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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高丽）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加
强艺术交流，更好地展现书法艺术的魅力，近日，天津博物
馆“线走丰姿——馆藏明清书法精品展”，天津美术馆“传
承·流变——中日韩书法名家作品展”相继开展，两个展览
分别以明清两代书法发展的纵向脉络，时下中日韩书法风

貌的横向对比为视角，通过活化馆藏作品与邀请名家参与
的形式，为广大观众共同呈现出跨越时空的艺术世界。
“线走丰姿——馆藏明清书法精品展”分6个版块钩沉

了明清两代的书法发展脉络，涉及的60余名书家中，不乏
沈周、文徵明、董其昌、王铎、八大山人、何绍基、赵之谦、吴
昌硕等在中国书法史上开宗立派的人物。本次展出的73
件（套）馆藏作品中，国家一、二级品文物就占到了30件
（套），这些作品的经典性由此可见一斑。

与之相比，在“传承·流变——中日韩书法名家作品展”
的作品中，则能发现对经典最鲜活的传承。这些作品篆、
隶、草、行、楷各体兼备，或鲜明或含蓄地对应着一些或碑或
帖的经典风格，从而与“线走丰姿——馆藏明清书法精品
展”中的作品形成了呼应。

对于两项书法展，天津博物馆相关人士介绍了彼此的
不同与艺术特点。其中，在“线走丰姿——馆藏明清书法精
品展”中，观众更能够直观地感知书风因时而转的特征。明
清两代是书法由帖学逐渐转向碑学的时期，这种转变不仅
源于新出土的考古资源和学术思路的调整，更与社会语境
的变化息息相关。通过前后相续的不断转变，新的经典诞
生，新的传统被塑造。而“传承·流变——中日韩书法名家
作品展”，着重体现了当下世界范围内书法艺术发展的新趋
势。一方面，书法流布于日韩两国的历史既久，中日韩三国
的书法基于各国不同的历史发展，呈现出强烈的在地性特
征。另一方面，这种在地性更直接受到时代语境的影响，鲜
明地体现出当代人的审美认知和审美习惯，形成了新的时
代风貌。

业内人士表示，天津博物馆的“线走丰姿——馆藏明清
书法精品展”和天津美术馆的“传承·流变——中日韩书法
名家作品展”各有侧重，紧密关联。不同的观感和不同的线
索，指向的都是书法艺术不拘于时，不泥于世的发展规律和
生生不息的艺术魅力。通过两个展览的推出，能够让观众
真正地深入书法艺术的内核，感知美的所在。

图为展览现场。 本报记者 王津摄

天博天美两展览彰显书法魅力
品线走丰姿 观传承流变

本报讯（记者高丽）日前，著名作家贾
平凹长篇新作《河山传》由作家出版社出
版。《河山传》是贾平凹出版的第20部长篇
小说，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
计划。

贾平凹以农民和企业家两个代表群体
的命运来书写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
的发展历程，生动描绘出大时代背景下的
人物群像。《河山传》时间跨度为1978年到
2020年，交织记述了洗河等农村青年到西
安奋斗的历程和罗山等企业家沉浮起落的
经历。洗河从秦岭下的农村到西安谋生，
结识企业家罗山，做了罗山马仔。罗山与
同是企业家的好友兰久奎一起在秦岭脚下
建别墅三栋，派洗河去做保安。在这里，一
时底层人士、商界精英、政治掮客、官员纷
纷登场。

贾平凹表示因为自己出生于乡下，
所以几十年来一直关心着从乡下到城市
的农民的命运。这种关心也让他明白，
自己还不是城市人，最起码不纯粹。理
性和感性如何结合，决定了人的命运。
《河山传》中的角色如此，写小说的贾平
凹也是如此。贾平凹在创作后记中写
道：“写作着我是尊贵的，蓬勃的，可以祈
祷天赐，真的得以神授，那文思如草在疯
长，莺在闲飞。不写作，我就是卑微、胆
怯、慌乱，烦恼多多，无所适从。我曾经
学习躲闪，学习回避，学习以茶障世但终
未学会，到头来还是去写作。这就是我
写作和一部作品能接着一部作品地写作
的秘密。”

贾平凹的代表作品有《秦岭记》《暂坐》
《秦腔》《废都》《浮躁》《山本》《古炉》《老生》
《高兴》《带灯》《极花》《高老庄》《怀念狼》
《白夜》《贾平凹文集》等。他的作品曾获得
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
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散文
（集）奖等各类奖项五十余次。

贾平凹长篇新作

《河山传》出版

本报讯（记者高丽）“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海津讲坛》日前在
天津图书馆复康路馆举行。讲座由天
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天津市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主办，天津图书馆承办。天
津中医药大学文化与健康传播学院副
教授杨一丹应邀担任本次讲座的主讲
嘉宾，为读者讲述《天津的“文脉”——

文化的“大运河”》。
作为主讲人，杨一丹表示大运河

不仅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动脉，更
是承载着丰富文化内涵的历史长河。
运河水系鲜明的地域色彩、地域文化
孕育和造就了以“流动性”和“活态性”
为核心的独特的地域精神结构和沿岸
人民性格。与中国传统农民与土地相

伴生的固定性相比，运河与运河边的
人所缔结的独特生存状态，为运河的
流动性带来了动态、灵活、“去地方化”
的文化隐喻意义。

通过追溯历史长河中大运河的
发展历程，主讲人带领读者深入了
解中国水运文化的重要地位与价
值，深刻领略运河文化的独特魅力，
全面唤起大家对“流动的民族记忆”
的深刻思考，进一步引发对于博大
精深的中国文化的情感共鸣，从而
为共同的文化遗产倾注更多的关注
与热爱。

天图《海津讲坛》开讲天津文脉

运河文化呈现“流动的民族记忆”

本报讯（记者刘桂芳）滨海新区文化
馆举办的“非遗进校园”活动，日前在大港
欣苑小学举行。活动邀请大港剪纸项目
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单瑞金，大港女红民间
艺术项目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曹俊姑和太
平葫芦烙画项目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徐林
成、房恩苓走进校园，为孩子们展示、讲解
非遗技艺。

活动中，大港剪纸传承人单老师引导
孩子们学习大港剪纸的历史、各地域不同
剪纸的特色和技巧，进一步让他们在练习
中感受剪纸的美妙与深邃。然后单老师带
领孩子们一起学习了五星和梅花的折、剪
技艺。

大港女红民间艺术传承人曹老师教大
家如何使用布料来创造各种物品，如服装、
鞋子、帽子、玩具等。此外，他们还会学习
如何运用布的不同形状、质地和颜色来进
行美术创作，以培养自己的审美能力、想象
能力和创造能力。

太平葫芦烙画课程也是该校的传统特
色课，孩子们每周都能学习此技艺，他们的
作品也趋于成熟。此次活动中，两位传承
人指导学生们用烙铁在葫芦上创作各种小
动物的精美图案，激发学生对民间传统文
化的喜爱。

滨海新区文化馆举办“非遗
进校园”活动

三非遗项目传承人

走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高爽）近日，由中
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者协会科学
传播工作委员会主办，江苏省科学
技术馆承办的2023全国科学脱口秀
大赛总决赛在南京举行。天津自然
博物馆讲解员康毓昕、郎宁组成的
“康郎”组合以及闫今雨，从31组晋
级选手中脱颖而出，分别获大赛第
一、二等奖。

在本届活动中，科学脱口秀选手
们的选题覆盖面广。既有食品添加
剂、拖延症、信息安全等生活热门话
题，也有人工智能、暗物质等高精尖现
代科技创新知识。从《重走科考之旅》
到《AI浪潮下的我们》，形象诠释了历
史与现代的科技创新成果；上可《逐梦
星海》，下有《隧道里的“钢铁穿山
甲”》；从《小生物助力大工程》到《暗物
质的暗是什么暗》，将科学原理转化为

一段段有趣的脱口秀故事，从而赋予
了科学新的表达方式，以轻松、幽默的
方式，极大地激发了公众对科学的兴
趣。活动颁发了一等奖、二等奖、三等
奖、优秀组织奖四个奖项。

其中，天津自然博物馆的讲解员
康毓昕、郎宁的“康郎”组合通过漫才
双人脱口秀形式，跟随北疆博物院创
始人——博物学家桑志华先生重走
五大发现采集地的科考之旅。一登
台，郎宁、康毓昕的一段具有天津特
色的科普贯口就赢得了评委及台下
观众的阵阵掌声，最终，该组合凭借
作品《重走科考之旅》以94.94的好成
绩获得全国一等奖。在发表获奖感
言时，他们表示：“能够通过此次比赛
把北疆博物院历史告诉大家，把科学
家的探索求真精神呈现出来，介绍给
全国观众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开启

了我们科学脱口秀的首秀之旅。”另
一组来自自然博物馆的选手闫今雨
带来作品《我爱科普》，该作品讲述了
他自己从高考选择了动物科学专业
的原因，到上学时的两三事，再到工
作中科普带来的成就感、满足感，所
学所做都是为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贡献自己的力量。诙谐幽默的脱口
秀表演使得线上、线下观众捧腹。最
终，闫今雨获得全国二等奖。

2023全国科学脱口秀大赛是为
推进科普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和机制
创新，深化科普供给侧改革，提升优质
科普内容的创作及传播能力举办的全
国性科普赛事。该大赛的开展，旨在
更好地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
壮大科普人才队伍，创新科普表现形
式，助力国家科普事业的发展以及全
民科学素养的提高。

自然博物馆获全国科学脱口秀大赛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