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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高爽）在“七一”即将到来
之际，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迎来参观热
潮。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在纪念馆中重温
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连日来，纪念馆每天团体观众接待
量均突破100批次。纪念馆内，人潮涌
动，一份份文献、一件件实物、一幅幅照
片，直抵人心、触及灵魂。北京市平谷区
金海湖镇水峪村村民在看过纪录片《永
远的怀念》后，深情地表示：“还记得，大
家得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时，都非常难
过。今天来到纪念馆参观，又回忆起那
段历史。看着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场景，
我今天仍然感动得流泪了。”还有不少观
众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自己的参观感悟，
表达对周恩来与邓颖超两位伟人无限缅
怀之情。

迎“七一”温初心
周邓馆人潮涌动

本报讯（记者高丽）第20届全国读书
年会暨藏书票设计艺术展，昨天在天津问
津书院举办。来自全国近20个省区市的
读书刊物主编、图书馆和出版社编辑、高校
和阅读推广领域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活
动。本届年会旨在展现新时代全民阅读、
书香社会建设的新特点、新气象。在两天
的活动中，还将举办全国读书年会20周年
纪念会。

本届年会活动精彩纷呈，除了举办《贾
宝玉的读书生活》《一个滨海城市区域的社
会变迁史》《藏书票的艺术》等6场学术讲
座外，还在问津书院一楼美术馆举办“珠玉
文心——崔文川藏书票文化艺术展”，并召
开民刊发展讨论会，举办新书新刊发布会，
发布《第18届全国读书年会文集》《第19届
全国读书年会文集》。

此外，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方志
学家、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先生百年诞辰
纪念会昨天举行，并发布了《来新夏文集》
《来新夏学记》《来新夏先生书信集》等相关
图书。

第20届全国读书年会
在津举行

书香溢津门
礼赞新时代

本报讯（记者高丽）为了迎接“七一”的
到来，天津美术馆日前为静海区第四小学
全体师生送上一堂“一个两万五千里的奇
迹”中小学博物馆示范课，让同学们深入了
解长征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天津大学志愿者曹瑜琛作为此次示范
课主讲人，以《十送红军》这首经典红色歌
曲，引出主题、背景和意义；通过纪录片《山
河岁月》中所呈现的长征数字，让学生们了
解到，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革命事
业而进行的一次伟大壮举，是中国革命历
史中的重要里程碑。通过这堂示范课，学
生们深刻体会了长征精神中坚韧不拔、不
畏艰险的品质。天津美术馆相关负责人表
示，“七一”前后，他们还会将这样的红色示
范课送进多个校园。

迎“七一”天津美术馆校园行

博物馆示范课
感悟长征精神

本报讯（记者高丽）“中银之声”首
届天津音乐节昨晚再迎重磅演出，天
津交响乐团年度原创巨作——“交响
诗篇《长城》──为合唱、独唱与交响
乐队而作”，在天津大剧院音乐厅首演
获得圆满成功，以三百人的演出阵容
奏响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的时代强音。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
考察时强调，“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
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
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
重要象征”。作为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落实总书记关于发
扬“长城精神”重要指示的切实举
措，由天士力控股集团与天津交响
乐团联合出品了交响诗篇《长城》。
作为在天津诞生、增强人民精神力
量的一部精品力作，《长城》是以文
艺的形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
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
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
世界的有力举措。

音乐会由天交团长、国家一级指
挥董俊杰执棒，由北京音乐家协会合
唱团与天津音乐学院青年合唱团、天
津交响乐团（附属）合唱团共同组成的
二百人超强规模合唱队共同参演。男
高音歌唱家张喜秋、女中音歌唱家蔡
静雯、琵琶演奏家张雅迪等受邀参加

演出。《长城》由乐坛黄金搭档著名作
曲家张千一、著名词作家屈塬创作，采
用合唱、独唱、独奏与交响乐队的形
式，以艺术家的激情与哲思，筑起一道
诗与乐的“长城”。作品由“东方大墙”
“筑城”“望夫石”“破阵子”“一根蚕丝
有多长”“飞舞的大刀”“风云没有远
去”“长城万岁”共8个乐章组成，全面
塑造了从古代、近代到新时代的长城
音乐形象。

音乐会现场座无虚席，在澎湃激
昂、彰显民族精神的音乐旋律中，使聆

听者感受到艺术的感染与心灵的震
撼。演出结束后，观众纷纷表示，每一
个中国人的血脉里，都有一道长城，在
充满光荣和梦想的新征程上，长城是
中国龙的脊梁，是再出发的营垒，是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纽带。

音乐会还上演了张千一创作的深
情厚重的《光荣与梦想》和热情真挚的
管弦乐《丰收之歌》。据悉，天交随后
将携《长城》走进国家大剧院并展开全
国巡演。

图为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曹彤摄

天津音乐节再迎重磅演出 天交原创力作成功首演

交响诗篇《长城》奏响时代强音

本报记者 刘桂芳文并摄

中国书画艺术源远流长，装裱、修
复技艺与书画艺术相生相伴。“都说
‘三分画，七分裱’，书画作品不裱不出
效果，裱完也更利于保存。装裱好的
书画作品，在保存好的情况下，可以做
到百年不变。”河西区市级非遗项目书
画碑帖装裱与修复技艺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王辛谦对记者说。

书画碑帖装裱与修复技艺第一代
传承人王家麟，创办了尚古斋，并以其
精湛的京派装裱技艺享誉北京城。新
中国成立后，尚古斋并入荣宝斋，填补
了荣宝斋装裱修复业务的空缺。王家
麟的徒弟王家瑞，成为荣宝斋装裱修

复业务的技术骨干，被文化部确定为
“中国北派装裱代表性人物”，被中国
书画界尊为“裱画国手”。王辛谦自幼
跟随父亲王家瑞学艺，深得其真传。
后来在黄胄和著名作家梁斌的支持下
来津创办瑞文斋，开启这一技艺在天
津的传承与发展。

多年的工作实践，王辛谦在传统
书画和碑帖装裱方面逐步形成自己独
特的风格，在手卷、册页、扇面、拓片、
立轴、横披等传统装裱形式上，无论是
巨幅宏制，还是咫尺小品，均得心应
手、风格独具，尤其在修复古代书画和
碑帖方面，从揭裱全色、尺寸配比、锦
绫合样等方面严格遵守传统工艺，力
争做到修旧如旧，保持原貌。在王辛

谦修复过的作品中，有些画作纸质迥
异，残损严重，揭裱修复难度极大。他
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在
摸清纸质纸性的基础上，清洗、揭补、
全色、修复，做到既修复完整，又保持
原作特色。

王辛谦告诉记者，裱的过程中最
重要的步骤是“托画心”，就是在原作
品背面贴一张纸。而对于修复来讲，
就是要把装裱时“托画心”贴上去的那
张纸揭下来。“揭纸的过程很关键，要
揭匀了。遇到不好揭的地方得一点一
点地搓，非常考验耐心和细心。接下
来，看原作品哪里缺了就给哪里补纸，
最好是补‘老纸’，就是和原作品同年
代的纸。如果没有，就要找纹路相同
的宣纸来补。之后是‘全色’，就是把
局部缺失的颜色补上。”就这样，通过
装裱、修复、再装裱的循环，一幅书画
作品得以流传年代久远。

作为此项技艺第三代传承人，
王辛谦注重人才培养，已有多名徒
弟成为修复古旧书画的能手，独立
开展装裱工作。他们不仅系统完整
地继承了王氏传统技艺，更在借鉴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上有所创新，修
复完成了一大批古代书画艺术精
品，为弘扬这门优秀的传统技艺默
默耕耘，不断进取。

上图 王辛谦在修复书画。

王辛谦传承发展书画碑帖装裱与修复技艺

“裱画国手”津门传承有序

津门非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