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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高丽）昨晚，由文化
和旅游部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
天津音乐学院承办的新时代声乐领军
人才高级研修班结业汇报音乐会，在
北京音乐厅精彩呈现。文化和旅游部
相关司局、部直属文艺院团，中央音乐
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国防大学军事文
化学院、首都师范学院等相关负责人
及院校师生，新时代声乐领军人才培
养单位相关负责人及业界专家观看了
音乐会。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习近平文化思想，结合《“十四五”艺
术创作规划》要求，文化和旅游部在全
国声乐展演多年组织经验基础上，进
一步突出强化培养机制，着力推出一
批新时代声乐领军人才。本届研修班
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文化和旅游部
艺术司、天津音乐学院承办，学员是第
十五届全国声乐展演层层选拔产生的
优秀人才及近年来在国内重大艺术活
动中表现突出的中青年声乐演员。

研修班聚焦领军声乐人才，结合
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发展要求，精心构
建系统化、层级化、开放化的培养体
系，采取集中培训与跟踪指导相结合、
人才培养与艺术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机
制。集中培训于去年11月2日至15日
在天津音乐学院举办，先后邀请到17
位具有丰富理论、教学、创作和表演经
验的专家学者，组织开展了25场专题

讲座、大师班、实地观摩学习和音乐会
等活动。研修班学员经历艺术回炉锻
造，进一步夯实了艺术功底，提升了文
艺素养，绽放出更加夺目的舞台光彩。

在昨晚率先举行的美声专场汇报
音乐会上，王一凤、王泽南、陈泳汐、赵
一峦、高鹏，先后呈现了《白毛女》等经
典民族歌剧选段，以及《卡门》等外国
经典歌剧作品选段，学员们还深情演
绎了《黄河颂》《北京颂歌》《嘉陵江上》
等艺术歌曲。今晚的民族声乐专场
中，庄云龙、李扬、陈滢竹、蒋宁将为观
众带来《小二黑结婚》《刘三姐》《扶贫
路上》等民族歌剧选段，以及《再见了，
大别山》《走西口》《映山红》等经典曲

目。两场音乐会均由天津音乐学院青
年交响乐团担任演奏，青年指挥家高
嵩执棒。

通过本次汇报音乐会，研修班学
员被授予“全国新时代声乐领军人
才”。据悉，文化和旅游部将引导相关
单位继续加大对优秀声乐人才的扶持
力度，压重担、挑大梁，提供更多舞台
表演机会，并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为
新时代中国声乐艺术事业发展提供新
的人才支撑力量，激励大家以昂扬的
精神风貌、精彩的艺术表演，展现更好
更多的优秀作品，不断满足广大人民
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激发更强大的
精神力量。

新时代声乐领军人才高级研修班结业汇报音乐会在京上演

提升文艺素养 绽放舞台光彩

本报讯（记者刘桂芳）“元·2024小淀国
际当代艺术区艺术家联展”正在北辰区展
出。我市艺术家创作的多种形式的艺术作
品现场展出，为人们带来丰富的艺术享受。

近年来，北辰区小淀镇坚持“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深入挖掘“小淀国际当代
艺术区”特色资源，拓展公共文化服务形
式，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积
极打造创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联展活动。
自2016年小淀国际当代艺术区通过老工
业厂房转型提升改造，与天津美术学院建
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之后，积极发挥艺术
家联系广泛、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等优势，
为广大艺术工作者提供更优质的平台和
服务。

本次联展中，由我市20余位艺术家创
作的60余件作品亮相。这些作品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包括绘画、雕塑、装置等各种
艺术形式。此次联展对公众免费开放参
观，将持续到3月1日结束。

小淀国际当代艺术区艺术
家联展展出

挖掘特色资源
内容丰富多彩

本报讯（记者高爽）近日，自然博物馆
特别策划的“飝龍龖龘”嘉年华活动圆满结
束，丰富的创意和多彩的表演受到小朋友
们的欢迎。

活动当天，热闹的舞龙表演拉开了
嘉年华文艺演出的序幕，随后的天津青
年京剧团青年艺术家的戏曲表演，自然博
物馆小演员带来的乐器、歌舞、快板、朗
诵表演……带动现场气氛热烈喜庆。

此外，小朋友们与博物馆幕后大咖面
对面活动、志愿者特色讲解、11组具有自
然特色的小游戏、创意DIY手工等内容都
带给孩子和家长们欢乐时光和深刻印象。
自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本次活动还吸引
了很多慕名从外地赶来的观众。他们说：
“来自然博物馆嘉年华玩儿得太开心了，满
载而归，活动丰富，收获满满，真是一场科
普盛宴！”

据悉，2024年，天津自然博物馆建馆
110周年，自然博物馆将精心筹备一系列
活动，致敬百年华诞，赓续百年血脉。

自然博物馆
嘉年华活动受欢迎

本报讯（记者高丽）1月6日，作为罗马
尼亚音乐界的知名团体，罗马尼亚奥尔特
尼亚爱乐乐团将在著名指挥尼古拉·朱里
亚尼执棒下，在天津大剧院音乐厅奉献一
台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经典作品及世界名
曲交响音乐会。

该乐团创办于1904年，主要音乐活
动由交响乐团、室内乐团、学术合唱团等
组织开展。乐团的演出曲目涵盖了从巴
洛克到现代音乐的大跨度历史时期。作
为中国国家大剧院的常客，尼古拉·朱里
亚尼是一位广受赞誉的指挥家，曾指挥众
多交响乐团在世界范围内演出，此次是其
首次来津演出。

本场音乐会上，观众将率先欣赏到多
首耳熟能详的经典乐章。下半场则将开启
施特劳斯之夜，包括《蓝色多瑙河》《激情波
尔卡》等欢快旋律将响彻音乐厅。

罗马尼亚知名乐团
将来津演出

本报讯（记者高丽）昨晚，作为天
津市2024年新春演出季系列之一，天
津交响乐团在天津大剧院音乐厅精彩
上演“招相伴 乐美好”交响音乐会，京
津两地艺术家们联袂奉献，以优美的
音乐为观众描绘出新一年美好愿景。

音乐会由乐团团长、指挥家董俊
杰执棒，以一曲热烈奔放的《节日序
曲》拉开。歌唱家刘慧慧、李玮、李友
林、张晓晨、孙金红，联袂带来女声小
合唱《送我一枝玫瑰花》《远方的客人
请你留下来》，歌声悦耳动听，抚慰人
心。随后，乐队在指挥的携领下，接连
奏响《瑶族舞曲》《蓝色多瑙河圆舞曲》
等各具风格的中外经典名曲，现场气
氛高涨，掌声热烈。青年女高音歌唱
家魏伽妮深情演唱的《我的祖国》《在
希望的田野上》，用饱满细腻的歌声抒
发出真挚的情感，令人为之沉醉。

音乐会下半场，昂扬澎湃的《光荣

与梦想》铿锵奏响。随后，由青年女高
音歌唱家徐晶晶带来的《灯火里的中
国》，唱响了中华山河画卷的绮丽；男
高音歌唱家张喜秋演唱的《跟你走》
《今夜无人入睡》等中外名曲韵味十
足，打动了现场每位观众的心。除此
以外，音乐会上还演奏了《埃及进行
曲》《世界古典名曲联奏》等经典乐曲，
并以芭蕾舞表演的形式，精彩奉献了
《天鹅湖》中的《四小天鹅》选段。

接受采访时，董俊杰表示，在新春
到来之际，乐团将开展“爱在天津·乐
在天津”新春祝福音乐会等演出。

本报记者 曹彤摄

天津交响乐团在天津大剧院精彩上演交响音乐会

京津艺术家携手呈献“乐美好”

本报记者 刘桂芳

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龙不仅代表
团结、力量和威严，也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核心元素之一。“舞龙”作为一种民族
精神的载体，一直被百姓喜爱。而“舞
龙”与“沽口文化”的结合，让滨海新区
市级非遗项目“大沽龙灯”传递出人们
向往太平、祈盼吉祥平安的美好愿望。

在滨海新区大沽街道的“大沽龙
灯制作传承基地”，路祥、史训有、吴洪
章等几位传承人，只要没有外出演出
或者培训任务，总会聚集在这里，商议
训练、演出事宜，为摆放在这里的“大
沽龙灯”清洁掸尘。
“大沽龙灯”又称“大沽舞龙”，源于

上世纪20年代末天津渔民的传统民俗

娱乐活动。在舞龙过程中，一人执龙珠
在前引导，龙头、龙身跟随其后，舞出各
种造型和文字，将龙的形象与汉字文化
巧妙融合。其龙身变换中突出抄、倒、
钻、摆、翻、脱、缠等姿态，展现出渔民搏
风击浪的气魄，形成独特风格。

第四代传承人史训有告诉记者：
“舞龙队员加上乐队队员一共30多人。
整条龙长33米，重200斤，最少要10个
人才能舞起来。完成一整套动作，舞龙
者都要跑2000米左右。表演过程中，
队员不仅要跟上乐队的鼓点儿，还要通
过摆、抄、捣、脱、滚、串、缠几个动作，结
合手、眼、身、法、步等武术套路，变换出
不同的队形。在协调性、控制性、一致
性上都有极高的要求。”
“大沽街道为这个项目的保护和

传承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在培养
年轻队员方面，确保‘大沽龙灯’后继
有人。”史训有说。作为该项非遗的
保护单位，滨海新区大沽街道连续两
届荣获“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
号。在他们的努力下，“大沽龙灯”成
立了以消防员、大学生、中学生为主
力的龙灯表演队，在天津市消防救援
总队保税支队临港中队、盐场中学、
塘沽二中、天津滨海职业学院先后建
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训基地，培养年
轻的舞龙队员百余人，为“大沽龙灯”
持续传承储备了新生力量，让龙的精
神代代传承。

“海河下梢一条龙”大沽龙灯展气魄

津门非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