架。”
“书名‘从家国到家园’，隐喻了南开

的沧桑历史和深远影响。严修、张伯苓从
办私塾起步，兴学办教，为国图强，源于家

国情怀。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南开
的大学部、中学部桃李遍及海内外，令世
人瞩目，不仅成为现代中国教育史上的一
道别样风景，也成为南开人的精神家园。”
《从家国到家园：南开往事》属于非虚构写
作，黄桂元坦言，“南开百余年来的历程，
本身就足够传奇、感人，胜过一切虚构。
非虚构文本能在保持真实的历史原貌和
岁月感的同时，让南开往事更生动鲜活、
可亲可感。”
南开往事很多，黄桂元选择以“校殇刻

骨”开篇，以倒序的方式，由点及面，徐徐展
开有声有色的历史画卷，既有大事件，也有
小故事。“西南联大时期，蒋梦麟和张伯苓
在学生宿舍条件问题上有了分歧，梅贻琦

为了打圆场，说出了‘大学并不意味着大
楼，有大师才称得上是大学’；张伯苓为办
校到处‘化缘’，生活十分简朴，去北京办
事，只住一晚1元钱的旅馆，随身带3个烧
饼当干粮；有一次在市里开会，工作人员问
他车号是多少，他随口道‘11号’，就抬腿
走了，工作人员才明白他说的‘11号’是指
双腿……”创作中，黄桂元力求言必有据，
兼顾史学学理的客观严谨与散文创作的优
美动人，全力打造贴近年轻读者的爱国主
义教育读本和青春修炼指南。
“温故知痛，读书报国。爱国主义教育

是年轻人成长的必修课、通识课，我希望能
从张伯苓的‘爱国三问’出发，书写百年南
开爱国主义教育的传承，在新时代激发更
多年轻人的爱国情怀，让青春的光谱更广
阔。”黄桂元直言，年轻人的人生阅历和成
长背景与前辈不同，“要使他们真正了解中
国的历史和国情，真实可感、平易晓畅的历
史叙事话语方式，可能会比激昂高调的说
教，更具有渗透力量和共情效果，也更容易
为他们所接受、认同。”

本报讯（记者 梁斌 摄影 崔跃勇）昨
晚，2024—2025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A
级常规赛次轮，天津渤海银行女排主场2：3
憾负老牌劲旅上海女排，遭遇赛季联赛
首败。5局比分为25：19、24：26、25：27、
25：15和9：15。赛后，天津队主教练王
宝泉认为此战球队发挥起伏较大，尤其是
关键球把握上不如对手，上海队外援主攻
费多罗夫彩娃的发球给球队造成较大冲
击，“双方都发挥出了应有的水平，奉献了
一场精彩比赛，我们会及时总结此战出现
的问题，通过训练改进和提高。”

昨晚津沪之战是上赛季联赛冠军
天津队与亚军上海队新赛季首次对决，
双方均尽遣主力出战。此役，天津队首
发阵容为主攻李盈莹、陈博雅，副攻俄
罗斯外援费蒂索娃、王媛媛，接应多米
尼加外援塔皮亚，二传孟豆，自由人刘
立雯、孟子旋。
首局比赛，天津队及时用王艺竹替换

表现欠佳的外援接应塔皮亚，局末阶段在
外援副攻费蒂索娃的发球轮连续得分，以
25：19先赢一局。随后两局，津沪两队一
路胶着战至局末阶段，上海队在主力二传

许晓婷的高效组织下，外援主攻费多罗夫彩
娃、接应泰纳拉均发挥出应有的进攻实力，
把握住关键分，接连以2分优势险胜。第4
局，天津队用发球有效冲击上海队的一传，
中局阶段拉大分差，而老练的上海队随即换
下二传许晓婷，提早为决胜局做准备。凭借
队长李盈莹和陈博雅的全面发挥，天津队以
25：15扳回一局，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决胜
局，上海队很好地激发了主攻费多罗夫彩娃
和接应泰纳拉的进攻火力，而天津队的一传
受到较大冲击，自身失误偏多，以9：15不敌
对手，遭遇球队新赛季联赛首败。

联赛次轮主场2：3憾负上海女排

天津渤海银行女排赛季首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