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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互动
让文物让文物““活活””起来起来

■ 瞳 言

沧州沧州66所大中专院校学生所大中专院校学生

排演排演 88 部校园心理情景剧部校园心理情景剧
■ 本报记者 康 宁

杂技名家话杂技杂技名家话杂技

在“5·18 国际博物馆日”，
沧州博物馆的小讲解员们精彩的
公益讲解，赢得参观市民一致好
评。这种沉浸式的互动，让孩子
对文物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与理
解。

徜徉博物馆，人们常有“游
目千载，对话古今”的感觉。这
些文物，或是一尊精美的雕塑，
或是一本残缺的画卷，或是一件
古朴的器皿，无论以何种形式存
在，它们都是文明传承的载体，
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如何让文物“开口说话”？
除了生动的展示、专业的解读之
外，丰富的互动，也是让文物讲
述文明的有效途径，这也是沧州
博物馆的重头工作之一。

举行古代礼仪展演和诗经诵
唱活动；“博物馆里的手抄报”
走进广州路小学与解放路小学，
为同学们讲述“远古人的一天”

“我为文物做件花衣裳 （青铜
篇）”……近年来，沧州博物馆
通过举办讲座、集印章、进校
园、传统节日主题活动等，吸引
了大批市民参与。这些互动活
动，不仅提高了市民的参与度和
兴趣，也推动了文物知识的普及
和传播，让市民在亲身体验中，
加深对文物的理解和认识。

博物馆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持续不断地释放着文化影响力。
除了展示文物外，也要让市民通
过与文物的对话、互动，有所
感、有所思、有所得。让人们对
博物馆更加喜爱、欣赏、向往，
这也有助于不断增加文化的热
度、培厚文化的土壤。

沧州博物馆今年推出的一系
列活动，如认识家乡——从“博
物”到“博悟”系列研学活动、
来博物馆里寻找春天等，都是让
市民在发现中学习、在探索中思
考，从而收获心灵的愉悦、精神
的满足。

精美的展陈、生动的叙事、
沉浸式互动，使得文物不再是孤
立的展品，这些活动让精彩的故
事有载体、深厚的文化可触及，
也吸引着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
品读历史、感知文明。

本报讯 （记者尹超） 5 月 24 日，
新华区熙园社区在居家养老服务站举
办了以“邻里和睦 共建美好家园”为
主题的社区邻里节文艺汇演。丰富多
彩的节目，吸引众多居民观看。

演出在歌舞《家和万事兴》中拉
开帷幕，这个节目由熙园社区灵韵嫣
然艺术团表演。演出现场气氛活跃，
人们热情高涨。社区居民轮番登上舞
台，奉献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台
下，居民观看得津津有味，不时爆发
出掌声和喝彩声。辖区居民张女士
说：“希望社区今后多举办这样的邻里
节活动，既拉近了邻里间的距离，又
丰富了大家的生活。”

本报讯（记者尹超）日前，由市
群艺馆、市文化旅游发展促进中心主
办的“杂行天下 非遗绽放”——与

“百戏世家”谈杂技活动，在市群艺馆
小剧场举行。

此次活动由我市杂技世家成员，
省级非遗项目“画眉张”口技代表性
传承人张万军及他的父亲张新通、他
的妻子沈爽担任主讲人。来自育红小
学的学生及市民共140余人参加活动。

活动中，3位主讲人分别讲述了
各自的学艺故事，分享了他们的家
国情怀和对杂技艺术的执着与热
爱，并现场展示了口技、魔术等绝
活儿，观众们深受感染。运河区青
年杂技团的演员们还穿插表演了
《弹碗》《滚环》 等精彩的杂技节
目，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
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邻里节文艺汇演邻里节文艺汇演

乐居民乐居民

夜色渐浓，霓虹闪烁。有人沉浸在传统文化的魅力中，有人追逐时尚潮流，有人在夜市中忙着摆摊，有人在老街
区的小吃摊寻找旧时光阴……

烟火气里体验烟火气里体验烟火气里体验狮城夜生活狮城夜生活狮城夜生活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尹尹 超超 摄影摄影 魏志广魏志广

5月26日19时，市民代女士带着孩子
来到位于南川老街的运河书坊二楼，参加
大众文艺大课堂。今天是非遗面塑体验
课，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这堂体
验课的面塑作品是龙舟。

19 时 30 分，文艺大课堂正式开讲。
主讲人是河北省民间工艺美术家、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张氏面塑第四代传承人
张英英。20余名市民来到现场，认真雕塑
属于自己的龙舟。

“这个龙须的长短，可以根据位置不
同调整，但注意不要太长了。”在讲堂

上，张英英详细讲解着每个步骤。桌上摆
放着一只已经捏好的面塑龙舟，黄色的龙
头舟身，嵌在蓝色的波浪中，栩栩如生。

“很神奇！不仅是面塑，像传统植物
染、景泰蓝等，都非常有特色。我们的非
遗文化蕴含着悠久的历史，值得学习体
验。”代女士说，体验非遗，让她重温历
史。代女士在沧州银行工作，喜欢传统文
化，旅游时就钟情人文艺术类的项目。南
川老街开街后，她就成了这里的常客。“家
离这里也近，尤其是夏天，一溜达就过来
了。”代女士说，孩子非常喜欢这堂课，既

动了手又了解了传统文化，感觉特别好。
大讲堂开讲前，刘在旭在书坊门口招

呼着不断前来的市民。他是运河书坊负责
人，一手策划操办了大众文艺大讲堂。自
开讲以来，这里已经举办近 50场体验课，
除非遗体验外，还有朗诵、读书、摄影等
多种主题，开课时间大部分选在了晚上。

不仅运河书坊，凡轩美术馆、朗吟楼
等场所，都在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在热闹
的夜晚，寻一处喜欢的场所，驻足、体
验。文化的魅力，让浮躁的心灵得到休
憩。

5月 25日是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
24日下午，在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
术报告厅内，沧州市首届校园心理情景剧
大赛拉开帷幕，我市6所大中专院校的学
生参加了比赛。

大学生该怎样看待自己？沧州师范学
院的节目《遇光》给出解答：拥抱健康自
我，邂逅幸福价值。

当大学生面对网络暴力时，如何面
对？沧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节目
《被束缚的玫瑰花》，分别从不同视角给予
建议，让学生明辨方向：摒弃错误的声
音，选择正能量的意见，做好自己。

……
精彩节目接连上演，台下掌声不断。
华北工业学校的参赛学生自信满满，

透过校园霸凌现象，以自卑与救赎为关键
词展开剧情演绎……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节目《卸
妆》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原来，这部剧

的原型就是女主角扮演者于梦。
于梦是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医学影

像专业的大二学生。舞台上，她青春靓
丽，自信阳光。可几个月前，她还是另一
副样子——174厘米身高，体重达 110公
斤，这令她自卑、敏感。

一次体检，于梦被查出患有脂肪肝，
身体的不适让她下决心改变，经过努力，
于梦减重 30多公斤。她不再自卑，生活
也发生了变化。

情景剧的结尾，是主人公获得学校演讲
比赛一等奖，收获自信与成功。正如现实中
的于梦，成为舞台上的主角，闪闪发光。

于梦将自己的故事自编自演出来，告
诉同学们，要以阳光乐观的心态迎接生活
中的困难。

校园心理情景剧是学校开展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的一种有效形式，它通过学生自
编、自导、自演情景剧的艺术形式，来反
映他们在学习、情感、生活以及人际关系

等方面的内心体验，从而发现、思考及解
决自身存在的心理问题。心理情景剧参与
性、互动性强，能够收到其他心理手段无
法达到的效果，是治疗学生“心病”的有
效途径。

此次活动由沧州市心理卫生协会主
办。现场，6所大中专院校的参赛团队为
大家奉献了8个校园心理情景剧。节目形
式新颖独特，令人耳目一新。

同时，为更好地促进大学生心理健
康，5月25日，来自我市大中专院校的老
师和沧州市心理卫生协会的成员共200余
人，在河北水利电力学院举行了“家校社
医”联合行动研讨推进会。

研讨会上，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系专
家讲解了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家
校社协作参与模式等内容，之后，大中专
院校老师和心理卫生协会成员展开交流，
探索建立学生心理健康联动工作体系，助
力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5月25日18时许，市民刘美静和朋友
相约来到吾悦广场，本打算看场电影，没
想到遇上了一场校园歌手大赛。“我特别
想参加，但是这场比赛仅限学生参赛。”
刘美静说。于是她和朋友临时决定，放弃
看电影，转而到科技感十足的KTV打卡，
释放一下想唱就唱的情绪。

唱歌、看电影、打球、射击、角色扮
演、露台烧烤……年轻人有着追逐潮流的
本能，也有着寻觅商机的动力。

工作日是公司职员，周末则是甜品摊

主，这样的身份转变，陈飞扬已经坚持了
一个多月。虽然这让陈飞扬的周末变得忙
碌，但也让她充实。“孩子喜欢吃甜品，
起初学做甜点就是为了给孩子吃。”陈飞
扬说。

几年过去，陈飞扬制作甜点的手艺越
来越娴熟。今年一入夏，她开始尝试摆
摊，主要售卖提拉米苏和盒子蛋糕，出摊
地点不固定，运河边、小区附近的夜市，
她都去过。“出摊9次，销售情况不错，收
获了一小批粉丝。”陈飞扬说，夏季夜市

形态丰富、人流密集，很适合有一技之长
的人。

夜市里，像陈飞扬一样的年轻人不
少。他们或凭借手艺，或靠着创新，在夜
市里闯出自己的一片小天地。

有人忙创业，有人忙学习。“我报名
参加了市群艺馆的夜校手工布艺课程，学
门手艺。”市民赵依依说。

追逐潮流、创业、学手艺、读书……
不甘寂寞的年轻人，给夜晚的狮城增添了
青春的活力。

夜幕降临，水月寺街店铺门头一个个亮
起。闪烁的霓虹灯牌里，有老字号，也有新
店面，这让整条街显得既潮流又复古。沿街
北行，至华西小区，左侧通向小区的路旁，
一家素盒子店人气颇旺，刘先生是这里的常
客。做素合子的人，从老两口到小两口，从
沿街摆摊位到盘下店铺，变的是环境，不变
的是味道。

“我原来住华西小区，5年前搬到了凤
凰城小区，不过父母仍住在这里，我也常
回来。”刘先生说，夏日的晚上，一家人
经常来这家店吃素合子。遇到小区的老邻
居，两家人把两张小桌一拼，家长里短中
是化不开的邻里情。

美食，为狮城的夜生活增添了很多惊
喜。不管是主题夜市里，还是老街巷中，

各色美食都有着很高的人气，有人寻找童
年味蕾，有人尝试新式小吃。时光流转，
人群变换，人们都在浓浓的烟火气里，感
受着生活的平凡与美好。

年轻人练摊觅商机

老街巷寻觅烟火气

◀孩子们在儿童乐园嬉戏

▼市民在夜市挑选小饰品

运河书坊里体验非遗面塑

运河边烟火气息浓

校园心理情景剧大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