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本市和平区西康路小学

校家社共建正式启动。启动仪式

上，学生们表演了合唱《国家》、校本

剧《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舞蹈《童

年的夏夜》等节目。

本报记者 周伟摄

西康路小学启动
校家社共建

本报记者 刘桂芳

芦苇被誉为“宁河三宝”之一，用芦苇
创作的芦苇画，因其80%画面的颜色为芦
苇自然色，20%呈熨烫碳化色，被誉为“绿
色艺术画”。七里海芦苇画是宁河区区级
非遗技艺，经过传承人田宝军20多年在
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提升，这项“草上作画”
的非遗技艺得到很好的发展与传承。

从荷塘里摇曳的荷花荷叶，到芦苇
丛中飞起的大雁，再到趣味横生的宁河
稻田蟹，田宝军创作的芦苇画作品构图
简洁却意蕴无穷，一股乡土气息扑面而
来。2022年12月8日，一场收藏证书颁
发仪式在天津画院举行。现场，来自宁
河区的非遗传承人田宝军创作的芦苇画

作品《国色天香花开富贵》被天津画院收
藏。原本被定义为工艺品的芦苇画，由
此一跃成为具有收藏价值的艺术品。

田宝军介绍，芦苇画也叫苇编画，最
早起源于明朝初年，采用芦苇的秆茎制
作些简单的图案，色彩单一，工艺粗糙。
后来随着技艺的不断规范和创新，芦苇
画创作技艺日渐成熟。田宝军说：“芦苇
画的创作是中国传统工艺与现代装饰艺
术相结合的结晶。很多地方都有芦苇
画，像河南淮阳、河北白洋淀等，虽然各
有特色，但基本都是采用芦苇的叶、秆、
花穗为原料，经剪、烫、贴、润等十几道工

序精心创作而成。”
“不是所有的芦苇都能制作‘苇画’，

这需要我们手艺人炼就的火眼金睛。”田
宝军说，适合做“苇画”的芦苇轻薄且韧性
极好，易于裁剪、整理，适合熨烫染色。“熨
烫烙是极为重要的环节。一幅芦苇画的
好与坏，熨烫时间的长短、力度大小都会
对其产生影响。剪毛的环节也非常重要，
那些栩栩如生的小鸟，就是用剪刀一下一
下剪出来的。这是创作芦苇画的基本功，
也是最难的一项。此外，精致的芦苇画不
仅包含了画的本身，更需要有巧妙的构图
和原创的设计。”田宝军说。

七里海芦苇画乡土气息沁人心脾

“草上作画”展现当地风土人情

津门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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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高丽）中国式现代化离
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为进
一步加强新时代青少年对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学习掌握，坚定文化自信，厚植爱
国情怀，充分发挥博物馆在培育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体系及形成馆校协同育人良好
局面中的作用，2024天博“板凳上的博物
馆”昨天正式开讲。

首场课程邀请了天津市第二十中学的
180名学生走进展厅，创新授课方式，以“双
师讲堂”的形式开展，天津博物馆与第二十
中学历史、地理等学科教师进行多科联动、
双向互动。一是由博物馆宣教部老师依托
馆内的历史资料和文物展品，重点讲述天
津作为运河沿岸重要城市，与运河互相依
存，最终因河而兴的发展历程，以及运河如
何带动天津城市发展与特色文化形成。二
是由第二十中学教师带领学生们梳理从隋
唐大运河到京杭大运河的发展进程，探究

运河沿线的气候、水文、地质等特征。双师
配合，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理解运河与沿线
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启发学生理
解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授课完成后，在展
厅内进行“板凳上的博物馆”互动体验活
动。馆内教师带领学生体验杨柳青年画的
绘制，在实践中体会以杨柳青年画为代表
的天津运河文化，并进行作品交流展示。

本次课程除了以运河为主题的课程
外，还同时开设了《博物馆里探寻中华文
明起源》和《文物中的二十四节气》。分
别以天津博物馆展览《肇基文明——天
津博物馆藏商周文物特展》《岁华纪
丽——天津博物馆藏二十四节气文物
展》为依托，通过授课教师讲述的藏品
及藏品背后的故事，唤起同学们对传统
文化的热爱。之后组织学生们参与杨柳
青木版年画的拓印活动，让同学们在创
作中将理论知识和动手实践相结合，收
获了难得的博物馆学习体验。

课程结束后，天津市第二十中学地理
教师李煜表示：“课程育人是学校进行传
统文化教育的一个主渠道。走进博物馆，
将优秀传统文化与学科知识教学有机融
合，借助传统文化的渗透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对我们来说
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天津博物馆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学育人全过程，让文
化自信在学生的心里发芽开花，必将更好
引导学生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
任。”七年级的杨同学也表示：“博物馆的
每一件展品都是历史的见证，都仿佛在述
说着它背后的故事。千年文脉浩如烟，文
化底蕴沉淀坚。本次课程不仅丰富了我
的历史文化知识，还让我为我的家乡天津
引以为傲。未来，我会经常走进博物馆，
做一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守护者，
将先辈们留下的灿烂文明传承下去。”
“板凳上的博物馆”系列课程于2023

年3月启动，充分发挥馆藏文物资源优
势，将博物馆的静态展览转化为学校动
态教育活动，使博物馆成为青少年传承
中华文明的“第二课堂”，让学生们在展
厅内近距离学习文物知识，感知历史，传
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天津博物馆将
继续深入开展“板凳上的博物馆”课程，
优化教学方式方法，完善教学设备，丰富
教学内容，增强互动体验内容。目前，已
累计服务30余所大中小学校，惠及学生
1.2万人。课程面向全市大中小学学生，
以班级为单位，把博物馆作为第一教学
场所，将展览与学校课程相结合，开展思
政课、语文课、历史课、音乐课、美术课等
多学科现场教学，打造博物馆资源与学
科教学相融合的多元化、沉浸式学习模
式。目前设有文物类、历史类、专题类等
不同主题，根据主题邀请专家授课。

讲好展厅中的历史 沉浸式读懂文物

2024天博“板凳上的博物馆”开讲

本报讯（记者高丽）天津图书
馆古籍文献部主任叶卿、青年古
籍修复师王泓杰，日前做客天津
新闻广播《海河书香》节目，与来
自天津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图书
馆的专家一道，与广大听众一起
分享天津图书馆开展古籍保护、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与今
后的设想。

节目中，叶卿首先回顾了天
津图书馆近年来在古籍保护、人
才培养、古籍宣传等方面所做的
工作及取得的成果。随后，天津
图书馆青年古籍修复师王泓杰
结合天津图书馆近期举办的读
者活动，与广大听众一起探讨了
古籍宣传推广的经验与心得。
叶卿还与天津师范大学姚伯岳
教授、南开大学惠清楼教授共同
探讨了古籍传承性保护的经验
与设想，并重点介绍了由天津图
书馆（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配
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开展的“古
籍保护课程进校园”项目。据
悉，目前天津图书馆正在联合天
津市各高校图书馆积极推进此
项目。几位专家从普及古籍保
护知识、增强新时代大学生古籍
保护技能及古籍保护学科建设
等方面，向广大听众阐述了如何
配合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共同
推进“古籍保护课程进校园”活
动的实施与规划。
《海河书香》作为一档专注于

文化领域的广播节目，一直致力
于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
事业的繁荣发展。此次天图及高
校古籍方面的专家做客节目，不
仅为听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
文化盛宴，也进一步推动了优秀
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播和
普及。

天图走进《海河书香》
共话古籍保护

本报讯（记者高丽）今日起，
天津博物馆“线走丰姿——馆藏
明清书法精品展”调陈上新。据
悉，新上展品13件（套）均为明清
时期著名书家代表作。

此次调陈作品中，明代祝允
明草书《咏怀古迹五首》卷、文徵
明行书《李白诗》卷为首次与观众
见面。其中，《咏怀古迹五首》卷
笔势连绵，中锋含蓄，体势开阔豪
宕，通篇力量充实，富有节奏变
化，可见作者后期成熟大草书风
之端倪；《李白诗》卷用笔提按分
明，使转灵活，书风秀劲清润，蕴
藉含蓄。

另外，明代文徵明楷书《常清
静经》册、赵宧光篆书七言诗句
轴、董其昌行书临实际禅师碑帖
轴，清代傅山草书七绝诗轴、梁同
书行书《抱朴子》轴、王文治楷书
《圣主得贤臣颂》轴、金农隶书《憺
道人梅花歌》轴、何绍基行书苏轼
《书求墨》轴等上新作品，皆为兼
具艺术审美、学术研究价值的精
品力作。

天博馆藏明清书法精品展
调陈上新

兼具艺术审美和
学术研究价值

图为博物馆讲解员为同学们生动地讲述大运河的故事。 本报记者 曹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