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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丽

“从人民中来 为人民歌唱”——于淑珍荣获中国文联
终身成就奖（音乐）颁奖活动，昨天下午在天津海河传媒中
心800平方米演播室举行。在现场响起的热烈掌声中，中
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俞峰，为女高音歌唱
家于淑珍颁发了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

67年前，在天津这片土地上，有一个声音如一缕清风
吹进了人们的心田。这声音来自民间，带着芬芳的气息，
像土地一样淳朴，像美酒一样醉人。如今，这个声音早已
响彻祖国的大江南北。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依然如
泉水般清澈，让生活充满阳光。这个声音，就来自于观众
熟悉和喜爱的女高音歌唱家于淑珍。德艺在平凡里坚
守，初心在岁月中淬炼，对于已经87岁高龄的于淑珍来
说，专心研究歌唱技艺、常年扎根一线，不求回报，不计名
利，为人民歌唱的信念始终滚烫。正是凭借精湛的造诣
和高尚的艺德，让她收获了这项艺术至高荣誉——中国
文联终身成就奖（音乐）。

女中音歌唱家、天津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关牧村，男高音
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天津音乐学院院长王宏伟，国家一
级演员、优秀青年男高音歌唱家王泽南，作为致敬人，分别
向于淑珍献上了心中最美的花。关牧村献给于淑珍的是一
束火红怒放的火龙珠，它的花语是繁荣的生活和辉煌的事
业，“祝愿于淑珍老师永远健康快乐，歌声永远清澈甜美！”
亦师亦友的于淑珍和关牧村，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向日葵又叫太阳花，给人一种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

感觉。祝愿于淑珍老师就像太阳花一样，永远积极向上、乐
观开朗，美好的生活充满阳光。”王宏伟向于淑珍献上了一
束夺目盛开的太阳花。王泽南则将手中的一束表达温馨美
好祝福的康乃馨，送给了于淑珍。天津优秀声乐演员先后
登台，为大家演唱了于淑珍的代表作《扎风筝》《月光下的凤
尾竹》。特别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是经典电影《甜
蜜的事业》的主题曲，也正是这首歌让太多人记住了于淑珍
的歌声，“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舞台上，于淑珍与青
年演员们携手唱响了为新时代贡献力量的美好心声。

颁奖活动得到了中国文联和中国音协的直接指导和大
力支持。天津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文旅局、天津音乐学
院、海河传媒中心等相关负责人士共同参加了活动。

图为于淑珍荣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音乐）。

本报记者 张立摄

于淑珍荣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音乐）颁奖活动在津举行

泉水般歌声让生活充满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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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节气，瑞兆丰年。满头银发

的女高音歌唱家于淑珍，在“从人民中

来 为人民歌唱”——于淑珍荣获中国

文联终身成就奖（音乐）颁奖现场，再

一次唱起了《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每每唱起这首歌，她都是将美好的祝

福，化作歌声送给大家，而这一次有所

不同，正如京津两地乐界人士所言，她

这次是将这首歌曲送给了自己。

通过现场播放的于淑珍小型纪录

片，让大家跟随镜头一同走进她的艺

术人生。缘分、天分、勤奋、本分，成就

了于淑珍这样一位属于人民的艺术

家。面对鲜花与掌声，在自己走过的

艺术人生中，始终以艺术传递正能量，

于淑珍配得上这项沉甸甸的奖。

与歌声相比，于淑珍的言语更是朴

实无华。“获得这份荣誉，真是开心得不

得了。但是说实话，心里很忐忑。这么

一个大奖，确实把我砸蒙了。我想说，

谁说天上不会掉馅饼，这不就真砸到我

了么。”得知获奖的第一个晚上，于淑珍

捧着老伴的照片，不禁流泪了。她说自

己不断问自己，凭什么能获得这么高的

荣誉，细细想想，真正要感谢的，就是生

活着的这片土地。“我的生活记忆都来

自于天津，这里也记录着我全部的艺术

追求，没有这片热土，没有身边人们的

热心扶持，我也成为不了今天的我。”

于淑珍心中的这片热土，历来有

着“歌唱家摇篮”的美誉。海河水滋养

了一代又一代音乐工作者，特别是近

年来，歌曲《追随》入选第九批“中国

梦”主题新创作优秀歌曲；歌曲《春风

十万里》荣获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获奖名单；在不久前，天

津音乐学院在第十四届金钟奖的激烈

角逐中，为天津捧回两个金奖。而这

一次，于淑珍又获得了中国文联终身

成就奖。作为天津音乐界的杰出代

表，于淑珍可谓用春风化雨的歌声，发

出了最响亮的“天津声音”。

奋斗终身，终身成就。祝愿于淑珍

老师艺术之路长青，继续为祖国、为人

民、为时代真情放歌。“只要舞台还需要

我，只要人民需要我，我就会一直在舞台

上唱下去。”于淑珍发自肺腑的感言，也

将鞭策每一位文艺工作者在新时代新征

程的广阔天地里，以老一辈艺术家为榜

样，不断用精品力作记录时代、回馈人

民，更好担

负起新的文

化使命。

唱出最响亮的“天津声音”
本报讯（记者高爽）近日，“读懂中华文

明特性，提升讲解业务能力”全国博物馆讲
解大赛天津自然博物馆馆内选拔赛举行。
来自自然博物馆的一线讲解员同台竞技，
展示了他们精湛的讲解水平、强大的现场
感染力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

本次比赛选题覆盖面极广，从《逐梦东
方科考史》到《触摸远古根系，探寻民族之
源》，形象讲述了北疆博物院的历史故事；
从《寻找一只恐龙有多难》到《用生命谱写
迁徙乐章》，将动物科学知识描绘得淋漓尽
致。专家评委们分别从讲解内容、语言表
达、精神面貌等方面对每一位讲解员进行
了科学细致的综合评定，最终讲解员高姗
的《渺小而顽强的开拓者——地衣》荣获一
等奖，夏天宇、郎宁荣获二等奖，康毓昕、马
一平、薛卉、杜雅星、吴薇荣获三等奖。

自然博物馆举行
讲解员大赛

本报讯（记者刘桂芳）第二届全球数字
贸易博览会11月23日至27日在杭州成功
举办。我市数字化赋能非遗代表性项目
“津沽手绘贡尖年画”成果——“津鲤发光
陶瓷杯”现场发布。

本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以“数字贸
易 商通全球”为主题，举办10场重点主
题论坛和超百场重点配套活动，800余家
境内外数字贸易企业参展。跟随天津展
团参会的天津大德御术网络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是我市河东区的市级非遗项目津
沽手绘（贡尖）年画技艺传承保护单
位。此次推出的“津沽手绘贡尖年画”成
果——“津鲤发光陶瓷杯”，是数字化赋能
非遗文化的代表性IP成果，也是我市首
个在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上发布的数字
化非遗IP授权项目。

传承人赵岩介绍，“津沽手绘贡尖年
画”非遗项目的数字化保护与开发项目
自2017年开始，于2019年被“国家文化
产业发展项目库”收录入库。“在市商务、
文旅等部门指导下，我们始终以非遗文
化与商品及服务载体的数字化融合为核
心工作理念，公司文创团队在六年多的
生产实践中逐渐建立了以数字科技赋能
生产的文创产品供应链，从而形成‘津鲤’
‘津門有鲤’和‘沽上有礼’等商标的品牌
文创产品矩阵。拥抱数字贸易为数字科
技赋能非遗文化出海提供了新样本。”赵
岩说。

亮相全球数字贸博会
数字化赋能非遗项目

“津沽手绘贡尖年画”
成果发布

本报讯（记者王洋）“你是中国人
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振
聋发聩的《爱国三问》昨天以铿锵戏曲
腔、浓浓爱国情唱响天津大学生戏剧节
决赛舞台，南开大学的师生们在天津人
艺实验剧场用京剧艺术精彩演绎了一台
可歌可泣的校史故事。

新编京剧校史剧《爱国三问》由南开
大学京剧传承基地原创推出。该剧根据
南开大学校史故事创作，展现了南开师
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恢弘历史画卷，
更着重表现了以“允公允能”为核心的南
开精神，是如何经过抗战烽火的洗礼不
断升华，成为伟大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
的具体体现。

当晚的演出，巧妙地运用京剧与话
剧相融合的表现手法，呈现了“樱花事

件”“轰炸之夜”“爱国三问”等剧中核心
内容故事，通过讲述抗日战争时期南开
人与日寇巧妙周旋、背负着国仇家恨在
西南边陲坚持办学、奋力保存中国高等
教育星星之火的历史，展现出中国人民
的智慧勇敢、坚韧不拔、初心不改。

谈及此次携京剧《爱国三问》参赛，
该剧编剧、南开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
汉语言文化学院院长刘佳介绍：“《爱国
三问》是本届大学生戏剧节上唯一一出
原创京剧剧目，用国粹艺术把南开大学

抗日救国的历史画卷展现出来，把这个
可歌可泣的天津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是
我们创作的初衷。我们也一定会继续努
力，弘扬南开百年戏剧教育传统，为天津
的城市文化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京剧作为高度综合性的艺术，专业
化要求极高，南开大学京剧传承基地在
五年的时间里，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创
排、打磨《爱国三问》，也已有几届南开
学子曾参与其中。此次，在剧中饰演讲
述人的李欣桐是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

学院的本科生，她告诉记者：“我在2021
年入学的时候就看过《爱国三问》的表
演，当时就觉得很震撼，很感动，没想到
今年我也能很荣幸地成为参与演出的
一员。通过这次演出，我对张伯苓老校
长还有‘爱国三问’的精神，都有了更深
刻的感悟。”

南开大学师生同台唱响校史故事传递爱国情

《爱国三问》亮相大学生戏剧节

艺文谈

图为演出现场。本报记者 张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