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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高丽）国家大剧院原
创民族歌剧《山海情》音乐厅版，将于
4月5日在天津大剧院音乐厅上演。

2021年，电视剧《山海情》火爆荧
屏，这段山海挽手、东西互助的温暖故
事走进了许多观众的心里。2022年，
国家大剧院根据电视剧改编，策划推
出了原创民族歌剧《山海情》，从“苦瘠
甲天下，十年九干旱”，到“山里和山
外，都是好家园”，《山海情》用浓浓的
西北风味，讲述着中国当代社会历史

变迁、沧海桑田的壮阔画卷。
本剧再现了上世纪90年代以涌

泉村为代表的宁夏西海固人民搬迁至
银川近郊永宁县境内，从无到有建立
经济开发区的移民史，纪实呈现了中
国脱贫攻坚事业的伟大成就，分享中
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宝贵经验。本
剧剧本创作在电视剧的基础上充分融
入歌剧艺术特点，在凝练的故事中塑
造出真实可感的人物，音乐创作更充
分吸收宁夏“花儿”等民族民间音乐风

貌，台词表述具有鲜明闵、宁特色，舞
美方面生动呈现宁夏地域元素，突出
“脱贫之路”的鲜明寓意，展现携手共
进的合作精神。

国家大剧院成功首演后，《山海
情》音乐厅版即将首登天津，提取剧中
经典唱段，由指挥家吕嘉执棒，王宏
伟、龚爽、金郑建、马腾、陈滢竹、关致
京等一众优秀的艺术家领衔主演，为
观众唱响中国人民为追求美好生活艰
苦奋斗的宏大史诗。

原创民族歌剧《山海情》音乐厅版将亮相津城

呈现中国脱贫攻坚事业的伟大成就

本报讯（记者刘桂芳）一场气氛热烈的
传统文化体验活动，日前在北京戏曲职业
艺术学院（以下简称北戏）举行。在南开大
学文学院教授鲍震培带领下，南开大学留
学生团队来到北戏，开展了一次“汉语+中
华传统文化体验”曲艺培训活动。

南开大学非常重视中华传统文化，十
年前就为留学生开设了一系列中国传统艺
术课程，而且成立了留学生传统文化曲艺
体验工作坊、艺术团、研究中心和传承基
地，聘请专业教师进校园教留学生说相声、
说评书、唱鼓曲。

参加此次活动的留学生，不但热爱学
习汉语，也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讲解老师
介绍了戏曲的行当、服饰、表演场地、表演
特色等基础知识，以及京韵大鼓各个流派
的特征和代表人物。曲艺系学生示范表演
了京韵大鼓《连环计》《宝玉探病》《伯牙摔
琴》。留学生们在学习体验的同时，也表演
了岔曲、京东大鼓，展示了他们的学习成果。

本报讯（记者高丽）译林出版社近日推
出茅盾文学奖得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格非暌违四年的全新长篇小说《登春台》。
作品以小说的形式，进行广泛精微的中国
社会考察，为个人在现代社会中如何自处、
如何处理好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宝
贵而极具启发性的经验。

出生于一九六四年的格非，至今已笔
耕不辍近四十年，《登春台》也将故事着笔
于二十世纪80年代至今的四十余年。小
说聚焦四十余年里四个人的命运流转，以
四个人物的姓名为题分为四章，讲述各自
的故事，并在头尾接续序章与附记两个部
分。四个人物的故事既相对独立，又彼此
联结，仿佛《天方夜谭》中的套盒机杼，又像
是浩瀚宇宙中的微尘。故事渐渐拼凑成全
貌，带读者回望时代。
《登春台》的书名取自老子《道德经》第

二十章：“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
喻指一种盛世气象，又暗合了小说开篇俯
瞰众生、凝神沉思的视角。作品中的人物
都身处现代文明进程中，面对着时代的巨
大变幻，延续了格非创作脉络中对现代文
明之下的个体的关切。

本报讯（记者高丽）为了保护珍贵历史
文化遗产，天津博物馆日前展开2024年馆
藏古籍文献保护工作，对明、清版本古籍和
天津地方文献资料等800余册，实行了综
合性预防保护，净化古籍存放环境，让古籍
无忧储藏。

在古籍文献保护上，天津博物馆始终
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早检查、早发
现、早行动”的原则，古籍库房配备保护设
备与监测系统，加强对古籍文献的日常管
理和维护，定期检查，有效预防，确保长期
保存。天博相关负责人表示，每一本古籍
都是历史的见证，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
和深刻内涵。天博今年将进一步提高古籍
保护水平，加强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和
出版利用，促进古籍事业发展，为守护中华
文脉、推动古籍保护事业做出应有的努力。

天博展开2024年馆藏古籍
文献保护工作

保护古籍 传承文脉

南开大学留学生参加曲艺培训活动

体验传统文化
感受曲艺魅力

茅奖作家格非
推出新作《登春台》

本报讯（记者刘桂芳）“琴怀香
江——香港国乐名家交流会”，3月24
日晚在津湾大剧院举行。来自香港和
内地的国乐名家携手，为天津观众带
来一场精彩的演出，展现内地和香港
的古琴风采。

此次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驻天津联络处、北京古琴文化研究会、
天津七弦琴院等举办。香港古琴演奏
家苏思棣、谢俊仁，笛箫演奏家郑济
民，青年演奏家黎聪、李佳蔓；内地古
琴演奏家李凤云，箫笛演奏家王建欣，
古琴演奏家张子盛及一众青年演奏家
同台献艺。交流会在一曲优美的古筝
合奏《渔舟唱晚》中拉开帷幕，随后的
《暗香》《妆台秋思》《山中思友人》等古
曲，以及《四九城·韵》《秋蒲蓉宾图》
《赤壁怀古》等原创新曲纷纷登场，尽
展国乐、琴音之美，赢得现场观众的阵
阵掌声。两位青年演奏家带来的古琴
与钢琴合作表演的《秋蒲蓉宾图》，令
人耳目一新。演出在两地演奏家共同
演绎的返场曲《沧海一声笑》中落幕。

在与观众交流互动的环节中，艺术
家们回答了大家的提问。对于“香港的
古琴艺术传承、流派特色与内地的不
同”，香港古琴艺术的代表人物苏思棣
表示：“古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音
乐是香港与内地文化交流的桥梁。香
港和内地的古琴艺术，琴风各有特色。
有一点不太相同，就是香港的琴人不强
调流派，内地则更注重流派的分别。希
望大家通过交流、观摩，碰撞出更多精

彩，共同推动国乐发展。”对于“怎么看
待古琴的创新”，古琴演奏家李凤云表
示：“作为音乐教育者，我对于音乐艺术
的创新秉承开放态度。但也希望我的
学生或者古琴的爱好者，知道古琴的传
统、知道古琴所承载的文化。新的作品
和新的合作形式，要经过时间的考验，
如果一个创新作品在50年之后还有人
想得起、还有人在演奏，它就是经典。”

对于“古琴艺术的创新”问题，古琴
演奏家张子盛表示：“创新一直是古琴

艺术家们面临的问题。我认为古琴艺
术创新的空间很大。古代的古琴琴谱
流传下来的几百部，是国乐瑰宝。而古
琴的新作品很少，所以古琴的创新有很
大的空间。”他还表示，通过此次交流活
动，让内地观众感受到在香港传承的传
统古琴乐曲的精妙，“希望两地名家交流
活动可以继续下去，展示传统音乐的魅
力，为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做出贡献。”

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刘桂芳摄

今年，天津自然博物馆特

别策划的《重新发现恐龙》展览

开展以来，吸引众多观众，展览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只

恐龙——棘鼻青岛龙”化石装

架打造中央龙池造景，突出介

绍了近年来我国古生物学家对

棘鼻青岛龙头冠的新发现和新

认识。围绕中央龙池，展览选

择了十余种代表性的恐龙属

种，通过化石，骨骼模型、复原

模型，现生动物标本、3D数字

模型，多媒体视频等形式深入

浅出地展示了它们如何改变了

人类对恐龙的传统认知。

本报记者 曹彤摄

“琴怀香江——香港国乐名家交流会”举行

以琴为媒 携手绽放精彩

本报讯（记者高丽）天津图书馆“古籍保护
在行动”志愿者团队招募活动开启，为古籍保护
工作培养后备力量。

天图相关负责人表示，组建志愿者团队力
求让流传千年的古籍与优秀传统文化走入校
园，走向社会，让文化典籍焕发新光彩。招募团
队面向我市各古籍存藏单位、各区图书馆、各高
校相关专业师生以及社会各界古籍爱好者，要
求报名者须满18周岁，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珍视古籍；热心公益，富有责任心和奉献精
神；具备进行志愿服务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时间。

培训合格的志愿者可参与“中华古籍保护
计划”和天津地区古籍普查工作；参与“讲好古
籍故事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项目，深入基
层开展优秀传统文化宣传工作；参与文创产品
的开发，协助做好古籍保护、宣传、研究、传承工
作等，更好实现以文化人，让学子亲身体验非遗
技艺，激发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热情；以
文润城，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津沽大地“活”起来、
“火”下去，展现新时代天津的文化图景，培育打
造独具魅力的人文之城。

“古籍保护在行动”招募志愿者

期待志趣相投的你
《重新发现恐龙》展览

探秘恐龙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