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于彧

一人、 一扇、 一醒木、 一方
帕， 便可演绎千军万马、 浩瀚苍
穹， 评书以简单而又深奥的艺术
形式即将踏上新的征程。 11月22
日， 评书回归电视荧屏之作 《北
京评书大会》 在北京电视台举办
开播发布会， 三位德高望重的评
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先生、 田连
元先生和连丽如先生来到现场，
通过一件件承载文化记忆的老物
件与观众分享评书艺术的独特魅
力， 并呼吁全社会对评书艺术的
传承与传播。

弘扬传统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

评书作为一种讲故事的传统
艺术形式， 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
史， 是民族智慧的结晶， 也承载
着民族文化的印记。 2008年6月7
日 ， 北 京 评 书 经 国 务 院 批 准
列 入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为在新时代发展评书艺术 、

开启民族文化传承创新， 北京卫
视潜心打造 《北京评书大会 》，
把评书艺术重新请上电视舞台，
重温经典， 致敬大师， 为全国观
众献上诚意之作。 《北京评书大
会》 将还原传统京味书馆的真实
风貌， 在忠实记录评书表演的基
础上， 大胆融入书画、 音乐和纪
实真人秀等视觉元素， 让里面的
一桌一椅、 一茶一画， 都成为评
书艺术的时代注脚， 让观众感受
到原汁原味的评书艺术魅力和老
北京的文化底蕴。

老中青少四代同台
评书新说演绎经典艺术

《北京评书大会》 将邀请老
中青少四代评书表演者同台， 为
观众带来新老结合的经典书目，
评书新说演绎四代同台、 师徒联

袂的传承故事 。 节目中设置了
“书童 ” 的角色 ， 将贯穿全篇 ，
成为点睛之笔。

发布会现场， 除著名评书表
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因身体原因
不能到场， 另外三位评书非遗传
承人———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
兰芳 、 田连元 、 连丽如联袂出
席、 同台互动， 通过评书书谱、
扇子、 醒木等承载着评书记忆的
老物件表达了对评书艺术的热爱
与尊重。

活动最后， 随着三位评书表
演艺术家刘兰芳、 田连元、 连丽
如将各自手中的醒木同时拍下，
《北京评书大会》 栏目标识在大
屏幕上徐徐展开， 宣告这档评书

艺术回归电视荧屏之作正式启动
开播。 这是北京卫视在近两年推
出 《传承者》 《传承者之中国意
象》 《非凡匠心》 等聚焦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型季播节目之
后， 再次为观众输送文化清流。

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中心主
任马宏表示： 《北京评书大会》
是北京卫视致敬艺术 、 致敬匠
心、 致敬大师的诚意之作。 北京
卫视将永远做好传统文化的传承
者和传播者， 为这个时代留住经
典， 留住匠心。

据悉， 自11月28日起， 《北
京评书大会》 将登陆北京卫视，
每周二至周五的9:05-9:30准时与
观众见面。

■职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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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剧场

11月24日至12月3日
中间剧场

《呼吸》

《樱桃园》
11月23日至12月3日
首都剧场

《呼吸》 描述了一对年轻的
情侣， 女博士和自由音乐人爱情
的日常。 在剧中， 当 “该不该生
一个孩子” 这个话题被提出， 这
段关系下潜藏的焦虑浮出水面，
女人善辩、 心思缜密地提问， 不
断地自我质疑又自我和解； 男人
被动、 偏向随遇而安。 在 “生不
生孩子” 的讨论中， 双方的情绪
不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该剧目是英国编剧邓肯·麦
克米伦的代表作之一， 此前该剧
曾登上德国柏林的邵宾纳剧院的
舞台， 而担任导演的是首次在中
国指导 《呼吸》 中文版话剧的瑞
士导演艾利亚斯·派里希， 其指
导剧场作品经验丰富， 一直坚持
文本内容要与当下社会生活产生
直接的联系。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

放下手机拿起笔“我总觉得散文有一种魔力，
可以让每一个读到它的人有所启
迪， 它能让人领悟人生真谛， 抒
写出世间生命的意义， 又像是一
片净土， 给我们精神的寄托与安
宁 ， 让我们善于发现世界的美
好， 学会乐观的生活。” 在北京
燃气高压管网分公司， 有一位姑
娘， 在工作之余， 总愿意拿出包
中的散文书或文摘杂志翻阅， 抑
或是拿出纸笔， 开始书写一天里
的喜怒哀乐。 这位姑娘名叫赵欣
静， 是燃气集团高压管网分公司
办公室的一名普通职工。

小时候“偷” 书看的感
性姑娘

站在一块空地上， 拿出一本
青年文摘杂志， 下班后的赵欣静
眼中终于流露出一丝悠闲。 “我
从小就喜欢看书， 看散文。” 她
说， “我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
家里没有那么多的书籍给我看，
那时候我也不太好意思让他们给
我花钱。 别的女孩子过年喜欢买
洋娃娃， 我过年喜欢拿压岁钱买
书。” 小时候的赵欣静最喜欢去
的就是奶奶家， 因为家里有一位
学历高， 爱看书的老叔。 “我发
现老叔房间内的书架上总有各种
各样的书籍， 我看着心就痒痒。”
那时， 年纪还小的赵欣静便总是
偷偷溜进老叔房间内， 拿着那些
诗集、 散文集， 还有一些她连名
都叫不上来的书就开始 “大快朵
颐”。 事后， 她会把书放回原位，
心满意足地离开。 “那时候老叔
总是问我是不是动他的书了， 奶
奶也总问我那么小能否看得懂，
反正当时只要一打开书， 我就十
分开心。”

长大以后的赵欣静开始尝试
写散文， 有灵感时， 甚至编一些
自创的歌曲。 “我有时和别人说
话不太善于表达， 但只要让我去
写， 我总能信手拈来。” 赵欣静

表示， 自己是一个感性的人， 思
维敏感， 很容易触景生情。 正如
她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写的 ：
“我喜欢在下雨的时候记录下嘀
嗒嘀嗒的声音； 喜欢在花儿绽放
的时候记录下它们顽强的生命
力； 喜欢把农民、 工人的汗水、
助人为乐的笑容、 父母斑白的头
发都写进我的文章里。”

军旅生涯中发现文字的
力量

两年的军旅生涯， 让赵欣静
丰富人生经历的同时， 也意识到
了文字的力量。 “我有时不太愿
意跟父母说太多话， 因为我不愿
意给他们增加许多烦恼。 我甚至
在父母把我送去军营的时候认为
我不是他们亲生的。” 赵欣静说

到这里笑出了声。 她坦言， 军营
生活是艰苦的， 只有在只身一人
时才会倍加想念家人与朋友 。
“那时候没有手机， 只有一个礼
拜一次的写信机会， 还不一定能
寄出去。 寄出去了， 对方大概两
个礼拜才能收到， 如果马上开始
写的话， 我要收到回信最少也得
一个月了。” 所以， 赵欣静对写
信的机会倍加珍惜， 她开始敞开
心扉， 把那些散文中的语言写进
一天的快乐与烦恼和对大大小小
事情的见解中 ， 寄给父母 、 朋
友。 令她意外的是， 父母也一样
将对她的思念、 担心、 嘱托附在
回信中。 “那时我才知道， 其实
他们很爱我， 只不过藏在心底，
说不出口。”

赵欣静向记者展示了很多已
经很老旧的书籍， 《朱自清散文

集》 《意者》 《读者文摘》 ……
她还拿出了厚厚的一沓信件， 大
概几百封。 “这些都是我过去写
给父母和朋友的信， 还有我收到
的回信 。 我愿意把这些书信留
着， 现在通信设备这么发达， 有
时重新翻开这些书籍信件， 那种
珍惜的感觉真好。”

文字对工作生活各有意义

单位的刊物中， 同事的朋友
圈， 赵欣静的文章经常被刊登或
转载。 “我喜欢将那些自己写的
充满正能量的语言分享给大家，
让他们有所感悟。” 然而， 除了
这份生活中对文字的执着， 工作
中的赵欣静一样能找到施展自己
才华的空间。 “有时领导会让我
们参与编写一些企业制度和企业
文化， 很多人感觉很头疼， 往往
照搬照抄、 毫无特点， 我会很享
受组合这些字句， 把我们公司自
己的文化体现、 发扬出来。”

赵欣静认为 ， 既然喜欢散
文， 就要坚持读、 坚持写。 “我
觉得现在大家都不爱看书了， 我
觉得不妨放下手机， 让浮躁的自
己重新回到安静的模式中。”

赵欣静表示， 散文是反映中
国文化、 社会等方面的优秀艺术
表现形式， 读散文、 写散文更是
国人应该努力保持的好习惯， 同
时也是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 。
“现在只要我一有机会就抓时间
看书写文章。 如果说有一种力量
能让我们泪流满面、 感动震撼，
我想那就是散文。”

《樱桃园》 围绕着一座有着
美丽樱桃园的贵族庄园的命运展
开———旅居巴黎多年的女地主柳
苞芙带着女儿和仆人回到了自己
的庄园。 而她在法国早已耗尽了
财产， 却一直保留着贵族的生活
方式。 眼下， 曾经的家园将被拍
卖用来抵债， 而所有人都在等待
着它的归属。

作为契诃夫的最后一部剧
作， 《樱桃园》 有着难以言表的
巨大价值， 时至今日， 距离作者
创作此剧已过去百年有余， 《樱
桃 园 》 却 成 为 了 上 演 最 多 的
契 诃 夫的剧目 。 对于这片樱桃
园， 人们往往有着特殊的偏爱，
无论 观 众或者创作者 ， 总寄望
于从那园子中挖掘出数不尽的心
灵宝藏。

刘兰芳、田连元、连丽如联袂助力

《北京评书大会》

———燃气职工赵欣静的散文情结

■文化资讯

28日登陆北京卫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