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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展览带您过个“艺术年”
河北日报记者 喻 萍

甲辰龙年新春，石家庄的艺术氛围格外浓
郁。石家庄两个极具人气的艺术“特展”，吸引
了无数人的目光。正月初三，记者带您打卡河
北博物院和石家庄美术馆探访两大展馆的展
览，在艺术的滋养中一起过个“艺术年”。

河北博物院展出的“盛世修典——‘中国历
代绘画大系’河北特展”已经火爆了一个多月，2
月 12 日 8 时 50 分，记者来到河北博物院北门，
此时，这里已经有四五百人在排队等候入场。

“我是一个人从杭州坐高铁来的，第一次到石家
庄，为了早点看这个展我特意住在了博物院对
面的酒店。”70 岁的陈阿姨，一脸自豪地笑着
说，“盛世修典以前展出过，由于各种原因我没
看到，这不是过年了吗？我给自己放个假，到石
家庄旅游几天，看看展览。”

2024 年，新年伊始，“盛世修典——‘中国
历代绘画大系’河北特展”在石家庄掀起了一个
观看高潮。该展览的展品是从《中国历代绘画
大系》12000 多件绘画中精选 1100 余幅打样稿
展出，其中既有国内藏品，也有流散在世界各地
的历代绘画佳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延续千
年的中国绘画文脉，这些接近真迹的打样稿，让
观众赞叹不已。值得关注的是，春节期间，在北
京中华世纪坛也有一场“盛世修典主题展”迎来

八方游客。这场“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
系’主题展——‘久久为功’品读书画中的中华
文脉”展览，作为“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延伸
展，展出作品高清打样稿、数字作品、出版物、文
献等共 320 余件。展览分为“品读风雅”“书斋
志趣”“赏心阅典”和“鉴古开新”四大板块，让观
众在艺术中见证历史。

欣赏了河北博物院的特展，记者在附近的
中华老字号“中和轩饭庄”吃了一顿美味的午
餐，随后乘坐地铁1号线前往石家庄美术馆，地
铁+步行，用时 40 分钟。这里正展出“赓续传
承 燕赵筑梦——荣宝斋350周年木版水印艺
术特展”。这个来自北京荣宝斋的特展，自1月
13日在石家庄美术馆举办以来，吸引了大批观
众。主办方将木版水印作品《韩熙载夜宴图》所
用到的1667块雕版悉数运到石家庄美术馆，进
行为期两个多月的展出。

一天的艺术体验之旅圆满结束，脑海中时
时浮现出一幅幅精美的画作，都是中华文明的
艺术精粹，也是送给劳累了一年的自己一份新
春礼物。这个春节假期因为有了这趟艺术之
旅，身心倍感轻松。想要浸润在艺术海洋里的
朋友们，不妨走进这两大展馆，通过欣赏书画展
览，过个与众不同的“艺术年”。

迎古城新春，逛非遗市集。2月3日，随着全
国“古城过大年”正定会场的启幕，京津冀非遗市
集在正定历史文化街热闹开市。丰富的年货吸
引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游客，他们在各个摊位前
精心挑选心仪的年货，感受热烈的节日气氛，尽
情体验正定古城厚重的历史和浓浓的年味儿。

“糖瓜粘是用玉米、大麦、红薯、小米、糯米
等，经过十几道古法工序制成的甜点，是我们中
国人春节必备的美味小吃，也是民间祭灶的供
品。”在雄安新区糖瓜粘制作技艺展位前，非遗
传承人王立斌向游客介绍。

“‘二十三，糖瓜粘’这句话我们从小都听
过，真没想到它的制作技艺这么复杂。”购买了
一套生肖主题糖瓜粘的定州游客林占辉告诉记
者，“听老人们说，糖瓜粘象征着辞旧迎新，寄寓
着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
们的生活更加甜美顺利。”

在非遗市集上，除了让人甜到心里的糖瓜
粘，还有北京景泰蓝制作技艺、天津老酥糖传统
制作技艺、天津益德成闻药制作技艺等多个非

遗项目。非遗传承人或工作人员现场展示制作
流程，不少游客参与体验，充分感受非遗里的年
味儿。

“将滚珠在手心里滑动两三次，然后搓一
搓，再闻一闻。”天津益德成闻药正定传承所负
责人贾女士，邀请游客体验非遗精油产品。“其
中含有薄荷、檀香、冰片等天然材料，有提神醒
脑的功效。”贾女士介绍，她这次带来的几款产
品都很受游客欢迎。

定居天津的李超，趁着过年回石家庄探亲
的机会来正定游玩。“大集上有好多咱们河北的
非遗项目，像我刚刚体验过的威县土布纺织技
艺，还有正定八大碗、大名小磨香油等。没想
到，在这里还能看到天津茉莉花茶和沽上糖画，
这种久违的过大年的感觉真好！”李超说。

记者观察到，本次非遗市集共展出了几十
项京津冀非遗项目，它们不仅“看得见”“摸得
着”，还“带得走”。游客在品尝特色美食、购买
心仪年货的同时，可以通过非遗展示和体验，尽
情感受藏在古城非遗市集里的年味“京津冀”。

市集里的年味“京津冀”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恬

充满乡土气息的邢邑花会、表演诙谐俏皮
的定州秧歌戏……2月 2日上午，定州市“老字
号过大年”活动在宋街拉开序幕，热闹的非遗展
演把很多游人吸引了过来，设在这里的老字号
展台一时间人气爆棚。

展台上，十几家老字号纷纷亮出自己的当
家产品，既有定州焖子、靖家八大碗等特色美食，
又有正清和定瓷、思本堂缂丝等年庆礼品。一样
样独具特色的老字号产品让游客大开眼界。

“作为老字号有啥历史渊源？”“制作到底有
啥独特的地方？”……头一次见识这些老字号产
品，许多游客充满好奇，围着展台问这问那。工
作人员无法一一回答，只得发放事先准备好的
宣传册。

燕赵老字号煮世源的传统铁壶制作起源于
宋代，企业通过守正创新，2020年被评为国家级
科技型中小企业。在该企业展出的十几款铁壶产
品中，三款获得外观专利的产品最为引人注目。

记者仔细端详，发现这三款产品壶身上分
别雕有贡院、开元寺塔和雪浪石等定州标志性
的历史文物图案。企业负责人张杰指着宣传册
上的证书图片说：“这三款产品是我们的爆款，
获得了河北省第三届文化创意设计大赛金奖。”
这三款产品，北京游客张东一样买了一把，他

说：“产品特别有纪念意义和文化内涵，我自己
留一把，另外两把送朋友。”

天鹅戏水惟妙惟肖，怒放的牡丹色彩艳
丽……在燕赵老字号思本堂的展台上，一幅幅
图案逼真、色泽鲜艳、正反如一的缂丝作品让人
流连忘返。

“缂丝被誉为‘被雕刻了的丝绸’。2021年，
定州缂丝织造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其制作最独特之处
在于‘通经断纬’。”在展台前，通过工作人员的
介绍，许多游客对缂丝制作技艺产生浓厚兴趣。

“缂丝素有‘一寸缂丝一寸金’的美誉。”在
思本堂展馆里，不但展出了各式各样的缂丝作
品，还摆有一台织机，一名织工坐在织机上一
边演示一边讲解，“图样变色就要立即截断原
有丝线，更换另一种色彩的丝线。这样一来，色
彩与色彩的接合处便形成明显的缝隙和孔点，
犹如镂刻而成，因此缂丝也被称为‘刻丝’。”参
观了思本堂展馆，北京游客孙立萍称自己“长
了见识”。

“老字号的产品承载着一代人对儿时年味儿
的回忆。‘老字号过大年’活动的开展，不但弘扬
了传统文化，也带动了节日消费，增强了节日气
氛。”定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李卫强说。

老字号“秀”出新年味儿
河北日报记者 林凤斌

大年初一至正月十五开张的首钢“集”
祥——龙年古风游园会人声鼎沸。记者探访
首钢园获悉，新春佳节到访园区的市民游客
络绎不绝，大年初一、初二每日入园量均超过
2万人次，其中来逛龙年古风游园会的游客每
天超5000人。

游园会处处张灯结彩、古色古香。多数
游客都是一家老小全家出动，在高炉脚下津
津有味地参与拓年画、猜灯谜、投壶、祈福击
鼓等传统活动。游客还可购买首钢园自制的

“银票”或“集”祥铜板儿，一秒“穿越”至古风
世界中，参加游园会消费活动。

“投中啦，真好玩儿！”投壶摊位前一个小
男孩花五个铜板儿投掷了五支箭，中了三支，

获得了一枚首钢冰箱贴，他兴奋地向家长展示
着“战利品”。

一阵阵浑厚的鼓声不时传来，观众们排
起长队体验敲击祈福鼓。“带孩子来首钢感受
年味儿，希望新的一年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一位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抱着孙子
共同击鼓。

首钢大食堂制作的老北京卤煮和小吊梨
汤、首钢红楼带来的烤榴莲和冰糖葫芦、香啤
坊出品的招牌汉堡……38家餐饮摊位提供的
特色小吃让游客大快朵颐、边逛边吃。

既有古典文化风韵又有现代科技元素，游
客可乘坐无人驾驶汽车穿梭于三高炉龙年古
风游园会、六工汇观宋游园会和 SoReal 科幻

乐 园 科 技 庙 会 之
间。游客还可通过

“AI尚首钢园”小程
序的AR识别功能，
扫描识别三高炉、
一高炉、功碑阁等，
便可获得“集”祥铜
板儿、首钢汽水、各
商家兑换券等福利。

春节期间，园区还举办了舞龙、舞狮等民
俗活动，通过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新春系列文
化活动，让游客近距离体验山水自然、工业遗
存、冬奥遗产、数字科幻、冰雪潮玩和烟火气
息有机融合的首钢园。

首钢园新春游园会打卡“集”祥
北京日报记者 潘福达

大年初一，天气晴好，举家出门到杨柳青
古镇寻找传统年味儿的游人可真不少！

临近中午，杨柳青古镇景区人流如织、热
闹非凡。美食一条街升腾着浓浓烟火气。在
这里，不仅能吃到熟悉的天津特色小吃，还有
来自全国各地的“网红”美食。游人一路走走
停停，从街头逛到街尾便可以“打卡”五湖四
海的美味。

与美食一条街横竖相交的如意大街更
是年味儿十足。穿过古色古香的牌坊，仿佛
开启了一段穿越之旅。石板铺就的大街两侧
商铺林立、门庭若市，民俗市集直接搬到了大
街上。剪纸、风筝、糖画、茶汤、各类古风饰
品……好吃的、好玩的琳琅满目。糖画摊位
前，围着跃跃欲试的孩子们。“我要转只小兔

子！”“我希望能转到大龙！”孩子们依次拨动转
盘，期待着指针停在心仪的图案上。接过一个
个栩栩如生的糖画，孩子们的脸上尽是兴奋和
满足。这样的画面唤起了成年人儿时的春节记
忆，也让孩子们尝到了舌尖上的“非遗滋味”。

大人小孩举着糖画，转身又见多彩多姿
的面人儿。憨态可掬的小动物、俏皮伶俐的
卡通人物、寓意吉祥的生肖造型，个个惹人
爱。面人儿师傅还能满足游人的需求，现场
即兴创作。飞龙的胡须、小鸟身上渐变的羽
毛都能精细地刻画出来，精湛的技艺引得
围观者啧啧称奇。

从北京专程来杨柳青古镇寻
找年味儿的穆女士一家人兴奋
地挤在人群中。两个女儿

捧着热乎乎的熟梨糕边吃边逛，穆女士则举着
手机一路拍照。“我拍了好多照片，感觉处处都
是景。早就听说杨柳青的年味儿浓。全家人
上午出门，开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这里。晚上
住一宿，转天再去市区逛逛。京津一起过大
年，方便、新鲜、好玩！”穆女士说。

下午1时，关帝庙门前传来了铿锵的锣鼓
声，欢快的秧歌扭了起来。四面八方的游人陆
续向庙前的小广场聚集，伸着脖、踮着脚，把手
机举得高高的，一边拍视频一边跟着叫好。人
潮涌动起来，秧歌队的大爷大妈越扭越带劲
儿。台上台下、街前街后，表演
者与观众融为一体，沉浸在
喜庆欢乐的海洋中。

逛古镇 寻找传统年味儿
天津日报记者 王 音

（上接第一版）
城市书房成为“大朋友”们的

“阅读好去处”，也受到了越来越多
小读者的青睐。“小朋友们，明天就
是立春了，能说出带春的诗词吗？”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春水
满江南，三月多芳草。”……联欢会
互动环节上，随着主持人的提问，10
余名小读者纷纷“抢答”。

“得知城市书房要举办联欢会，
我第一时间带儿子报了名。”市民张

晓雅说，这是她送给孩子最好的新
春礼物。

“接‘福’喽！”随着主持人的引
导，联欢活动“转战”到城市书房体验
区。书法爱好者们尽情挥毫，一个个

“福”字承载着对新年的美好祝愿。
“第一笔的点要压着写，这样才

有厚重感……”在现场书法家的指
导下，9周岁的小学生郑智予完成了

“福”字的书写。“原来一个‘福’字运
笔有这么多讲究，又长知识啦！”郑

智予高兴地说，“我要把自己写的
‘福’字贴到自家大门上，把新春祝
福送给全家。”

“城市书房是微缩版的城市图
书馆。我们就是要通过打造高品质
阅读空间，推动书房走近群众，吸引
群众走进书房。”看着热闹的场景，
五洲金行城市书房负责人刘宝康
说，“为了充实大家春节假期生活，
我们还准备了线下阅读沙龙、讲座、
读书会等近20场活动。”

（上接第一版）他们设置了缆车儿童优先通
道、娱雪乐园等，和泡泡玛特（潮流文化娱
乐品牌）一起打造冰雪童话村，非常适合亲
子游。

“滑雪场服务也很贴心，宠游客。”张琳
说，她所住的酒店免费为游客提供防冻贴、
暖宝宝，“大家都特别努力地想让游客开
心，希望给游客留下好印象。”

17时30分，天色暗了下来，阿那亚·崇

礼拾雪川滑雪场商业街区的灯光倏然齐
放，光彩交织、千变万化，恍若冰雪仙境。

“除了滑雪，这里还有很多好看的、好玩
的。”苗可欣嚷着要和爸爸妈妈逛一圈滑雪
场的商业街区。

这个雪季，阿那亚·崇礼拾雪川滑雪场
引入了 10 家餐饮类、文化类品牌商店入
驻，其中不乏一些潮牌，为游客提供了休闲
好去处。

不止阿那亚·崇礼拾雪川滑雪场，崇礼
其他 7家滑雪场也在努力做好“滑雪+”文
章，让游客留下来、还想来。太舞滑雪场建
了菲比小剧场（电影院）、时光 KTV、室内
文娱中心等文化娱乐设施，文娱活动在雪
季几乎不间断。富龙滑雪场邀请国内外优
秀艺术团举办音乐会，还有相声、脱口秀等
曲艺表演。崇礼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
长韩晓玉介绍，崇礼正以滑雪为纽带，不断
延长涵盖餐饮、购物、娱乐等多业态的产业
链，为游客提供更全面、更优质的服务。

北京游客嗨玩崇礼

▲2 月 10
日正月初一，
游客在秦皇岛
市山海关古城
年博会游玩。
河北日报记者

赵 杰摄

①①

②②

③③①2 月 10 日，游客在定
州市区观赏新春花灯。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②2月10日，游客在保定

市西大街新春庙会休闲游玩。
河北日报记者 张 昊摄
③2 月 12 日，唐山市丰

润区剪纸艺人葛英在创作
生肖龙剪纸作品。

新华社发（朱大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