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资讯

昨天， 一场墨香浓郁、 别开生面的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学习
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经典名句手书展在展览路街道拉开帷幕。 本次展
览展出了109幅作品， 80多位参与者包括老人、 中青年、 小学生， 他
们用饱含深情的笔墨， 生动表达了对新时代的殷切期待。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从2015年8月北京新机场
铲第一铲土到现在， 两年多时
间， 我拍摄了近4万张一线职
工照片， 记录下新机场建设者
的光影。” 北京城建集团新机
场项目部党总支部副书记赵海
川见到记者时说。

2015年， 赵海川来到新机
场项目工作。 “我感觉摄影是
一种历练， 是一种追求， 在工
作中拿起相机把劳动场面、 把
新机场建设中的人和事记录下
来， 甚是欣慰。” 作为一名建
设者， 他希望做新机场建设的
记录者， 投入4万元购置了高
端相机和镜头。

在拍摄新机场的建设过程
中 ， 赵海川在地下2层拍过 ，
也多次爬上过50米高的作业
面拍摄建设者。 “走近建设者，
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 我感到
劳动光荣，劳动伟大。” 几乎每
一天， 赵海川在忙完手中工作
后， 都要举起镜头前往拍摄。

夏天， 赵海川为了拍摄工
人焊接的镜头， 冒着被蚊虫叮
咬的痛苦， 坚持拍摄。 “有付
出才有收获 ， 工人焊接能坚
持， 我自然要记录他们劳动的
场景。” 赵海川说。

冬天， 新机场还在基坑建
设时， 赵海川为了记录新机场
工地的日出， 凌晨5点出发爬
上土堆， 记录太阳升起照耀新
机场工地的第一缕阳光。 “冬
天零下十几摄氏度， 为了拍摄
效果好， 我连手套都没有戴。”
赵海川说。

让赵海川印象深刻的是
2016年7月20日 ， 当时北京下
大暴雨。 上午赵海川在国学中
心开会， 十几天待在工地的他
原打算会议结束后回家。 但会
议结束后， 看着瓢泼大雨， 虽
然家就在不远处， 但他没有选
择回家， 而是想到工地需要人
手， 急忙赶回工地。 堵了3个
小时车， 他回到工地后， 立即

投入工作， 组织党员先锋队抢
险， 并拿起相机， 记录工人抢
险画面。 “虽然画面不太好，
但把关键时刻党员和职工抢险
的场景拍摄下来了。”

作为新机场建设者， 赵海
川终身难忘的是2017年2月23
日， 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考察
城市规划建设和北京冬奥会筹
办工作， 来到了北京新机场建
设工地 。 这让赵海川深受触
动： “这既让我们深深感到肩
上的重任， 又为自己能够参与
其中而感到光荣。 我们一定要
在工作中发扬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 完成好总书记交给的光
荣任务！”

赵海川的摄影爱好， 也影
响了身边的人， 很多职工纷纷
举起相机， 记录新机场建设的
点点滴滴。 作为项目的党总支
副书记， 赵海川还组织了两次
职工摄影展， 请项目职工、 北
京城建职工和大兴摄影爱好者
一同记录北京新机场建设过程
中的精彩画面， 活动第一次便
征集到500张， 第二次征集到
700张。

赵海川一边拍摄， 一边学
习摄影技术， 还学会了拼接图
片， 其中新机场航站楼合龙这
张照片在媒体上刊载， 给人带
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 赵海川
的努力， 也获得回报， 他的多
张作品在不同层面获奖， 他也
成为北京摄影家协会会员， 最
终在2017年获北京市第六批职
工艺术家称号。

“2018年 ， 北京新机场项
目将进入攻坚克难阶段， 航站
楼要进行全面精装修和机电安
装施工。 作为新机场建设者，
我有责任、 有义务记录劳动场
面， 我希望能拍出更多更精美
的照片。 作为北京市职工艺术
家， 我将拍出更多优秀作品，
对得起北京市职工艺术家这个
光荣称号。” 赵海川说。

■娱乐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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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比和雷弹头》

3月29日至4月1日
天桥艺术中心小剧场

《水面之下》

3月31日之4月1日
北京喜剧院

在话剧 《雅各比和雷弹头》
中， 主人公雅各比是一个庸碌低
俗、 无所事事的流浪汉， 有一天
他厌倦了他唯一的好朋友 “雷弹
头”， 并想要追求一个自诩 “艺
术家” 的胖女人。 “雷弹头” 化
身另一视角不甘寂寞搅入了两人
的生活， 戏剧的转折始于雅各比
关于丧失兴趣的独白， 在雅各比
抛弃女人之后， 陷入幻想的 “雷
弹头” 最终也被女人抛弃……

在 《雅各比和雷弹头》 中，
原作者列文戏剧性再现了人与人
之间的 “隔阂 ” “不可沟通 ”
“冷漠” 和 “与社会的分离” 的
现状 。 列文用他独特的精炼语
言， 从一种罕见的完全缺乏自爱
自怜的绝对暴力跟无限的亲和怜
悯之间的关系入手， 使喜剧赋予
更多现实批判意义。

■职工文化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马马超超

话剧 《水面之下》 讲述的是
改革开放后一个东北小镇的故
事。 歌女梅好的失踪和河边惊现
的女尸， 让警察张大春和协警火
峰迅速锁定本镇无业青年魏来。
本 以 为 证 据 确 凿 ， 很 快 可 以
破 案 立功 ， 却不想浮出水面的
是 “未来 ” 的爱情和并不 “美
好” 的结局……

90分钟的演出里， 耳熟能详
的老歌、 红白相间的连衣裙、 年
代感十足的物件和每一句充满时
代气息的台词都会勾起 “70后”
和 “80后” 无尽的回忆和共鸣，
仿佛每个人都回到了这个年代，
看见了曾经年少轻狂的自己。

该剧主题用导演徐小朋的话
来讲， 就是 “那个时代的年轻人
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身上有
着 ‘改革’ 和 ‘开放’ 的浓重气
息 。 他们随着 ‘一夜崛起的渔
村’ 变得 ‘洋气’， 但其实也存
在着对外界的无知和恐惧。”

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单
元， 有一个 “专属” 北京的子单
元———“北京城事”。 土生土长的
北京人， 可以在电影院里看到儿
时的美好回忆； 不了解北京的朋
友， 可以在银幕上领略旧时光里
关于北京城事的点点滴滴。

和今天的年轻人一样， 上世
纪80年代的职工们， 除了生计最
关心的就是住房问题。 导演徐谷
明和郑洞天以上世纪80年代的住
房题材拍摄了 《邻居》， 把摄像
机搬到了北京机关大院的筒子楼
里。 局促的空间， 几代人蜗居在
一居室里。 楼道走廊里， 搭个灶
台就是厨房， 谁家炒个菜整层楼
都是 “人间烟火”。 厕所和澡堂
都是公用的， 邻里间经常互相干
扰， 更别提保护隐私……但就是
这样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天
天一起吃饭、 聊天， 彼此照应。
这种 “远亲不如近邻” 的情感，
好像也成为了专属于那个年代的
回忆。

同样是上世纪80年代末， 张
暖忻导演的 《北京， 你早》 则把
目光投向了改革开放时代大潮下
青年男女的情感纠葛。

一辆三门两段的红色大公
共， 慢慢悠悠晃荡而过， 迷迷瞪
瞪的青年， 幽深的胡同， 扑面而
来的生活气息， 京味儿十足。

“那时的公交车那么长， 那
时一辆车上有两个售票员， 那时
长安街的清晨洒水车冲刷躁动
后 的 寂寥 ， 待到鸽哨叫醒沉睡
的北京城 ， 一切重新开始 。 北
京， 你早。” 有人说， 这是他看
过的描写北京最好的影像。

跟 《北京， 你早》 一样， 把
那个年代的社会风貌和人民心态
准确记录下来的 ， 还有谢飞导
演、 姜文主演的 《本命年》。

满脸胶原蛋白的姜文， 红T
恤蓝牛仔大墨镜， 演绎了一个为
兄弟两肋插刀的 “大男孩” ———
李慧泉。

他在人生的第二个本命年这
个充满矛盾和困惑的年龄依然迷
茫、 不务正业， 依然觉得青春不
是很酷， 而是很残酷。

那个年代的人， 讲究胡同里
的江湖义气， 看重大杂院里的发
小情。 那些看上去混不吝的小伙
儿 ， 内心是善良且局气的 ， 用
《老炮儿 》 里六爷的话说就是
“懂规矩”。

如果李慧泉活着， 会不会就
是后来的六爷， 一样的无奈， 一
样的落寞。

当然， 北京永远都不是只属
于北京人的北京， 它也是属于异
乡人的 “北漂梦”。

作为重庆人的 张 一 白 ， 就
用外来者的目光审视北京这座城
市 ， 用 《 开 往 春 天 的 地 铁 》
讲述两个异乡人在北京的爱情
故事。

他和她， 大学刚毕业， 手牵
手一起来到这座大城市打拼， 稚
嫩的脸上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七年之后， 他失业了却不敢和她
说， 每天一圈又一圈地坐地铁，
假装自己一切都按部就班， 假装
什么都没发生……

很多年后， 张一白导演在评
价这部电影时说道， “我觉得这
部电影只是用一种手法把一批
人， 和一代人所面临的爱情迷茫
以及感情未知的和已经经历的情
绪给表达出来和宣泄出来了， 所
以引起了很多普通观众的共鸣，
可能不是一个思考的电影。”

今年北影节上 ， 伍仕贤的
《独自等待》 将以修复版重现银
幕 ， 这 部 经 典 的 爱 情 喜 剧 电
影 ， 既有地域风味又充满青年
人激情。

导演来北京生活仅仅三年便
写出本片剧本， 在他的镜头下北
京并没有美到哪儿去， 但真实得
动人。

骑着自行车路过的红墙青
瓦， 被楼下大妈吵醒的清晨， 就
着汽车尾气吃下的路边摊， 空荡
荡的地铁仿佛永远不会装满人，
漫天满地的银杏叶铺满望不到头
的柏油路。

这些电影充斥着北京人洒脱
自信的生活状态， 带你领略平民
百姓的烟火生活。

（新华）

北京国际电影节
讲述“北京城事”

展览路街道举办经典名句手书展

用4万张照片
记录新机场建设者

赵海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