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娱资讯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1月
3日， 一场主题为 “镜头中的美
丽———大师带你看世界， 顾莹野
生动物摄影作品展” 在密云区博
物馆开展。首日开展就吸引150多
名摄影爱好者前来参观和交流。

顾莹是我国在国际上享有盛
誉的摄影师之一， 她在摄影实践
活动中长期关注生命与自然。

“此次展览选用顾莹女士40
余幅野生动物摄影作品， 其中就
包括 ‘北极熊和幼崽 ’ ‘帝企
鹅’ 两幅获得2017世界自然摄影

年度大奖及高度荣誉奖的作品。”
密云区博物馆馆长赵文利告诉记
者， 近年来， 随着密云区广泛开
展群众文化活动， 摄影爱好者数
量也在逐年增多， 为进一步提高
广大摄影爱好者的摄影鉴赏能力
和摄影水平， 密云区博物馆充分
利用社会资源 ， 引进大师摄影
展， 为全区摄影爱好者和职工群
众带来这场视觉的饕餮盛宴。

据悉， 展览将持续至2018年
1月31日， 向广大摄影爱好者免
费开放。

新华社电 国家京剧院于元
旦之际开展 “文化迎春、 艺术为
民 ” 慰问演出活动 ， 经典之作
《红楼二尤》 ２日亮相北京梅兰芳
大剧院， 为首都医务工作者展现
国粹风韵， 以精彩演出致敬 “白
衣天使”。

传统京剧 《红楼二尤》 （别
名《鸳鸯剑》）为荀派经典名剧，由
荀派创始人、 著名京剧艺术家荀
慧生整理编演， 演绎了尤二姐和
尤三姐的悲剧人生。 据了解，《红
楼二尤》 作为京剧电影工程剧目
之一， 预计于２０１８年正式开拍。

当晚， 来自北医三院、 人民
医院、 友谊医院、 积水潭医院、
平安医院等１３家单位的近千名首
都医务工作者受邀观看演出。 北
医三院康复医学科护士长戴宏乐
说：“通过近距离观摩高雅艺术、

感受国粹精华， 使我对我们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有了新的认识。 希
望今后有更多机会欣赏艺术家们
的精彩演出， 使我们不断提高自
身艺术修养， 坚定文化自信。”

近年来 ， 国家京剧院围绕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主题实
践活动宗旨 ， 不断扩大受众群
体， 慰问对象有从事航天事业的
科技人员， 有驻守沙漠的部队官
兵， 有首都的环卫工人， 有来京
的务工人员， 有敬老院的孤寡老
人， 还有残障人士代表等， 每一
场活动都精心筹划组织。

国家京剧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 作为国家艺术院团， 国家京
剧院将充分发挥国家院团的代表
性、 示范性、 导向性， 以多种形式
开展公益活动， 将京剧艺术的繁
荣发展成果与广大人民群众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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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好啊你怎么样》

刚刚迈入四十岁门槛的黄
晓明 ， 入行近20年 ， 一路走
来， 黄晓明用 “不停地在跟自
己打仗 ” 形容自己的蜕变与
过往， 此次， 他坚持 “原声”
拍摄， 最终使角色达到了声、
情、 形的完美融合： “我发现
我拍过的很多作品 ， 不用原
声 是 很 难 表 达 出 我 自 己 的
本 意 的 ， 有时候配音的人无
法理解我自己的心思 ， 所以
我这 次要 求导演一定要让我
自己配音。” 而导演孔笙对黄
晓明此次的表现也赞许连连：
“黄晓明非常适合大哥这个角
色， 而且经过他的努力 ， 我
真的觉 得 完成得特别好 ， 我
自己都觉得大哥最后那一笔非
常感动。”

从意气风发的青葱少年到
沉稳从容的成熟大哥， 岁月给
予黄晓明的除了面对挫折与非
议时更为恬淡豁达的心境， 还
有一份对粉丝、 对家人、 对朋
友、 对事业的包容与笃定。 尽

管年岁渐长， 但他却调侃自己
的心态越来越年轻： “随着阅
历的增加， 我发现自己的眼睛
越来越明朗了 ， 因为我更容
易去看到很多东西， 不管是自
己的还是别人的， 这个时候反
倒更加轻松自在。” 告别曾经
的 “玻璃心”， 如今再面对网
上的负面新闻， 黄晓明表示自
己已毫不介意， 他会在认真浏
览后 ， 将那些不好的评价看
作 大 家对他的期望 。 他还诚
恳地表示， 性格决定命运， 人
生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标签和
标 价 ， 但 无论是帮忙也好 、
轻信别人也罢 ， 自己做的选
择， 就必须要去买单和承受：
“我相信老天爷是公平的， 只
要你始终努力， 不忘初心， 早
晚都会跨过这些坎。 大家期望
我变得更好， 所以会给我以批
评。 那些骂声 ， 我看过之后
也 只 是 付之一笑 ， 人生不过
是别人笑笑我， 我笑笑别人，
如此而已。”

■台前幕后

表演获赞得到认可

黄晓明：抱歉，
让你久等了

有胡歌版 《琅琊榜》 的珠玉在前， 由黄晓明主演的 《琅
琊榜之风起长林》 从开播之初并不被看好到如今收视率节节
攀升， 演技收获好评让黄晓明直呼受宠若惊。

黄晓明从 1998年入行至
今， 无论是 《大汉天子》 中少
不经事 、 意气风发的帝王刘
彻 ， 还是 《风声 》 中心狠手
辣、 不择手段的反派武田， 亦
或 《中国合伙人》 中草根逆袭
高富帅的成东青， 都曾是观众
公认的荧屏经典， 黄晓明更是
斩获过 “金鸡” “百花” “华
表奖 ” 的内地影帝大满贯得
主。 曾几何时， 被贴上 “霸道
总裁” “邪魅狂狷” 标签的黄
晓明， 似乎再难在演技上赢得
口碑。 黄晓明坦言： “其实无
数次在跟粉丝见面的时候， 我
是偷偷掉眼泪的。 我知道自己
犯的错误是要自己承受的， 我
每次都很努力， 但总是会有一
些不尽如人意的东西， 所以让
那些爱我的人失望了。 同时，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一直不断地

去调整自己， 相信我会找到一
条合适自己的道路。 我没有忘
掉演员的初心是为了演好角
色， 这是最重要的。”

而今， 黄晓明终于凭借对
《风起长林》 中萧平章一角的
精彩演绎， 获得了观众的一致
好评， 让人不禁感叹： “教主
的演技终于回来了！” 黄晓明
深情回复 ： 抱歉 ， 让你久等
了。 同样为家中长子长孙， 肩
扛对家庭 、 对小辈重担的黄
晓明， 对萧平章一角着实有着
很深的代入感与认同感， 而他
也将这份相似与理解带到了萧
平章这一角色中 。 黄晓明直
言， 观众此次对于萧平章这一
角色的认可是在自己意料之外
的， 感激之余他也承诺， “以
后会慎重对待未来做出的每一
次选择”。

以后会慎重对待未来

人生不过是笑笑而已

本书的故事背景设置于1866
年的新西兰淘金热时期， 十二名
男子在一间酒店开会， 去往新西
兰淘金的沃尔特·穆迪下船后走
进了这家名为皇冠的旅店 ,结果
误闯入一个奇怪的 “聚会”， 引
发一连串看似巧合的事件和调
查。 原来， 两周前这里发生了一
系列神秘的事件： 采矿人埃默里
突然失踪； 吸毒成瘾的妓女安娜
企图自杀； 醉汉克罗斯比的小屋
里发现了巨额的财富……这些混
乱的事件让人们非常不安 。 于
是， 十二个像陪审团一样混杂了
各色人等组成的小团体聚集于此
开始秘密讨论。

随着每个男人说出自己的片
面故事， 真假难辨的说辞逐渐拼
凑出一张交织着同盟与背叛、 秘
密与谎言、 幸运与不幸的大网。
而穆迪在船上目睹的一幕景象，
又将与以上事件巧妙串连起来。
他们像十二星图一样各自独立运
转又互相联系， 每个人在其中皆
有扮演的角色 ， 自己却浑然不
觉。 一个个充满了通奸、 偷盗、
阴谋 、 走私 、 敲诈和谋杀的真
相， 配合着淘金、 鸦片窝、 降神
会和纸牌等光怪陆离的场景， 魔
幻般召唤出一个由贪婪与黄金构
成的世界。

《我很好啊你怎么样》 是美
国新锐漫画家莎拉·安徒生的漫
画作品。 莎拉以神奇的捕捉能力
画出了一个轻微社恐的内向女孩
的吐槽日常。 她把生活里的尴尬
瞬间， 吐槽成各种奇怪的笑点。

拖延症 、 强迫症 、 社交恐
惧、 自拍、 撸猫等熟悉的生活设
定， 通过可爱、 幽默的画面与剧
情呈现出来， 治愈了每一颗孤独
又沮丧的心。

有书评人称， 该书提到了很
多生活中的困惑和挫折， 明明有
点严肃的内容， 却用幽默、 治愈
的方式画出来， 不会给人压力，
我们可以在爆笑中学着成长。

新华社电 原创舞剧 《运 》
近 日 在 北 京 舞 蹈 学 院 舞 蹈 剧
场 首 演 ， 由专业青年舞蹈家与
高校大学生携手呈现的精湛表
演 ， 将 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
文化资源转化为观众对运河文
化 更 为 直观的感性认识 ， 弘扬
了运河精神。

该剧围绕一个涵盖了运河、
漕运、 命运、 国运的 “运” 字，
以 “运河号子” 为线索， 为观众
娓娓道来一段串联起清朝末年、
北平解放前夕、 改革开放后、 走
入新世纪４段不同时期的运河故
事。 编剧许锐介绍， 舞剧分为六
个部分， 视角聚焦于运河岸边的
普通人家的四代人， 并通过他们
曲折的人生经历， 折射出劳动人
民的质朴、 勤劳、 善良和坚韧。

舞剧以非物质文化遗产 “运

河号子” 作为音乐符号和线索，
将 “文化遗产” 鲜活地融入艺术
创作。 创作团队邀请了通州运河
船工号子的传承人、 年近八旬的
赵庆福老人， 将对运河文化的历
史 、 运河人精神的理解融入剧
作， 使舞剧承载起文化遗产传承
的功能。

该剧总导演帅晓军介绍， 运
河之 “运”， 不仅串联了千年运
河情， 还将运河人的命运与国运
交织在一起。 运河传递的不仅是
货物， 还有人间义与家国情。

舞剧 《运》 是北京物资学院
历时两年进行创作的一部结合民
族文化、 京杭大运河文化和校园
文化的舞剧， 在传承和发扬了运
河文化、 运河精神的同时， 引导
青年大学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找到认同和自信。

国家京剧院
携经典致敬“白衣天使”

原创舞剧《运》弘扬运河精神

大师摄影展走进密云

□本报记者 高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