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徐 艳 文化新闻和特稿部电话：23601379

2023年6月23日 星期五 13文化

本报讯（记者高丽）作为国家艺术
2022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
助项目，由天津歌舞剧院投排的原创
歌剧《洛神》本月25日将在天津礼堂
大剧场首演。从《洛神赋》到七步诗，
从三曹到建安七子，本剧都将有一定
深度的呈现，力求在歌剧舞台上给观
众带来一场文学盛宴。

曹植的《洛神赋》是脍炙人口的名
篇，叙述了一次超现实的人神之间的
邂逅。千百年来，人们在猜测、解释作
者创作灵感和冲动从何而来。该剧导
演段兴涛表示，歌剧《洛神》从故纸堆
里、诗赋里挖掘出背后这段凄美的故
事，“相爱的人一见钟情，却不成眷属，
即使隔空相思也不为所容，爱的双方
各自被贬谪、打入冷宫，最后抛下躯
壳，飞越时空，在超凡的世界相伴携
行。它远远比《洛神赋》更富有激情、
更曲折、更沉郁、更痛苦，也更具有悲
剧的张力”。

编剧王海平说：“这个唯美的爱情
故事，更具有典型的中国浪漫主义特
质。”曹植所处的建安文学时代，是中
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文人创作形成高潮
的时代。领袖文坛的曹操主张唯才是
举，让文学从阐发经义回归反映现实
生活、抒发思想感情的轨道。“曹植、宓
妃的爱情深深打上了建安文学追求自
由和个性、思想解放的烙印，歌剧《洛
神》是中国古典浪漫主义爱情的很好

诠释。事实上，中国戏曲《牡丹亭》《梁
祝》《长恨歌》、小说《红楼梦》，无不具
有典型的超现实色彩。”

剧中的唱腔和音乐由青年作曲家
刘思军完成。他之前创作过歌剧《复
活》，也专题写过离骚题材交响乐以及
若干音乐剧，包括《北京故事》《瓷魂》
等。这一次，他深入研究了故事发生
地邺城、河洛地域民歌、戏曲特点，将
这些元素糅合于旋律和唱段中，呈现
给观众耳目一新的古典美。

剧中主要角色由天津歌舞剧院
歌剧团优秀青年声乐演员担纲。其

中，曹植的扮演者张凯之前主演过
歌剧《爱之甘醇》《茶花女》《青春之
歌》《雷雨》，宓妃的扮演者李洋和张
晏蓉分别主演过歌剧《杨贵妃》《原
野》等。

剧院常务副院长李建军表示，剧
院有优秀的声乐、舞蹈演员以及配备
整齐的交响乐团，此番整合优势，将这
部原创歌剧中的中国美学、文化传统
进行深入挖掘，演绎好这部充满浪漫
与温情的中国歌剧。

上图《洛神》排练现场。
本报记者 王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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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歌《洛神》周日揭开面纱

本报记者 高丽

作为天津博物馆非常有意思的一
件馆藏文物，清朝乾隆时期的无款《万
笏朝天图》是一幅金碧山水人物画长
卷，少有地用磁青绢画布绘制而成。
为了完整展示这幅瑰丽的长卷，天津
博物馆在“耀世奇珍”展厅中特置专
柜，将17米巨制展开，将其全貌第一
次呈现于广大观众面前。
《万笏朝天图》生动细致地描绘

了乾隆南巡至苏州，官员百姓接驾的
场景。此卷高56.3厘米，卷长17米
多。卷首钤有“宣统御览之宝”印玺，
为清宫旧藏。“万笏朝天”本是形容苏
州天平山笔架峰群石林立，状似群臣
朝觐天子时所持的笏板，在这里则是
将地方官民迎接圣驾的场面冠以此
语，语意双关。

画面由苏州城郊开始，以城西天
平山为中心展开，连接支硎山、灵岩
山一带的名胜古刹。观音院、放鹤
亭、听雪阁、高义园、白云泉等著名景

观悉数在列，描绘准确而细致。画卷
色彩富丽，气势恢宏，将苏州城的山
川景致、市井风俗和官民盛大的迎接
乾隆皇帝御驾的场景栩栩如生地再
现于长卷之上。

图画重点描绘灵岩山、天平山一
带，地方文武官员身着朝服，与耆老、
缙绅在空旷处排列跪伏，八十岁以上
的老人穿黄布或黄绢外褂，手执高香
跪接御驾。南巡的主角乾隆皇帝的形
象在图中并未直接出现，而是以林木
掩映中微露一角的杏黄伞盖代替。有
学者研究认为，这种绘画方式可能与

本图作为南巡补记或前期路线准备的
汇报进呈本有关。本图的作者已无从
考证，卷尾署款可见“恩给知府职衔臣
范瑶恭进”。范瑶为宋代名臣范仲淹
的后裔，世居苏州，曾任大同知府，正
是他组织画士将乾隆南巡苏州的场面
描绘出来的。

这幅画卷的所用磁青绢画布颇为
名贵。古人尤为喜欢青色，从瓷器上
可见一斑。后来又把常用的纸也用靛
蓝染成了青色，这就是磁青纸。磁青
纸的制作比较困难，对墨水的颜色还
有要求，因此价格普遍昂贵，只有上层
阶级才能使用。他们使用磁青纸的主
要用处是抄写佛经或一些重要的文
书，用墨得用金漆，因为只有金色才能
在磁青纸上最显眼。而这幅卷图是进
献给乾隆的，一般的磁青纸也略显低
端，于是使用了靛蓝染成的磁青绢帛，
这幅色彩极富冲击力的《万笏朝天图》
就这样问世了。

上图《万笏朝天图》。
本报记者 王津摄

天津博物馆馆藏金碧山水人物长卷

《万笏朝天图》首次展全貌

本报讯（记者丁晓晨）中国戏曲
“像音像”工程天津基地录制团队，日
前在菏泽市大剧院完成枣梆《天波楼》
的拍摄。

枣梆是山东省传统地方戏曲剧
种之一，主要流行在菏泽、郓城、梁

山、巨野、鄄城、定陶等地，是山西
上党梆子传入菏泽后，在当地语言
影响下发展形成的。枣梆戏是中国
古老的剧种，也是稀有剧种，具有
很高的学术价值。它不仅丰富完善
了中国戏剧史，对整个戏剧界也产

生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为中国戏曲
研究提供了资料与佐证。2008年6
月 7日，枣梆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天波楼》是枣梆传
统剧目。

天津电影制片厂作为京剧“像音
像”集萃工程和中国戏曲“像音像”工
程天津基地录制团队，目前已录制完
成160余部京剧及戏曲“像音像”。

天影厂菏泽拍摄戏曲“像音像”

枣梆传统剧目《天波楼》杀青

本报讯（记者高丽）近日发布的《2023
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显
示，2023年度共有449家出版社的13569
种图书进入海外图书馆系统永久收藏。
其中，天津出版传媒集团百花文艺出版社
在“2023年海外馆藏影响力排行”总榜中
以32种馆藏图书位列第68名，连续四年
入选百强。

由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北京外国
语大学联合发起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
响力研究报告已连续发布12届。这项研
究报告以世界图书馆系统入藏中国出版
机构的书目数据为基础，追踪中国出版
物在全球的流通轨迹，勾勒出中华文化
在当今世界的传播范围。报告不仅为业
界及时提供了世界市场对中国大陆出版
物的反馈，也丰富了传播学界传播效果
研究的方法手段，因此得到业界和学界
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已经成为中国
出版界衡量世界影响的一个行业认可的
客观指标。

近年来，百花文艺出版社积极申报各
大版权输出奖项及资助项目，实现了多种
图书的版权输出，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
百强发布

天津百花社
连续四年入选

本报讯（记者高丽）记者从天津出版
传媒集团新蕾出版社获悉，在日前举行的
北京市文联优秀文学作品翻译工程图书
成果发布及四期项目签约仪式上，由作家
葛竞创作、新蕾社出版的《永远玩具店》确
定将被翻译成波兰语出版。
《永远玩具店》是一部挖掘童年乐

趣，呼唤亲情与陪伴的长篇温情童话。
作品以中国老玩具为载体，以童年精神
为指向，通过环环相扣的四段故事探讨
了爱的内涵与哲理。“隐形小飞鱼”中缺
乏爱的表达的亲子关系、“花将军”中爱
而不自知的珍贵陪伴、“一生只唱一首
歌的鸟”中浓烈炽热的爱的牺牲、“永生
小虫”中被赋予生命的小虫……作品扎
根儿童现实生活，以“永远玩具店”为精
神依托承载儿童的美好想象，同时在儿
童的情感共鸣中讲述了一段段感动人
心的故事。
《永远玩具店》出版以来，凭借中国老

玩具的文化载体与扎根儿童现实生活的
文学脉络，受到很多读者的喜爱，先后获
得多项荣誉。如葛竞所言，“沉淀时光，守
护童心，希望这本书可以陪伴孩子们成
长，成为记忆中最值得珍藏的温暖”。

新蕾社童书入选优秀文学
作品翻译工程

《永远玩具店》
将出波兰语版

■“弘扬传统文化 普及非遗技艺”

非遗进社区活动暨庆祝赵大肚子烧麦制

作技艺传承147周年活动，日前在津南

区葛沽镇举行。活动现场，该项目第五
代传承人赵国权讲解演示了这一起源于
清光绪年间，传承147年的非遗项目制作
特色。市级非遗项目观照轩、长乐老高
跷，区级非遗项目宁氏漆艺镶嵌技艺、温
派面塑、小啫喱果仁、青莲高跷也进行了
展演展示。

（刘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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