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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今日推出通州非遗·全景纪录系列报道之二

一起来爱运河
爱通州 非遗AI

（详见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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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非遗·全景纪录②

非遗里的北京通州·通州107项非遗全纪录

运河边燃灯塔下的魔法大师们！
今天我们介绍通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包括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面人汤”面塑技艺在内的16项传统美术类非遗技艺。
“面人汤”面塑技艺是通州本土的国家级非遗，手艺精细可谓方寸之

地显魔法，如今“面人汤”的后代正在想办法将其融入现代艺术中；而北
京绢人第三代传承人唐燕想让北京绢人变成中国的“芭比娃娃”；绢花第
四代传承人杨秀芬在恪守老手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其产品登上蛇年春
晚、北京奥运会等诸多大舞台。这些非遗传承人无一例外，都在坚持守
正创新，不断开拓进取，让古老的技艺焕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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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事论事】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非物质文
化遗产正如一泓清泉，其生命力源于对文化源头的守
护与开拓。当我们凝视一件千年刺绣的经纬、触摸青
铜器上的斑驳纹饰、或聆听古老戏曲的婉转唱腔时，
都是一场与先人、与文化、与历史的对话。传承非遗，
势必要向过去追问，要从历史回望中淬炼精华，从文
化根脉中汲取养分。但更要留得下、守得住、走得远。

非遗是古老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承载，是匠人精神
的凝练。理解、传承非遗，仅仅了解这门手艺本身是
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从老手艺中发掘文化基因，在纵
向的时间长河里找到它们的位置，在横向的文化对比
中挖掘它们的价值。

沿着前辈足迹回溯探寻，是每个非遗传承人都曾
经历的。追寻历史脉络，捡拾其中的吉光片羽，最终
是为了更好地传承。追寻历史，不是为了复刻过去，
而是为了理解其中的逻辑与智慧，从而在当代语境中
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北京绢花传承人杨
秀芬在材料与色彩上不断开拓，绢花不仅出现在奥运
会等各大舞台上，更远销海外；京剧彩塑脸谱传承人
赵楠不再局限于脸谱这一道具，而是将京剧脸谱元素
融入千行百业，让传统京剧在新的领域焕发光彩。

非遗文化的追寻与传承，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
不仅仅是非遗传承人的责任，每个人都可以是参与
者。唯有如此，非遗才能真正“活”在当下，流向未来。

全民努力让非遗真正“活”下来

【第二期·传统美术16项】
•北京绢人

•京剧彩塑脸谱

•鱼拓技艺

•面人汤

•绢花制作

•通州团花剪纸制作技艺

•烙画制作技艺

•太平燕

•通州大辛庄剪纸制作技艺

•面塑

•面塑(微型)

•锡雕

•传拓技艺

•简牍书法

•金属錾刻技艺

•景泰蓝制作技艺

【特别需要关注】

烙画制作技艺：该技艺传承人为张太岭。葫芦为纸、烙铁为笔，运用国画的白描、工笔、写意等手法，在葫芦上熨烫出不同韵味的
人物、山水、花鸟、走兽等作品，据记载，这项技艺起源于西汉。其作品线条流畅准确、形态栩栩如生，且轧烙结合，痕深色显、形
成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太平燕：该技艺传承人为王文运。太平燕古称“耍货沙燕”。“耍货”是古时对老玩具的传统称呼，是我国独特的，有着悠久历史且
流传很早的民间玩具。春燕展翅寓意春天来了，又是一年新的气象和新的开始。秋去燕南飞，人们会想念它，便制作出各种燕
子，也就有了今天的太平燕。
金属錾刻技艺：錾刻技艺是利用自主开发的多种类及规格錾刀（钢刀）通过锤子的不同锤法，在金属表面进行艺术创作的传统艺
术加工形式。始于商周时期，唐宋明清都有传承发展，曾作为清宫造办处工艺门类并传承至今。工具和技法是该项目的核心要
素，因为不同的工具可以完成不同类别和规格的艺术创作，传统的技法，则把技术的要求做了明确的规范和表现。
锡雕：锡雕是在锡器制品的基础上，应用浮雕技法而形成的一种中国传统雕塑艺术。锡雕艺术品洁净光亮、幽雅别致、玲珑剔
透、独具风韵，为人民群众所喜爱。锡雕在材料上采用纯度为99.9%的纯锡，在造型上紧凑、简约玲珑、收放自然、比例协调，通过
造型、装饰、质地肌理等艺术手段来体现作品的韵味和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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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人汤：追寻祖辈继续创新

“面人汤”面塑技艺是国家级非
遗项目，这项发源于通州区本土的非
遗，如今已经成为通州区文化软实力
的代表。

“面人汤”的创始人名为汤子博，
清朝末年生在通州。儿时一次赶庙
会，一位山东手艺人捏的面人深深吸
引了汤子博。自此他总光顾这些摊
位，后来还把面人摊的箱子买下来。
慢慢他凭借自身古玩修复、陶瓷技艺
的基础创作出核桃面人。

所谓核桃面人就是将体积极小，
但是细节丰富的面人置于掏空的半
只核桃壳内。通州区档案馆内保存
着汤子博的核桃面人作品“木兰从
军”。透过放大镜可以看到，花木兰
一袭红衣，身骑白马。用白、黑、红色
点缀核桃内壁，好似花木兰正驰骋在
沙场上。习得面塑技艺后，汤子博将
手艺也教给了胞兄汤有贵和胞弟汤
有益，“汤氏三兄弟”自此在面人艺术
上各自求索。

汤氏的年轻人没有忘记祖辈的
手艺，30 多岁的汤米正在努力传承。
他是汤有益的曾外孙，下决心传承
后，汤米先着手整理家族手艺史，内
容涵盖100多年来整个汤氏家族四代
人的发展历程以及每个人的艺术特
点。汤米说：“传承非遗技艺，搞清楚

‘从哪儿来’和想好‘到哪儿去’很重
要。我想把历史的东西讲清楚，以供
将来学习民俗史或者美术史相关专
业的学生能够有据可循，建立相对完
整的脉络。”

如今汤米制作一个面人大概需
要一周，其中查资料就要花去不少
时间。汤米说：“假如我要做孙悟
空，就要考虑是取经时的孙悟空，还
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因为妆造不
一样。孙悟空出现的背景是唐朝，
我还要了解唐朝的服饰特点，然后
确定虎皮裙是什么制式，它的金箍
棒应该是怎样的。我会严谨地去找
这些东西。面人我不会丢下，我会
把这个东西守住。我知道所有的技
法，又是学艺术的，我在尝试通过不
同的媒介把中国文化融入到艺术设
计中去，在现代艺术中穿插传统的
面塑技艺，这也是一种传承，一种对
前人足迹的追寻。”

见到北京绢人技艺传承人、
唐人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唐燕时，她正在一楼制作车间和
二楼办公室间不断穿梭，“最近太
忙了。本月底我们要在朝阳公园
的书市上举办一场展览，不仅要
展出几百个北京绢人和唐娃娃，
还要推出唐人坊的新品。”

唐燕热衷于收藏世界各地的
娃娃，美国的芭比娃娃、法国的陶
瓷娃娃、意大利的面具娃娃、日本
的人形……几百平方米的展厅也
只能展示藏品的冰山一角。

不过唐燕最爱的还是北京
绢 人 。 与 北 京 绢 人 结 缘 是 在
1972 年，那时唐燕 10 岁，父母带
她去颐和园看灯会，唐燕被一个
放在玻璃罩内的人偶吸引。“那
个人偶的形象是一个正在跳舞
的维吾尔族少女，高约 20 厘米。
娃娃身体的每一寸皮肤都是用
绢制成，身上穿的衣服还是手工
刺绣的，非常讲究。”

上世纪 90年代末一天，唐燕
逛街时，被二层展柜放在灯箱内
的娃娃吸引，一下就想起了自己
10岁那年看到的娃娃，忙问导购
这是什么技艺。“这是北京绢人，
是北京绢人厂杨乃蕙老师的作
品。”20多年前的记忆被唤醒，那
一刻唐燕才知道心里一直惦念的
娃娃叫北京绢人。

唐燕立刻来到了北京绢人
厂，不过由于经营原因当时的厂
子已经停产，工人待业在家，只剩
下一名看厂子的保安。“我在一张
纸上留下了我的姓名和联系方
式，希望杨乃蕙老师看到后联系
我。后来我只要遇上手工圈子的
人都会留个联系方式。直到三个
月之后我收到了杨乃蕙老师的电
话。”唐燕回忆。

初见杨乃蕙大师是在北二环
边一间只有 40平方米的房间内，
灯光昏暗室内拥挤。但大小不同
形象各异的绢人深深吸引了唐
燕，这些都是杨乃蕙的作品。没
有犹豫，唐燕立刻提出拜师，这让
杨乃蕙很诧异，自己都失业了怎

么还会有人来学手艺。最终唐燕
的真诚还是打动了杨乃蕙，于是
唐燕多了一个身份：“北京绢人”
第三代传人。

过了千禧年，唐燕已经可以
制作出精美的绢人，她将第一批
成品送到故宫售卖。“那时我们制
作的北京绢人在故宫售价是2000
元，当时踌躇满志，没想到现实是
一盆冷水，半年多我们的产品无
人问津。”好在唐燕的头脑灵活，
她发现传统绢人制作流程繁琐，
而且成本高昂，结合当时的消费
水平，确实很少有人会花 2000元
购买一个娃娃。

于是她开始改良工艺，大胆
地采用石膏等材质作为原模，同
时保留了捻丝编花、手绘妆容、手
工盘发、刺绣等传统工艺。在造
型和呈现效果上，改良后的娃娃
更加细腻丰富，设计上也更具当
代审美和艺术特色，降低了成本
还实现了量产，售价也从 2000元
降到180元，马上供不应求。

这次成功让唐燕找到了方
向，接下来她又推出了戏剧主题
的绢人娃娃，立刻成为市场宠
儿。如今西安大唐芙蓉园的不
倒翁舞者、敦煌的飞天、洛阳的
洛神……这些中国文化特色 IP
均与唐人坊联名，并推出了一批
特色的文创。目前，唐人坊已经
研发出了十几个系列、超千款产
品，涵盖了京剧系列、四大美女
系列、红楼十二钗系列、大唐系
列、少数民族系列等多个主题，
产品种类丰富多样，满足了不同
消费者的需求。

20世纪 50年代，工艺美术大
师葛敬安挽救了濒临失传的“北
京绢人”工艺，并带到在印度举办
的世界玩偶博览会参展，大获成
功，自此北京绢人厂成立，大量外
贸订单蜂拥而至。后来由于经营
问题，北京绢人厂停产，若不是唐
燕及时找到杨乃蕙，可能这门手
艺就失传了。如今，唐燕也想追
寻前辈的步伐，让“北京绢人”成
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符号。

北京绢人：追师学艺险些失传

2025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蛇
年春晚，16项非遗在幻彩光影里
轮番登场。李子柒身着一袭长
裙，造型中浓缩了十余种非遗技
艺，胸前那朵醒目的黄色大绢花，
正是通州非遗之一的北京绢花。

这一仿如真花的“绢花”技
艺，已经绽放了一千多年。相传，
唐朝杨贵妃左鬓有块伤疤，每天
都需宫女们采摘鲜花来插戴遮
挡。但冬天里鲜花凋谢，宫女只
能用绫、绸做成假花献给贵妃。
后来，这种“头饰花”传到民间，盛
行一时，并逐步发展成独具风格
的手工艺品——“绢花”。明朝崇
文门外的神木厂大街，尽是做绢
花的花庄、花局、花作，逐渐形成
制花、售花一条龙的规模化服务，
被人称作“花市”，绢花也被称为

“京花”。
如今北京绢花的第三代传承

人，正是通州区漷县镇龙庄村村
民杨秀芬。走进杨秀芬的北京京
绢制花厂，一箱箱绢花正准备发
往海外。

杨秀芬今年 70来岁，第一次
接触绢花，还是她 20 来岁的事
情。“1979年我师从绢花传承人金
铁铃，我师父是家传的手艺，祖上
为宫廷做花，就住在北京崇文门
外的花市大街。”杨秀芬说，那时
的她只是想找到一条谋生的出
路，未曾想一干就是一辈子。

绢花制作分为凿、染、握、粘、
攒五道工序，即先用模具在绫罗
绸缎上凿出花瓣，用染料染色，再
用握锤握出花瓣造型，粘成花朵，
与花茎、花托、花叶进行组装，其
中令杨秀芬觉得最难的是染色。

“染出来要晾上几个小时才会呈
现出真正的颜色，比如我刚染出
来是大红的，但放上几个小时，颜
色会发黑，有的染料还得在蒸锅

里蒸上两个小时，颜色才鲜艳好
看。所以上色时怎么判断最终颜
色是否合适，就需要经验的积
累。而且基础染料就那么几种，
但订单需求多，就需要自己反复
试验调配。”为了记录下不同颜色
的调配效果，杨秀芬记了好几本
笔记，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一
种色号所需的水和染料的克数、
调配步骤等。为了研究染色方
子，杨秀芬常把自己关在屋里试
色，甚至为了试一种颜色，三四个
星期不出门。

学艺时，师父对花瓣造型的
要求极高。“要想做出来像真花，
定型特别重要。桃花、牡丹、月
季，每种花都有不同的造型，这就
需要用到不同的握锤。”杨秀芬拿
出大大小小的家伙什，有的大如
核桃，有的小如花生豆。如今工
厂储物间中的花叶模具已达上千
种，皆是杨秀芬多年来的积累。

1984 年，杨秀娟成立了北京
京绢制花厂，发动全村人发家致
富，龙庄村 50岁以上的妇女基本
都曾在厂子里工作过。一束束绢
花从这里走出，还成为电影、电视
节目、重大活动中的精彩道具。
2008年北京残奥会闭幕式上飘洒
了 8 分钟的枫叶，就是杨秀芬和
团队完成的。“600万片花瓣，好几
百斤重，染色时一锅最多只能蒸
十几斤，一蒸就是两个小时，蒸锅
连夜不停，蒸完了洗，洗完了甩干
定型，一波一波地流水线作业。”
闭幕式当天，在鸟巢亲眼看到自
己的作品倾瀑而下，杨秀芬心里
有着说不出来的成就感。

杨秀芬如今的主要任务已不
是做花，而是授课和带徒弟。师
父领进门，学艺在个人。学习老
手艺，追寻千年历史，最终是为了
更好地传承。

北京绢花：绽放千年芳华未凋

泥彩塑：中国京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2023年赵楠在景德镇成立工作室，

如今往返北京与景德镇已成为赵楠的
常态。“小时候我们做的是泥彩塑脸谱，
泥彩塑时间久了会掉色，而且不能用湿
布擦。陶瓷更利于保存，京剧脸谱主题
的陶瓷文创产品是我现在的主攻方
向。”赵楠的父亲、爷爷都是做京剧彩塑
脸谱出身。自记事起，赵楠便开始与彩
绘泥塑打交道。

做京剧脸谱最重要的是通过色彩
的设计、纹样的应用表达人物个性。“比
如英年战死沙场的将领，脸谱中用长寿
纹样；凶狠的角色，有的会用到夜叉
脸。一张脸就是一个人的名片，这正反
映着中国文化中‘图必有意’的特点。”
经年耳濡目染，那些纹样、色彩搭配体
系早已浸润在赵楠心中，长大后，当她

触达更多艺术门类，甚至走向世界，接
触文化的多样性，那份传统技艺反倒愈
发吸引她。

“走得远了，才知道什么是故乡。”
国际视野让赵楠看到传统技艺焕发魅
力的更多可能。2024 年在悉尼举办的

“魅力北京”文化交流活动中，赵楠设计
的原创京剧主题“眉飞色舞”系列盖碗
亮相泡泡玛特悉尼门店。个性鲜明的
京剧脸谱出现在一个个小茶杯上，第
一眼便令人爱不释手。

传承之路，也是寻根之旅，为了
看懂家中的戏曲书，赵楠自学戏
曲。“戏曲就像中华文化的‘百宝
箱’，从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到
古代服饰、唱词发音，让我不断
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理解。”

走进王文敏的家中，一张画桌占据
了客厅的四分之一，使用痕迹明显的画
笔、油彩、调色盘，显见主人的勤奋。作
为通州团花剪纸制作技艺第三代传承
人，王文敏的家中却看不到剪纸和剪
刀，“我想通过学习素描和油画，让剪纸
作品更加真实，摆脱人们对剪纸‘四不
像’的成见。”王文敏说。

剪纸技艺历史悠久且流派众多，
通州团花剪纸却独树一帜。“有些剪
纸可以在纸上画出草稿，然后沿着边
缘剪。团花剪纸的画面构思基本要
在大脑中完成，然后根据画面对折再
制作，不仅技艺要过关，而且还要求
制作者有空间的构思意识。”王文敏
解释道。

团花剪纸：不见刀剪更见功夫

鱼拓技艺：古老文化的源头争名分

不同于前面几位传承人的手
艺是家传，胡守庆是从外交官转
型为非遗传承人的。在中国驻毛
里塔尼亚大使馆工作期间，下班后
去钓鱼，这是胡守庆最大的爱好。
2014年，他在巴黎的梵高小镇旁参
观了一个日本的鱼拓展。当时，有
人声称鱼拓发源于日本，但胡守庆
深知鱼拓实际上起源于中国宋
代。于是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鱼
拓做得更加精美，让中国古老的文
化更好地传承下去。

胡守庆说，宋朝文人墨客
在垂钓之余，会用墨汁将所钓之
鱼拓印到纸上，用来记录实际尺
寸并保留纪念，被称为“鱼折”或

“胜负图”，历经千年传承和发
展，渐渐被更名为“鱼拓”。鱼拓
不仅记录和展示不同种类鱼的
身长、形状、颜色等体表特征，
还以中国渔文化赋予吉祥之
意，与诗、书、画、印相结合，成
为大家喜闻乐见的艺术品。

摸索中，胡守庆已成为一
名鱼拓技艺非遗传承人。20
年来，他始终热爱这门技艺，
更致力于传承好、保护好中国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他希望
通过自己的努力，接收更多的
徒弟，传授自己总结出的技法
经验，扩大宣传和推广力度，
让中国鱼拓艺术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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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春季）北京书市22日启幕，50万种新书好书展期14天

北京书市首设副中心分展场
本报记者 路艳霞 谢佳航

春风拂面，书香满城。在第30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北京发行集团承办的以“书香京城 悦读春天”为主题的2025北
京书市将于4月22日至5月5日开启，作为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举办的活动之一，本次书市汇聚出版发行行业最新成果，整合文商旅体优质
资源，推进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此次春季书市，北京城市副中心首设分展场。

本报讯（记者 张群琛）昨天上午，北京城市副中心党
工委管委会举办了义务植树活动。记者获悉，党工委管
委会上百名干部栽下海棠、元宝枫、白皮松等树种共计
300 余株。不少参与植树的干部表示，绿色是北京城市
副中心的底色，要以实际行动助力副中心国家绿色发
展示范区建设。

本次植树点位于六环高线公园区段一的先期启动
区，北至京榆旧线，南邻潞苑南大街，东抵东六环，西至
通运路。植树区域占地面积约 200 亩，周边有宋庄艺术
创意小镇、第二行政办公区、副中心住房项目，该区域
地势平坦、交通便利。而在本次植树活动中，北京城市
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的上百名干部共计植树 300 余株，
所植树种包括海棠、元宝枫、白皮松等 7 种树木。

植树活动于上午 9 点半开始。参与植树活动的干
部纷纷拿起铲子和水桶，将树木周围的土填进树坑，有
人在旁边做好围堰；前两项工作完成得差不多了，再提
水浇灌。

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自 2019 年正式组建
以来，已连续 6 年组织干部职工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从城
市绿心森林公园，到张家湾设计小镇，到潮白河畔，再到
如今的六环高线公园旁边，都留下了每一位干部辛劳的
身影。一位参与植树的干部说：“我们希望通过实际行
动为副中心绿色发展贡献力量。”

栽下300余株海棠元宝枫白皮松

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集体植绿
今天我们介绍通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包括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面人汤”面塑技艺在内的16项传统美术类非遗技艺。
“面人汤”面塑技艺是通州本土的国家级非遗，手艺精细可谓方寸之

地显魔法，如今“面人汤”的后代正在想办法将其融入现代艺术中；而北京
绢人第三代传承人唐燕想让北京绢人变成中国的“芭比娃娃”；绢花第四
代传承人杨秀芬在恪守老手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其产品登上蛇年春晚、
北京奥运会等诸多大舞台。这些非遗传承人无一例外，都在坚持守正创
新，不断开拓进取，让古老的技艺焕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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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
明天与观众如期相见。今年北影节“北京展映”的合作影
院名单进一步升级，包括参展影城 33家以及沉浸影院 1
家，多家影院为“北京展映”提供多个影厅支持，方便影迷
集中观影；“北京展映”还将在石家庄市、天津市设立展
映影院，同时服务京津冀影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通
州万达影城、通州万象汇万象影城、环球城市大道电影
院都有丰富的排片，展映影院联动周边餐饮商户，撬动

“票根经济”。
4月18日至4月26日，位于首开通州万象汇7层的万

象影城，将进行北影节精选影片展映，参选影片有《黑猫
警长全集》《摆动》《小城之春》等，活动地点选在杜比全景
声厅，用震撼的影音效果呈现精彩、重现经典。此外，万
象汇自即日起至5月18日，推出影迷限定宠粉福利，凭票
根或北影节工作证可享场内多重优惠。同时，这周末来
首开通州万象汇，还有多家店铺参与 160团 200、指定餐
饮满199减50的活动。顾客还可在此期间前往四层沐光
港湾参观北影节限时展，展览凝结了历代影视人的发展，
献礼北京城市副中心，参展之余，还可打卡张艺谋、马丽、
朱一龙、费翔等天坛奖评委的手模、奖杯、限量礼品等。

通州万达影城将上映《惩罚》《盆友》《走走停停》等影
片，消费者凭借电影票至万达广场即可享受指定优惠福
利，300家品牌携手献礼，共享影后欢乐时光。环球城市大
道电影院将上映《科学怪人》《王者归来》《马达加斯加》等
精彩影片，不容错过。其中，4k版《七宗罪》最受欢迎，开票
即售罄。

与此同时，美团将于“2025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搭建
线上主会场，消费者通过美团APP搜索“北京国际电影节”
或“2025北影节”即可直达专属页面。美团将投入1000万
美食基金作为“电影节专项优惠”，用户登录会场即可领取
66元美食团购券包，用于美食团购品类消费。另围绕电影
节期间“吃好喝好”需求，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小龙虾
陪你看电影”等主题活动。

据介绍，2025年是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也是中国
电影诞生120周年。今年的“北京展映”汇聚了300余部影
片，涵盖全球佳作、经典修复、华语新锐等多元多样的精彩
作品，包括“两甲子的喝彩：中国电影特展”“130年的自画
像”等全新特别策划，以及“致敬·纪念”“致敬·修复”“环球
视野”等经典单元。“丝路亚洲连线”集结沿线国家佳作；

“嘉年华”单元包含“午夜场”惊悚片和新增的“环球经典怪
物与惊悚系列”；“真实至上”与“女性之声”单元展现多元
视角；升级版“无界沉浸单元”以VR、AR等技术呈现前沿作品，突破传统观影
边界。此外，今年还推出了全新单元“绿洲”，并携手A24推出了“刺激A24”专
题，集中向观众展示风格鲜明、极具类型创作的优秀作品。

记者了解到，目前，“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专题页面已在猫眼APP、微信
APP、美团APP、大众点评APP的电影演出频道内上线。4月14日中午12:00，“北
京展映”已开启线上售票。

可通过以下渠道获取更多购票资讯及服务：
猫眼APP

微信APP—服务—“电影演出玩乐”频道

微信小程序—“猫眼电影演出玩乐 | 电影票演唱会”

美团APP—“电影演出”频道

大众点评APP—“电影演出”频道

首次增设副中心分展场

作为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举办的活动之一，本次
书市展期延长至14天，涵盖“五一”长假，首次增设北京城市副
中心分展场，推进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持续优化首都文化服
务和文化产品供给，将为广大市民奉上一场年轻态、文艺范、
惠民性兼备的文化盛宴。

今年首次增设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分展场位于三大文化设施
共享空间。展场不仅书籍类目多样，还设置了丰富多彩的互动
体验活动，其中包括主题出版物展区、优选出版物展销区、“旧书
新知”展区、亲子阅读体验区、通州特色书店及文旅展区、文博雅
集展区、创意新生活展区等多个专区，为周边市民及游客带来最
新出版的社科、文艺、少儿等品类的新书好书和精品文创，以及
创意家居、创意插画、艺术手作等生活休闲好物。

同时，副中心分展场还将与通州张家湾时尚缤纷节、台湖
爵士音乐节、运河开槽节等活动形成联动，推出“副中心文旅
推荐路线”。读者逛书市之余，还能感受音乐魅力和传统民俗
活动乐趣，实现“逛书市、游景点、享生活”一站式体验。

各地文旅跨界融合

本次书市邀请京津冀及全国其他部分地
区文旅单位参展，打造京津冀文旅融合专区，
有机整合三地文化与旅游资源，场景化展示
各地优秀出版物和当地文旅特色产品。京津
冀主题出版物带领读者领略三地历史文化与
风土人情，特色文创产品将地域文化元素融
入现代设计，非遗产品展示三地传统技艺魅
力，让读者足不出京就能选购三地特色文化
产品。

此外，浙江台州文旅、宁夏银川文旅、湖
北恩施文旅、陕西西安文旅等多家文旅单位
携特色文创产品和图书亮相，集中展现各地
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及风土特色。活
动现场还设置了丰富多彩的互动体验活动，
为读者打造沉浸式体验。

主展场“潮卖场”也让市民充分领略跨界
融合的独特魅力。时尚生活家居、户外运动、
体育休闲、特色美食等品牌优质商品，满足读
者多元消费需求。首次设立动漫电竞区，引
入游戏、动漫元素等相关业态产品参展。

主分展场一起联动

本次书市是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书
市，展期延长至 14天，并跨“五一”小长假，
为市民假期出行提供文化休闲的新选择。
书市以朝阳公园主展场为核心，向北京城
市副中心延伸，并同步在石景山区和丰台
区举办图书市集，实现书市时间和空间跨
度的新拓展。

石景山区和丰台区分别在八大处公园和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开设图书市集，提供图书、
文创、潮玩等丰富多彩的产品，开展作家签售
会、亲子阅读等形式多样的阅读文化活动。

50万种新书好书大集结

本次书市主展场的主题出版物展区、出版精品展销区、
儿童精品阅读区、特价书展销区、实体书店街区等亮点纷呈，
特色鲜明。全国 19个省市近 200家知名出版社携精品出版
物在此集结，50余万种新书好书令人目不暇接。

高扬主旋律，讲好中国故事。主题出版物展区将展示展
销重点图书、书单推荐。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中轴线申遗
等紧扣时代脉搏与地域特色的主题图书，茅盾文学奖、“五个
一工程”奖等优秀获奖出版作品纷纷亮相，涵盖文学、社科、
科技等多个领域。集合国内外知名童书品牌，展销数万种丰
富多样的绘本、科普、益智类等儿童读物。此外，还邀请到70
多家北京特色书店及部分京外优质书店，集中展示展销图书
及文创产品，为读者提供更丰富更精彩的选择。

全国古旧书展销年会如约而至

书市主展场“旧书新知”专区规模与影响
力进一步扩大，全国古旧书展销年会将再次
亮相本次书市，涵盖北京、上海、天津、河北、
广东、江苏、吉林、山东等 12个省市的古旧书
店代表。

在此期间，“旧书新知”专区举办“文韵
旧藏——旧书里的文学经典”专题展，聚焦
文学题材，挖掘旧书里的文学经典作品，为
读者呈现诗词、散文、小说、戏剧等 80 种文
学旧书的初版本或经典版本；邀请名家开
展“旧书新知”讲座，延续“一届书市推出一
本好书”的传统，本次书市推出中国书店与
北京日报合作出版的《时光的书褶——京报
读书“旧书新知”合集》一书，彰显“旧书新
知”活动举办以来的丰硕成果。

中国书店还将举办全国古旧书专家座谈
会，业内专家学者将围绕“推进古旧书业繁荣
发展，助力城市文化氛围提升”主题，共同研
讨，共谋发展。

分展场“旧书新知”专区推出二手书交
换、线装书制作和雕版印刷技艺体验等一系
列活动。

一站式文化体验嗨不停

本次书市推出的“悦读春天”大讲堂将
举办150余场文化活动，邀请到李敬泽、聂震
宁、马伯庸、黄蓓佳、刘一达、汪兆骞、苏梅、
崔岱远、史军、石钟山、安意如等名人名家，
为读者带来新书首发式、阅读分享会、读书
会、银发阅读、文化讲座、嘉宾对谈等丰富的
文化活动，还有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特聘研究员李正伟、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图书馆原馆长郭红锋等也将亮相大讲堂。

书市还将延续广受欢迎的集章打卡活
动，以书市地图、优惠券包等为载体，吸引
读者参与打卡。还将组织在校大学生探访
书市，参加阅读活动，感受淘书、阅读乐趣。

200万图书惠民券大放送

为切实惠民让利，书市将推出“北京文
化消费促进行动-2025北京书市惠民书香活
动”，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形式发放 200万元

“图书惠民券”，让市民在现场折扣的基础上
再享受满减优惠。线上领取方式，登录

“BOOK万物”微信小程序在每日上午10点
和下午 3点各发放一次，数量有限，先到先
得。线下领取方式，在书市现场服务台面向
老年读者和特殊群体可领取纸质优惠券。

书市期间，在朝阳公园主展场、通州区
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共享空间分
展场、石景山区八大处公园和丰台区南苑
森林湿地公园两个市集均可使用惠民券。

上百名干部共计植树300余株，以实际行动为副中心绿色发展贡献力量。记者 常鸣/摄

几大亮点精彩呈现

“旧书新知”活动规模进一步扩大，全国古旧书展销年会再
度亮相，“文韵旧藏——旧书里的文学经典”精彩呈现，并同步召
开全国古旧书专家座谈会，共话古旧书市场的繁荣与发展。

200万元图书惠民券助力首都文化消费，新增“潮卖场”，
引入文创、家居、户外、休闲等优质品牌，推出餐饮、快递等配
套服务，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

布展设计突出年轻化、时尚化，将图书与潮流、科技有机
融合，引入AI机器人，网红大V助阵，增加年轻新潮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