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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资讯

名家百扇展弘扬扇文化

“刚才是您在车厢里卖报纸
吗？ 您的行为违反了 《北京市轨
道交通安全运营条例 》 的第43
条 ， 将 依 法 对 您 进 行 处 罚 。 ”
“啊 ？ 我就卖个报纸还得罚款
啊？” 这是地铁职工表演情景剧
的台词 。 8日下午， 2015年北京
地铁 “安全是永恒的旋律———法
制地铁·守护安全” 主题情景剧
大赛进行决赛， 在观看情景剧的
同时， 还让观众了解了轨道交通
安全运营条例的内容。

百余名职工参与情景剧演出

“呀 ！ 怎么有只狗在地铁车
厢里？” “这是我的导盲犬在工
作， 它是我的眼睛。” 通过运营
四分公司表演的 《旋律》， 让大
家知道从今年5月1日起， 按照规
定， 视力残障者可携带导盲犬进
站乘车， 建议其他乘客不围观、
不抚摸、 不喂食。

据北京地铁公司工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 从2013年起， 公司每
年 6月 份 都 进 行 情 景 剧 比 赛 ，
“因为6月是安全生产月， 所以都
是以安全运营为主题。” 据了解，
北京地铁下属各单位进行了初
赛， 共11个单位表演21个节目。
最后决出8个单位12个节目参加
决赛， 共有100余名职工参与。

职工自编自演灵感来自生活

运营一分公司的情景剧 《较
劲》， 讲述了地铁司机和检修车

间之间的故事。 “灵感都来源于
工作和生活中的感悟。” 姚秋桐
是 《较劲》 的编剧， 也是运营一
分公司的检修员。 “平时跟别人
介绍自己的工作， 不了解的人会
说 ‘你还不是司机啊’， 言下之
意认为检修工作不在一线， 也就
不重要。 我就是要通过这个情景
剧告诉大家， 地铁里的各个岗位
都很重要。”

《平安广告》 是运营一分公
司参演的节目。 “从5月初开始
编剧本”， 导演李志也是地铁的
一名司机， 他介绍， “我们这个
剧参与的职工共14人， 涉及到乘
务员、 检修、 站务员等。”

为了更好的演出， 参演的职
工们付出了很多。 拿李志来说，
每次彩排， 他都事先把班调好 ，
利用休息时间参加演出。 他家住
在通州， 彩排要赶到石景山杨庄
附近， 早上5点半就要出门。 演
出当天的早上， 站务员王思思还
在医院输了液， 也坚持来参赛。

将进行巡演使更多人受益

就在今年6月底至8月初， 这
些情景剧还将进行巡演。 “本市
新修订的 《安全生产法》 实施半
年多， 情景剧里包含很多法规知
识和地铁职工的处理方法， 希望
更多的人看了能从中受益。” 北
京地铁相关负责人表示， 北京地
铁公司对职工参演给予了大力支
持。

■职工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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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黎明导演话剧《不可儿戏》
观众不笑，那才是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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戛纳上备受瞩目的 “东北
风” 花妖礼服、 高考志愿该怎么
填……近日， 由北京聚心赢众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独立制作出品、
知名影评人周黎明导演的话剧
《不可儿戏》 正在北京繁星戏剧
村进行首轮演出， 紧跟时下焦点
的各种梗让现场观众爆笑不停。
《不可儿戏》 是爱尔兰作家奥斯

卡·王尔德最著名的戏剧作品 ，
讲述了两个为自己编造虚假身份
的人最终却发现自己编造的一切
都是事实的荒诞故事。 这部讽刺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上流社会的喜
剧自1895年问世以来便在欧美国
家常演不衰， 被认为 “在英语话
剧史上舌灿莲花的程度仅次于
《哈姆雷特》。

研究英国文学出身的周黎明
认为， 该剧的精神内涵与有闲阶
层兴起的当下中国十分契合， 尤
其是 “国民老公” 之类人物的走
红， 说明在中国做 《不可儿戏》
的时代到了。 基于自小熟读王尔
德的童子功和看过不下20个英美

版本 《不可儿戏》 的经验， 周黎
明选择了以更宏观的思维将原剧
重新翻译及本土化。 本着 “宁保
精神、 不保文字” 的原则， 此版
《不可儿戏》 巧妙运用了房产股
市、 蹭红毯、 《小时代》 等时下
鲜活笑料， 将原剧中丈母娘审女
婿、 炫富大战等经典段落神同步
到当下中国， 爆笑程度完全不输
原剧的 “五步一楼、 十步一阁”。
许多观众观看完话剧表示， 原来
150年前英国文豪的作品可以如
此接地气， 而喜剧也可以如此优
雅耐人寻味。

在采访中， 周黎明向记者表
示， 把 《不可儿戏》 搬到中国，

是一个顺水推舟的决定。 一旦搬
到中国， 所有细节便顺理成章需
要本土化。 本土化可以有不同
的程度 ， 本版的 《不可儿戏 》
选择的角度在某些人看来可能
过于极端， 但那不是出于对前辈
名剧的不敬 ， 而是出 于 更 高 的
忠 诚 。 恰 恰 是 自 认 熟 读 王 尔
德 ， 我 才 敢 于 做 解 构 式 的 翻
译 和 处 理 。 “ 我 一 直 信 奉 ：
经 典 不 是用来膜拜 ， 而是用来
继承发展的。 演王尔德喜剧而观
众席没有笑声， 那才是对王尔德
的亵渎 。” 据悉 ， 《不可儿戏 》
在繁星戏剧村的演出将一直持续
到6月14日。

■■北北京京展展览览

《中央美术学院
毕业季》
即日起至6月30日
朝阳区花家地南街8号中央美术
学院校区

《致青春———
青年影像传统印相展》
即日起至6月18日
西城区广安门内广义街7号乐凯
大厦2层

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
“文化遗产日”， “保护成果 全
民共享” 全国文化遗产日主题活
动暨 《中国民间泥彩塑集成》 项
目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工业大
学举办。 北师大博导刘铁梁教授
在会上提出 ， 艺术要为人民服
务， 文化遗产保护要与生活紧密
合拍， 他批评了某些 “用墨笔打
几个对勾就叫超越 ” 的所谓艺
术行为。

本次活动由中国民间文艺家
协会彩塑专业委员会和北京工业
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共同主
办， 围绕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成
果和发展远景， 20余名专家学者
展开研讨， 并对 《中国民间泥彩
塑集成》 进行学术梳理与评述。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
项目、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过
程系列成果之一， 《中国民间泥
彩塑集成》 全套共九卷， 由国内
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及各
地民间文化学者撰写， 按照泥彩
塑的出产地域进行专题性论述，
包括北京卷 、 高密卷等 ， 多角

度、 立体式呈现了各地区民间泥
彩塑的演进历程和发展风貌。 全
书共有约280万字和6000余幅珍
贵影像资料， 被评为国家出版基
金项目，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
书出版规划项目。

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该书在
民间文化领域， 特别是在民间美
术领域取得的成绩， 认为这是第
一部按照整体规划、 宏观框架进行
的中国民间泥彩塑的代表性著作，
是各地泥彩塑技艺的集大成者。

北师大刘铁梁教授提出， 艺
术要与生活息息相关， 而不是局
限在庙堂里， 艺术应该为人民和
生活服务， 如无锡的惠山泥人等
民间泥彩塑。 “只讲超越的空洞
作品， 是不是真正的艺术？ 拿墨
笔打几个对勾， 就说这是超越，
叫什么艺术！ 艺术应该多一点人
民的心情， 多一点人民的审美。”
他的一席话得到多位专家的赞
同。 《装饰》 杂志主编方晓风表
示 ： “民间艺术应该存在于民
间， 不能仅仅放在庙堂里， 那样
将失去生命力。”

昨天， 在北京琉璃厂 “宏宝堂第十八届书画名家百扇展” 隆重开
幕， 欧阳中石、 冯远、 史国良、 淳一等著名书画家的170余幅精品力
作， 一同与观众见面， 人们既能欣赏到当代名家的妙笔神韵， 同时又
能感受到中国扇文化的悠久传统。 本报记者 万玉藻 摄影报道

职工自编自演 法规知识穿插其中
北京地铁举办情景剧比赛

□本报记者 任洁
专家建言“文化遗产应存在于民间”
民间泥彩塑有了文字传承

《致青春———青年影像传统
印相展》 由北京印刷学院设计艺
术学院影像专业2010-2013级8
名 硕 士 研 究 生 联 袂 奉 上 ， 从
自 然 人文到先锋实验 ， 从古老
暗房到炫酷数码， 他们用摄影表
达出对社会的独特观察与思考，
并 通 过 尝 试 运 用 摄 影 成 像 工
艺 发 展历程中的多种表现方法
和技艺 ， 将传统与新锐交互融
合， 让古老的文明得到尊重与传
承。

本次展览作品输出工艺复
杂， 制作精良， 限量严格， 每件
作 品 都 倾 注 着 这 些 怀 揣 艺 术
梦 想 的年轻人的巨大精力和心
血。 由于工艺的特殊， 这些作品
已经具有了美术作品的稀缺性，
开 幕 当 天 就 有 敏 锐 的 收 藏 者
对 这 些具有相当升值潜力的作
品表现出了浓厚的投资兴趣。 机
会难得， 欢迎前往观展、 品鉴、
选购。

中央美术学院展览季于本月
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 期间有本
科生毕业展、 系列学术活动、 校
园文化活动， 以及艺术院校联盟
活动 。 今年本科毕业生846人 ，
展场分布在美术馆、 多功能厅、
教学展厅、 主楼展厅、 图书馆、
校园展厅、 北区篮球馆。 在美术
馆内， 1层公教区是人文学院的
展区； 2层半和4层是实验艺术的
展区； 3层是中国画、 油画和雕
塑的展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