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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学吧》：
不要将学习和功利画等号
□本报记者 盛丽

本报讯 （记者 陈艺 ） 5月4
日， 丰台区首届 “青年汇” 杯青
年风采大赛决赛在丰台插花艺术
博物馆剧场举行， 近600名青年
到场为选手呐喊助威。

记者在现场看到 ， 活力四
射、 超级酷炫、 满满嘻哈范儿的
街舞少年竟然是右安门派出所的
青年警察王钧剑； 柔中带刚打太
极， 真刀真枪真搏击， 这个勇猛
的北漂硬汉竟然是一名温暖的超
级奶爸张珈竣……台上演得精
彩， 台下掌声不断。

据了解， 此次青年风采大赛
共吸引丰台区20万余名青年以不
同形式参与。 大赛以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主旨，汇集青春智
慧，展现青年风采，为优秀青年搭
建展示平台，采用“真情讲述”的
方式揭示参赛选手所在行业的青
年缩影 ， 展现当代青年在各行
业、 各领域的奉献与担当。

大赛采取 “打开大门吸引青
年” 的方式， 通过微信、 微博、
网站以及传统媒体多渠道， 广泛
宣传， 积极动员。 为使尽可能多
的青年参与其中， 大赛特设 “最
具人气奖” 微信投票环节， 参与
者通过手机可快速了解参赛选手
事迹， 并完成投票。 截至5月4日
15时， 微信投票帖阅读量近十一
万余次 ， 共有六万余人参与投
票。

最终张珈竣、 王钧剑摘得本
次比赛的桂冠 ， 王钧剑告诉记
者： “风采大赛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特别好的展示平台， 在这里能
够充分展示自我， 展示从事的行
业和奋斗的事业。 在风采大赛我
接触到了很多有故事、 有激情、
有理想的伙伴， 了解到各行各业
同龄人精彩的工作和生活经历，
同时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我们青
年群体的坚守与担当！”

为配合 “知古鉴今———《资治通鉴》” 大型展览， 5月4日， 北京市
劳动人民文化宫结合展览内容推出太庙国学讲坛第二十二次公益讲
座。 太庙国学讲坛旨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常识， 丰富职工生活。 本次
讲座特邀首都博物馆研究馆员齐玫老师主讲 《资治通鉴》 展览———讲
讲博物馆展览的那些事。 本报记者 白莹 摄影报道

副刊【文娱】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txy@126.com│校对周薇 张旭│美术编辑李媛│本版编辑于彧│２０15年 5月 6日·星期三12

于彧 整理

■■聚聚光光灯灯下下

苏打绿《再遇见》
世界巡回演唱会
5月9日19:30
工人体育场

“你的名字是爱情”
梁静茹演唱会
5月9日19:30
首都体育馆

本报讯 由著名导演楼健执
导， 演员于小伟、 丛珊、 尤勇、
黄小蕾、 林鹏等主演， 改编自著
名作家张贤亮同名小说的电视剧
《灵与肉》 日前举行开机新闻发
布会。 各主创表示， 大家愿传承
张贤亮先生的毕生志愿， 将新剧
打造成中国版的 “文艺复兴” 故
事。

1982年 ， 由谢 晋 执 导 ， 改
编 自 张 贤 亮 先 生 小 说 《灵与
肉》 的电影 《牧马人》 公映， 观
众达1.3亿人次并获奖无数 。 如
今， 这部曾影响了亿万观众的艺
术佳作将被宁夏电影集团赋予新
的生命。 该剧通过全面塑造主人
公的文化人格， 传递出 “因文化
使百姓灵性顿开， 因艺术让大众
生命质量提升” 的价值设定， 讲
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忠诚与坚
守， 光荣与梦想， 奋斗与成功 。
同时， 本剧还将加入宁夏元素和
民族元素， 用影像艺术塑造宁夏
的文化品格和文化形象。

在谈到新剧 《灵与肉》 时，
该剧艺术总监杨真鉴表示， “这
部电视剧， 主要展现了以男主人
公许灵均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
在残酷的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和
人文环境的隔绝、 碰撞与挣扎之
下， 通过各种痛及肉体、 触及灵
魂的奇绝测试， 在面对生与死的
抉择、 善与恶的选择、 美与丑的

辨别、 苦与乐的感受、 个人与集
体的平衡、物质与精神的取向、灵
魂与肉体的撕扯的各类超级体验
之中， 展现出波澜壮阔的伟大人
格，让广大观众对知识分子以及
知识生命产生新的视点与新的价
值取向判断。

演员于小伟在剧中将饰演温
文尔雅的善良知识分子———男主
角许灵均。 他表示， 在看到 《灵
与肉》 的剧本时十分激动， 在这
样一个喧嚣的年代， 有这样的主
创班底能够踏下心来， 负责任地
创作一部正剧是非常不易的， 电
视剧 《灵与肉》 在艺术规划和艺
术高度层面都力求尽善尽美， 创
新突破， 因此对这部电视剧充满
信心。 对于角色的塑造， 他称，
30多年前， 在电影版 《牧马人》
中， 朱时茂老师塑造的许灵均形
象质朴、 纯真， 具有深刻的思想
内涵与鲜明生动的个性特点， 现
在自己将重新塑造这个角色， 已
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并且很有
信心， 一定会给观众带来不一样
的感受。

艺术总监杨真鉴、 导演楼健
与主演最后表示 ， “《灵与肉 》
作为一部讲述知识分子对于文化
的坚持与梦想的作品， 我们肯定
会尽可能还原张贤亮先生的创作
初衷 ， 争取打造一部中国版的
‘文艺复兴’ 故事。” （鑫鑫）

欲打造中国版
“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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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与肉》

苏打绿的音乐， 没有刻意的
落笔， 没有虚伪的诉求， 但却极
其真诚与善良。 无论是面对热情
粉丝还是大牌巨星， 每一次的演
出苏打绿都是全力以赴， 不会因
为观众的不同而让演出有所区
别。 而正是因为苏打绿对音乐的
这种诚挚热情的态度， 才让他们
的音乐有席卷世界的魔力。 2015
年， 《再遇见》 世界巡演再次起
航， 将为粉丝和乐迷带来更多的
惊喜和感动。

“亚洲情歌天后” 梁静茹在
暌违北京舞台3年后， 终于决定5
月9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梁
静茹 《你的名字是爱情》 北京演
唱会， 产后复出全新出发的她此
次将以更多重的角度用音乐讲述
对生活的感悟， 用歌声传递浪漫
幸福。

梁静茹自出道以来， 给歌迷
带来了很多好听且温暖的情歌。
这些具有代表性的 “梁氏情歌”
几乎霸占了KTV的排行榜 ， 不
管是 《勇气》， 还是 《宁夏》 亦
或是 《情歌》 都成为了年轻人追
捧的 “神曲”。

此次梁静茹产后复出也推出
了全新单曲 《在爱里等你》， 此
前一经推出便收获了歌迷和观众
们的一致好评， 梁静茹也表示这
是一首温暖的歌曲， 很好听， 她
个人也很喜欢， 也相信现在如此
幸福的梁静茹， 演唱会现场唱起
这首歌定会更有味道， 更温暖人
心。

太庙开讲《资治通鉴》

20万丰台青年展风采

人常说： 活到老， 学到老。
这个人人都明白的道理， 在生活
中， 能做到的人却不多。 人们总
是以各种理由 ， 拒绝着主动看
书、 学知识的行为。 还天真地将
学习， 划为孩童应做的事情， 与
成年人无关。

而这样行为导致的结果只有
一个， 被时代淘汰。 不久前， 湖
南卫视开播的一档名为 《好好学
吧》 的趣味对抗益智节目， 就证
明着这一点。

《好好学吧》 节目的形式并
不复杂， 节目采取擂台制， 参与
者会回答各种知识问题。 但观看
后， 你会发现这个节目的巧妙之
处在于， 将参与者明显划出年龄
界限。

节目中， 7个学霸孩子担任
擂主， 负责守擂。 闯关的人却变
为成年人。 这种新鲜的设置， 看
似普通， 实则很有新意。

每当成年人被一道道知识
题， 问的不知所措的时候， 学霸
孩子的回答， 凸显着成年人的知
识匮乏。 而这种匮乏的背后， 更
是说明着人们没有不断学习的代
价。

学生时代， 总听家长们唠叨
这句话： 学习是学生的天职， 上
学时， 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
这句话说的并不假， 作为学生，
应该看书补充知识。 但应该说明

的是， 学生的身份， 并不是指孩
子。 不断补充知识的人， 还包括
已经步入职场的成年人。

为什么很多成年人不愿多看
书？ 没时间、 工作忙， 这些都只
能算是借口。 归根结底， 将学习
和功利画等号是人们不愿多看
书， 不愿继续补充知识的根源。

不久前， 听大学同学聊起她
参与职称考试的经历。 原本已经
将看书这件事撇在一边的她， 在
忙碌的工作之余， 却放弃了休息
时间硬着头皮啃起书本。

在感叹她终于继续补充知识
的同时， 可以感到她的无奈， 看
书这原本快乐的事情， 在和功利
画等号时， 却变得如此痛苦。

说活到老， 学到老， 并不是
指参加各种考试前拿起书本恶
补， 而是在于提倡主动地去补充
各种知识， 让你的大脑始终在运
转。 一日， 在一个钢琴培训机构
中看到， 一位满头花白头发的老
人正坐在钢琴前， 一点一点地练
着。 虽然她有些吃力， 但这种行
为却让人敬佩。 此刻的她， 没有
将学习和功利画等号， 应该是快
乐的。

怎么才能不被时代淘汰， 答
案很简单， 不断补充知识。 但请
记住 ， 不要将学习和功利画等
号， 否则硬塞进头脑的知识， 还
是会被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