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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走进天津

感受津腔津韵魅力

话剧《风华绝代》明年2月上演

本报讯（记者 刘

莉莉 摄影 姚文生）
记者自昨日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获悉，话剧
《风华绝代》将于
2025年2月3日、4日
在天津大礼堂上演。
话剧《风华绝代》

说的是清末女子赛金
花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以新视角诠释赛金花心路，以独特舞
台呈现别样“风华绝代”。该剧导演田沁鑫，主演刘晓庆，天津人民
艺术剧院（以下简称天津人艺）老中青演员共同出演。该剧自2012
年首演至今已经演出225场，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还走向世界舞台。
昨日发布会开始前，刘晓庆来到天津人艺实验剧场前厅，为观

众送上暖冬热茶。她表示，天津是自己的福地，自12年前踏入《风
华绝代》排练场后，就与天津这个城市和天津人艺的演员们结下了
不解之缘。整个剧组“一家人”的感觉，让他们的表演融为一体，更
好地给观众奉献佳作。

本报讯（记者 刘

莉莉 摄影 姚文生）
昨日，“2024天津相声
节”谦祥益文苑相声
专场在天津市公安局
南开分局长虹派出所
上演。
2024天津相声节

于12月初开幕，举办
10场走基层惠民相声专场演出。此前已在高校演出两场。昨日演
出包括快板书《哪吒闹海》以及相声《外面的世界》《乐队的诞生》《的
士趣闻》等节目，将传统艺术与现代题材结合，既展现了文化底蕴，
又贴近生活实际。演员们幽默风趣的语言、惟妙惟肖的表演，引得
台下掌声不断。

“2024天津相声节”专场演出进基层

节目幽默风趣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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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帆）近日，由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推出的大型文
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走进天津，探寻津
沽人民创造的文化智慧和艺术精华，感受
独具地域魅力的特色文化遗产。

在节目录制过程中，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主持人撒贝宁，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
会主任、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
翔与著名影视演员黄志忠，漫步津城历史
文化街区和文物建筑，邂逅近40项津味特
色非遗，通过互动体验、文化解读、展览展
示等多种形式，沉浸式感受天津开放、多
元、包容的城市特质。

渤海之滨的天津，早在一万多年以
前，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随着时间推
移、社会发展，天津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地域文化。这里不仅是“京剧大码头”
“评剧发祥地”“北方曲艺之乡”，还拥有杨
柳青木版年画、泥人张彩塑、风筝魏风筝
以及刻砖、木雕、剪纸等丰富多样的民间
艺术，是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

地区之一。
《非遗里的中国》天津篇汇集京剧、相

声、鼓书、快板、高跷、武术、年画、泥人张、
耳朵眼炸糕、十八街麻花等近40项极具天

津特色的非遗项目，涵盖戏剧、曲艺、传统
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
体育、游艺与杂技等各类非遗。拍摄主场
地选定为天津古文化街和广东会馆，同时

探访天津鼓楼、三岔河口、天石舫、天津老
城博物馆、老城小梨园、民园广场、霍元甲
纪念馆等地。这既是展示天津开放包容城
市气质以及津沽风情的舞台，更是一场津
门非遗相逢交流的盛会，展现多元文化形
态保护传承、创新发展新风貌。

节目拍摄过程中，嘉宾们体验杨柳青
木版年画、天津泥人张彩塑，还跟随汉沽飞
镲的队员们舞飞镲，沉浸式感受民间艺术
蓬勃的生命力。他们游走古文化街，探访
广东会馆，品美食、赏技艺，领略多姿多彩
的津味非遗，体味津门市井风情中的人间
烟火气。黄志忠与非遗传承人一起学习舞
飞镲动作，听传承人讲曲艺故事，勾起了浓
浓“乡愁”。感受着五花八门的非遗技艺，
“小撒”在拍摄现场用天津话即兴来上一段
“贯口”。在单霁翔眼中，琳琅满目的非遗
背后则是天津深厚的文化底蕴：“天津是历
史文化名城，诞生了很多丰富多彩又独具
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出天津豁达、
开放、海纳百川的城市性格。”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由刘运峰主持编写、南开大学亚洲研究
中心资助的新版《孙犁年表》，日前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版《孙犁年表》共25万字，始自1913年5月11日孙犁出生，

下迄2002年孙犁逝世，为迄今时间跨度最大的孙犁年表版本。该
书依据目前确见的孙犁资料，包括已发表的作品、书信、书衣文录、
谈话、题字等，在此基础上参以记者和编辑的访谈、孙犁亲朋故旧
的回忆等资料，对孙犁生平进行全面梳理归纳，完整、客观地反映
孙犁的人生道路、文学创作、理论探索、社会活动、人际交往等。

新版《孙犁年表》出版

■本报记者 刘莉莉

华灯初上，课后时间，天津外国语大学
校园里依然洋溢着活跃的学习气氛。近
期，该校依托学生社团持续开设“青年夜
校”，通过绘画、京剧、书法、手语等丰富多
彩的各类课程，让同学们在学习与探索中
拓展知识，展现风采，在充实的校园生活中
收获提升。
高校学生社团是校园文化中的一抹亮

色。天津外国语大学团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青年夜校意在搭建多元化的学习平台，
为青年学子开辟培养兴趣的天地、展示自
我的舞台，释放才华与潜能，与志同道合的
伙伴共同成长。
青年夜校自今年春季开设至今已举办

多期。美术社团负责学生赵一芳回忆道，
从规划课程到准备材料，夜校正式开始前
他们下了不少功夫筹备。活动当天，同学
们踊跃参与，认真聆听讲解，互相交流技
巧，而且通过连续多期的活动，大家的绘画
水平也在不断提升。“青年夜校营造了浓郁
的艺术氛围，也增强了我们的凝聚力。”赵

一芳说。
如此新颖的校园活动还吸引了外国友

人。来自意大利的留学生丽莎多次参加绘
画课程，她高兴地告诉记者：“我很喜欢夜
校活动，气氛非常轻松愉快，大家在这里一
起创作，用艺术来调节自己的情绪。”

作为一所外语院校，天津外国语大学
在培养学子国际视野的同时亦注重中华文
化的校园传承。该校京剧团已有十余年历
史，此次夜校活动中，京剧团成员发挥自身
的戏曲特长，带大家赏析京剧剧目、学习表
演身段，在活泼有趣的讲解与互动中，引发
“00后”对古老艺术的兴趣。

夜校课堂让学子们教学相长。京剧
团的负责学生申菊带着普及非遗、弘扬国
粹的强烈使命感投入其中。她深知传统
文化传承不能出现偏差，所以格外注重讲

解内容的正确性，查资料、向老师请教，备
课过程中自己也学到了很多知识。“把京
剧知识学到自己身上，再与同学们分享，
进而发掘出传统艺术更大的趣味性，这让
我更有兴趣和信心继续学习、推广国粹艺
术。”申菊说。
除了艺术类课程，夜校还开设了辩论、

手语、跆拳道等多姿多彩的课程。学生郭
楠在从戎兵社的夜校课堂学习了踢正步、
握礼宾枪的要领。郭楠坦言，之前每每看
到学校升旗手的挺拔身姿，都能感到力量
与光荣，也会情不自禁想象自己当升旗手
时的模样。通过青年夜校，不仅学到了专
业知识，提高了身体素质，也更加坚定了爱
国情怀与理想信念。

青年夜校绘就了青春色彩的风景：
街舞社团成员以灵动舞步和热烈节奏，

带动同学们一起绽放活力；辩论社团理
论与实践结合的课程，令参与者锻炼思
考与表达能力，知晓自身优劣势与努力
方向；跆拳道社团教大家健体防身，连
续多期的课程也让不少参与者养成了
良好的运动习惯；英语协会成员则凭借
外语优势，建起跨文化交流桥梁，让思
想火花碰撞出更多光彩……

依托学生社团 开设特色课程

青年夜校绘就青春色彩

天津外国语大学京剧团成员和同学们

感受京剧艺术魅力。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