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蒋 倩 文化新闻和特稿部电话：23601379

2024年4月9日 星期二 13文化

本报讯（记者刘桂芳）“燕园忆功勋·宁聚向
未来”大型原创话剧《氢弹之父——于敏》北大公
演活动，昨晚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
这部由我市宁河区群文工作者自编自导自演的
话剧，通过真实性还原、艺术化表达、本土式演绎，
深刻展现了于敏院士耕耘奋进的实干精神、忠诚
担当的家国情怀、矢志不渝的民族气节。

此次演出由中共天津市宁河区委员会、天津
市宁河区人民政府、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指导，宁
河区委宣传部、宁河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中核汇
能（天津）能源有限公司、北京大学会议中心活动支
持。作为从宁河区走出去的杰出人物代表，氢弹
之父于敏“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精神，
激励着人们。大型原创话剧《氢弹之父——于敏》
以七幕话剧的形式，重现了上世纪60年代于敏同
志和广大科研人员，在基础差、环境恶劣的条件下，
从零开始探索氢弹理论、与时间赛跑，完成氢弹爆
炸试验并获得成功的感人事迹，展现以于敏为代
表的老一辈科学家秉承的爱国主义精神。

剧中饰演于敏的宁河区文化馆馆长张增荣
对记者说：“于敏是宁河人，也是宁河人民的骄
傲。这次在区委、区政府大力支持下，通过多方
的努力，把这部话剧搬上北大的舞台，用舞台艺
术表演方式让于敏院士重回北大、重回母校，这
部话剧的演职人员都很激动。”

“燕园忆功勋·宁聚向未来”
大型原创话剧

《氢弹之父——于敏》
北大公演

本报讯（记者刘桂芳）由东丽区文化馆举办
的一场“津沽文化·非遗进校园宣讲”活动，日前
在丽泽小学举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漕
运船模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翟俊正带着自己
制作的“登悠”船模走进校园，为同学们展示这
项非遗技艺的魅力。

活动中，传承人向孩子们介绍了近代天津
漕运船模发展的历史，以及翟氏家族与漕运船
模的结缘过程。之后，他以自己制作的“登悠”
船模为原型，向孩子们讲解了“登悠”的历史。
据介绍，最初的“登悠”船模仿制的漕运船只是
嘉靖年间的官方漕船，后民间因“船务兴革”，
自行对船只进行了改良，便有了如今呈现在大
家眼前的“登悠”。别看这条船小，但做船的工
序一步都不能少，“五十多个步骤，花费半年多
的心血，要做船台、铺船底、安龙骨、稳腰梁、上
边底、上边底沾、上水线、上拖腊板、上大腊、铺
甲板、上船口、上捐子等，每一个步骤都得精心
打磨。”

通过此次活动，孩子们对海河的历史、漕运
的历史以及漕运船模制作技艺有了更多的了
解，加深了对海河文化、传统文化的热爱。

东丽区文化馆举行非遗进校园活动

展示非遗技艺魅力

本报讯（记者高丽）4月26至27
日，经过两年孵化、三年打磨，具有
独树一帜“京韵布鲁斯”风格的原
创音乐剧《南墙计划》将在天津大剧
院上演，为观众呈现一段要求儿子
继承曲艺衣钵的父亲和坚持自己音
乐梦想的儿子之间的故事。

音乐剧《南墙计划》讲述了2003
年的冬天，17岁的小六（张承艺）和大
部分处在青春期的少年一样讨厌束
缚、讨厌规矩。身为曲艺演员的父亲
张忠礼一心想让儿子继承衣钵，父子
关系因一张海报被搅得天翻地覆，上
面写着“12月31日张忠礼曲艺封箱
演出，神秘嘉宾曲艺新星张承艺”。
小六决定，在父亲封箱演出这天，上
演一场摇滚乐的对台戏……据介绍，
2018年，因为《探清水河》的出圈，使
编剧孙浩程产生了想把京剧唱段和
青春故事融合做成音乐剧的想法，当
他在音乐平台上寻找具有京腔京味
风格的音乐人时，老孙（孙中泽）所创
作音乐的市井气和鲜活性打动了他，

于是二人一拍即合，故事和音乐就这
样相遇了。

周小倩导演的加入，为最终成
稿的剧本注入了更加丰厚的生活阅
历和人生体悟。剧本创作过程中，
同为作曲、音乐总监的方一枝发现
了“撞南墙”的概念：“我们交换了很
多故事，这些年的回忆交织在一起，
也看到了一堵南墙。面对这南墙，
你撞是不撞？你知道它是墙，人撞
过去，会疼会流血，还是要去撞它。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种行为本身
就是一种表达。”《南墙计划》的音乐
创作摒弃了按曲填词方式，而是采
用依词作曲，将汉语的音韵发挥到
了极致，使得词与曲珠联璧合、浑然
天成。而且每段歌曲孙浩程和方一
枝都为演员录了唱段示意，亲自将
故事演绎一遍，带着演员节奏、语
气、声调、动作，逐字逐句地抠。
《南墙计划》整个舞台都洋溢着

浓郁的“京味儿”，无论是北京胡同四
合院院墙的舞美设计，还是演员们特

地学了好几个月的北京“儿化音”；尤
其是融合了京韵大鼓、京东大鼓、梅花
大鼓、太平歌词、乐亭调以及流行乐鼻
祖布鲁斯的“京韵布鲁斯”，都充满着
北京风情。而这厚厚的“院墙”也隐喻
着剧名中的“南墙”，有人想“守护”，有
人想“撞破”。两代人之间新思想和老
观念的碰撞，父与子之间血脉传承与
追求独立的对抗，展现的也是具有时
代特色的代际关系与文化命题。一场
关于“传统”与“传承”的反思与辩论在
舞台上发生。

剧中，演员们的表演各个都可圈
可点，唱功出色，情感真挚。在剧中
饰演男主人公张承艺的演员徐均朔
也格外钟爱这部作品以及他扮演的
角色，他说：“我最喜欢我们在排练厅
里的争执，因为争执意味着在乎。我
们都在乎这个故事。”《南墙计划》的
制作人和晓维表示：“这个故事献给
我们曾经的少年时代，献给父母的少
年时光，每一个热烈真诚追逐梦想的
人都能在剧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徐均朔领衔“京韵布鲁斯”串起父子情

音乐剧《南墙计划》即将来津

本报讯（记者高丽）美好春日正
是繁花盛开的好时节，天津图书馆
以“期刊里的春日繁花”为主题，策
划推出了“春风十里，盛世繁花”主
题期刊展览活动。

主题期刊展展出时间至6月15
日，在文化中心馆区和复康路馆区
同时展出，通过现刊集中展览的形
式，以花会友，为广大读者带来刊

里的馥郁花香、融融春意。展出的
期刊包括三个方面，在“花城天津”
中，展出期刊《旅游天地》《环球人
文地理》等，为读者展现天津是一
座花的都市，除了到处可见的市花
月季花，还有红桥区的桃花、南开
大学的樱花、天津大学的海棠花、
五大道的紫藤等，绚丽多彩、馥郁
芬芳。在“花的知识”中，从关于花

的知识普及入手，为广大读者带来
视觉享受的同时，科普花的养、观、
用等知识，揭开繁花的神秘面纱，
展出期刊有《知识窗》《南腔北调》
等。在春日花“食”中，由花切入春
日养生，展出期刊包括《食经》《养
生保健》等。

天图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期
刊展全面落实《天津市全民阅读出
版条例》，充分挖掘丰富的馆藏资
源，特别是借文旅春风展示天津地
域之“花”的季节特色，发挥好“以文
化人 以文惠民 以文润城 以文兴
业”的文化引领作用。

天图主题期刊展探寻诗情“花”意

展示天津地域之“花”的特色

本报讯（记者高丽）“90后”人文
科普作家吕宸的艺术科普新作《停
下别动，放大看》近日由长江新世纪
出品，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吕宸于2020年开始在短视频平
台创作人文科普内容，被网友戏称
为“艺术史表演艺术家”。吕宸推出
的笔记体艺术科普书《停下别动，放
大看》，以艺术史为切口，用新潮诙
谐的语言，从大众感兴趣的视角详
解了近120件艺术品中鲜为人知的
100多个细节，揭秘了15位艺术大师
的创作历程与艺术成就。从绘画到
雕塑，从艺术到历史，他对艺术的解
密方式，足以使艺术“门外汉”获得
沉浸式看展的体验。

这本艺术通俗读物从细节中寻

找突破口，如侦探破案般一步步拆
解艺术的奥秘，抽丝剥茧地挖掘藏
在西方名画名作背后的一个个细微
局部，把高冷的艺术变成沾染生活
气息的万花筒，带给读者惊喜不断，
让读者快速入门西方艺术史，在细
节中窥探名作的前世今生，解锁学
习艺术的新途径。

围绕这部新书，在日前举办的
“高清图像是这个时代送给艺术史的
礼物”主题分享会上，吕宸与青年戏
剧导演丁一滕，从艺术与戏剧的跨界

视角进行了一次有趣且生动的“学术
碰撞”。吕宸透露，自己最近在短视
频里新加了一个系列，为了给大家看
最清楚的图和一手的原材料。因为
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人们的检索是
有壁垒的，且学习成本非常高，那些
高清图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在网
上一下子能搜得到。大部分日常见
不到的高清图像都是他通过自己这
些年所在领域的资源去联系各博物
馆获得的，也因此有了《停下别动，放
大看》这本书。

“90后”人文科普作家吕宸推出新作

如侦探破案般拆解艺术的奥秘

近日，天津市摄影家协会、天津市

文化旅游摄影协会、天津市新闻摄影

学会、宁河区摄影家协会等近200名

摄影人齐聚七里海，天津市文化旅游

摄影协会摄影创作基地在这里揭幕。

崔宪伟文 金立冬摄

摄影人走进七里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