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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高爽）户外零下8度
的冷空气让人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室
内一场要下起来的“雷雨”即将化作倾
盆。昨晚，作为“天津银行·2023海河
戏剧节”曹禺经典剧目荣誉演出单元
的压轴之作，由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创
排的精品话剧《雷雨》在光华剧院上
演。观众在160分钟屏息凝神地观看
结束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雷雨》剧作运用了三一律，两个

家庭八个人物在短短一天之内发生的
故事，却牵扯出过去的恩恩怨怨，剪不
断，理还乱。狭小的舞台上不仅凸显
了伦常的矛盾、阶级的矛盾，还有个体
对于环境、时代强烈不协调的矛盾，在
种种剧烈的冲突中完成了人物的塑
造，其实悲剧早已潜伏在每一句台词、
每一个伏笔中，只是到最后时分才终
于爆发出来，化作一场倾盆雷雨，无比
强烈地震撼了每个人的灵魂。

有观众表示，看过不少其他地方
院团排演的《雷雨》，但是天津人艺版
本的《雷雨》最原汁原味。这得益于
《雷雨》剧本中浓厚的天津元素。该剧
艺术总监钟海表示，曹禺先生是从天
津学成的，对天津是有感情的。脍炙
人口、成为经典的《雷雨》，在天津人艺
不断打磨提升下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让经久不衰的戏剧艺术魅力持续展现
在世人眼中。
“今晚观看了天津人民艺术剧院

的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雷雨》经典
的剧本加上顶级的演绎，震撼人心，
给我带来了一场难忘的视听盛宴。”
一位从外地赶来的资深话剧迷刘佳
告诉记者。来自实验中学的高中生
聪聪对记者说，对《雷雨》剧情早已烂
熟于心，但是看话剧还是头一次。“提
前一个月买的票，今天终于看到了话
剧，课本上的人物在舞台上一个一个

出现，变得鲜活生动。天津人艺的演
员真的很棒，不愧是话剧演员，每一
句话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位观众都能
听清，很多细节设计也很有趣，对于
表现人物性格很有帮助。相比课本，
话剧更有现场感，大家当然是知道这
部剧人物故事走向的，但是当演员将
自己代入角色，带领观众沉浸到故事
里，也还是会内心感慨这才是现场。”
聪聪搓着尚留有剧场余温的双手，对
记者说。

今晚，该剧将继续在光华剧院上
演第二场，同时为人艺本轮2023年
《雷雨》全国巡演画上圆满的句点。

天津人艺精品话剧在光华剧院上演

屏息凝神 看《雷雨》倾盆

近日，2023天津《影像·未来》摄影展在东丽区美术馆一楼大厅举办，现

场展出图片200余幅，吸引各界群众前来参观、学习，感受影像之美。

本报记者 张立摄

本报记者 高丽

天津博物馆精品厅陈列着一件明
代永乐甜白釉梅瓶，高34.5厘米，口径
5.5厘米，足径12厘米。瓶小口短颈，
丰肩平底，通体为甜白釉色，胎质细

腻，釉面洁净。外壁压印暗花，因釉子
凝厚肥腴，纹饰不清，是永乐厚胎甜白
釉瓷中的罕见作品。

中国古代的各种色釉，是利用铁、
铜、钴、锰的氧化物的呈色作用进行着
色。由于一般瓷土和釉料中或多或少
带有一些氧化铁，在还原色彩中必然
反映出青色来，因此青釉是我国古代
最普遍的釉色。但古代白瓷的制作，
并不是在釉料中加入一种白色呈色
剂，而是选择含铁量较少的瓷土，釉料
经过加工，使含铁量降低到最少的程
度。在洁白的瓷胎上，施以纯净的透
明釉，就能烧制出白度很高的白瓷来。

明代的甜白釉是中国白釉品种的
佼佼者。甜白釉是指釉质洁白，温润
似玉，肥厚无脂，釉面光洁无棕眼，简
称“奶白”或“甜白”。釉层有薄厚之
分：薄釉常施于薄胎及脱胎圆器上，釉

面平整晶莹，器物的口、足边沿及带系
的棱角处微显胎骨，足边沿的釉面截
削整齐，施釉不淌，有光素与刻、印纹
样两种装饰。厚釉则釉质凝厚，较薄
胎器的釉面更加肥腴，多施于厚胎琢
器，以光素器为多。少数器皿上线条
流畅的暗刻花纹，有时须认真仔细看
才可看出纹饰或款识来。

不论薄釉厚釉，永乐白釉器都有
一个特点，即迎光透视，胎釉呈现肉红
或粉红色，而清代仿品则显现青
色。另外一个特点是：在器物足边
和折角积釉处，常
闪烁着灰青色的
光泽，釉面偶然显
现如同青、白、灰
三色交织在一起
的极淡的虾青色，
甚为奇特。

永乐甜白釉梅瓶温润如玉

本报讯（记者刘桂芳）由文化和旅游
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
划”天津美术学院第十三期培训班（木版年
画研修）结业仪式暨结业作品展，日前在天
津美术学院艺术创作中心展览馆举行。
“研培计划”是非遗保护事业的一项基

础性、战略性工作，天津美术学院作为中国
八大美院之一，文化底蕴深厚，非遗相关学
科基础扎实。作为全国首批承办“研培计
划”的高等院校自2015年起已成功举办过
12期研修班，培训非遗人才近400人次。
随着“研培计划”的进一步推进，学校项目
组在总结前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
善和创新培养机制，帮助非遗传承人“强基
础、拓眼界、增学养”，形成了较为明确的教
学体系、工作规范和管理方式，有效地参与
非遗保护工作。

本次研修班共招收来自京津冀地区的
学员20名，为木版年画不同地域、不同风
格的融合发展、交流借鉴、互补长短提供了
一个良好的机遇，而正在举行的结业作品
展，展示了本期木版年画研修班的教学与
创作成果。学员们表示，学习期间，老师们
从各自专业的角度对木版年画进行讲解，
受益良多。通过对天津杨柳青、河北武强
木版年画的考察学习，让传承人感受到年
画传承的责任与担当，有了更坚定的信心
去把木版年画传承好。

天津美院木版年画研修班
结业作品展举行

本报讯（记者刘桂芳）由天津市非遗保
护中心策划推出的“外国友人探非遗”活
动，近期在持续开展中，让在津工作生活的
外国友人从非遗的角度，进一步了解天津、
认识天津和感知天津。

天津市非遗保护中心联合天津经济广
播《老外视线》节目策划推出的“外国友人
探非遗”主题活动，邀请在天津定居多年、
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人，每个月实地
探访一个非遗项目，亲身体验传统技艺，与
传承人面对面交流。参与活动的外国友人
还走进电台直播间，通过聊天对谈的形式
推介非遗项目和传承人，为广大听众普及
宣传非遗知识和文化。

截至目前，活动走近工艺毛猴、杨柳青
木版年画、老美华手工盘扣制作技艺、五行
通臂拳、津派王氏内画、合真传统手工制香
技艺、达仁堂清宫寿桃丸传统制作技艺、天
津玻璃画染磨、祥和饽饽传统糕点制作技
艺、曾氏华服手工精细制作技艺、天津葫芦
制作技艺、天津面塑、古线装帧、尚记真丝绣
绒制作技艺等不同门类的非遗项目。活动
中，传承人手把手指导和自己动手体验的过
程，令来自俄罗斯、英国、法国、伊朗、韩国、
委内瑞拉等多国的外国友人兴奋不已。他
们还把学做的作品和心得体会分享给远在
异乡的亲朋好友，将天津这座城市的风土人
情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工作人员表示，
接下来还将邀请外国友人沉浸式体验更多
非遗项目，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外国友人探非遗”
活动获赞

本报讯（记者高丽）明晚，哈恰图良
三重奏音乐会将在天津大剧院音乐厅
上演，以此纪念哈恰图良诞辰120周年。

在国际乐坛上有一个组合以哈恰
图良命名，并不断演奏和传播他的音乐
作品，他们就是哈恰图良三重奏。哈恰
图良三重奏由钢琴阿迈恩·格里戈里
安、小提琴凯伦·沙加尔迪安以及大提
琴卡伦·科恰良组成。哈恰图良三重奏
的巡演足迹包含世界上多个极负盛名的
音乐厅，除了哈恰图良的作品，贝多芬创
作的三重奏作品也是他们的保留作品。
他们同时与当代作曲家有着紧密联系，并
首演了许多受到委约的新作品。哈恰图
良三重奏与哈恰图良故居博物馆保持着
良好合作，为音乐创作、专辑录制、演出以
及教育项目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

本场音乐会，三重奏将奏响哈恰
图良最著名的芭蕾舞剧《斯巴达克斯》
《加雅涅》中的选段。除此之外，还将
带来拉赫玛尼诺夫以及巴巴扎年两位
音乐家的经典作品，为乐迷展示钢琴
的华丽、小提琴的优雅以及大提琴的
低沉与稳重交织碰撞出的艺术火花。

哈恰图良三重奏
明晚大剧院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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