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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京京展展览览

眼睛与心灵：
印度当代艺术新的介入
10月23日至12月21日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中国摄影：
二十世纪以来
即日起至10月25日
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

以 1844年 于 勒·埃 及 尔 的
《两广总督耆英像》 算起， 摄影
进入中国已171年 。 长期以来 ，
由于历史及现实的原因， 中国摄
影师对于原作概念的缺乏、 原作
及史料收藏整理之遗散疏漏、 中
国摄影艺术史研究人员培养之缺
乏， 此前并无集中展现中国摄影
艺术各时期原作及中国摄影艺术
史研究成果的相关展览。

本次展览以 “民国摄影及战
地摄影”、 “新中国十七年的摄
影及文革十年的摄影”、 “新时
期以来的中国摄影及中国当代摄
影” 为分野， 通过全景式展现
1900年以来各时期中国摄影艺
术 家 的 摄 影 原 作 及 史 料 为 基
本方式 ， 出版相关学术图录 ，
开展相关研讨会议 ， 重新梳理
中国摄影艺术史的基本脉络。 以
此， 展现百年来中国摄影艺术千
姿百态之样貌， 中国摄影艺术家
对摄影艺术理解和创作之徘徊变
迁。

中蒙艺术 太庙交流

在全球化的新时代， 艺术的
形态呈现多样化的格局， 装置、
影像、 新媒体、 行为、 观念艺术
已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得以逐渐
发展， 全世界的艺术都经历了巨
大和深刻的变化， 呈现出我们今
天所看到的面貌。 其中， 印度次
大陆的艺术形式是独特且有趣
的， 它融合了各种创新的、 引人
深思的想法。

基于印度各种信仰、 各种语
言以及流行文化的融合给印度文
化带来的多样性， 艺术家们另辟
蹊径， 脱胎于原有的艺术实践和
普遍信仰， 创造出了丰富且独特
的艺术形式。

高品位低收费邀职工圆文学梦

摄影作品
展治沙扶贫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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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莹） 昨天，
《草原长调———中蒙当代美术交
流展》 在太庙艺术馆开幕。 展览
汇集了40余位中蒙两国代表性
艺术家的近 200件作品 ， 以丰
富 的 艺 术 形 式 反 映 了 草 原 的
主 题 ， 展 现 了 两 国 当 代 美 术
创作的面貌。

这次展览由中央美术学院丝
绸之路艺术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太庙艺术馆和蒙古国国家美术馆
共同主办。 由两个机构携手组织
两国艺术家的美术创作， 开展草
原丝绸之路的艺术研究， 有助于
推动丝绸之路的文化建设。 北京

太庙艺术馆是中国古代文明殿堂
的象征， 中蒙两国的当代艺术创
作汇集在这里， 进行交流展示，
两国艺术家的作品共同营造了古
典与当代、 本土与友邻和谐相处
的文化氛围。

多年来， 中国艺术家通过对
蒙古族人民生活和草原文化的描
绘 ， 叩问人与自然 、 自我与世
界、 生命与信仰的关系， 表现出
深厚的人文关怀。 近年来， 两国
艺术家频繁走访， 在一起写生创
作， 既增加了友谊， 更有了共同
的收获。 两国艺术家的作品在同
一时空中的展示， 为探讨全球化

语境下不同特色文化间的互动交
流， 以及当代艺术创作的特质提
供了广阔的空间。 放眼今日中蒙
两国的艺术交流， 如同草原长调
的乐音， 具有豪迈的旋律和悠远
的回响。

中央美术学院丝绸之路艺术
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范迪安告
诉记者， 这次展览的成功举办
是 在 “一 带 一 路 ” 建 设 新 的
征 程 上 ， 中 蒙 两 国 美 术 创 作
与 合 作 新 的 开 端 ， 也 将 为 今
后 两 国 更 大 范 围 和 多 种 形 式
的 美 术 交 流 积 累 经 验 。 中 蒙
两 国 艺术间的合作还会持续下

去， 相信通过两国艺术机构的友
好合作， 将会谱写出新时代中蒙
文化交流的草原长调。 展览在北
京结束后， 还将在蒙古国国家美
术馆举办。

据了解， 中蒙两国的文化交
流有着悠久的传统和丰富的内
涵 ， 蒙古国与中国 共 享 4700多
公 里 的 漫 长 边 境 线 ， 比 邻 而
居 ， 睦 邻 友 好 。 地 缘 的 天 然
联 系 ， 浩 瀚 草 原 养 育 培 植 的
文 化 生 态 ， 自 然 成 为 中 蒙 美
术 创 作 共 同 的 主 题 和 基 调 ，
也 成 为 中 蒙 两 国 当 代 艺 术 家
相互交流对话的文化基点。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由北
京市委宣传部、 市总工会和市文
联共同主办，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
化宫与北京作家协会承办的第15
期职工文学创作研修班于10月17
日开班。 该研修班面向全社会开
办， 以高品位、 低收费邀请职工
文学爱好者共圆文学之梦。

此期研修班将聘请欧阳逸
冰、 肖复兴、 梁洪鹰等专家、 作
家举办系列讲座， 参加阅稿、 评
析作业 ， 并组织学员创作 、 交
流、 采风。 学员的作品可入选作
品集， 并向报刊推荐。

职工文学创作研修班成立于

1996年10月， 19年来， 有近2000
名首都职工文学爱好者参加了学
习和创作实践。 职工文学创作研
修班被市委领导同志誉为 “北京
文化建设基础工程之一”， 2003
年 ， 又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
“全国职工文学创作示范基地 ”
称号。

北京市职工文学创作研修班
的前身， 是自1950年始， 老舍先
生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创办和主持
的工人业余文艺学校。 当时任教
的作家除老舍外， 还有茅盾、 周
扬、 冰心、 赵树理、 曹禺、 周立
波、 艾青、 萧军、 郭小川、 臧克

家、 端木蕻良等。 新时期以来，
又有李凖 、 杨沫 、 汪曾祺 、 王
蒙、 林斤澜、 邓友梅、 张志民、
刘绍棠、 管桦、 浩然等数十位作
家为职工学员授课、 辅导。

职工文学创作研修班的学员
中有的获得了老舍文学奖、 夏衍
电影文学奖， 有的被中国作协、
北京作协吸纳为会员， 更多的成
为首都各行业、 各区县的创作骨
干。 职工文学创作研修班一方面
以劳动人民文化宫为 “根据地”，
一方面走出去， 到基层和边远地
区举办短期讲习班， 推动了首都
职工文学事业的发展和普及。

本报讯 （记者 高铭 ） 流淌
着 “中国基因” 的原创音乐剧水
浒之 《紫石街》 将于10月22日晚
正式登陆世纪剧院的舞台。 身兼
制作人、 编剧、 作词、 作曲的制
作人万军告诉记者， 十年来自己
盼的就是这一天 , “我们并不是
要给潘金莲翻案， 而是要还原一
个真正的女人， 探讨爱与伤害的
距离。”

说到音乐剧， 大家可能很快
想到 《猫》、 《歌剧魅影》、 《悲
惨世界》、 《音乐之声》 这些经
典剧目 ， 可一说到中国的音乐
剧， 的确乏善可陈。 万军十年磨
一剑打造 《紫石街》， 不仅是他
对音乐剧十年来探索的总结， 也

是想借此契机打造一部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中国音乐剧。

音乐剧 《紫石街》 以 《水浒
传》 中发生在武松、 西门庆、 潘
金莲之间的经典故事为背景， 通
过 《这是谁家的女子》、 《茶馆》
《女人不该有梦》、 《勾栏》 等精
彩原创唱段 ， 引领观众穿越千
年， 零距离感受千年前那段爱恨
纠葛的悲剧故事。 万军透露说：
“如果不是为了坚持自己， 三年
之前可能就公演了。 合作方提出
以 ‘性的觉醒’ 为噱头， 但我们
拒绝了。 做色情、 改变人物关系
都是很简单的， 但我们最终还是
选择了尊重原著和不玩噱头的一
条最艰难的路。”

万军还坦言 ， 那种插科打
诨， 成心胳肢的剧太多了， 而他
想做的却是一部风格纯正、 有野
心的 、 流淌着中国血液的音乐
剧。 “我相信观众看完后肯定不
是简单的感官愉悦， 而是直击心
底， 去感受商业外衣包裹下的那
颗悲天悯人之心。” 而且， 《紫
石街 》 更专注于表达 “爱与伤
害” 的主题， 这从几张人物关系

海报中也可见一斑， 其中既有潘
金莲与西门庆的 “爱之迷”， 也
有潘金莲与武松之间的 “爱之
深”， 还有她与武大之间的 “爱
之痛” 等。 万军说： “我想让这
部剧成为一面镜子， 昭示大家心
灵所处的位置， 因为普世的观念
永远都是爱与宽容， 而我们这部
音乐剧仅仅是为二武莲庆婆唱一
首爱与宽容的歌曲。”

近日由北京青年报、 亿利公
益基金会共同发起的 “探寻 ‘一
带一路’ 治沙扶贫， 库布齐精准
扶贫公益摄影展 ” 在京举办 。
130幅摄影作品， 从内蒙古库布
齐生态环境改善 、 文化扶贫 、
“六生态” 产业扶贫等三个角度，
栩栩如生地记录了当地人民如何
通过近30年时间的自力更生、 艰
苦奋斗， 从靠天吃饭， 到振兴六
大生态产业， 富裕一方百姓的历
程。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第15期北京市职工文学创作研修班开班

制作人万军：
十年磨一剑绝不玩噱头

音乐剧 《紫石街》 明晚首演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悦 ） 近
日， 西三旗街道清景园·社区青
年汇在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开展了
一次 “传承文化， 青春共行” 手
工制作亲子活动。 本次活动通过
微信、 QQ群等方式招募到社区
青年及亲子家庭近50人报名参
加。

活动当天， 主持人首先带领
大家通过破冰游戏互相熟悉认
识， 并讲解了本次活动的流程
和 规 则 。 随 后 ， 在 京 剧 脸 谱
活动室中 ， 指导老师认真地教
大家如何使用画笔和调色盘 ，
耐 心 地 向 大 家 讲 解 画 脸 谱 的
步 骤 ， 小朋友们画出来的脸谱
千奇百怪， 色彩斑斓， 有喜怒哀
乐等各种不同表情神态。 活动当
中， 大家积极讨论， 互相学习交
流经验， 特别是在传统文化有奖
竞答环节中， 小朋友们更是积极
活跃 ， 展示出了快乐学习的魅
力。

亲子手绘作脸谱
传承传统文化

西三旗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