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娱资讯

本报讯 （记者 陈艺 ） 第四
期青年作曲家计划于2016年3月
正式启动 。 经过了近两年的征
稿、 评选、 作品展演后， 在本期
青作计划终评音乐会中， 由张艺
执棒中国爱乐乐团， 演绎经过层
层筛选获得终评 “入场券 ” 的
《北魏回响》《诗三则》 《星空下的
原野 》 《飞寒 》 《纵目青铜 》
《暗月·晚风》 6部优秀作品。

本期终评音乐会， 国家大剧
院邀请了10位中外资深作曲家、
指挥家以及音乐机构经理人组成
评 审 阵 容 ， 既 有 该 计 划 首 席
评 委 陈其刚 、 中央音乐学院作
曲系主任郭文景、 上海音乐家协
会主席许舒亚、 北京交响乐团艺
术 总 监 谭 利 华 这 四 位 携 手 青
作 计 划一路走来的评委 ， 又有
连续四期在终评音乐会中担任指
挥的张艺、 曾执棒过青作计划作

品展演的指挥家陈琳。 现任英国
BBC交响乐团艺术策划人保罗·
休斯、 法国作曲家埃里克·蒙塔
尔贝蒂、 作曲家安娜·索科洛维
奇、 作曲家拉夫·威尔逊应邀加
入评委 。 这些著名音乐家的加

入， 一方面体现出青年作曲家评
选机制的国际化、 公正性； 另一
方面， 也体现了该计划已经得到
越来越多国际专业艺术机构的关
注和支持。

陈艺 摄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截至
目前 ， 平谷在全区各乡镇 、 学
校、 街道、 村和社区累计开办书
法培训班100多个， 开课1500余
节次， 上至84岁耄耋老者， 下到
3岁娃娃， 全区4万余人次参加书
法 培 训 ， 有 一 定 创 作 基 础 的
书法爱好者更是有1万余人。 这
是记者昨天从平谷区委宣传部了
解到的。

目前， 平谷区分别在区级层
面和试点学校及乡镇街道安排专
业书法师资力量近400人， 开班
授课。 区级层面还成立了公益性
文化事业单位 “平谷书法院” 开
办书法高研班 ， 主讲篆书和行
草。 在平谷六小和实验二小以及
18个乡镇和街道建立20家特色培
训基地， 打造书法特色学校， 加
大书法培训力度， 办班超过100
个， 请书法名师名家定期给予重
点教学辅导。

随着书法在平谷的普及， 平
谷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已从2012
年的23人发展到25人， 市级书法
家协会会员从62人发展到102人，
区级书法家协会会员从108人发
展到240人。

随着培训的深入开展， 练习
书法不仅成了平谷区繁荣群众文
化活动的重头戏， 也在潜移默化
影 响 着 人 们 的 精 神 生 活 。 曹
家 庄 孟金増坚持乘坐公交上书
法课， 从不迟到， 不缺课； 金海
湖镇学员王欢， 身残志坚， 每次
步行二里多路， 坚持每周不间断
学 习 书 法 。 大 兴 庄 镇 的 周 稳
勤习书法摘掉了 “上访专业户”
的帽子。

本报讯 今年央视新年晚会
打出新概念， 将举办一场 “涨知
识” 的新年晚会。 据悉， 此次央
视新年晚会将以 “启航2018” 为
主题， 于12月31日20时在北京雁
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 届时
CCTV1、 CCTV3、 CCTV4将同
步直播。

此次央视沿袭 《中国诗词大
会》 《朗读者》 等爆款文化类综
艺节目的制作模式， 力争做到娱
乐与文化同步传播。 2017年国家
大事件都将于晚会中体现， 或是
当事人亲临晚会舞台分享个人经
历； 或是由实力明星角色扮演情
景再现； 或是由央视号搭载主持

人重返大事件现场讲述启航故
事。 此次央视将通过不同的表演
形式令观众认知到这台生动丰富
的 “涨知识” 晚会。

在已曝光的晚会嘉宾名单
中， 众明星被分为四组代表将和
观众一起 “涨知识”。 “国” 的
代表阵容包括张艺兴、 孙杨、 柯
洁等青年偶像， 作为在各自领域
具有一定号召力的领航人， 他们
一直以身作则弘扬榜样力量， 表
达了年轻一代争强上进的积极态
度， 青年兴则国家兴， 青年强则
国强。 而另一组曝光的嘉宾则更
是别有深意， “家” 的代表阵容
分别是沙溢一家， 陈建斌、 蒋勤

勤一家， 张丹峰、 洪欣一家， 凸
显有家才有国的深意。 紧接着曝
光的嘉宾是方大同、 杨宗纬、 钟
汉良、 刘嘉玲， 体现出了 “国家
情美” 中最重要的 “情” 字。 央
视新年晚会要和世界各地的华
人们共同度过新年这个重要的时
刻， 携手 “启航2018”。 最后曝
光的一组艺人是黄婷婷、 李沁、
徐帆、 秦海璐等， 不同年龄的她
们或活力四射、 或端庄典雅、 或
温婉善良。 “美” 而不同， 可谓
是中国女性肖像缩影， 在辞旧迎
新的央视新年晚会现场， 她们将
带来精彩表演。

（新华）

6部音乐优秀作品入围“青作”
平谷书法爱好者
已达万人

央视跨年晚会带观众“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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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荐

作者：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白天的房子，
夜晚的房子》

《存在主义咖啡馆》
作者： 莎拉·贝克韦尔

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 波
兰文学女王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代表作， 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
讲述一座边境小城的千年故事。

在一个边境小镇千年之间的
历程中， 各种传奇人物在此粉墨
登场 ： 长 出 胡 子 的 圣 女 、 性
别倒错的修士、 身体里住着一
只鸟的酒鬼、 化身狼人的小镇教
师、 会冬眠的做假发的老太太、
靠网络收集梦境的女人……千年
之间人世沧桑变换、 起起落落，
但对于土地而言 ， 人的悲欢离
合、 人的世代更迭， 不过是土地
的瞬息一梦。

这是一部多种文体交杂、 多
条故事线相互穿插的奇妙小说，
短篇小说 、 散文 、 民 间 故 事 、
圣徒传记 ， 甚至菜谱 、 笔记 ，
交错呈现 。 每一个故事都是一
篇精致的短篇小说， 连缀起来又
是 一 部 遍 布 伏 笔 与 呼 应 的 绝
妙长篇。

“残雪凝辉冷画屏， 落梅横
笛已三更， 更无人处月胧明。 我
是人间惆怅客 ， 知君何事泪纵
横， 断肠声里忆平生。 这是纳兰
性德的一首词 ， 你看词句多美
呀。” 安昳对记者说。

今年27岁的安昳是丰台区花
乡看丹村的书记助理， 村里工作
繁杂， 党务工作、 村务工作……
事无巨细她都要参与。 在繁琐的
工作之余， 为了舒缓压力， 她爱
上了古典诗词。

“无论是 ‘独坐幽篁里 ， 弹
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 明月来
相照。’ 或者 ‘绿蚁新醅酒， 红
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
杯无！’ 还是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 妨 吟 啸 且 徐 行 。 竹 杖 芒 鞋
轻 胜 马 ， 谁怕 ？ 一蓑烟雨任平
生。’ 意境都是那样美， 诗词朗
朗上口， 在一天的繁忙后， 轻轻
吟诵一首， 顿时觉得一天的疲惫
都消散了。” 安昳和记者分享着。

在吟诵古典诗词的过程中 ，
安昳开始用钢笔将古诗词抄写下
来。 在这个过程中， 她感受到了
难得的宁静。

安昳说， 硬笔书法是书法艺
术 百 花 园 中 一 朵 璀 璨 奇 葩 。
它 的 书写工具主要是钢笔 ， 以
墨水为载体， 来表现汉字书写技
巧。 它与毛笔的区别在于变软笔
的粗壮点画为纤细的点画， 去其
肉 筋 存 其 骨 质 。 硬 笔 书 法 的
艺 术 性主要是通过线条与结构

的变化表现出书写者对书法艺
术 的 认 识和感受 ， 它追求的是
美感、 情感、 趣味、 意境、 个性
是 一 种 非 常 好 的 修 身 静 心 的
方式。

从2015年起， 安昳每天晚上

都会坚持练习硬笔书法。 她说，
在安静的夜晚， 看着黑色墨水跟
随着笔尖倾泻而出， 让她回想起
上学时用钢笔写字的时光， 在她
看来， 用钢笔抄写着古典诗词，
感受着古诗词的意境和幽雅， 真
是美好的感觉。

“练习硬笔书法， 写得好看
是一个重要目标。” 安昳告诉记
者， 一个字的好坏无非是看它
的线条与间架结构； 间架结构，
即一个字的笔画搭配， 如笔画的
长短、 曲直、 摆放的角度， 笔画
间的间距 、 粗细 、 前后照应关
系， 等等。 对于初学者 ， 在字
的间架结构上当先求匀称、 端庄
为 宜 ， 然 后 才 能 根 据 需 要 与
个人的习惯爱好考虑变化。

起初安昳临摹字帖， 先求形
似。 在追求形似的过程中， 她开
始自己写， 慢慢体悟 “神似” 的
魅力 。 她说 ， 整幅字要写得好
看， 就要看布局， 即字的排列。
如字的大小、 形状、 排列的位置
与摆放的角度、 上下左右的照应
关系等 ， 她说 ， 在一行或一列

中， 最好让每一个字的重心基本
在同一条直线上； 然后将字的大
小、 形状稍作区分。 一般而言，
笔画多的字写紧凑些， 线条尽量
细一点； 笔画少的字写松一点，
形状小的字线条尽量写粗些。

“练习书法不是一朝一夕就
可以成功的事情， 一定要坚持，
每天无论有多忙， 都要抽出时间
来写， 哪怕只是很少的时间， 每
天的坚持才会有进步。”

抄完唐诗三百首和宋词三百
首 ， 最近 ， 安昳又开始 抄 写 清
朝 诗 人 纳 兰 性 德 的 词 ， 经 过
长 时 间 练 习 的 安 昳 ， 已 经 能
把 《望海潮·宝珠洞》 写得非常
漂亮了。

“用钢笔写古诗词 ， 给我每
天的生活增添了一种难以言传的
美感 ， 让 我 的 心 慢 慢 静 了 下
来 ， 能 更 从 容 面 对 生 活 工 作
中的风风雨雨， 这让我很欢喜 。
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也希望有
更多人可以一起分享古诗词的
美， 硬笔书法的美。” 安昳对记
者说。

在本书中， 英国著名作家莎
拉·贝克韦尔虚拟了一个咖啡馆，
在这里能看到存在主义者们你方
唱罢我登台。 萨特和波伏娃是这
个咖啡馆的常客， 胡塞尔、 雅斯
贝斯、 加缪、 梅洛·庞蒂等思想
家也经常出现。 不同时代的存在
主义者们被作者的笔牵引， 聚首
在一个咖啡馆里， 他们交谈、 辩
论乃至争执。

该书将历史、 传记与哲学结
合在一起 ， 以史诗般恢弘的视
角， 激情地讲述了一个充满了斗
争、 爱情、 反抗与背叛的存在主
义故事， 深入探讨了在今天这个
纷争不断、 技术驱动的世界里，
当我们每个人再次面对有关绝对
自由、 全球责任与人类真实性的
问题时， 曾经也受过它们困扰的
存在主义者能告诉我们什么。

丰台区看丹村书记助理安昳：

古诗词里感受难得宁静

■职工文化

开办书法培训班100多个
开课1500余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