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通讯
员 陈振海） 5月16日， 北京市地
方志与密云古北口镇河西村文化
共建 “五个一” 项目现场成果观
摩交流会在河西村举行， 市区镇
村四级有关部门在乡情村史陈列
室观摩2017年完成的文化共建
“五个一” 项目成果， 进一步总
结该村文化资源， 助推优秀传统
文化繁荣兴盛。

记者了解到， 市地方志办公
室与河西村开展 “六进” 工作的
“进农村”， 启动为期两年的文化
共建 “五个一” 项目， 通过合作
拍摄一部地情专题片， 举办一个
村史展， 开办一个地情网站， 出
版一本村情书， 一本村画册的形
式， 使文化共建落到实处。

值得一提的是，“五个一”内
容之一的《密云河西村》专题片，
分上下两集， 总时长36分钟， 全
片以河西村的自然环境、 历史沧
桑和村落民俗为主要拍摄内容，
讲述了这个有着2000多年悠久历
史京北古村的变迁与发展。

“开展方志文化 ‘进农村 ’
工作， 对于培育地方历史记忆，
留住乡愁， 传承首都历史文脉，
服务于首都农村的经济、 文化全
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市地方
志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水中捞月 ” “金蛛盘丝 ”
“孔雀开屏” ……随着空竹的上
下翻飞， 赛场周边叫好声、 掌声
接连不绝。 5月19日， 卢沟桥乡
小屯村在天元公园举办第六届空
竹比赛。 比赛期间， 不仅有小屯
村空竹队拿出看家本领， 还有来
自丰台学生们的联合表演， 以及
国际友人的别样空竹表演和京津
冀的多位空竹爱好者的现场炫
技， 让观众惊叹空竹的魅力。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灯市口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带
第二届京剧社团专场演出日前在
老舍茶馆举办， 各校区京剧社团
57名团员表演了 《二进宫》 《凤
还巢》 《穆桂英挂帅》 等18个唱
段， 涉及老生、 青衣、 花旦、 老
旦、 花脸等5个行当， 全面展示
京剧学习成果。

本报记者 任洁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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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内影迷朋友来说， 近
期最炙手可热的莫过于群星璀
璨、 重金打造的 《复仇者联盟3：
无限战争》， 持续升温的票房也
使之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而相
比于战争场面宏大、 视觉效果绚
丽的 《复联3》， 5月18日上映的
美国电影 《寂静之地》 则是主打
“抑郁” 和 “揪心”。 这部以外星
生物入侵地球、 人类求生等为主
题的惊悚科幻电影不同于以往，
大规模的战斗等常规套路被全部
替换， 取而代之的是接近无声电
影的窒息感， 在考验演员在电影
中全方位表现能力的同时， 也给
观众带来了崭新的观影体验。

影片并未对外星物种入侵事
件作过多的故事性赘述， 将开头
直接设定成了入侵后人类东躲西
藏、脱群独居的“无声”世界。披盔
戴甲枪弹无效、 无视力但听觉异
常灵敏、 闻声猎捕敏捷迅猛是对
外星物种特性的描述， 这也解释
了为什么影片中人们用手势代替
了语言，探路寻物时“轻拿轻放”
“谨小慎微”， 甚至不着鞋履降低
行动声音。在语言缺失的环境下，
风声、水声、草木之声等环境声增
添了情景带入感， 让观众在电影
院环境下也屏住呼吸， 等待着一
些可能出现的“声音”的到来。

外星物种威胁人类生存的影
片已不胜枚举。 在背景上， 既有
《独立日》 中人类与外星人展开
地空会战的史诗场面 ， 更有像
《异形》 那样汇聚人类起源、 星
外文明、 人工智能、 物种进化等
多元主题的科幻经典。 而 《寂静
之地》 则独辟蹊径， 既没有将角
色设定为军队、 战士， 也没有设
定为科学家， 而是设定成了普通
的平民。 没有强大的火力和尖端
科技， 电影中的人们只能禁声、
躲避、 逃亡， 突显了人类在外星
生物面前的渺小。

对于观影者， 很多在生活中
常见的和已经形成习惯的行为方
式，加上影片中无声的情节设定，
全部都要进行颠覆式的想象。 例
如， 片中女主角在被怪物夺去一
子后不久再度怀孕， 临近预产期
前的一切都变得紧张、无助，完全
掩盖了即将迎接新生命的喜悦。
因为在无声环境下， 不管是分娩
时母亲的哀嚎、婴儿的啼哭或是
任何可能随机出现、 无法控制的
声音 ， 都会成为怪物猎捕的声
源， 不仅可能导致新生命被再度
夺走、 功亏一篑， 更有可能全家
都因此遭受毒手， 而家中为应对
各类突发情况所打造的防御性措
施又显得 “弱不禁风”， 那么主

角在情况发生时， 既要直接面对
恐惧， 又要忍耐疼痛不能出声，
观众若置身其中不免脊背发凉。
另外，片中主角并非没有武器，但
若开枪便会吸引周边全部的猎捕
者。有刀却不能出鞘、营救他人还
需禁声保全自己等矛盾感， 让希
望变得微乎其微。

该影片虽然主打 “无声 ” ，
但并非是完全无声电影。 片中仅
有的几次人类出声， 成了影片的
点睛之笔 。 这些声音的环境不
同、 用意不同， 但都包含了复杂
的情感， 值得观影人回味。

在水流声巨大的瀑布边， 父
亲用实际行动告诉儿子更大的声
音能够为人类正常说话提供掩
护， 来让儿子克服心中恐惧。 在
这部情节紧张的电影中， 二人的
对话和高呼声， 带给人为数不多
的轻松感， 也代表人们长久无法
说话的一种发泄。 而二人归家途
中遇到的目睹伴侣被杀害的老
人， 其发出的大声嘶嚎既包含了
丧偶的痛苦， 也展现了其生无可
恋、 一心求死的绝望； 片中女主
角在家中分娩之际遭到怪物猎
捕， 在脚被钢钉刺入的同时在浴
缸中闭声忍受双重痛苦， 直到怪
物被其他声音吸引远去才发出撕
心裂肺的吼叫， 除了对极端疼痛

的发泄， 更多的是保住新生命的
释然； 而在影片后期， 父亲为救
被怪物困在车中的两个孩子， 全
力大叫保证孩子安全。 观影人在
他生命结束前的叫声中听到的不
仅是愤怒、 绝望、 恐惧， 更有一
个父亲的责任。

母亲为保婴儿忍住疼痛、 父
亲为救孩子牺牲自己 ， 这些声
音， 在观者看来皆是人之常理 ，
但在影片环境下， 这些分秒间的
抉择都更显人性的伟大。 此外，
这几次屈指可数的声音， 也从侧
面展现出表演者在整部电影中对
眼神、 动作等方面拿捏的恰到好
处， 为电影加分。

虽然 《寂静之地 》 情节紧
凑、 入境感强， 可在细节的描述
上， 还是有些 “美中不足”。 虽
然电影省略了入侵前后的故事，
让影片干净不拖沓， 但并未通过
更多细节来侧面映衬， 难免显得
有些唐突； 另外， 作为片中主角
“克敌制胜” 的法宝， 能够影响
怪物听力和行动的小物件到底是
什么， 父亲到底是通过什么灵感
研究并最终成功发明出来， 大家
不得而知。 这名父亲又是做什么
工作， 为什么能发明出连军队都
未能发明的 “武器”， 更让观者
心存质疑。

备前烧作为日本最古老的器
物文化传承至今， 在历代大师的
坚持和创新下， 展现出新的勃勃
生机。 作为 “生生·日本匠人大
师系列年展” 的首展， 备前烧将
展出小西陶藏、 延原胜志、 伊势
崎競、 伊势崎创、 木村英昭、 松
本笃志、 马场隆志等7位备前烧
大师的作品， 他们都是在家族传
承的基础上， 受过现代美学的高
等教育， 既对备前烧有着亘古不
变的坚守， 又通过作品表达出了
适应时代的创新之力。

本次特展希望通过备前烧的
艺术形式， 向观众展现传统手工
艺在新时代的重生魅力。 展中也
特别邀请备前烧作者之一马场隆
志来到现场， 分别通过备前烧的
历史 、 工艺 、 空间与器 、 茶与
器、 花与器等分主题沙龙， 交流
这既古老又新生的备前烧文化。

周昌新， 1973年出生于广东
湛江。 1994年师从中央工艺美院
（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杜大恺教
授学习现代重彩，2000年考入中
央美院壁画系硕士研究生班专修
壁画艺术。 周昌新长期致力于中
国重彩画与西方油画的融合研究
和创作实践， 是中国重彩油画的
积极践行者。 周昌新堪称中国绘
画界的徐霞客， 十几年来， 他的
足迹几乎踏遍中国的大半国土，
用画笔描摹祖国的大好河山。

周昌新先后在多个国家展出
富有自身特色和东方情调的艺术
作品。 本展览为观众呈现了周昌
新的近百幅作品， 展现了艺术家
用艺术的方式和语言让世人领略
最美中国的魅力， 用艺术作品歌
颂伟大的时代、 伟大的人民和伟
大的祖国。

电电影影《《寂寂静静之之地地》》：：
此此处处无无声声胜胜有有声声

《密云河西村》
讲述京北古村变迁

小学生唱京剧
有模有样

小屯村上演
空竹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