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工文化
■娱乐资讯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在
传统佳节 “元宵节” 即将到来
之际，以“彩·汇中华，灯·耀世
界”彩灯制作为主题，文化宫举
办了春节后第一场亲子手工坊
公共教育活动。 近三十名工会
会员带着子女， 齐聚文化宫三
殿 (祧庙)， 跟传统宫灯彩灯第
二代传承人余光亮大师， 一起
用传统工艺动手制作彩灯。

中国彩灯， 饮誉古今。 几
千年来， 更以其不断丰富的内
涵和独特的形式， 成为民族传
统文化的优秀技艺。 彩灯文化
的发展历程， 也昭示了华夏子
孙生生不息的繁衍状态和追求
美、 创造美的天性。 用传承解

说时代， 用亲身体验去感受劳
动创造的幸福与快乐。 通过大
师讲、 家长带领孩子们一起动
手做， 让大家在体验过程中了
解中国传统文化， 感受大师精
致精细、 执着专一的传承信念
和摒弃浮躁、 踏实务实的工匠
精神， 激发传承与创新。

此次活动面向全市持 “工
会会员互助服务卡” 的工会会
员， 持卡会员可通过12351职
工服务网和北京 12351APP预
定免费席位， 下期 “文明的回
响·第三部·时代肖像” 展览公
共教育活动———“孝老爱亲 ，
塑面塑心” 面塑亲子手工坊将
在3月3日举办。 白莹 摄

本报讯 美国狮门影业公司
出品、 奥托·巴斯鲁特执导的好
莱坞古装动作大片 《罗宾汉： 起
源》 在经历两次调档后， 最终锁
定于11月21日上映。

《罗宾汉： 起源》 的男主人
公罗宾汉， 是一个来自英国民间
传说的英雄人物。 他武艺出众、
机智勇敢， 仇视官吏和教士， 是
一位劫富济贫、 行侠仗义的绿林
英雄。 从12世纪中叶起， 关于罗
宾汉的传说开始在民间流传， 14
世纪， 有关罗宾汉的故事首次作
为文学作品问世。 此后， 不断有
作家以此为素材， 写出了众多脍
炙人口的作品。 好莱坞大导演雷
德利·斯科特曾拍摄过由拉塞尔·
克劳主演的 《罗宾汉》， 但票房
和口碑均比较平庸。

最新一版 《罗宾汉： 起源》
讲述了十字军东征归来后的罗宾
汉的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他发
现自己的故乡诺丁汉滋生了各种
腐败， 于是开启了替天行道的艰
难旅程。

影片的明星阵容十分亮眼，
因 《王牌特工》 而窜红的塔伦·
埃 哲 顿 扮 演 罗 宾 汉 。 以 《 五
十 度 灰 》 而 人 气 大 涨 的 好 莱
坞当红男演员詹米·多南扮演
“绿林好汉 ” 中最年轻的勇者
威尔·斯科特。

由于去年 《亚瑟王》 在北美
暑期档的票房惨败， 古装动作电
影的票房预期几乎跌落到了谷
底， 《罗宾汉： 起源》 将面临着
不小的票房压力。

（艾文） 于彧 整理

■周末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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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至3月4日
中国评剧大剧院

《网子》

3月2日至3月4日
北京剧空间剧场

《谋杀启事》

□本报记者 任洁/文 于佳/摄

■艺术人生———职工艺术家系列专题

话剧 《网子》 讲述了清末民
初时， 因生意亏本要寻短见的秋
子 ， 意外捡到了一个男婴并收
养， 后机缘巧合进入了梨园。 十
余年来， 秋子做了 “箱官儿” 给
演员勒头， 男婴鸣春则从小学习
武生， 在秋子的悉心培养下， 终
于成为一名“角儿”。 抗日战争爆
发后，一颗炮弹把鸣春炸死了，秋
子听噩耗后悲痛欲绝，在想象中
给儿子勒了最后一次头。

“网子” 其实就是京剧头饰
的 “衬底”， 台上有无光彩， 取
决于台下箱官儿勒头用的这张
“网子”， 借以用 “网子” 为主要
道具折射出百态人生， 带有极强
的隐喻色彩。

自登台以来， 《网子》 这部
讲述京剧的话剧得到了众多观众
的认可， 《网子》 是京剧人演京
剧事， 很多程式信手拈来， 却丝
毫不显卖弄， 更无弄巧成拙的炫
耀， 而是遵循话剧的审美去刻画
一个踏踏实实的话剧人物， 这一
着眼点既朴实又可贵。

半路出家习翰墨
执着拼得艺术家

《谋杀启事》 故事讲述生活
在英国齐克小镇的人们， 突然在
一份周五出版的 《周报》 上看到
了一则谋杀启事， 预告在小派达
克斯家将有一场神秘的谋杀， 没
有人承认与这则惊人的启事有
关， 傍晚时分， 好奇的人们聚集
到小派达克斯家， 六点半的钟声
响起， 灯忽然熄灭， 人们在黑暗
中尖叫着， 颤抖着， 等待着一场
刺激游戏的开始……

《谋杀启事》 延续了阿加莎·
克里斯蒂一贯的创作手法， 大段
的独白， 扣人心弦的情节以及错
综复杂的人物关系， 对于观众而
言， 剧中每一次的杀人， 每一次
的推理， 一切都在编剧和导演设
定的圈套里。

并非科班出身， 平时工作忙
碌也无暇练笔， 全凭满腔热忱，
利用闲暇时间十余年如一日的锤
炼， 一步步从业余爱好者奋斗上
来。 能评上第六批北京市 “职工
艺术家”， 并获得多个奖项， 成
为北京市书协会员， 北京市地税
局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干部文德
生的习字心得简单地说就是两个
字： 执着。

49岁的文德生是安徽宣城
人， 身处中国文房四宝之乡， 浸
润了一定的文化气质 ， 但在童
年， 他并没有系统学习过书法，
只是受常给街坊们写对联的家人
影响， 写得一手好硬笔字。

没有扎实的 “童子功”， 年
过三十才开始研究书法 ， 不晚
吗？ 文德生有一股军人的 “不抛
弃不放弃”精神，既然喜欢书法，
那就勇往直前， 再多困难也不半
途而废。他不但各地报班跟老师
系统学习书法理论和技能 ，而
且砸起学费也是毫不犹豫 ，据
他介绍 ，有的班读下来甚至要
好几万元。

有了导师的指导， 还要自己
多领悟。 他把从书法报等专业报
刊上看到的感兴趣内容收集起来

并装订成册， 多年来制成十余种
剪报集。 因为经常翻阅， 有的集
子的纸边都卷起来了。 家里书法
类图书、 刊物也摆满了两个一人
多高的书柜。

周末有空 ， 他会和朋友相
约， 去博物馆、 美术馆等地观摩
书法大家的作品。 通过学习和交
流， 他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
友 ， 大家不关心彼此的社会地
位 ， 只切磋技艺 ， 交流心得 。
“学书法不能闭门造车， 必须博
采众长。”

掌握了理论知识， 接下来最
重要的是学以致用 。 上班没时
间， 他就利用晚上和节假日来看
书、 练习， 家中长期备有几十刀
纸。 推掉所有不必要应酬， 几乎
没有其它娱乐活动， 连电视都很
少看， 拿起笔的时候， 就是他的
放松时间。

前些年， 他习惯每天站着低
头练上三四个小时， 有时忘我地
写到凌晨一两点 ， 却毫不以为
苦。 他将之归功于书法具备诸多
优点， 其一就是养心。 “练字能
让人沉静下来， 写上半小时， 再
多的烦恼就能忘掉 ， 延年益寿
啊。” 他打趣道。

在几大书体中， 文德生最爱
行书， 极为推崇米芾， 对篆隶草
书也有涉猎。 他认为练书法首先
要继承传统， 自成一家的江湖气
属于非主流； 其次要讲究笔法、
墨法和章法， 五体兼涉以后才能
看懂各自字体的作品， 领会其中
的门道。

中国书协会员、 朝阳书协秘
书长程度评论他的书法： “取法
传统， 专宗米芾， 上追二王， 博
涉多优， 路子正， 笔法精， 假以
时日， 必将形成自己的风格， 在
书道上走得更远。” 中国书协会
员、 北京市机关书协副主席李建
春则给出这样的评语： “文德生
书法植根传统， 碑帖结合， 兼容
并蓄 。 经过书法本科班系统学
习 ， 他既注重传统笔法功力磨
炼， 又注重书法史， 书论学习，
路子正， 有潜力。”

凭借书法特长， 文德生在单
位组织过四届地税系统书画展，
还举办了兴趣小组。 2017年北京
市总工会举办职工艺术节， 地税
系统在十大项中参加了六项， 其
中书画作品征集到36幅， 33幅入
围， 获奖篇数在委办局中位居前
列； 他呈交的行书作品 《唐诗十

二首》 获得一等奖。
这幅获奖作品由两个长条屏

连接而成 ， 大小为 1.8米×1米 。
为了写好它 ， 他先是练了两三
天 ， 找 到 手 感 后 ， 在 第 四 天
深 夜 一气呵成 。 那一刻 ， 笔墨
纸砚和写字心情都发挥到了最佳
状态。 “我本来写的是比这个
稍小一些的诗作 ， 临到送交时
觉得不满意， 又重新创作。 既然
要参赛， 就要做到尽善尽美， 不
能留下遗憾。”

文德生先后获得全国税务系
统书画赛书法二等奖， “华夏人
才全国海选” 优秀人才奖， 北京
市机关 “中国梦 公仆情”、 “祖
国颂 翰墨情怀 ” 书画赛书法一
等奖； 作品入展辉煌60年 “全国
普法万里行” 及北京市第15、 16
届书法篆刻展， 还作为礼物被送
给巴西财政部。 这次入选 “职工
艺术家”， 更为他增添了一份动
力、 一份信心。

“练书法犹如逆水行舟 ， 不
进则退， 一天也不能松懈。” 铁
画银钩 ， 传意笔墨 ， 多年的执
着， 让 “半路出家” 的文德生得
以跨入门槛， 书写下饶有兴致的
翰墨人生。

——————记记地地税税工工会会干干部部文文德德生生

《罗宾汉：起源》年末北美上映

拎着彩灯闹元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