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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高丽）天津博物馆与
天津歌舞剧院跨界合作，积极探索以
剧场形式“让文物活起来”。经过半年
多精心打磨推出的《色·境》，以舞蹈为
主要表现形式，糅合多重艺术元素，为
玻璃展柜中的珍贵文物赋予了鲜活的
舞台生命力。
《色·境》通过9段舞蹈，让千百年

前的文物重新“活”在舞台上，其中6
段舞蹈的创排灵感来自天津博物馆的

6件文物：“香道”（仿宣德款象耳洒金
铜炉）、“墨意”（唐摹王羲之寒切帖
卷）、“欢俑”（汉舞俑）、“凝·芳”（清冷
枚春闺倦读图轴）、“衡思”（隋白釉双
龙耳双联腹瓶）、“境远”（宋范宽雪景
寒林图），通过艺术表现形式为观众展
示了文物所蕴含的文化意味。这是
“让文物活起来”的一次生动实践，也
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的一次成功尝试。

天津博物馆党委书记于健表示，
随着文博事业发展以及各种科技手段
的丰富，全国各大博物馆、美术馆纷纷
创新演绎文物、讲述文物背后故事的
方式。“天津博物馆将系统梳理文博资
源，统筹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使
之以更多元的姿态呈现于大众面前，
让天津文物在新时代与教育互动、与
科技联姻、与创意嫁接，让城市空间绽
放文艺气息。”

天博跨界创新“让文物活起来”

馆藏珍品融入舞蹈《色·境》

本报讯（记者高丽）北京保利剧院
管理有限公司主办的“2023保利（天
津）管弦乐艺术节”昨晚在天津大剧院
音乐厅启幕，艺术节顶尖名师联袂为
观众奉上精彩演绎。

昨晚的音乐会展示出一支交响乐
团各个声部的优质之声，巴赫的中提
琴四重奏《恰空》、巴松演奏的奥斯博
恩的《巴松狂想曲》、萨克斯管与钢琴
协奏的布特里的《嬉游曲》、长号与竖
琴演绎的沙汉昆的《牧歌》、长笛与竖
琴带来的伍德的《随想圆舞曲》、大号
与钢琴呈现的克劳萨兹的《东方民间
舞曲》等十多首中外作曲家的音乐作
品悉数亮相。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中
国音乐学院、天津茱莉亚学院、香港中
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国家大剧院
管弦乐团、沈阳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
院的艺术节特邀授课演奏家聚集一
堂，为津门观众和参与音乐节的各界
人士奉上各自的拿手曲目。新颖的器
乐组合方式，鲜见于舞台的名家之作，
巴松、小号、圆号、单簧管等管乐独立
发声，以及演奏家们同台炫技，令整场
音乐会高潮迭起，观众的欢呼声与掌
声不断。

在为期一周的艺术节期间，天津
大剧院音乐厅每天推出多台室内音乐
会，包括今晚连续上演的《长笛比赛获
奖选手音乐会》《双簧管名师专场音乐
会》，以及随后推出的《赵扬钢琴室内

乐音乐会》《大提琴、中提琴、竖琴名师
音乐会》《铜管名师专场音乐会》《日本
圆号名师滨地宗独奏音乐会》《小提琴
名师专场音乐会》《木管名师专场音乐
会》等，23日将上演本届艺术节闭幕
式音乐会。记者从天津大剧院获悉，
上述场次音乐会演出全部面向公众售
票，并以优惠票价邀约乐迷共同参与
艺术节。另外，今年艺术节活动还将
辐射天津文化中心，各专业学员们将
走进天津博物馆、天津美术馆、天津自
然博物馆、天津图书馆，以专场音乐会
的形式进行学习成果的汇报展示，在

跨界传播中让音乐融入城市文化。
据悉，本届艺术节的学员来自全

国各地，此次集结天津将参与一对一
专业授课、大师公开课、音乐素质综合
提高、艺术专题讲座、观摩音乐会、管
弦乐队演奏课以及汇报演出等。同
时，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将邀
约优秀学员举办巡回音乐会，与国内
外知名艺术家、乐团同台合作，为有音
乐梦想的青年演奏家搭建起学习与展
示的大舞台。

上图 开幕式音乐会现场。

本报记者 高莹辉摄

2023保利（天津）管弦乐艺术节开幕式音乐会举行

顶尖名师联袂炫技高潮迭起

■ 由和平文化宫主办的“传统文化进

社区——走近工笔画”团扇绘制活动，日前

在南营门街道天兴里社区举行。活动现
场，和平文化宫的老师手把手演示传授工
笔团扇的过稿、渲染底色、分染、罩染、点蕊
等技法，爱好者们在老师指导下体验制扇
过程。参与活动的社区居民纷纷表示，通
过活动体会到传统工笔团扇的意境之美。

（刘桂芳）

本报记者 刘桂芳

国家艺术基金曲艺评论人才培训
项目“曲艺评论人才培养”培训班，目
前正在我市举行。由天津市艺术研究
所执行的此次培训班，依托天津曲艺
生长和繁衍发展的沃土，在全国范围
内遴选专家学者、行业领军者，为来自
全国各地的25名从事曲艺研究和曲
艺评论的青年艺术人才集中授课。南
开大学教授鲍震培以《怎样写好曲艺
评论》为题的讲座受到学员们的欢迎，
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曲艺评论的现
状等发表了看法。

鲍震培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
员、天津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南开大

学文学院教授，撰写的曲艺评论文章
在业内外颇有影响力。她表示：“曲艺
评论的作用是联结理论认识和感性体
验，是创作和理论之间的桥梁。曲艺
表演是主体，而评论和创作是曲艺发
展的双翼，缺一不可。目前的现状是
创作和评论都比较薄弱，尤其是评论，
所以这次培训班对推动曲艺评论的发
展意义重大。”

鲍震培认为，现在的曲艺评论发
展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从事曲艺评
论的人少，专业化水平低，重复研究明
显。还有就是文章的创新点不够，容
易绕在一个圈子里出不来。论据方
面，引文不规范、缺乏学术含量。”讲座
中，鲍震培以《怎样写好曲艺评论》为

题，从曲艺评论的意义、特点、类型讲
起，通过分析曲艺评论存在的问题、列
举经典曲艺评论文章等，指导学员如
何写好曲艺评论。
“什么样的评论才算是好的评论？

不能只是形式上的，还要挖掘内容积极
向上的部分。比如，对于一些红色题
材、乡村振兴题材等具有民间精神力量
的内容，曲艺评论应该给予肯定和弘
扬，给它指出一个方向。还要兼顾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既要让演员看得懂，也
要让观众看得明白。我这次培训班讲
课的内容就是告诉学员曲艺评论的基
本写法、如何提升，通过学习让学员们
开阔视野，增加曲艺评论撰写的学术含
量。”鲍震培说。

鲍震培教授“曲艺评论人才培养”培训班谈心得

好评论要兼顾理论与实践结合

本报讯（记者刘桂芳）东丽区文化馆
2023年暑期少儿公益培训班近日开课，为
不同需求的孩子提供丰富选择。

东丽区文化馆开设暑期少儿公益培训
班已经进入第八个年头，为暑期孩子们提
供免费培训，受到家长们的欢迎。今年的
少儿公益培训班课程包括声乐、电子琴、乐
理、古筝、快板、剪纸、架子鼓、拉丁舞、朗诵
等门类。小学员们的参与热情高涨，其中，
少儿静态类公益培训课程相比去年设置更
为丰富新颖，开设了服装设计、手抄报制
作、肖像漫画、花艺制作共四类课程。家长
们纷纷表示，老师授课很专业，孩子在这里
过暑假、学艺术很放心。东丽区文化馆负
责人表示，开展暑期少儿公益培训班不仅
是让孩子们充实地过一个假期，更要为孩
子们打开一扇艺术启蒙之门，希望孩子们
通过培训掌握相关基础知识，提升艺术鉴
赏能力和审美能力，激发学习热情。

简讯

公益培训课开讲
少儿免费学艺术

本报讯（记者高丽）“世界儿童文学
的中国怀抱 一辈子的书——新蕾儿童
文学之夜”16日晚在天津海河悦榕庄酒
店举办。

此次活动由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市
教育委员会指导，天津出版传媒集团主办，
新蕾出版社承办。梅子涵、张炜、纪秀荣、
殷健灵、王林、左昡等著名作家、专家、出版
人以及全国教学名师、知名阅读推广人、版
权代理人、经销商代表、小读者代表等各界
人士共同参加了活动。

自2002年开始，新蕾出版社在国内首
创“国际大奖小说”书系，迄今已从世界19
个国家的百年文学长河中，遴选出156部
可读性强、艺术品位高、符合中国青少年读
者阅读需求的作品，让孩子们充分感受到
丰富的世界多元文化以及不一样的成长体
验。作为新蕾出版社为青少年读者倾心打
造的一座世界经典儿童文学宝库，“国际大
奖小说”书系已成为畅销21年的经典文学
品牌，囊括国际安徒生奖、纽伯瑞儿童文学
奖、卡内基文学奖等40余项国际重磅童书
大奖，被业内专家和广大读者亲切地誉为
“一辈子的书”。

儿童文学作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梅
子涵表示，新蕾出版社在世界各国优秀的
获奖儿童文学作品中一直寻觅着、挑选着，
形成了“国际大奖小说”书系，这些作品引
进中国翻译出版，让中国的孩子得以在“母
语之美”的滋养下，充分领略世界多元文化
之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张炜
认为，“儿童文学是文学的入口和开关，只
有打开这个开关，文学的大厦才会变得灯
火辉煌”。

新蕾儿童文学之夜
闪耀海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