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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洋）由文化和旅游
部、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
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将于2023年12月
中旬至2024年1月在四川省成都市举
办。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入选
名单，本市两台大戏入选京剧优秀剧
目展演，分别是天津京剧院的京剧《失
街亭·空城计·斩马谡》和天津市青年
京剧团的新编历史剧《巾帼英杰》。

传统京剧经典剧目《失街亭·空城
计·斩马谡》将于2024年1月6日、7日
在成都新声剧场演出。新编京剧《巾帼
英杰》将于2024年1月19日、20日晚在
成都东盟艺术中心与广大观众见面。

第十届中国京剧艺术节期间还将
举办“文化和旅游部2021—2023年全
国戏曲表演领军人才培养计划京剧专

场演出”，届时将由本市入选计划的王
艳、吕洋、黄齐峰三名领军人才分别携
代表剧目《太真外传》《六月雪·坐监》
和《钟馗嫁妹》参加于1月4日、5日晚
在成都新声剧场举办的专场演出。

天津是中国北方戏曲重镇，是京剧
艺术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曾先后成功举
办过第一届和第七届中国京剧艺术节，
广受各界好评。多年来，天津市大力推
动文化繁荣发展，加快文化强市建设，
实施文艺精品创作计划，创新实施文化
惠民工程，在赓续城市文脉、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在天津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上持续发力。市文化和旅游局
高度重视京剧事业建设，组织天津京剧
院和天津市青年京剧团两家国家级重
点京剧院团，挖掘整理了一批优秀传统

剧目，推出了《华子良》《康熙大帝》《楝
树花》等新编优秀剧目，开展了“CCTV
空中剧院天津行”、纪念厉慧良先生诞
辰100周年等系列活动，成功举办京剧
张派武生、厉派武生研习班，一批中青
年京剧人才在老艺术家的悉心教导和
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脱颖而出，先
后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奖、新时
代中国戏剧领军人才和中青年英才，
为本市争得了荣誉。入选本届京剧节
的两台大戏充分体现了本市在传承民
族艺术、遵守京剧本体特性基础上坚
持守正创新、出人出戏的重要成果。
连日来，天津京剧院、天津市青年京剧
团全体参演人员精心排练，将以最佳
状态参加本届京剧节展演，奉献精彩演
出，展示天津京剧风采。

第十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展演将举办

两台大戏展天津京剧风采

本报讯（记者高丽）日前，天津作
家进校园系列第三站——“走进津南
区校园活动”在津南区双港中学拉
开。活动中，市作协力推的”小作家训
练营“落地津南校园。

此次活动的主题是“以文育人，以
文化人，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者”。由市作协创联部、津南区文联、津
南区教育局、津南区文旅局联合主办。

记者采访了解到，作为津南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融入教育教学的典型代表之
一，双港中学长期致力于绿色阅读和
随笔化写作研究，陆续出版了初高中
作文教材《红草莓蓝草莓》等，为“小作
家训练营”落地打下坚实基础。

市作协创联部主任张泽峰接受采
访时表示，校园行力求教育鼓励广大
学生在学习运用语言文字中，厚植情

怀，锤炼品德。
活动中，津南区“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新时代文学实践基地”和“职业道德
教育与文学社会服务示范基地”揭牌，
并为双港中学、葛沽镇第三小学、小站
镇第六小学“小作家训练营”授旗。

市、区作协将发挥作家和教师联合
的优势，持续开展青少年文学讲座、作家
与学生“一对一”写作辅导、“小作家”主
题采风和征文比赛、名作家读书分享、学
生棋琴书画讲座等活动。同时，以津南
区“红学研究”为载体，组织作家和教师
深入津南区校园开展“到源头饮水，进校
园采风”主题创作等活动。

市作协“小作家训练营”落地津南校园

让孩子们的生活文采飞扬

本报讯（记者高爽）近日，周恩来邓颖
超纪念馆举办“以志愿致青春”2023年度
优秀志愿者表彰大会，感谢和表彰一直以
来默默付出、无私奉献，以行动践行公益精
神的志愿者们。

大会上，近百名志愿者齐聚一堂，现场
回顾了过去一年志愿服务工作的卓越成
果。随后，纪念馆小小志愿讲解员、青年志
愿者、天朗之声文化志愿服务总队、天津津
旅海河游船股份有限公司的志愿团队、天
津市青泊洼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志愿团队轮
番登台，表演了朗诵、舞蹈、快板、歌唱等形
式多样、极具特色的文艺节目。

在表彰环节，5支优秀团队和30位优
秀志愿者获得纪念馆颁发的荣誉证书和奖
品。接受采访时，志愿者们纷纷表示，他们
将继续秉承志愿服务精神，做红色文化的
传播者、红色基因的传承者，为社会文明进
步不断贡献自己的力量。

周邓纪念馆举办2023年度
优秀志愿者表彰大会

以志愿致青春

本报讯（记者高丽）天津博物馆今起推
出“和合一观——平凉金铜造像艺术展”，
此次展览是平凉文物首次亮相天津，为观
众了解甘肃、了解西北打开了一扇窗。
“艺术之始，雕塑为先”。展览精选了

平凉市7家博物馆的100余件金铜造像精
品，分为“道源崆峒”和“泾陇佛韵”两个部
分，时间跨越北魏至清代。这些展品造型
精美、线条流畅，风格各异、内涵丰富，勾勒
出甘肃平凉地区佛道造像兴盛发展的历史
脉络和艺术风格。此次展览旨在加强东西
部地区的文化交流，推动天津与西部地区
的文旅合作，共同讲好中国故事。本次展
览将持续至2024年1月7日。

据悉，天津博物馆先期利用馆藏特色
文物资源，对甘肃省天水市、庆阳市、平凉
市等进行文化帮扶，推出了“美石之语——
天津博物馆藏明清玉器展”，向当地群众展
示了卓越的明清玉器雕刻工艺和独特魅
力，取得了热烈反响。

平凉金铜造像艺术展今起天博开展

“和合一观”
展现丝路遗珍

本报讯（记者高丽）明晚，天津大剧院
音乐厅将上演《鲍罗丁四重奏专场音乐
会》。这支纵横乐坛70余载，当之无愧的
世界顶尖四重奏组合，作为最权威的肖斯
塔科维奇四重奏诠释者，将首次莅临天津，
演绎经典。

鲍罗丁四重奏组成立已78年，是目前
存在时间最长的室内乐组合。值得一提的
是，大提琴手别林斯基坐镇“鲍罗丁”62
年，确保“鲍罗丁之声”立足于俄罗斯，不断
传承。鲍罗丁四重奏为乐迷所乐道，与俄
罗斯音乐作品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
乐团持续演奏和录制俄罗斯的弦乐四重
奏，并获得世界认可。

明晚，在天津大剧院，拉赫玛尼诺夫、
肖斯塔科维奇、鲍罗丁、柴可夫斯基的代表
作，将逐一奉献。对于此次演出，有乐迷在
线上留言：“没想到’最长寿’的鲍罗丁真的
来了。”很多乐迷也都表示，希望聆听到历
经磨砺换得的锐气飞扬的乐声。

乐坛顶尖室内乐组合明晚莅津

带你走近
音乐传奇“鲍罗丁”

本报记者 刘桂芳

在天津，无论是婚嫁喜事还是过
春节，都能看到“大姐”们佩戴“龙凤呈
祥”“聚宝盆”等红色的绒花。作为北
辰区市级非遗项目，尚记真丝绣绒制
作技艺传承四代，传承人在坚持工艺、
工序的基础上寻求创新。

制作这种红绒花的尚记真丝绣绒
制作技艺，是将蚕丝从单丝制作成为光
亮顺滑鲜艳的蚕丝线的加工技艺。第
三代传承人尚永森介绍，尚记真丝绣绒
制作技艺制作的一朵小小的绣绒花，从
蚕丝原料到真丝绣绒手工艺品，前后需
要30道工序，缺一不可。

尚永森告诉记者：“要经过选丝、浸
泡、煮熟、晾干、拧撬、梳理等15道工序
做出绒线。再经过分绺、劈拍子、剪拍
子、搓条、刹形、熨烫、组装等15道工序
做出绒条，再制作绒花。”为了跟上时代
的脚步，尚永森把老旧的设备更新换
代，缩短了时间，提高了产量，成品颜色
依然保持了原有工艺的饱满鲜艳。
“我的父亲尚书香15岁到北京

‘元享绒线庄’学徒，后来到线毯厂负
责染色技术指导。他染的蚕丝线制成
绒鸟出口国外，复苏了染色技艺行
业。我从1986年开始跟随父亲学习，
现在我的儿子尚明磊跟着我学习，他
有年轻人的新思路、新想法，我希望他

不仅学习老技艺，还要继续改进技艺，
创新发展。”
现如今，尚记真丝绣绒不仅用于绒

花的制作，未来还可以与汉服、头饰等
相关艺术形式形成交叉影响，创出更新
颖的表达形式，“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关
注天津独具特色的绒花，关注传统手工
艺，关注传统文化。”尚永森说。

用非遗技艺留住“过年戴绒花”传统习俗

30道工序做出小小绣绒花

津门非遗

临近新年，一台由十余个社区组

织的居民达人文艺晚会在和平区举

行，由120余名居民自制的节目依次

上演，达人们在晚会上尽展风采。

张强 摄

居民文艺晚会
达人献上精彩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