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娱乐资讯
泉河唱响“五月的鲜花”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五
一” 期间，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呼和浩特市轨道交通1号线一
期工程08标段项目经理部举办了
以 “地铁开往春天 ” 为主题的
慰问文艺演出活动。

本次活动以文艺表演的形式
表达对节日期间工作在施工现场
一线劳动者的慰问和崇高敬意。
活动邀请了当地文化团的35名演
员， 交投公司、 指挥部及地铁一
号线各标段、 监理单位、 施工队

伍共150名观众参加， 演出活动
持续2小时。 演出期间， 文化团
演员们的精彩表演引来了工人朋
友们一阵阵掌声。

“文艺汇演让我感受到了组
织的关怀， 感受到自身责任的艰
巨， 使命的伟大。” 表演结束后，
职工们夸奖文艺汇演形式好， 并
表示将继续全身心投入到呼市地
铁的建设工作中， 为把呼市地铁
三间房车辆段建设成为精品工程
而努力。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近日，
怀柔区泉河街道总工会举办了
“五月的鲜花 ” 合唱比赛决赛 ，
300多名辖区职工及参赛队员一
起观看了比赛。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 《英
雄赞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 《红星歌》 《歌唱祖国》

……当天， 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
典红歌唱出了泉河街道干部职工
对党的美好深情祝福， 体现了职
工蓬勃朝气。

据介绍， 本次合唱比赛共有
23个代表队参加， 各参赛队自选
红歌为参赛曲目。 经过预赛， 共
有15个代表队进入决赛。

■台前幕后 ■周末剧场

5月4日至5月5日
海淀剧院

《黎明之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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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之街》 讲述了15年前
在横滨的一幢豪宅内， 仲西达彦
的情妇本条丽子被发现倒卧在血
泊之中， 仲西的女儿秋叶则昏倒
在尸体旁。 这桩命案没有任何的
目击者、 也没有入侵痕迹， 却也
找不到秋叶就是凶手的证据。 唯
一的动机就是秋叶的母亲因为父
亲外遇而自杀， 埋藏在女儿心中
的恨意， 让秋叶成为最大的嫌疑
犯。 而15年后， 杀人案件即将迎
来诉讼失效之日……

《黎明之街》 为日本知名作
家东野圭吾所著， 小说从文学改
编成舞台作品后做了很多结构上
的调整。 舞台的呈现将更多尊重
原著， 着力表现在命案背后人物
对于婚外情及亲情的描写。 其间
时间跨度和人物内心变化交织在
一起， 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的相
互切换与时间空间交织重塑相互
呼应， 打破一景到底的悬疑话剧
固有的观念与思维模式。

于彧 整理

5月5日至5月6日
中间剧场

《帝国专列》

4月28日， 刘若英导演的首
部长片《后来的我们》上映。 从十
几岁时不顾一切追逐音乐梦想到
进入演艺圈，从在《粉红女郎》中
“自毁形象”到去年以47岁的 “高
龄” 穿上西装以 “刘若男” 的身
份亮相 ， 刘若英一直在挑战自
己。 但在这些成就的背后， 她其
实也有不少的烦恼， 例如会因年
龄增长而恐慌， 也在忍受和孩子
的分别，也常想说“不干了”……

“做导演难。” 在刘若英决定
要执导一部电影之前， 她就已经
知道这是一份并不轻松的工作。

那为什么还要去导 ？ 多年
前， 她就曾在接受采访时给出这
样的答案———“其实四十多岁的
华语女演员能拍的戏愈来愈少，
但是实在不想离开电影， 所以我
换一个身份继续做一个电影人”。

如今， 刘若英执导的第一部
长片已经上映。 在她看来， 自己
的工作已告一段落。 “票房是宣
发团队的工作。 如果票房好， 对
我而言是更开心 ， 更开心的事
情， 但它真的不是我能控制和预
期的事情。”

电影上映的同时， 刘若英也
将第一次执导长片的点点滴滴集
纳成书。 “可能因为我一直都有
出书的想法， 过去也出过书， 所
以这次也想把这些事情尽可能地
记录下来， 因为我觉得， 如果当
时不记录， 后来都会忘记。”

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 一部
由刘若英执导的名为 《后来的我
们》 的电影， 很容易联想到她的
经典歌曲 《后来》。 不过她却直
言， 这两者之间并无联系。

“这部电影并不是 《后来 》

的延伸。 其实是改编于我的一个
短篇作品 ， 叫做 《过年回家 》。
但 《过年回家》 这个名字， 已经
有电影了。 而当我听到五月天的
《后来的我们》 这首歌， 觉得它
的歌词大意就是电影里想要表达
的东西， 所以我就跟五月天要了
这个名字。”

就像开头说到的那样 ， 刘
若英对于当导演这件事最初是抗
拒的。

“大概在30岁出头的时候就
有人跟我说， 我应该去做导演。
我说绝对不可能。 因为我看到张
艾 嘉 。 当 时 我 觉 得 干 嘛 啊 ，
好 好 日子不过 ， 要那么累 ， 那
么辛苦。”

但当刘若英第一次执导长片
时， 她仍然觉得自己低估了导演
这份工作的辛苦程度。 “即便以
前跟我说导演很辛苦， 但因为没
有跟导演二十四小时在一起， 并
不知道原来我没有见到的时候，
导演更辛苦， 所以真的比我想象
的要辛苦很多。”

不但如此， 她还坚持把拍摄
经历记录下来， 写成书。 她后来
苦笑， 这 “其实就是挖了一个坑
给自己跳”。

作为一个妈妈 ， 导演的工
作 还让刘若英不得不 “抛家离
子 ”。 她也曾幻想， 可以带着儿
子一起去拍戏， “但计划永远赶
不上变化”。

“我非常舍不得我的孩子没
有在我身边， 但是我会尽可能地
安排， 过两天就要跟他碰面， 再
也不要分开那么久了。”

而谈及这段拍摄经历， 刘若
英显得十分谦虚。 她自认 “不懂
摄影 ， 也不懂灯光 ， 也不懂美
术”， 却 “得到了最大的帮助”。
“似乎只有他们问我放不放饭的
时候， 是我觉得我权力最大的时
候 ，” 她在一段采访中这样说 ，
“但我懂就是跟他们说， 来 ‘勾
引’ 他们一起来做一件事情。”

事实上 ， 在影片上映前一
天， 刘若英还在忙着路演。 在接
受媒体群访时， 她直言， “我觉
得， 我现在就剩下最后一口气，
坚持要把这件事情做完， 否则前
面 所 有 团 队 那 么 多 的 努 力 就
浪费了”。

“其实我也常常想说不干了！
但他们跟我在一起的那些画面一
直在我的脑海里， 即便他们没有
在我的身边， 在这一路的路演过
程中， 我手机都会不断地收到来
自四面八方的加油和打气。”

压力大的时候， 刘若英也愿
意把写书看成是 “一种舒压的方
式”。 “有时候想骂人， 写一写，
就没有那么想骂他。” 她笑说。

而不论是拍电影还是写作，
对她来说就是 “一种情绪的传
递”。 “包括做演员和歌手， 都
是想把自己的一些情感分享给大
家， 然后让大家觉得， 我跟大家
都一样吧。”

被问及此后有什么计划， 刘
若英坦言， 只想好好休假。 “我
接下来想好好去旅游。 如果有工
作， 我也希望是跟旅游结合的。
所以接下来问我的工作计划， 我
都会想， 那里好不好玩， 能不能
带着儿子一起去。”

如果说非要有什么规划， 她
自己给出了一种假设———“未来
我就想在别人的电影里客串一
下， 在别人演唱会当嘉宾， 感觉
这样还蛮好玩的”。 (中新)

导演刘若英：

新华社电 第五届 “梦想
成真” 五月演出季日前启动，
北京演艺集团集结旗下九大院
团推出九部原创大戏， 既有杂
技 、 儿童剧 、 曲艺 ， 也有民
乐、 歌舞等， 展示艺术家一片
“匠心”， 为观众提供高水准艺
术享受。

新杂艺实验剧 《Touch-
奇遇之旅》 是中国杂技团引入
欧洲 “新马戏” 创作理念， 结
合中国传统杂技技艺特点， 融
合多门类艺术元素进行创作的
一部实验作品。

此剧的艺术总监、 导演、
视觉总设计、 作曲等主创由来
自加拿大、 英国、 新加坡、 意
大利的国际团队组成 ， 他们
“力求让当代化的杂技在当今
时代找到属于自己的观众 ”。
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将于六一儿
童节推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北京童谣》， 讲述缺少爱的能
力、 人格缺失的孩子， 最终拥
有爱、 走向爱， 内心逐渐丰盈
饱满的故事。 此剧以自由、 美
好、 欢乐的风格， 让孩子感受
童谣带来的 “浪漫”。

除此之外， 传统艺术的原
创力量也将得到特别彰显。 北
京歌剧舞剧院带来歌舞音画
《你我的北京》， 北京曲艺团带
来章回鼓书 《驼峰行动》， 北
京民族乐团带来中华四季系列
音乐会之夏———《生如夏花 》
现代民族音乐会， 中国评剧院
带来评剧 《良宵》， 北京市河
北梆子剧团上演传统戏 《春秋
笔》， 北京曲剧团带来北京曲
剧 《花落花又开》， 中国木偶
艺术剧院上演木偶剧 《小铃铛
与匹诺曹》。

此 次 演 出 季 将 持 续 至 6
月6日。

《帝国专列》 讲述的是光绪
二十九年 (公元1903年 )， 慈禧
太后力排众议， 携光绪帝乘火车
回东北祭祖。 远渡重洋、 语言不
通的英国火车司机约翰·坎贝尔
在翻译和德龄公主的左右逢源
下 ， 与清廷发生了一段妙趣横
生， 又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帝国专列》 既不叹国之兴
亡 ,夸夸其谈 ； 也不囫囵吞枣 ，
吓唬恶搞。 编导者在一副看似
荒诞的外表之下， 却展现着自己
对 于 社 会 冷 静 的 思 考 以 及 观
察 ， 随口诙谐与一本正经相得
益彰 ， 在历史大叙事的夹缝之
间， 将帝国黄昏与中西文化碰撞
这类沉重的话题， 化作一系列荒
诞不经的笑谈， 萦绕在每个观者
的思考之中。

北演启动
“梦想成真”五月演出季

■职工文娱

“地铁开往春天”
慰问一线建设者

演出将持续至6月6日

其其实实也也常常想想不不干干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