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娱资讯

张前打造“体育版《亮剑》”
电视剧《夺金》明年播出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通讯员
霍达） 作为 “美焕文心———第二
届首都师范大学艺术季” 系列活
动的重要内容， “昆腔雅韵———
北方昆曲剧院专场演出” 日前在
首都师范大学举行， 多位表演艺
术家和优秀青年演员登台表演，
让台下学子大呼过瘾。

当天， 国家一级演员、 戏剧
梅花奖获得者魏春荣， 国家一级
演员、 优秀闺门旦演员邵天帅 ，
国家二级演员、 优秀青年武生演
员董红钢， 青年小生演员王琛，
青 年 旦 角 演 员 张 媛 媛 等 与 特
别 邀 请的国家一级演员 、 戏剧
梅花奖获得者、 上海昆剧团团长

蔡正仁同台， 采用折子戏形式演
出了 《青冢记昭君出塞》、 《牡
丹亭游园惊梦》 《天下乐钟馗嫁
妹》 以及 《长生殿小宴》 等多场
经典剧目。 在细腻婉转、 流利悠
扬的唱腔和清隽典雅的曲词中，
现场师生充分感受到了有着 “百
戏之祖” 之称的昆曲艺术的神秘
魅力。

第二届首都师范大学艺术季
以大力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为主题， 通过组织校内师生
演出、 举办展览、 邀请国内高水
平艺术院团入校演出等形式， 引
导广大师生感受中华优秀文化的
独特魅力与丰富内涵。

本报讯 反映乒乓球辉煌历
程的电视剧 《夺金》 近日完成近
半的前期拍摄工作。 该剧由执导
过 《亮剑 》 的著名导演张前执
导， 他表示有信心通过剧集展现
中国体育人的精神， 彰显中国力
量 ， 呈现热血燃情的 “体育版
《亮剑》”。

这部以国球乒乓球为题材的
电视剧， 以 “热血青年” 刘争光
的视角， 生动再现了20世纪50年
代末到80年代初国球崛起背后的
燃情岁月 ， 记录了大时代背景
下， 一群年轻人追求幸福生活，
努力为国奋斗的 “乒乓芳华 ”。
在 《夺金》 中， 乒坛名宿、 世界
冠军 、 著名演员首度 “合体 ”，
共同致力于打造展现中国精神和
中国力量的体育热血大戏。

据介绍， 在2017首届中国体
育影视作品征集活动成果展示会
上，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赵勇对
这部电视剧高度重视 、 寄予厚
望， 希望主创们要以奥林匹克精
神来打造 《夺金》 这一体育影视

作品 ， 做出 “更高 、 更快 、 更
强” 的精品。

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也把该剧
作为2018重点支持的影视项目，
邀请了前国家队总教练许绍发作
为技术顾问， 前世锦赛冠军成员
王俊作为技术指导长驻剧组， 并
协调主要演员在北京体育大学进
行了三个月的集中训练， 还多次
组织专家研讨剧本。 国家体育总
局还协调邀请了包括奥运冠军马
琳在内的一些知名运动员客串部
分角色。 剧组主创团队表示， 这
些专业方面的支持和指导， 对于
打造出一部高水准国球大戏至关
重要。

拍摄期间 ， 为确保片子质
量， 张前导演带领剧组反复打磨
剧本， 反复研究乒乓球比赛的拍
摄手法， 力求为观众带来全新的
乒乓球竞技视角和观赏体验。

据悉， 该剧预计于今年年底
完成拍摄， 2019年初与广大观众
见面。

(中新）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王云） “不管走多远， 也不论分
别多久， 有一种牵挂总能穿越千
山万水……” 这是农民工冯严翠
在岳麓书院朗诵 《梁家河》 一书
选段。 5月19日， 中建二局一公
司工会在岳麓书院举办 “悦读
慧” 书屋系列活动， 公司各单位
工会主席、 优秀农民工代表、 特
邀书法家颜国良共39人参加。

当天， 工会为 “悦读慧” 书
屋揭牌， 该书屋成立目的是让职
工和农民工愉快地阅读， 增长智
慧。 华中经理部党委书记韩科研
宣读 《关于加强职工书屋建设、
加强职工交流学习的倡议》， 该
公司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郭建

军为在场的每一位工会主席及农
民工代表推荐并发放 《梁家河》
一书。

接过书后， 大家纷纷选择自
己喜欢的一段话朗读起来。 朗读
完以后， 颜国良老师指导大家练
习着毛笔书法， 青年农民工代表
郭宏涛跃跃欲试， 练习的书法得
到了大家的肯定。

冯严翠大姐是长沙北辰A3
项目的一位抹灰砌筑工人， 今年
49岁 ， 工作之余她也喜欢看看
书， 这是她第一次来岳麓书院，
对岳麓书院和读书氛围产生了很
大兴趣， 对 《梁家河》 一书很是
喜欢， 直到在坐车返程路上还拿
在手里阅读。

■职工文化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新书推荐

作者： 尼基尔·萨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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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蔡颖卿

《回到餐桌，回到生活》

从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
维尔的 《录事巴托比》， 到美剧
《办公室》， 从传统的账房， 到20
世纪中期的 “速记池”， 再到如
今Google式的开放办公空间， 雇
员阶层的工作场所不停转变。 萨
瓦尔借用大量通俗易懂的文献材
料， 用平实客观的文字记录了这
一演变历程。

另一方面， 萨瓦尔详细叙述
了自19世纪60年代起， 试图缔造
办公室文化的设计师 、 社会学
家， 以及企业管理人等对 “办公
空间、 办公工具与人关系” 的不
同理解和构想， 以此来思考雇员
阶层在动荡起伏的社会思潮和经
济形势下， 摇摆不定的命运： 他
们既不属于工人阶级， 也不属于
持有资本的精英阶层， 像钟摆一
样， 寻找着自身定位。 最后， 萨
瓦尔也对新兴的 “知识阶层” 的
前途、 办公室的未来做出了新的
展望。

““文文化化活活动动
让让我我交交到到更更多多朋朋友友””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话剧演
出， 排练的过程很开心， 是非常
难忘的一次经历。” 在CBD总工
会的梦在CBD系列话剧之 《奔跑
吧， 向日葵》 里， 朝阳区建外街
道总工会工作者王备德饰演了男
二号， 小天儿少爷。

虽然是工会系统的话剧社 ，
王备德也没有后门可走， 要和大
家一起进行面试。 面试过程王备
德印象深刻， 他先介绍自己的演
出、 主持经历， 念了一段台词，
还展示了才艺街舞。 没多久， 他
就收到了面试通过的通知。

“我演的是董事长的儿子 ，
比较自我 、 不务正业的花花公
子。” 王备德说， 自己在表演过
程中要找好这种 “少爷 ” 的感
觉， “经历了一些事情后， 少爷
自我醒悟， 开始努力工作了。”

从王备德接到通知能够加入
话剧社， 到剧目公开演出， 中间
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在这段时
间里 ， 他每天下了班都要去排
练。 从中他接触了各行各业的朋
友， 也获得了演出成功的小小成
就感。

“演出效果很好，能够得到导
演的认可，让我特别有成就感，我
的努力没有白白付出。”王备德告
诉记者， 他还认识了CBD总工会
的工作人员， 在日常的工会工作
中可以进行交流和学习。

类似的文化活动， 1992年出
生的王备德从学生时代就接触
过。 上初中的时候，因为爱踢球，
他认识了一个做副导演的球友。

这位副导演推荐他去拍广告， 第
一次就是给某果汁拍广告。

“因为没有经验， 第一次拍
广告被导演说了很多次， 导演说
我不会演戏，但也慢慢地教我。 ”
王备德笑着说， 这算是开启了他
的“半艺术”生涯。

这一次拍摄结束后， 王备德
领取到了500元酬金。 对于一个
当时刚上初中的男孩来说， 非常
有成就感。 当天晚上回家后， 他
把钱往桌上一拍， 对着爸爸骄傲
地说， “爸， 我挣钱了。”

起初，只是单纯觉得好玩，王
备德在初中接拍了很多广告，对
表演也逐渐熟悉起来。 为了不影
响学习， 高中期间他没有再接活
儿，直到大学二年级，凭借着对表
演的热爱，他开始当群众演员，跑
起了龙套。

“那个阶段吃了很多苦， 因
为可能就拍十分钟， 但要跟组跟
一整天， 也就挣50、 100块钱。”
虽然辛苦， 但王备德觉得是一种

对生活的体验。 在跟大家接触的
过程中， 他也学会了如何与人打
交道。

大学毕业后， 王备德到中国
传媒大学进修主持专业， 随后开
始做婚礼主持、 商务活动
主持。 最让他有成就感的
是一次在钓鱼台国宾馆 ，
主持一个有五千人参与
的公司庆典大会。

王备德说， 自己上
学时是一个不会聊天的
人， 同学跟他开玩笑他
就会真的翻脸， 因此朋
友很少。 随着参加的文
化活动越来越多， 接触
的人越来越多， 他的性
格发生了改变， 学会了
如何与人打交道， 朋友
也越来越多。

“我要感谢这些文化
活动， 让我的生活越来越
丰富， 性格也变得越来越
好。” 王备德说。

朝阳工会工作者王备德：

《回到餐桌， 回到生活》 不
只是一本实用的厨事工具书， 更
传递延续了蔡颖卿对生活的表
达： 从爱出发， 用心做事。

从概念的讨论到练习的落
实， 蔡颖卿通过厨事的分享来印
证她对生活的信念。 一餐一饭中
深藏着我们对生活真挚的爱意，
也蕴含了我们安于日常的不凡力
量。 回到厨房， 回到餐桌， 用心
地经营每一餐、 每一饭， 享受厨
事生活之美， 重建饮食的价值，
改变生活的质感。

蔡颖卿希望年轻朋友回归厨
事， 不是以追求时尚为目的， 而
是以自己对生活的掌握为出发。
透过家事生活， 确立生活品质的
真正意义 ： 不止谋生更懂得生
活， 透过自己的双手可以创造出
多种感官的喜悦。 愿我们都能够
有能力精彩自己的生活。

农民工走进岳麓书院读书

昆曲名角亮相首师大
唱响经典剧目

■台前幕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