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徐 艳 文化新闻和特稿部电话：23601379

2023年6月9日 星期五 13文化

本报讯（记者高丽）由天津市新华书店
集团与天津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总队主办、
天津图书大厦承办的“企警携手 暖助矫
正”文化合作共建活动，日前在天津市公安
局监所管理总队启动。

活动中，天津市新华书店集团向监管
总队捐赠图书。双方就今后进一步整合社
会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推动未成年人
教育管理和权益保障工作走向更高水平达
成共识，并签订合作共建协议。

天津市新华书店集团作为宣传文化主渠
道、主阵地，坚持推广全民阅读，常态化开展
“图书七进”系列活动。十年来，与天津市监狱
管理局紧密合作，通过送书进监、图书捐赠、开
办讲座等多种形式，为服刑人员搭建学习互动
平台，形成了热爱书籍、积极阅读的良好氛围。

市新华书店集团向监管总队捐赠图书

企警携手共建
文化助力矫正

本报讯（记者高爽）天津文庙博物馆开
展传统文化展进校园活动，原创《大哉孔
子》系列展览近日走进天津天狮学院，吸引
全校两千余名师生参观学习。
《大哉孔子》展览从介绍孔子一生的主要

事迹入手，分为“孔子一生”“博大精深”“道冠
古今”“声播四海”四大部分，用图片、绘画、书
法、《论语》引用等多种形式，系统介绍孔子思
想的形成及其对中华民族乃至世界的影响。

《大哉孔子》介绍儒家思想

文庙博物馆
携展进校园

图①、②、③分别为《漕运图》北京界、天津界和杭州界。 本报记者 王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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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桂芳）作为天津市
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重点活动之
一，由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天津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的2023年天
津非遗购物节线上直播活动，今日至11日
每日19时至22时在抖音平台线上直播。

三天的直播活动中，天津独具特色的
各类非遗项目以及相关文创产品将在“天
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抖音官方
账号依次亮相，涵盖工艺品、服饰、食品、康
养等多个方面。天津广播电台音乐台主持
人王野将于明日晚间，在直播间与您一起
沉浸式体验非遗的魅力。

天津非遗购物节
今起线上播三天

本报讯（记者刘桂芳 辛璇）2023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天津非遗主场活
动暨第五届“运河记忆”非物质文化遗
产宣传展示活动，昨天上午在西青区
杨柳青古镇景区举行。现场的展览、
展卖、展演等活动，向人们展示来自
京、津、冀、鲁、豫、皖、苏、浙八省市的
近百项非遗项目的风采。

昨天的杨柳青古镇洋溢着浓郁的
节日氛围。作为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天津非遗主场活动，非遗文化市集、
非遗大师活态传承体验、大运河沿岸

特色节目展示、南北方戏曲曲艺展演、
汉服文化巡演、非遗文化祈福等活动
吸引了众多市民。

深度文化体验是今年活动的重要
特色。为了让人们沉浸式感受非遗，
运河“船”说宝藏馆里，汇集了来自大
运河沿岸八省市的国家级、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以古代大运河漕运
航线为展览主线，通过再现实景的方
式还原古代“水陆码头”以及“仓坊文
化”部分实景，将大运河及沿岸风采搬
进杨柳青古镇，打造京津冀风华、齐鲁

风雅、中州古韵、八皖秀美、姑苏清雅、
余杭烟雨六个非遗宝藏馆，带领广大
游客探索大运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宝
藏，走进运河历史，零距离感受大运河
文化的独特魅力。此外，在关帝庙前
广场和如意大街上进行的大运河沿岸
节目演出中，相声、快板、昆曲、评书、
黄梅戏等也轮番登场。

此次主场活动将持续至12日结
束，主办方将在不同时间段安排不同
的演出活动，为来到杨柳青古镇的人
们带来不一样的文化体验。

天津非遗主场活动暨“运河记忆”宣传展示活动开幕

八省市近百项非遗古镇展风采

本报讯（记者高丽）天津交响乐团
“和光初夏”走基层慰问演出活动，昨
晚走进北辰区曙光水镇，为现场观众
呈现一台精彩的中外经典名曲交响音
乐会。

演出由乐团团长、指挥家董俊杰
执棒，以大气磅礴的管弦乐《红旗颂》
为序曲，先后演奏中外两部经典芭蕾
舞剧《红色娘子军》《天鹅湖》中的经典
选段，欢快轻盈的音乐旋律令观众为
之沉醉。音乐会还选取《花之舞圆舞
曲》《加勒比海盗》《埃及进行曲》《世界
古典名曲联奏》等十多首乐曲，或婀娜
多姿，或阳刚潇洒，或动感十足，或惟
妙惟肖，风格各异，独具魅力，赢得现
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歌唱家李友林、鲍忠孝也参加了
演出，奉上《在希望的田野上》《在那遥
远的地方》《我的祖国》等艺术歌曲，唯
美抒情的演唱将音乐会演出推向高
潮，观众将热烈掌声送给了艺术家们。

图为演出现场。本报记者 曹彤摄

天交基层慰问演出走进曙光水镇

“和光初夏”沉醉中外名曲

本报记者 高丽

天津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升级版
“耀世奇珍——馆藏文物精品陈列”
中，首次新增与大运河有关的文物。
其中，清乾隆时期的《漕运图》卷以宽
约0.6米、总长约7.5米的篇幅，绘就清
朝时期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精细轮廓，
其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吸
引众多观众前来打卡。

汉代许慎在《说文》中注释，“漕，
水转谷也”，所以漕运也就是用水路
运粮食。在古代，漕运一直都由国家
管控。漕运的意义之大，可关乎国家
的存亡。提到漕运就不得不说运河，
因为“无运河，不漕运”。我国开凿运
河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
期，此后历朝历代皆有开凿，如同修

长城一样，是几千年来先民们一直都
在做的事情。历史上开凿运河的集
大成者莫过于隋炀帝杨广，他主持开
凿的京杭大运河将漕运的发展推上
新高度，若不然也难有唐宋的富强、
明清的兴盛。

这幅清乾隆时期的《漕运图》卷作
者不详，画卷采用平立面结合的鸟瞰
式形象画法，描绘了自洞庭湖和岳州
府开始，经过长江、运河至北京的水道
路线以及沿途的城市、山脉、河流、湖
泊、闸坝、桥梁、村庄等地理景致。整
幅图卷绘画精细、内容详尽、色彩丰
富，无不体现清代地图的绘画艺术和
制图水平。这幅画卷珍贵之处还在于
其较为丰富的文字注记，不仅标明了
地理景致，还记载了漕运水道沿途所
经州、府、县、镇之间的水程，并用里数

标明，以推测漕船到达日期，为研究漕
运文化、运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历史
佐证，确实是呕心沥血之作。

许多观众表示，原本是奔着三件
镇馆之宝而来，没想却意外被这幅壮
阔秀丽的《漕运图》卷吸引。细细观看
其中“天津府至杨村八十八里”等文字
描述和绘图，倍感亲切，对天津大运河
文化也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据了解，由于清乾隆《漕运图》卷
真实反映了乾隆早期的河渠水利工
程、漕运水道流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
景观，信息量之大让专家们对于它的
研究一直都未间断。虽然随着现代社
会的不断发展，部分地区的运河支流
已经不再起到漕运作用，但这幅《漕运
图》卷对于找寻历史上的运河遗迹，仍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耀世奇珍”文物展新增大运河相关文物

《漕运图》再现大运河盛景

“睦邻同心 悦享天塔”天塔街道第25

届邻居节开幕式，昨天在华夏未来剧场举

行。社区文艺爱好者表演了歌舞、情景音

诗画、服饰表演和原创配乐朗诵等，唱响新

时代“睦邻天塔 红色聚力”的幸福之歌。

图为大合唱《邻居节之歌》。

本报记者 尉迟健平摄

睦邻同心 悦享天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