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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洋）昨天，天津市评剧
白派剧团演出的古装神话剧《牛郎织女》在
海河剧院上演。

评剧《牛郎织女》又名《天河配》，是传
统戏曲中经常上演的应节戏。2017年，评
剧白派剧团重新排演了《牛郎织女》这出
戏，由赵德明任剧本改编，赵德明、李建民
导演。赵德明介绍：“往昔这个时段，津门
戏曲舞台不分剧种都会上演应节剧目《天
河配》，这一传统习俗一直流传下来。此
次，白派剧团坚守传统，尊重观众审美习
惯，适时推出应节戏，营造节日气氛。重排
版的《牛郎织女》，在戏的结构较以前更加
严谨，强化了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也突出
了神话色彩。”

演出中，刘（翠霞）派第四代传人王云珠
饰演的织女，以高亢刚劲的唱腔为基调，真
挚深刻地演绎出了人物对天庭戒律的鄙视、
对人间爱情和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青
年小生演员滕建东饰演的牛郎，则恰到好处
地刻画出角色清纯质朴的性格特征。二人
默契配合的表演，将一出美妙动人的神话剧
精彩呈现，受到戏迷观众的一致好评。

评剧白派剧团奉上应节戏

“七夕”当日
上演《牛郎织女》

本报讯（记者刘桂芳）河西区文
化馆“少年话非遗”系列活动日前上
线网络。天津财经大学附属小学六
年级学生杨贺燃作为第一期非遗讲
述者，以音频分享的方式，带大家走
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挂甲寺庆音法鼓。

此次活动的举办，旨在大力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
提升青少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意识，带领他们近距离学习
非遗、传承非遗、保护非遗，让非
遗文化浸润心灵。

挂甲寺庆音法鼓銮驾老会相
传至今，具有悠久的历史价值。因
其高超的表演技巧、精美的道具工
艺、优美的舞蹈动作，成为民间文
化之精华。活动中，杨贺燃详细讲
述了挂甲寺庆音法鼓的历史渊源、
相关制品及其作品、代表性传承人
等内容。

该活动负责人表示，河西区
文化馆将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
职能，利用好阵地场馆资源，以跟
非遗传承人学手艺、沉浸式体验
等方式，开展“少年话非遗”线下
活动，把更多少年儿童“请进来”，
把学习、了解非遗文化作为学习
优秀传统文化的课堂，使青少年
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者、传播者。

河西区文化馆打造
“少年话非遗”系列活动

用少年的眼光
挖掘非遗魅力

本报讯（记者高丽）由市委宣传
部、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天津交响乐
团携交响诗篇《长城》，将于8月30日
登陆国家大剧院。昨天，中央音乐学
院合唱团、北京音乐家协会合唱团、天
津音乐学院青年合唱团、天津交响乐
团（附属）合唱团与乐团演奏家组成的
近300名参演人员，由乐团团长、指挥
家董俊杰携领，在天交排练场进行了
演出前的首次排练。

多年来，天交以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用交响乐讲好中国故事为己

任。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
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从古至今，文学
家、艺术家们用诗篇、国画、歌曲等艺
术形式表现长城，体现着不同时期对
长城精神的理解与诠释。为此，天交
选取长城这一题材，委约著名作曲家
张千一、著名词作家屈塬联袂创作。
两位创作者以无限的民族自豪感、飞
扬的文采乐思及执著的艺术匠心，创
作出《长城》8个乐章的鸿篇巨制。

整部作品以“声乐+交响乐”的形
式，借助文学的力量详尽叙述上下两

千年、纵横四万里的万里长城，以不同
角度、不同形式、多种手法，通过“长
城”这个符号深刻诠释了对中华民族
的热爱。据悉，为完成好此次国家大
剧院演出，在《长城》历经天津音乐节
首演、哈尔滨全国优秀交响乐作品展
演的基础上，相关单位力邀中央音乐
学院合唱团加盟。届时京津两地四家
合唱团的近两百名合唱演员将与天交
演奏家、声乐演员、器乐演奏家等，共
同为首都观众呈现这部气势豪迈的交
响诗篇。

董俊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长
城》是天交从中华优秀文化取材，用交
响乐这一世界通用的艺术语言讲述中
国故事的诚意之作，代表着天交坚持
不懈向艺术高峰发起冲击的决心和信
心。从这部作品在天津音乐节上成功
首演以来，天交的排演也付出了极大
的努力，是挑战，更是动力，力求将这
部以长城为象征的宏大史诗呈现出
来，从而带动乐团实现艺术上的崭新
突破。“此次赴京演出，是《长城》走出
天津，迈出作品走向全国的第一步。
我们希望将《长城》打造成为继《黄河》
大合唱和《长征组歌》后的又一部爱国
主义大型交响声乐作品，将它奏响在
中国的每一寸土地，让它的旋律在每
一个中国人心中回荡，让长城的精神
滋养和鼓舞一代代中华儿女。”

图为排练现场。

本报记者 曹彤摄

京津两地艺术家精心筹备

交响诗篇《长城》将登国家大剧院

本报讯（记者高丽）日前，在哈尔滨
举行的文化和旅游部第十五届全国声
乐展演中，由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选
送，天津歌舞剧院青年歌唱家王泽南荣
获第十五届全国声乐展演“优秀人才”
称号。

全国声乐展演的前身是创办于
1985年的全国声乐比赛。近40年来，全
国声乐展演已成功举办14届，推出了一

大批优秀作品和人才，为提高我国声乐
艺术水平，促进音乐事业繁荣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据了解，今年的展演与往
届有所不同，侧重于声乐领军人才的选
拔。主办方从全国范围内遴选172名声
乐人才，按美声、民族和流行音乐三个
组别进行两个阶段的展演。其中王泽
南参加的美声组展演，进入第二阶段展
演的十位青年歌唱家中，中国音乐金钟

奖金奖得主就有五位，这次在哈尔滨音
乐厅为观众携手奉献的音乐会，可谓是高
水平选手间的精彩竞技。通过举办全国
声乐展演，旨在延长优秀声乐人才的培养
周期，不断提升其艺术修养和演唱水平，
推动其成长为引领我国声乐艺术发展
的领军人才。

另外，由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选送，
天津歌舞剧院青年花腔女高音白慧迪，也
入选并参加了本届全国声乐展演。据悉，
天津歌舞剧院将继续为青年演员搭建施
展才华的平台，营造良好的成才环境，推
动艺术生产不断迈上新台阶。

天歌青年歌唱家全国声乐展演获佳绩

本报讯（记者高丽）由中央宣传部和农
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共同指导的
2023新时代乡村阅读季首届“乡村振兴好
书荐读”推选活动，日前向社会公布100种
入选图书和100种提名图书。两本优秀津
版图书入选其中。

首届“乡村振兴好书荐读”推选活动由
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
振兴局）相关司局联合开展，中国新闻出版
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
院、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联
合发布，旨在发挥主题出版引领作用，为
“三农”战线干部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
时代提供智力支撑、营造良好氛围，引导全
社会推动乡村振兴。

此次“乡村振兴好书荐读”推选活动入
选图书既有《习近平著作选读》《论“三农”
工作》、“足迹”系列等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提供行动纲领和根本遵循的重要著作，又
有“纪录小康工程”系列丛书、《中国共产党
农史纲要》等生动记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优秀出版物。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旗下天津科学技术
出版社的两本优秀读物《中国杂交水稻发
展简史》《荒漠化土地生态修复的中国经
验——库布其模式解析》入选百种图书。

新时代乡村振兴百种荐
读好书公布

优秀津版图书
入选荐读书目

本报讯（记者高丽）昨天是传统节
日七夕节，天津交响乐团派出两支室内
乐团，分别在天津礼堂大剧场和天津音
乐厅，为观众呈现了“一生所爱”精彩室
内乐演出，与观众在乐声中共度美好而
浪漫的夜晚。

在天津大礼堂，来自天交的天骄
OPEN室内乐团以中外经典电影插曲
为主打，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中的插
曲、电影《泰坦尼克号》主题曲《我心永
恒》、电影《保镖》的主题曲……十多部
中外电影佳作中柔美动听的乐曲逐一
呈现，演奏家们的精彩表演赢得现场热
烈而持久的掌声。

在天津音乐厅，来自天交的悠扬
室内乐团经过重新编排展现经典音
乐。演奏家们以弦乐为主调，加之打
击乐、钢琴、萨克斯等器乐的渲染与
烘托，让音乐的表达更为传神而有
力。演奏会为听众带来了《一生所
爱》《新不了情》以及获得奥斯卡音乐
奖的《柔声倾诉》等十多首不同风格
的音乐作品，唤起了每位观众心中那
份最初的感动。

图为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曹彤摄

天交七夕节上演两场精彩室内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