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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为纪念天津设卫筑城620周年，昨日，
天津博物馆展览与活动均有上新：“物语新声”——华世奎书法文
献精品展开展，“天博文韵·韵山海”剧情式解谜观展项目亮相。
华世奎潜心研究翰墨诗书，集百家书之长。此次展览按年龄

阶段展现华世奎的书风面貌，涵盖众多展品。文献展品以华世奎
信札、诗稿、册页为主，意在通过小作品展现大气象，并以此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擦亮津门文化名片。
“天博文韵·韵山海”是在天津博物馆展厅实景中开设的剧情

式解谜观展项目。该项目以天津博物馆藏品“青玉羽人拜螭纹珮”
为主体，打造了“青玉羽人”形象，并以其视角讲述天津从古至今的
历史变迁、文化交融与城市发展。该项目通过16道与展陈紧密结
合的谜题、一本记录天津人文历史的手账绘本、包含天津15处重
要历史文化地标建筑和4条历史脉络的导览地图以及文创礼物，
让观众在参观与解谜中追溯天津城市的起源与发展。

天津博物馆展览活动上新

■本报记者 刘莉莉

昨日下午，鼓楼博物馆门前响起铿锵
振奋的鼓乐之声。今年12月23日是天津
设卫筑城620周年纪念日，以“博物馆里听
津声”为主题的一系列活动在鼓楼博物馆
接连举办，通过沉浸参观、文艺表演、讲座
分享等生动丰富的内容，和各地观众一起
感受津城岁月沉淀的厚重历史、独具魅力
的地域文化以及蓬勃发展的时代活力。此
系列活动由天津戏剧博物馆文庙博物馆管
理办公室举办。
“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

阁”，作为天津“三宗宝”之一，位于老城厢
的鼓楼是一处津门地标，亦是津沽文化的
代表。在鼓楼博物馆，天津诗人梅宝璐撰
写的“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
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就描绘

了天津的繁荣景致。
昨日下午2时，鼓楼博物馆门前一段

“归望津影”的主题鼓乐表演振奋精神，拉
开活动帷幕。“我，是津声。我是滔滔海河
中浩荡激迸的浪涌，我是绵绵燕山里凛冽
席卷的狂风……”原创朗诵节目《鼓韵津
声》浪漫抒怀。随后，观众们随讲解员一起
走进鼓楼博物馆，通过一种新方式沉浸参
观这里的《老城遗韵》展览。
“1404年，明成祖朱棣命人在三岔河

口地区设卫筑城，并给这个地方起名‘天
津’，意为‘天子经过的渡口’。您看，重修
三官庙石碑的碑文上就记载了这段天津得
名的历史。”
“咱们天津的鼓楼实为钟楼，清代诗人

周楚良写道：‘本是钟楼号鼓楼，晨昏两度
代更筹。声敲一百单零八，迟速锅腰有准
头。’其中‘锅腰’是指在鼓楼负责撞钟的一

位驼背老人，他很敬业，每天都准点撞钟。”
“大家看，这是估衣街达仁堂药店的算盘，
全长3.06米，可供多人同时核算，反映出当
时天津的店铺规模和商业繁荣。”伴随在博
物馆不同楼层现场演奏的鼓曲声、古琴声，
讲解员将展厅里陈列的天津故事娓娓道
来，观众们听得津津有味。
外乡人周晓姝和孩子一起参加了这次

活动，她高兴地说：“我们每到一座城市，都
希望先了解这里的文化。这次慕名而来走
进鼓楼，听到这么多天津历史、文化，给我
最大的感触就是天津的多元与包容，而且
这座城市还有明确的‘生日’，感觉很有意
思，很有味道。”

观众群中还有许多“老天津卫”，谈起
参观感受，他们滔滔不绝、满是自豪：“咱天
津是中西合璧，包罗万象。这些历史、文
化，都是咱天津的根呐！”

此次系列活动还包括津味图书鼓楼分
享会、明信片发售等内容，吸引许多游人参
与。12月21日至29日，天津社科院出版
社近年来出版的和天津有关的百余种图书
集中亮相，包括文化、历史、民俗等。同时，
知名学者、作家和艺术家分别讲述天津考
古史、艺术史、教育史、城市书院史，与观众
现场交流，共话天津。此次系列活动期间
还发售带有不同时期鼓楼图案的明信片，
在明信片的方寸之间展现鼓楼风貌、承载
天津底蕴。
天津戏剧博物馆文庙博物馆管理办公

室相关负责人表示，天津是一座历史与现
代交织的城市，这里深厚的底蕴和蓬勃的
活力交相辉映，共同书写这座城市的故
事。他们希望通过一系列活动弘扬津派文
化，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打造特色鲜明的文
化旅游目的地。

■本报记者 仇宇浩

近日，第四届中国非遗传承发展与创
新高峰论坛木版年画专场，在天津杨柳青
木版年画博物馆举办。该活动由华夏文化
促进会、天津杨柳青画社主办，天津美术学
院提供学术支持。同时，“功同六籍——杨
柳青年画中的历史故事”学术展览开幕。

探讨木版年画创新发展

中国非遗传承发展与创新高峰论坛由
华夏文化促进会主办，举办6年来，已成为
我国非遗研究和实践领域的重要交流平
台。华夏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常月红表示：
“不久前，‘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
的社会实践’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下个月就过年了，我们在这里
举办木版年画专场，交流研究成果，探讨发
展路径，共话‘过年的画’和非遗未来，非常
有意义。”

当天，来自华夏文化促进会、清华大
学、中国美术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画
院、天津大学、天津美术学院、天津科技大
学、天津博物馆、天津杨柳青画社、河北教
育出版社等单位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

同探讨木版年画的起源与发展路径、传统
技艺与现代创新，为木版年画的活化传承、
创新发展，献计献策。
“天津杨柳青画社的‘老版复生’工程

借鉴古人经验，攻克工艺难题，量化工艺标
准，目前首期《富贵有余》《吉庆有余》《二八
登科》《八百千秋》《鱼龙变化》《二甲传胪》6
幅以及第二期《四艺雅聚》已投入生产。‘老
版复生’工程就是要实现以标准化管理活
化感性的民间艺术，激发非遗老手艺的新
活力。”天津杨柳青画社副社长杨文表示，
这是一次展示、交流、学习的良机，对于促
进杨柳青木版年画的传播、传承、发展以及
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具有重要意义。

精美年画还原生动场景

“功同六籍——杨柳青年画中的历史
故事”学术展览，分为“年画专题展”“致敬
先生——王树村与薄松年的学术成就”

“年画工艺标准化实践案例”“工艺传承展
示”4个板块。展览将持续至2025年2月
21日。

策展人、天津美术学院副教授姜彦文
向记者介绍：“‘功同六籍’出自唐代画家、
绘画理论家张彦远名作《历代名画记》中的
‘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
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六籍即六经，就
是说，绘画如同六经，能对个人和社会产生
深远影响。”
“年画专题展”板块从天津杨柳青木版

年画博物馆的珍藏中精选了23组历史故
事题材的古版杨柳青年画，分为神话传说、
先秦至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至明清4个
部分，呈现了杨柳青木版年画的高超技艺，
极具学术与艺术价值。记者看到，《天河
配》的故事出自《牛郎织女》、《青蛇盗库》的
故事出自《白蛇传》……一幅幅精美的年
画、一个个生动的场景，带出一个个精彩的
故事。

姜彦文表示：“杨柳青年画题材广泛，
内容多样，多表现劳动人民对传统文化的
尊崇、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充满浓厚的生活
气息，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历史故事’
是杨柳青木版年画中一个较大的门类，一
般来说，具有场面宏大、构图丰满、景物刻
画真实自然的艺术特点。画师选取典型人
物和场景，配合题跋，让人一看就知道故事
出处。虽然画上的很多故事并非史实，但
我们可借此一窥当时民间的价值观、道德
观、审美观。”
“致敬先生——王树村与薄松年的学

术成就”板块，展示了两位老先生的学术出
版成果，彰显他们深厚的家国情怀与学术
理想。其余两个板块呈现了天津杨柳青画
社近年在传统工艺振兴方面的实践成果，
包括年画工艺中对自然材料的开发、工具
的改造，以及经验传承与创新等，让观众认
识“何为非遗”、思考“非遗何为”，感知非遗
凝聚的智慧与力量。

“功同六籍——杨柳青年画中的历史故事”学术展览开幕

专家学者共话“过年的画”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2024天津相声节”近日走进静海区上
演名流茶馆专场演出，为该区教师代表送上“笑的艺术”。

演员们表演了快板书《绕口令》以及相声《健康之路》《魔术平
行线》《全能演员》等节目，他们的表现力和想象力给传统相声带来
新活力。台上一逗一捧，妙语连珠。台下欢声笑语，掌声不断。

传统相声献给教师代表

本报讯（记者 张帆 摄影 姚文生）昨天，天津交响乐团“周日
音乐下午茶”推出“漫乐无限——经典动漫交响音乐会”，天骄
OPEN乐团为观众带来了《名侦探柯南》《灌篮高手》等观众耳熟能
详的经典动漫歌曲。

“下午茶”时间漫乐无限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近日，由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创作的儿
童剧《小小消防车嘟嘟》演出，用艺术向孩子们传递安全知识。

该剧讲述了当火灾警报响起，一辆充满正义感的小小消防摩
托车“嘟嘟”总是第一时间出动，和小伙伴一起奔赴火场。剧中巧
妙融入拨打火警电话、疏散逃生的正确方法等消防安全知识，培养
孩子们的自我保护能力与安全意识。

《小小消防车嘟嘟》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