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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洋）南开大学京
剧传承基地策划的“粽香情浓话端
午——2023端午雅集和模拟文化市
集”昨天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举办，来
自近20个国家的200余名中外师生齐
聚一堂，通过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感
受端午节的文化内涵。

作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
午节不仅是历史的传承、文化的盛宴，
更承载了深厚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
神内涵。南开大学京剧传承基地经过
精心策划，设计了为期一个学期的端
午系列文化体验活动，“端午雅集和模

拟文化市集”是此次系列活动的最高
潮，包含端午雅集、手工体验、京剧服
饰体验、风筝题字、端午美食品尝等多
项内容。为致敬先贤，中外师生在端
午雅集上表演了《离骚》吟诵、京剧联
唱等节目，张悦、王钦等京剧名家也和
同学们一起演唱京剧经典唱段，令现
场观众大饱耳福。

在模拟文化市集上，做龙舟模
型、制香囊、缠彩绳、品春茶、包粽子
等民俗文化活动精彩纷呈。一位来
自俄罗斯的留学生告诉记者：“我非
常喜欢中国文化、中国美食，活动中
我通过制作香囊，知道了佩戴香囊
有避邪、祈福的节日寓意，还吃到了
粽子、五毒饼这些传统美食，让我对
中国的节日文化、风俗都有了更深
刻的了解。”

南开大学京剧传承基地举办系列文化活动

中外师生体验端午雅集

本报讯（记者刘桂芳）为迎接6月10日
全国第七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辰区非
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昨天上午在北辰区墅
外桃源景区举行。30多个非遗项目汇聚
现场，展示了北辰区丰富的非遗资源。

活动主舞台上，穆氏花毽、佫氏顶花坛
杂技表演艺术、众友茶馆相声、联珠快书、
天津时调（大数子）、穆氏戏法6个非遗项
目相继精彩展示。在林荫大道，北辰区内
外共8道非遗高跷会同时起舞。足球场
内，北辰非遗购物节集齐20个北辰非遗展
卖项目，美食、饰品、艺术品、生活用品等商
品琳琅满目，传统技艺和现代生活融合，为
游客带来不一样的非遗消费体验。与此同
时，北辰民间绘画、葫芦制作技艺、北辰女
红布艺等非遗项目还深入校园、社区、村
居，邀请人们参与体验，亲身感受北辰区非
遗的魅力。 本报记者 高莹辉摄

北辰区举办非遗宣传展示活动

三十余个非遗
项目汇聚一堂

本报讯（记者高丽）由天津市美术
家协会、重庆市美术家协会、四川美术
学院、天津美术馆共同主办的“交错的
目光”——张杰油画艺术展，昨天在天
津美术馆开展。

本次展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研
究员、美术理论家郑工担任策展人。
中国美协副主席杨晓阳、国家博物馆
副馆长刘万鸣、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
林茂、重庆市美协主席庞茂琨、鲁迅
美术学院副院长李书春等业界资深
人士，与天津市文联、天津文旅局、天
津美术学院等相关负责人士共同参
加了画展开幕仪式。

本次展览展出重庆美协副主席、
四川美术学院副院长张杰上世纪90
年代至今创作的百余件美术作品，是
其艺术实践的系统性梳理和集中呈
现。张杰的创作突出自然、人、城市三
大主题，彼此对照呼应、交错潜行。
此次展览由“观·影”“观·察”“观·众”
“观·城”四部分组成。其中，“观·影”
中，《气象》《春之声》等作品以蓝白色
彩呈现光影中的山水风景；“观·察”中
的《消融的风景》《切割的风景》等以红
绿等主色带给观众视觉冲击；“观·众”

中《追梦人》《祈福》等作品将视野从前
期的自然风景转向了人文关怀，赋予
城市人物题材在内容与绘画形式上的
交错重叠；“观·城”则呈现了工业时代
的城市景观，《造城》《梦幻之城》等作

品以画笔再现当代城市的怀旧与摩
登，以及画家对城市景观的多维观察。

展览将持续至本月底。
上图 展览现场。

本报记者 王津摄

张杰油画艺术展天津美术馆开展

“交错的目光”多维描绘人与城

学生们亲手制作龙舟模型、香囊。
本报记者 张立摄

本报讯（记者高丽）作为首届天津
音乐节演出之一，天津歌舞剧院《全套
贝多芬系列》交响音乐会昨晚在天津
大剧院音乐厅继续精彩上演。在该系
列第五场演出中，指挥家李飚携手特
邀钢琴家孙颖迪，带领剧院交响乐团
为津门乐迷呈现《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
奏曲“皇帝”》和《F大调第八交响曲》。

为了向伟大的音乐巨匠贝多芬致
敬，今年天津歌舞剧院重磅上演“全套
贝多芬系列”作品音乐会。系列音乐
会从3月至6月，为观众带来多首“乐
圣”创作的不朽经典。

昨晚率先亮相的《降E大调第五钢
琴协奏曲“皇帝”》，是该系列上演的最
后一首钢琴协奏曲，也是贝多芬五首钢
琴协奏曲中的最后一首，是公认的贝多
芬最伟大、最辉煌的钢琴协奏曲，又名
《皇帝协奏曲》。担任本场音乐会钢琴
演绎的孙颖迪，现为上海音乐学院钢琴

系副主任。2005年，孙颖迪在荷兰乌德
勒支举行的第七届弗朗茨·李斯特国际
钢琴大赛上夺得金奖，成为第一位摘取
此桂冠的华人钢琴家。从华丽绚烂的
第一乐章开始，《皇帝协奏曲》贯穿始终
的恢弘大气、波澜壮阔深深吸引着现场
观众，孙颖迪扎实稳健的舞台风范也令
乐迷所沉醉。在与指挥和乐团的默契
配合下，演奏家精彩诠释了贝多芬这部
演奏技艺最为精深的不朽之作。

与昂扬辉煌的《皇帝协奏曲》相
比，下半场呈现的《F大调第八交响
曲》则显示出短小精悍的艺术特色。
这也体现出指挥家李飚在曲目编排上
的良苦用心——以协奏曲和交响曲的
对比与呼应，带给乐迷每一场演出不
同的音乐感受，从而走近乐圣多彩的
艺术人生。通过演奏家们的真切演
绎，也将对美好世事、理想、希望不懈
追求的力量传递给现场的乐迷。

天歌携手钢琴家孙颖迪诠释“乐圣”多彩音乐人生

“全套贝多芬”之五恢弘大气
本报讯（记者高丽）“品荷韵书香 铸文

化辉煌——天津图书馆孙犁主题图书回顾
展开幕式暨天津人民出版社《报人孙犁》首
发式”，昨天在天津图书馆举行。

适值孙犁诞辰110周年，为纪念这位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作
家，天津图书馆、天津人民出版社、百花文
艺出版社联合主办，天津市文艺评论家协
会协办了本次活动。

展览共展出孙犁相关图书五十余种，其
中既有《白洋淀纪事》《铁木前传》《芸斋小
说》等孙犁著作，《逝不去的彩云：我与父亲
孙犁》《布衣：我的父亲孙犁》《我与孙犁四十
年》等追忆孙犁的作品，也有《书衣文录：手
迹》和“我与孙犁”丛书等研究孙犁的作品。
此外，天津人民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报人孙
犁：重读孙犁随笔》也在本次展览中展出。
《报人孙犁：重读孙犁随笔》是侯军的新

作，主要围绕孙犁的报人身份展开研究，展现
了孙犁不为读者所熟知的另一面。全书分为
“读者·记者”“编者·作者”“学者·报人”“我与
孙犁”四辑，记录了孙犁步入报人之路的身影
足迹。在介绍孙犁的记者、编辑经历的同时，
也分析其不同时期新闻作品的特点，对作为
编辑的孙犁的职业操守和文学造诣，给予了
充分的介绍。书中还收录了作者近年来研究
孙犁的论文及怀念孙犁的散文。本书情感饱
满，观点鲜明，资料丰富翔实，论述细密透辟，
堪称一部内容充实、新意迭出之作。

天津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王康表示，天津
人民出版社于2022年出版了“我与孙犁”丛
书，2023年又出版了《报人孙犁》。出版社始
终关切和重视孙犁先生，对孙犁研究的动态
也一直保持关注。《报人孙犁》的顺利出版，
离不开作者侯军真诚感人的精心创作，也得
益于孙犁先生绵延至今的深刻影响。

孙犁主题图书回顾展天图开幕

《报人孙犁》聚焦
孙犁报人之路

音乐会现场。
本报记者 王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