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恩胜是北京公交保修分公
司七厂的一名保修工， 业余时间
他最大的兴趣就是画国画。 从偶
然间拿起画笔开始摸索绘画， 到
深入了解绘画技巧创作出一幅幅
作品。 在国画的世界里， 这位普
通的公交人， 感悟、 享受着国画
这门艺术带来的快乐。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 可以
说学生时代的我总是拿着笔在画
纸上， 不停地勾勾画画。” 虽然
小的时候， 赵恩胜并没有系统地
学习过绘画技巧。 但因为有着强
大的兴趣， 让他一直没有放下过
手中的画笔 。 在赵恩胜的影响
下， 学校中越来越多的学生也加
入到绘画的行列中。

整个学生时代， 赵恩胜绘画
的脚步不曾停止， 但他也慢慢发
现， 自己在绘画上欠缺很多专业
知识的学习， 这似乎也成为了他
绘画路上的 “拦路虎”。 “在自
己摸索画画的过程中， 也闹过不
少笑话 。” 赵恩胜说 ， “画纸 、
颜料， 在使用绘画工具上， 也犯
过傻。”

随着绘画的日子越来越多，
赵恩胜开始对国画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 于是， 十几岁的他打算自
己摸索试着画国画。 “刚开始练
画时， 我连画纸都没有找对。 愣
是在素描纸上， 刷水练画。” 赵
恩胜回忆道， “还有， 我还曾用
油画笔、 油画颜料练过画， 现在
想想都觉得乐。”

直到十八岁那年， 一次偶然
的机会， 赵恩胜在看过一本介绍
国画绘画技巧的书后， 他才真正
了解了国画的相关知识。 “可以

说， 在那之后， 对国画的兴趣就
更浓了。” 赵恩胜说道。

不久后， 赵恩胜参加工作。
虽然平日里工作忙忙碌碌， 但业
余时间， 赵恩胜还是都拿来练习
画国画。 “虽然， 那时候我对国
画已经有一些了解， 但还处在学
画的初级阶段， 还要多向经验丰
富的画友们请教。” 赵恩胜说。

一天， 赵恩胜正在家中练国
画。 这时， 他的一位同学来到家
中。 在和同学的聊天中， 赵恩胜
了解到， 这位同学认识一位有着
多年画国画经验的 “高手”。 于
是， 赵恩胜找到了这位 “高手”，
并向他请教绘画技巧。

一边和有着同样兴趣爱好的
画友们探讨绘画技巧， 一边窝在
宿舍潜心练画。 日子一天又一天
过去， 赵恩胜的绘画水平也一点
一点在提高。 在赵恩胜看来， 要
想画出不错的国画作品， 采风、
积累素材 ， 也是必需要做的功
课。

“就拿我常画的荷花来说吧，
业余时间， 我常常会背着画夹到
公园去观察， 然后再画下来， 作
为素材 。” 赵恩胜说道 。 有时 ，
他还在假期旅游采风， 照回很多
风景照片来作为绘画的素材。

绘画不仅是赵恩胜业余生活
中的兴趣， 这个特长在工作岗位
上也发挥着作用。 “车间定期出
的黑板报 ， 我也会帮着涂涂画
画。” 赵恩胜说道。 2010年， 厂
工会举办了职工手工作品才艺展
示， 赵恩胜的多幅作品也出现在
展板上， 受到厂职工的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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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保修工赵恩胜

用画笔感受国画魅力

大剧院有位艺术范儿小保安

“柔美的、 动感的、 热烈的、 火辣的……” 近日， “女工展风采
共筑中国梦” 丰台区职工第二届广场舞风采展示活动在宛平文化广场
进行。 来自丰台12个单位的200多名职工积极参与了广场舞比赛。 他
们通过优美的舞姿、 自信的状态、 高昂的热情， 展示出丰台之美、 职
工之美、 女性之美。 本报记者 余翠平 孙妍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于彧 通讯员
王晓玲） 用镜头定格APEC场馆
的宏伟壮观， 用心灵感知怀柔山
水的旖旎风光。 经过权威专家初
评和终选 ， “锦绣怀柔 华彩会
都” 全国摄影大展评选工作已结
束， 共评出获奖作品137幅、 金
质收藏作品2幅、 银质收藏作品5
幅、 铜质收藏作品30幅和100幅
优秀摄影作品。 这些作品风格多
样， 作者们用独特的视角和生动
的镜头表达了自己对怀柔的感
悟、 对怀柔的热爱， 向世人展示
了生态、 宜居的魅力怀柔。

今年11月， 举世瞩目的第二
十二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怀柔雁栖
湖举办。 为迎接APEC峰会， 充
分展示良好生态环境、 秀美自然

风光、 悠久人文历史和城乡居民
的精神风貌、 建设成就， 怀柔区
主办了 “锦绣怀柔 华彩会都 ”
全国摄影大展。 活动今年4月11
日启动， 截至8月底共征集来自
黑龙江、 浙江、 天津、 四川等20
多个省市， 以及外交部、 中国艺
术摄影学会 、 北京对外友协等
400多名摄影高手参与， 在怀柔
拍下了4915幅优秀作品。 雄伟壮
观的长城、 倒映水中的APEC场
馆、 层林尽染的慕田秋色， 大幅
的摄影作品将怀柔壮美的山川、
旖旎的风光和淳朴的民风一一展
现， 形神兼备地将怀柔区辽阔、
广袤、 壮丽、 豪放的山水风光完
美定格， 令人震撼和激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摄
影大赛还有日本等38名外国友人

参与拍摄 ， 共征集作品486幅 。
外国友人以摄影图片的形式， 通
过不同的视角集中展示怀柔生态
风光、 人文历史， 以此为八方来
客开启一扇了解怀柔、 认识怀柔
的窗口。

据悉 ， “锦绣怀柔 华彩会
都” 全国摄影大展由中国摄影家
协会、 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和怀柔区委宣传部主办， 中国摄
影发展中心、 怀柔区文联和中华
瑰宝精品展组委会联合承办。 大
展将于9月19日在雁栖湖畔开展，
并一直延续到10月5日 。 期间 ，
组委会还将特别邀请部分摄影家
协会主席的作品助兴， 同时邀请
50名书画家的作品共同展出， 进
一步丰富展览内容， 为广大观众
提供色彩绚丽的视觉盛宴。

“锦绣怀柔 华彩会都” 全国摄影展19日开展

4000余幅作品展怀柔旖旎风光

舞出女工风采

贝里尼、 马斯卡尼、 瓦格纳
等名家皆知， 《红楼梦》 十二金
钗判词脱口而出， 西方音乐史滔
滔不绝……在国家大剧院， 这样
精通艺术的人士并不少见， 可是
现在咱说的这位却有一个特殊的
职业———保安。 原来， 在国家大
剧院， 保安也可以如此文艺。

听小保安讲艺术
“西方音乐不同时期呈现不

同的特点， 比如文艺复兴时期，
以歌唱为主， 歌词讲究抑扬顿挫
……” 在剧院一层西侧的艺术沙
龙展厅， 身穿保安服的小伙子矫
伟华正 “噼里啪啦” 地为几位观
众做讲解。 起初， 大家瞅着他的
保安服还有点疑问， 但听着他讲
得行云流水、 头头是道， 慢慢地
都点头认可了。

听完讲解 ， 有位老太太问
他： “小伙子， 你是保安吧， 怎
么比专业讲解员讲得还好呢 ？”
这时候， 矫伟华腼腆地笑了。 小
保安矫伟华的工作地点在剧院一
层西侧的艺术沙龙展厅。 展厅正
对面是剧院三大剧场之一的 “戏
剧场”。 伴随着剧院的近期演出，
小展厅中相应会有不同主题的展
览推出。

每次展览刚展出来， 矫伟华
都是第一批观众之一。 他看了一
遍又一遍 ， 不知不觉就背了下
来。 此次展出的音乐家照片， 一
串外国人名他都记得滚瓜烂熟。
矫伟华讲解时发音并不是特别标
准， 带着外地口音， 但是他的讲
解让人无法拒绝。

在刚刚结束的作曲家马斯卡
尼主题展示， 他介绍： “马斯卡
尼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 您现在
听到的这段旋律就出自 《乡村骑
士》 的间奏曲。 他一生创作了很
多作品。 但在晚年， 他为法西斯
政权效劳， 这也成为他一生的污
点 。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 ， 就是
‘晚节不保’。 很可惜。” 他讲解
得很真诚， 甚至很动情， 还会把
自己的态度传达给别人， 有时候
描述艺术家就像说一位老朋友一
样亲切。

矫伟华是从今年3月份开始
负责这个展厅的。 在这几个月里
面， 他背熟了 “琵琶展”、 “汉

剧展”、 还有各种艺术家展。 翻
开一摞摞已填好的展览问卷， 除
了一个个冰冷的对勾符号外， 大
家清一色地感慨着这里的小保
安： “没想到这里的保安懂得这
么多。”

看书唱歌一个不少
矫伟华是河南许昌人， 初中

毕业后就跟着乡亲来到京城， 签
了安保公司， 来到大剧院工作。
那年是2007年， “那时候， 大剧
院还没完全盖好呢 ！” 算起来 ，
他来剧院的时间比很多员工都
长。 而这7年， 也正是剧院从无
到有， 从有到人声鼎沸的7年。

至于为什么愿意给大家讲展
览， 矫伟华只是笑着说： “我就
喜欢这个！” 矫伟华的工作是负
责在小展厅维持秩序， 并在楼梯
口指引观众进场。 起初， 他并没
有给观众讲解， 后来跟观众互动
多了， 通过看展览自己了解的也
多了 ， 就慢慢地开始跟观众交
流， “跟大家分享我知道的艺术
知识， 总比烂在肚子里好！” 小
保安说得很实在。

被问到怎么不干脆转行做讲
解， 矫伟华又是腼腆一笑： “我
有自知之明， 我离专业讲解差得
远呢， 而且我还没有学历， 也不
会说英语 。” 随后他又补充道 ：
“ 有 位 观 众 教 了 我 一 句 英 语
‘please come in’。”

每天早9点到晚上演出结束，
是矫伟华的工作时间。 下班了他
喜欢在宿舍看书 、 杂志 、 影视
剧。 他会把看到的、 学到的， 适
当地结合到大剧院的展览内容
中， 为观众进行更生动地讲解。
从小他就喜欢看书， 四大名著都
看过了， 最喜欢红楼梦， 十二钗
的判词他都脱口而出， 一说就停
不下来。 “看多了就知道了， 古
今中外都是相通的……” 有时
候， 年仅34岁的矫伟华也会变得
很深沉。 有空的时候， 矫伟华还
喜欢唱歌、 吹葫芦丝， 他最爱唱
的是费玉清的 《千里之外》， 嗓
音清亮 ， 透着一股子淳朴和热
情。

周一是大剧院闭馆日， 也是
他一周内仅有的休息日， 但是他
还是选择来大剧院， 走上自己的
工作岗位 。 他太喜欢这个地方
了， 处处都透着艺术的气息。 他
对大剧院太熟悉了， 比如会对听
音乐会的观众介绍音乐厅的“ 镇
厅之宝” 管风琴。 当然， 主动加
班也是为了多一点收入， 生活更
充实一些。

对于未来的打算 ， 矫伟华
说 ： “我还没想好将来能做什
么， 现在的工作我就很喜欢， 没
想那么多！” 这位爱艺术的小保
安目前还没成家， 他非常期待自
己的爱情。 “如果能在大剧院邂
逅一个同样爱艺术的女子， 那是
最美妙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