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阎义 通讯员
俞陈锋） 9月26日，门头沟区城子
街道举办了第四届文化节开幕式
暨“迎国庆，贺中秋”大型文艺演
出。在演出中，除了歌唱、舞蹈、声

乐、相声、快板等表演节目之外，
还加入了趣味十足的游戏活动。
本次活动反映了居民的现实生
活，实现了全民参与、全民互动，
展现了开拓进取的社区新风貌。

门头沟城子街道举办文化节

■文娱资讯

9月26日， 公交集团物业管理中心工会举办了以 “喜迎十九大 翰
墨寄情怀” 为主题的书画笔会。 活动现场， 来自基层各单位的20余名
书画爱好者进行书画作品的展示和创作。 本报记者 盛丽 摄影报道

9月27日， “祝福祖国好 喜迎十九大———市属公园系列群众文化
活动展演” 在玉渊潭公园群众文化大舞台启动。 此次公园群众文化展
演的节目涉及民乐、 歌舞、 朗诵、 曲艺等多种形式， 参演的120名演
职人员全部来自于长期在公园歌唱的市民游客， 使公园成为市民游客
展示才华、 展现幸福的 “大观园”。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9月26日， 北京时装周 “铜牛学生装新品发布会” 在北京凤凰中
心上演。 本场秀以 “恰” 为主题， 通过恰好的穿搭方式， 展现了服装
的包容性， 诠释了健康自信的美学艺术。 通过同学们在T台上自信的
演绎， 彰显了文化中国、 美好校园的新时代学生装风采。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刘欣欣

作者： 李佳奇

《定制曝光》

于彧 整理

■新书推荐

作者： [美] 理查德·麦奎尔

《这里》

各种乐器
样样拿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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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是在漫画史上具有
崇高地位的实验性杰作， 被称为
“带上孤岛的图像小说”。 上世纪
80年代原版的六页一经出版， 便
获得极高声誉， 成为实验漫画的
经典。

《这里》 是一趟迷幻而华丽
的时间旅行。 它将镜头瞄准新泽
西州的一间平凡客厅， 在同一幅
画面中穿越百万年， 拼贴出 “这
里” 在时间流转中的奇妙变化。
于是， 史前巨兽同未来的科技并
存； 1950年的故事同2015年的事
情遥相呼应。 展现出一小块空间
在时间绵延中的无限可能。

《这里》 的初版是六页的黑
白漫画， 在上世纪80年代一经出
版， 便成为一部地下实验漫画的
经典。 它对时空关系富有创新且
意味深长的蒙太奇式重组， 对漫
画艺术、 电影等都产生了深远影
响。新版《这里》扩展为300多页的
彩色漫画， 于2014年出版， 并于
2016年获得安古兰漫画节大奖。

明星离婚公关大战背后有什
么不可言说的秘密？ 互联网热点
事件背后到底是谁在充当幕后推
手？ 国内公关行业资深人士揭秘
公众事件背后的公关操作内幕，
根据真实案例改编， 现实的狗血
程度永远超乎你的想象。 说它是
小说， 比小说更真实； 说它是实
战， 比实战更精彩！

《定制曝光》 一书的作者混
迹公关圈十余载， 在书中， 他以
当事人和旁观者的身份讲述了数
个精彩至极的中国式公关故事，
这里有中国公关行业真实的权力
斗争， 有明星离婚事件背后双方
所发起的庞大公关战争与媒体战
场上的昼夜厮杀， 有为了获取巨
额客户预算背后公关公司之间的
残酷竞争， 以及空前公关危机背
后所隐藏的光怪陆离的人性； 当
然， 还有让人忍不住拍案叫绝的
顶尖创意！

1984年出生的张起飞， 从
小就喜欢唱歌， 那时候流行的
电视连续剧 《新白娘子传奇》，
无论电视剧的主题曲还是里边
的唱段， 他只要听上两遍就能
唱出来。 逢年过节， 亲戚聚会
的时候他总是焦点， 在众人面
前唱上几首歌。

如今， 吉他、 贝斯、 架子
鼓、二胡、笛子等，张起飞都能
拿起来就演奏， 但他并没有从
小学习乐器。 初次接触乐器，
还是他上初中一年级时， 音乐
老师给全班同学上的笛子课。

“当时， 我们班主任就是
音乐老师， 40多岁， 跟他没有
什么距离感。” 张起飞回忆说，
大概在教了两节笛子课后， 老
师就发现了他的天赋。 “教一
两遍后， 音准、 节奏之类的其
他同学会吹错， 而我就基本吹
的没什么错了。” 课后， 老师
私下找到了他说： “你学的挺
快啊 ， 有时间就来找我多学
学。” 就这样， 他跟着老师学
会了吹笛子。

上高中后， 班里有同学开
始学弹吉他， 张起飞就让这个
同学教他。 “学的第一首是花
儿乐队的 《静止》， 就三个和
弦， 五分钟就学会了。” 张起
飞印象深刻 。 两三个月的时
间， 他会的曲子就已经比教他
的那个同学多了。

于是， 他开始和喜欢音乐
的同学组乐队。 随着学吉他的
同学越来越多， 张起飞又先后
学习了贝斯、 架子鼓和键盘。
“为了能凑个乐队嘛， 哪样没
人会弹， 我就去学哪样。” 两
个月的时间， 这些乐器张起飞
也都能够驾驭了。

一天， 他和朋友一起到家
附近的一家咖啡厅玩， 咖啡厅
老板是中央音乐学院的一名老
师， 正在吧台教学生唱歌。 张
起飞走上前去， 询问能不能让
自己也唱一个。 那
天， 他演唱了 《雨
一直下》 和 《明天
的明天的明天 》 。
演唱完毕， 老师主
动找到他， 说要收

他当徒弟， 还保证高考时可以
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

“当时我挺高兴的 ， 老师
问我想不想跟他学 ， 我说想
学 ， 但是后来我父亲没有同
意。” 如今的张起飞， 理解了
父亲的顾虑， 并满意父亲当时
的决定 。 “我爸希望我学建
筑 ， 说如果把本职工作做好
了， 课余时间想干什么都行，
什么乐器都给我买。”

高考时， 张起飞如愿考取
了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上大学
后 ， 他加入学校的流行音乐
社， 还成为了社长。 不仅组乐
队， 还经常上台演出、 参加比
赛。 “音乐让我在生活中认识
了好多朋友， 很多都是平时接
触不到的， 因为音乐， 我们才
走到一块儿。”

大学毕业后， 张起飞进入
首开集团 ， 从事自己所学专
业， 音乐始终陪伴着他。 第一
次展示是单位开年会， 每个部
门上报一个节目， 他自告奋勇
的唱了一首歌， 于是同事们都
知道了他的特长。 随后， 他进
入首开职工艺术团， 成为演唱
队的副队长。

“工作之后 ， 通过文艺 ，
我认识了很多人。 但其实更多
的是让别人认识我了，工作中，
经常有我不认识的人说听过我
唱歌，夸我唱得不错。 ”张起飞
认真地说 ， 感谢集团提供了
“首开职工艺术团” 这个平台，
让他可以充分的表现自己， 而
他也十分愿意用自己的一技之
长为集团的发展做贡献。

张起飞说音乐带给他的收
获很多， 但最大的收获是让他
始终保持开朗的心境， 没有烦
心事。 如今他已经有了两个孩
子， 孩子们也都继承了他的音
乐天分。才三岁的老二，已经能
唱很多歌曲了， 八岁的老大打
鼓、跳舞样样拿手。 对于孩子，

张起飞的观点和他的
父亲一样。 “不希望
他们靠音乐为生， 但
肯定支持他们把音乐
当做自己的爱好。”

首开职工张起飞
■音乐音悦

公园文化展 市民唱主角

铜牛新品发布会绽放学生风采

■职工文化

公交职工书画作品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