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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高丽）由中国文化艺术
发展促进会文艺两新专业委员会、天津美
术馆共同主办的展览“笑语飘向远方——
杨柳青年画儿童形象发展史”，正在天津
美术馆四层展厅展出。

本次展览中，通过旧版新制《麒麟送
子》《瑞雪丰年》《美人戏婴图》等，以写实兼
夸张、鲜艳兼灵动的艺术表现力，为观众展
现出一幅幅轻松活泼、趣意盎然的生活画
面，串联起杨柳青年画中儿童形象的发展
过程，从中一览图像学史、社会学史等多学
科相关内容，体现其独特的学术价值。

美术馆新展聚焦
杨柳青年画娃娃

本报讯（记者刘桂芳）2023年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即将到来，市文化和旅游局推
出的“走进非遗 品味天津”2023年天津市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陆续展开。
其中，我市各区精心策划的非遗宣传展示
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从不同角度展示
了我市丰富的非遗资源。

滨海新区明日在汉沽滨河家园社区举
行“讲好中国非遗故事 加强非遗保护传
承”活动。届时将举办汉沽飞镲、评剧、女
书等非遗项目展示活动，并为社区群众进
行非遗项目讲解，同时在滨海文化中心共
享长廊举办天津市第十四届滨海艺术节非
遗市集展示展卖活动。

河东区10日在棉3创意街区举办“非
遗新生活”宣传展示活动，邀请天津茉莉花
茶拼配工艺、祥禾饽饽传统糕点制作技艺、
津沽手绘（贡尖）年画技艺、曾氏华服手工
精细制作技艺、津派花丝制作技艺、津门大
直沽酒传统酿造技艺等20余项非遗项目
进行展示展卖。此外，拦手门、子午蛇形
掌、青莲高跷、善音法鼓等项目也将进行动
态展示。

明日至11日，河西区在中治和悦汇举行
“非遗融入生活 文化自强自信”活动，邀全
市范围内的30个非遗项目到现场进行展
示。此外，“邂逅活力非遗 创享品质之
城”——天津市2023年第五届西岸哪吒杯京
津冀甘黔湘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创意大联
展将于本月中旬至7月中旬举办。活动以文
化为主线，通过内容发布、文化快闪、非遗展
览、活态体验、跨界国潮、艺术空间、文化消
费七大主题，开展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动。

南开区非遗嘉年华系列宣传展示活动
将于10日启动。系列活动包括在天津大学
举办“天津皇会田野教学基地”授牌仪式，
现场进行宫前中幡展演；在庄王府举办南
开区第十批区级非遗项目、第八批区级传
承人颁牌仪式和“感受非遗韵味 共享保护
成果”南开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风采展示
演出；在老城博物馆举办“讲好中国非遗故
事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南开区曲艺展演。

津南区“津彩非遗·悦美津南”活动
10日在葛沽镇体育公园举行，44个项目
将参加此次活动，为历年展演规模之
最。活动包括非遗项目文艺演出、高跷
展演和静态展销，与津南非遗传习基地
签订协议并授牌。

此外，河北区的“津彩河北 活力非遗”
活动、武清区的通武廊非遗文化交流活动、
宝坻区京东大鼓星火日系列活动、宁河区
的非遗购物节、蓟州区在独乐寺门前举办
的非遗展示活动等也将陆续开展。

我市各区精心策划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活动

活态展示体验
非遗多姿多彩

本报讯（记者高丽）记者从天津市
文旅局获悉，值此天津考古70周年之
际，为展现天津地区阶段性考古成果，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天津考古
四十年资料汇编（1956-1996）》基础上，
继续编辑《天津考古资料汇编（1997-
2020）》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考古70年来，通过几代人的
努力，已初步构建起天津地区距今10万
年以来的考古遗存编年序列。特别是
进入21世纪以来，天津考古纳入文化遗
产保护体系，在旧石器考古、大运河考
古、长城考古、城市考古、明清人骨考
古、明清海防遗存考古等诸多领域主动
作为，取得系列重要发现和成果。

本书是对天津地区1997年至2020
年间散落发表于各类学术刊物上考古
资料的汇总，兼含考古新发现和资料性
文章，共收录考古综述、考古报告（简
报）、考古新发现等各类文献资料36篇，
1997年以来的天津考古年鉴稿111篇。

展现天津地区阶段性考古成果

《天津考古资料汇编》
续编出版

本报讯（记者高丽）天津博物馆认
真贯彻落实《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
作的意见》，今年4月全面启动馆藏古
籍文献保护项目，以全面普查清点、抢
救性修复、预防性保护和数字化采集
等有力措施，组织策划馆藏古籍文献
专题展，多措并举让古籍里的文字活
起来。

天津博物馆馆藏图书资料20余
万册，其中线装古籍文献5.3万册，存
藏量丰富，不乏善本、孤本，具有较高
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按照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制定的《古籍普查规
范》要求，天博针对古籍原书进行题
名、著者、版本、年代、册数等信息的
电脑录入目前正在全力推进，力争尽
快完成古籍和天津地方文献的全面
摸底普查，为下一步科学管理、保护
开发奠定基础。同时，天博对古籍进
行分类建档，已完成《本草纲目》《世

说新语》《资治通鉴》《元史》《吕氏春
秋》等500余册古籍文献的定级前的
著录。天博还对馆藏《二如亭群芳
谱》《天津府志》等进行数字化采集，
过去束之高阁、藏于库房的古籍将逐
步走近大众，让馆藏善本、孤本活起
来、传下去。

在做好普查、录入的同时，天博对
馆藏古籍文献保存现状开展调查。调
查中发现，破损严重的古籍中，病害多
为断线、破皮、断口、虫蛀、老化等。这
批古籍在日常工作中使用率高，经常
作为展品展出，具有较高的价值。为
此，天博与天津图书馆合作，积极开
展古籍抢救性修复工作，双方共同签
署天津博物馆古籍文献保护项目协
议，对《王文恪公集》等近50册明版
古籍及天津地方文献进行修复，将于
8月全部修复完毕，并将作为“缥缃琳
琅——天津博物馆藏古籍珍品展”的

展品，在9月与观众见面。
古籍具有不可再生性，使之不再

遭受损坏已成为目前急需解决的问
题。天博坚持“以防为主，防治结合”
的原则，为古籍书库配备温湿度控制
器、紫外线除尘器及防虫防霉设备与
监测等系统，这些设备能够有效地预
防古籍文献遭受环境迫害，确保长期
保存。天博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馆
藏古籍文献的科学保护与管理已初
见成效。

为深入挖掘古籍文物背后的文化
内涵，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天津博物馆正积极策划筹备“缥缃琳
琅——天津博物馆藏古籍珍品展”。
此次展览将精选百余套元明时期古籍
善本、珍贵的天津地方文献等压箱底
的宝贝进行集中展示，这是天津博物
馆首次举办古籍展，也是馆藏古籍活
化利用的有益尝试。

天博多措并举推进馆藏古籍文献保护项目

压箱底宝贝9月与观众见面

北辰区天穆镇团委联合天穆镇文化站，近日举办天穆镇曲艺之乡中外青年

曲艺交流活动。南开大学曲艺文化体验工坊的俄罗斯、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的

留学生与天穆镇非遗曲艺工作室的众友茶馆相声第五代代表性传承人马勇、联

珠快书非遗传承人杨林进行交流。非遗传承人向留学生们讲授了曲艺专业知识

和表演技法，让留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本报记者 高莹辉摄

来曲艺之乡学艺涨知识

本报讯（记者高丽）作为首届天津
音乐节的重磅演出之一，指挥家廖国
敏、小提琴演奏家朱利安·拉赫林与维
也纳交响乐团将强强联合，今晚在天
津大剧院音乐厅精彩诠释贝多芬与莫
扎特的不朽之音。

奥地利维也纳交响乐团是1900
年成立于奥地利的交响乐团，代表了
奥地利古典音乐演奏领域的最高水
准，同时也是欧洲乐坛最具声望和光
荣传统的顶尖交响乐团之一。19世
纪末，正是在维也纳建立一支全新乐
团的呼声高涨之时，当时许多新作品
需要通过新乐团登上历史舞台，奥地
利维也纳交响乐团应运而生。

奥地利维也纳交响乐团自1946
年布雷根茨音乐节开始以来，便一直

担任音乐节常驻乐团，并与该音乐节
保持着密切合作关系。布雷根茨音乐
节是奥地利最负盛名的艺术节之一，
拥有世界最大的水上歌剧舞台，并因
其华丽的舞美设计和高水平的歌剧演
出闻名于世。每年音乐节期间，乐团
都会为每首作品配备不同的指挥，陪
伴布雷根茨音乐节走过了76个夏天。

在历史上，奥地利维也纳交响乐团
曾涌现出传奇指挥大师布鲁诺·瓦尔
特、理查·施特劳斯等，他们为乐团留下
深深的烙印。赫伯特·冯·卡拉扬和沃
尔夫冈·萨瓦利什两位大师也将乐团带
入到超凡的音乐境界。如今乐迷耳熟
能详的音乐会保留曲目均都曾为奥地
利维也纳交响乐团所首演，其中不乏布
鲁克纳《第九交响曲》、勋伯格《古雷之

歌》、拉威尔《为左手而作的钢琴协奏
曲》、策姆林斯基《小美人鱼》等。

今晚，乐团将为津门乐迷献上贝
多芬众多作品中以优雅、活泼、轻松的
气质引人注目的《降B大调第4号交
响曲》。该曲是恋爱中的贝多芬才华
横溢的体现，以赞美生命和爱情为主
题。乐团还将带来莫扎特创作的最后
一首交响曲《C大调第41号交响曲
“朱庇特”》。该作品完成于1788年8
月10日，是莫扎特三大交响曲的大轴
之作。其规模宏大、壮丽灿烂，是莫扎
特最优秀的器乐曲作品之一。除此之
外，乐团还将携手小提琴演奏家朱利
安·拉赫林，奏响莫扎特当今被演奏最
多的十大小提琴作品之一《G大调第3
号小提琴协奏曲》。

奥地利维也纳交响乐团莅临天津音乐节

今晚大剧院奏响“维也纳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