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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荧屏早知道

■
明
日
演
艺

电视时间表

■ 卫视频道

19：30剧场：画眉
21：25非你莫属
■ 新闻频道

18：30天津新闻
18：57都市报道60分
■ 文艺频道

18：05老有才了
18：40多彩剧场：有你才

幸福
■ 影视频道

17：30剧场：面具
19：00剧场：雪地娘子军
■ 都市频道

18：17家居大变身
18：30消费者
■ 体育频道

18：55体坛新视野
21：45科学健身一点通
■ 教育频道

19：20法眼大律师
20：12百医百顺
（节目如有变动 以当天播

出为准）

专题

■ 都市频道

22：30健康直播间
年前高发的各种感染性

疾病，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增
强免疫力是抵御疾病的头等
大事。左小霞主任在本期节
目中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箴言
是什么？生活方式不科学，会
影响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
我们常说的免疫力指的是什
么？免疫系统有哪些功能？
一旦免疫力低下，我们的身体
会有哪些表现？

电视剧

■ 卫视频道

19：30剧场：画眉（30-
31）

武锐企图挟持贺习文，庞红
梅及时开枪将武锐击毙。武锐
的死让一系列谜团得以解开，车
间里的稳定器掉落事件、木工车
间放火案件都是其所为。

■ 文艺频道

18：40多彩剧场：有你才
幸福（30-32）

沈洁在顺芳和葛群的帮助
下终于摆脱了冯永的纠缠。由
于老康的身体状态不好，三个
人提早回了家，却不知道师姐
依旧在卧室里躺着，老康与师
姐撞了个正着。

■ 影视频道

19：00强档剧场：雪地娘
子军（14-17）

雷城与杨凯楠和黄二虎义
结金兰，杨凯楠与黄二虎分别
坐上了二当家和三当家的宝
座。黄二虎给自己取了一个
“下山虎”的名号，雷城帮杨凯
楠取了一个“火玫瑰”的名号，
杨凯楠身为女性却不输男儿好
汉，如同一朵火热奔放的玫瑰。

★剧目：相声专场
明日19：30天津相声会馆
★剧目：相声专场
明日19：30极品相声帮剧场
★剧目：相声专场
明日19：30贻笑坊相声会馆
★剧目：相声专场
明日19：30哏都青年相声剧场
★剧目：相声专场
明日19：30天实景剧场 （高丽）

本报讯（记者高爽）由天津人民艺术
剧院创排的小剧场话剧《玩偶之家》将于
4月5日在实验剧场首演。这是天津人艺
首度排演戏剧大师易卜生的名著。该剧
在致敬经典的基础上，以全新视角审视婚
姻、探讨人性，采用环境式戏剧的方式直
击“娜拉出走”的现场，为观众带来更具沉
浸感的观演体验。
《玩偶之家》于1879年在丹麦哥本

哈根皇家剧院首演。随着时间的推移、
历史的演化，全世界众多不同文化背景
的戏剧人为这部作品添加了各自的解
读，令其在此后近150年的时间里历久
弥新。《玩偶之家》对中国的思想、文学和
戏剧发展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鲁迅、胡适等文学大家都十分推崇剧中
女主角娜拉追求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的

思想，曹禺、田汉等戏剧大师都曾在这部
剧中获得启迪。

作为对易卜生经典的再一次全新解
读，天津人艺版《玩偶之家》立足当代，回望
经典。该剧由天津人艺副院长、国家一级
演员张文明领衔主演，冯验晴、陆泓宇、孙
连一、刘子龙、刘晴、张睿尔等青年演员倾
力呈现，以青春力量展现“自由”的真意。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以环境式戏剧这
一表现方式，打破传统镜框式观演体验。
观众在进入剧场时，便踏入了娜拉与海尔
茂夫妻这个看似温暖、和美、浪漫、温馨的
“玩偶之家”，力求以更锋利、更真挚的表
演，更沉浸、真实的观演体验，让观众直击
“娜拉出走”的现场。此外，该剧采用全新
升级译本，精炼台词风格，以更贴近生活、
更清新的台词风格呈现经典巨著。

天津人艺首度创排易卜生名作《玩偶之家》

沉浸式直击“娜拉出走”现场

本报讯（记者高丽）冯骥才非遗学理
论新著昨日在《光明日报》上刊发。在这
篇以《非遗博物馆的特性》为题的作品中，
冯骥才对受到大众关注和欢迎的遗产博
物馆的创新建设提出新思考。

冯骥才在文章中提到，我国地大物
博，文化多样，非遗十分浩繁与灿烂。随
着非遗事业蓬勃兴起，并在短短二十年里
形成强劲的保护和发展态势，中华大地上
的非遗得到历史上空前的全面发掘、整
理、保护、弘扬。但是，现今的非遗博物馆
建设都还处于初创、摸索阶段，没有经验，
没有规范，没有众所认同的范本，且博物
馆学也没有非遗方面的学科，难免幼稚粗

略，彼此模仿，相互趋同。此外，现在非遗
博物馆惯用的展陈方式，多是简略的非遗
历史展，再加上传承人的技艺演示，手段
十分有限，特别是非物质方面的展陈相当
乏术，显然没有达到严格意义上的博物馆
展示的标准。

对此，冯骥才在《非遗博物馆的特性》
中提出了5条富有方向性、建设性的意
见：保存完整信息，力求将非遗完整地保
存在博物馆里；必备历史经典，深入挖掘、
搜寻历史经典和文化遗珍；彰显地域特
征，以使地域的文化特征得到更充实、更
饱满、更鲜明的体现；活态传承是核心，从
而给认知非遗提供更多视角与资源；现在

进行时是特点，非遗博物馆不只是告诉人
们非遗的过去，还必须展示非遗的今天，
要用进行时的视角观察非遗的现状，以显
示传统的魅力、活力和生命力。

冯骥才表示，非遗博物馆是新时代博
物馆事业出现的新事物，在类型上是一种
全新的博物馆，其意义深远，功能重要。
亟须加强非遗博物馆的理论建设，以明晰
的科学理论和严谨的专业标准，在展藏上
创造性地应对，促使方兴未艾的非遗博物
馆以科学的知识、完整的收藏、充分的展
示、精确和生动的阐释、富有魅力的弘扬，
为非遗事业的繁荣和国家文化的发展发
挥更大的作用。

冯骥才发表新论著提出新思考

非遗博物馆如何创新建设？

■ 春节假期，

平津战役纪念馆将

《走进平津战役》展览

送到街道、社区，让红色文化走进千家

万户。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走进平
津战役》展览在蓟州区文昌街道展出，
不少居民将展览作为一处新的打卡
点，茶余饭后带着家人和亲朋好友一
起观展，观展群众超千名。

（王洋 王炜）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京津冀文旅部门联合发布“乡村过大年”等6大系列主题活动，

丰富的旅游资源让三地游客尽享文旅盛宴。图为宁河区木头窝村开展民俗展演活动。

通讯员 任永利摄

乡村年味浓 文旅唱主角

本报讯（记者刘桂芳 通讯员马薇）刚
刚过去的春节假期，大沽口遗址博物馆推
出3大精品展览、8大教育活动、10项暖心
服务，通过“云游博物馆+线下免费讲解”
的联动模式，让人们体验不一样的年味。

春节假期，大沽口遗址博物馆推出
《海上国门》常设展览、《甲午警世钟——
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主题展览、《奋进
新时代 护航新征程》国家安全教育主题
展览三大特色展览，受到市民欢迎。该馆
还深挖文化资源的多重价值，打造具有鲜
明特色和深刻内涵的文化品牌。在春节
档推出的“以春为韵绘团扇 红红火火过
春节”传统文化亲子活动、“小侦探找文
物”与历史文物对话体验活动、“贺新春
品民俗”云端竞答赢好礼挑战赛等年俗文
旅互动，让参观者在浓厚的节日氛围里感
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文化自信和
文化认同。

线上线下联动
体验红色中国年

本报讯（记者丁晓晨）据初步统计，今年
春节假期全国电影票房为80.16亿元，创同
档期新纪录。本市春节档电影票房为1.27
亿元，创历史新高，位列全国城市第七位。

春节假期，本市电影市场红红火火，观
众观影热情持续高涨，黄金时段场次频频爆
满。数据显示，2月10日至2月17日，全市共
有113家影院809个放映厅放映电影4.04万
场，同比增长47.58%；观影人次为246.88万，
同比增长31.80%；电影票房为1.27亿元，同
比增长20.56%，三项数据均创新高。

全市影院纷纷推出特色活动、优惠活
动，并合理控制票价，精心做好影片排片和
放映工作，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影院。部分
影院延长营业时间，提供更多观影场次选
择，刺激电影市场消费。截至2月17日，全
市电影今年的票房已达到1.74亿元。

春节假期，共有20部影片在全市影院上
映并产生票房，其中《热辣滚烫》《飞驰人生
2》《熊出没·逆转时空》《第二十条》等新上映
影片票房占比达到99.95%。在新上映的影
片中，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天
津阅文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西虹市影视
文化（天津）有限公司、天津光合世纪文化有
限公司、欢欢喜喜（天津）文化投资有限公
司、天津联瑞影业有限公司6家本土影视公
司参与了影片的出品、制作、发行。

本市春节档
电影票房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