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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桂芳）“非遗高跷贺新
年，古镇·未来节节高”主题非遗展示活动，
日前在北辰区宜兴埠镇未来天地广场举
行。在欢快激昂的锣鼓声中，身穿传统服
装的永长高跷会队员们一路走来，在浓郁
的传统文化氛围中传递出浓浓的祝福。

具有160多年历史的永长高跷会，在北
辰区宜兴埠镇备受人们喜爱。永长高跷会
表演以秧歌为主要形式，表现农耕社会的渔
夫、樵夫、农夫、书生四种职业。表演中，队
员们踩着1米高的木跷，和着鼓点节奏，时而
排成一排，时而聚成一圈。当天，队员们表
演得热情酣畅，高难度的动作和拉骆驼的造
型伴随着唱词《进深山》，点燃现场观众的热
情。队员们纷纷表示，希望更多人关心关注
永长高跷会，也欢迎更多年轻人加入，让非
遗技艺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北辰区宜兴埠镇举行主题
非遗展示活动

永长高跷会送祝福

本报讯（记者刘桂芳）由天津市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蓟州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完成的
2023年度青池遗址考古发掘项目，
2023年12月26日至27日顺利通过天
津市文物局组织的专家验收评估。该
项目成果显示，天津考古首次发现旧、
新石器时代过渡遗存，为万年天津文
化起源提供考古实证。

青池遗址位于天津市蓟州区州河
湾镇原青池一村北侧、州河南岸的河
流二级阶地上，现于桥水库南岸。天
津考古部门曾于上世纪90年代对该
遗址进行过三次考古发掘，发现新石
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遗存。该遗址新
石器时代遗存的发现，将天津地区人
文史提早到距今约8000年的新石器
时代中期阶段。

2015年，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等在开展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天津
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遗存综合研
究”项目过程中，对青池进行了复查，
发现青池遗址存在旧石器时代遗存分
布的线索。既往考古工作表明，青池
遗址具备寻找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考
古遗存的条件。

2023年10月至12月，经国家文
物局批准，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蓟州区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联合对青池遗址进行第四次
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00平方米。在
两个发掘区内，分别揭露出旧石器时
代晚期序列地层和旧、新石器时代过
渡时期地层和遗存，出土旧石器和新
石器时代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器、
骨器、兽骨等不同质地文物标本1000

余件，为探讨天津文化起源提供了重
要的考古实证。

在青池遗址第I发掘区内发掘出旧
石器遗存。在I区超6米深的堆积序列
中，于第1、2、3、5、6、7、9层的地层中出
土旧石器时代石制品近40件。石制品
工业类型体现出简单石核—石片和细
石叶两种技术体系。根据石制品原料、
加工方式、工具类型及青池遗址所处地
貌部位和区域环境综合推断，旧石器遗
存的年代应在距今4万年至1万年之
间，即旧石器时代晚期，延伸了青池遗
址的年代范围和文化内涵。考古调查、
勘探、发掘表明，青池遗址打制石器分
布范围大、分布密集程度高，应为当时
人类的一处大型石器加工制造场所。

青池遗址第II发掘区内揭露出新
石器时代灰沟（G1）打破旧石器地层
的层位关系并出土重要遗物。新石器
时代灰沟（G1）内第6层、第7层早期
文化堆积内出土的陶器，根据2017
年、2018年对青池遗址早期陶器系列
测年数据，推定2023年发掘的青池遗
址G1早期文化堆积的年代为新石器
时代早期，距今绝对年代为 8000-
10000年。被新石器灰沟（G1）打破的
第4层红褐土堆积，只出土打制石器，
不见陶器和其他人工遗物，为旧石器
时代晚期遗存，第4层以下是基岩。
以第II发掘区第4层和G1构建起旧、
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层位关系，为研究
人类从采集、渔猎向定居、农业生产生
活方式转变，为探讨环渤海乃至中国
北方地区早期文化起源，提供了最新
的考古资料。

本次考古发掘表明，新石器时代

早期阶段，青池遗址打制石器与陶器
和磨制石器伴出，同时网坠与骨针也
大量出土，猪、鹿科、牛科、犬科、鸟类、
淡水鱼类等动物骨骼丰富，许多兽骨
人工加工痕迹明显，显示出当时人类
生产和生业方式多元的过渡性特点。

该项目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尽
快启动发掘样本的多学科分析检测和
考古资料整理研究。同时，积极规划
州河盆地区域性综合考古调查和发
掘，为中国北方文化起源研究做出更
多天津考古贡献。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供图）

天津考古首次发现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遗存

为万年天津文化起源提供考古实证

本报讯（记者高丽）天津美术馆
元旦假期艺术体验系列活动圆满结
束。连续几天时间里，以寓教于乐的
形式带领孩子们走近传统文化，在动
手动脑中感受满满的艺术范儿，赢得
了大小观众的共同称赞。

假期里，天津美术馆“笔尖的
舞蹈——硬笔书法”活动带孩子
们经历了一场穿越千年的时光之
旅，探索书法的起源与传承，领略

书法之美。在书写环节中，孩子们
通过亲手书写古诗《山村咏怀》，对
字形结构有了更多了解，也让自己
与古人对故乡淳朴自然的眷恋深
情相融。
“落纸烟云——软笔书法”活动，

是天津美术馆在新年举办的一场特别
活动。在现场，小朋友们在家长陪伴
下，沉浸在传统书法艺术的海洋中，在
一笔一画间感受着文化的魅力。主讲

老师还分享了历代书法大家的经典作
品与艺术风格。

天津美术馆还特别推出“龙行龘
龘——小龙灯制作”活动。中国自古
就有以舞龙、做龙灯来祈愿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的习俗。字典中的生僻
字“龘”，在天津美术馆以传统文化体
验活动为载体，进入公众的文化视
线，文化底蕴拉满。龙行龘龘，昭示
着春回大地、万物萌发、欣欣向荣。
新年到来之际，小朋友们和各方游客
亲手制作了一盏盏富有特色的吉祥
舞龙灯笼，不但营造出独特喜庆的氛
围感，而且在制作过程中，更感受到
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天津美术馆元旦假期活动留下美好回忆

寓教于乐 艺术范儿满满

本报讯（记者高丽）由天津师范大
学地方文献研究中心和天津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第一届天
津学年会”，日前在天津师范大学图书
馆举行。这次年会成为天津历史文化
研究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2013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所长任吉东在《理论与现代化》发
表文章《史以载道 学以致用：天津史
研究与天津学筹创》，首次提出“天津
学”概念并予以阐述。文章认为，新世
纪以来天津史研究科研队伍、学科资
料、学术成果等方面的发展，为“天津

学”研究的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而
历史文化悠久、发展脉络清晰的知名
城市天津具备建立“天津学”的条件，
适时开展“天津学”研究，既是对历史
的总结和提炼，也是对未来的指引和
蕴势，两者结合能够更好地起到鉴史
资治、明史辅政的功用。

天津师范大学地方文献中心主任
王振良表示，从2013年“天津学”倡议
提出至2023年，过去了十年时间，天
津历史文化研究要想实现新的突破，
学者之间的一般性交流合作显然已经
受到局限，相关学科、组织和平台之间

的大合作、大交流以及对不同研究领
域进行科学化、系统化、理论化整合已
经势在必行，加速建设“天津学”的时
机已然瓜熟蒂落。

本次年会收到论文近90篇，来自津
冀两地的6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与会
专家学者交流各自的研究重点之外，针
对“天津学”的概念界定、研究重点、理论
方法及未来发展等话题进行了广泛探
讨。与会者期待有关各方深度合作，共
赢发展，构筑“天津学”持续科学发展的
基础，从而使“天津学”研究在立足天津
的基础上，能够面向全国并走向世界。

第一届天津学年会举行

天津历史文化研究进入新阶段

本报讯（记者高丽）著名作家柳青佚
作，在2024年第1期《人民文学》杂志刊发。

2023年7月初，《人民文学》杂志社编
辑对柳青大女儿刘可风提供给柳青研究
专家邢小利的手稿，同时与熟悉这部手稿
的推荐人——学者李建军，一起对该手稿
从手迹、行文、内容等方面认真研读、仔细
辨认，确定这部未被作家命名的长篇小说
手稿为柳青所作，并商定发表时以《在旷
野里》为作品名。《人民文学》同时配发邢
小利《柳青长篇小说佚作〈在旷野里〉考
述》、李建军《提问模式的小说写作及其
他》两篇文章。
《在旷野里》1953年10月7日结稿，虽

是未完成稿，但作品叙事相对完整，表现出
对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高超把握，是一部
以现实主义审美品格展现新中国进入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火热生活的小说杰作。作品
对方言的适量自如运用和对情境的出色描
写，使个人与家国、本地与大地浑然一体，
把乡村在历史巨变中的人情物理准确优美
地演绎了出来。

柳青佚作长篇小说
《在旷野里》发表

本报讯（记者高丽）经过几个月的精心
打磨，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津版数融（天
津）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战争题
材有声书《愤怒的钢铁》上线喜马拉雅平
台，以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
胜利70周年。
《愤怒的钢铁》描写了中国人民志愿

军首批赴朝作战的第九兵团某连队三天
之内的战斗经历，在这三天中，人们看到
了战争的残酷。这支连队极为普通，也极
具代表性，与强敌对垒之际，既无武器、兵
力优势，又无充分的准备，完全是一场硬
碰硬的较量，直到最后只剩一人，仍然选
择死战不退。他们以钢铁般的意志锻造
了钢铁般的连队。
《愤怒的钢铁》采用单人播讲形式，主

播桂思慕齐具备丰富的有声书播演经验，
声音可塑性极强。他将书中性格、形象各
异的几十位角色塑造得有血有肉、立体完
整，用饱满的情感将故事演绎得荡气回肠。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

津版有声书
《愤怒的钢铁》上线

2023年青池遗址第 I发掘区考

古现场。

青池遗址第 II发掘区出土的网

坠与圆陶片（新石器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