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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胜羽毛球比赛高手云集

作为北京市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系列活动之一 ， 近日 ,
2018北京打花棍团体表演赛在石景山体育馆举行。 本次大赛采用了团
队表演赛的模式， 在强调技术、 技巧的同时， 更加体现团体比赛的合
作意识和精神风貌。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近日，
德胜街道总工会举行 “和谐德
胜” 地区职工羽毛球比赛， 吸引
了辖区23家企业的128位职工参
加。 比赛不仅让辖区羽毛球爱好
者展现了活力， 还激发了大家的
运动潜能。

记者获悉， 自2013年起， 德
胜街道总工会每年都会举办地区
企业职工羽毛球比赛， 今年已经
是第六年了。 活动的连续举办，
极大地调动了地区非公企业以及
职工会员的参与热情。

本次比赛 ， 共设有男子单
打、 女子单打、 男子双打、 女子
双打四个项目。 比赛不仅赛制采

用国际体育比赛中常用的淘汰赛
制。 而且比赛规则、 计分规则都
按照国际惯例进行。 此外， 比赛
还邀请到了国家一级裁判担任裁
判长。

“今年， 我们在女子单打项
目上获得了第五名， 取得了很大
突破。” 金丰和楼宇工会联合会
的工会负责人介绍说， 街道总工
会举办的羽毛球比赛， 他们每年
都会参加， 但是以前很少能斩获
名次。 今年， 西城区总工会帮助
租了场地， 企业爱好打羽毛球的
职工加强了训练， 每周至少打两
次球， 每次两个小时， 球技有了
不小的进步。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6月
22日下午， 北京冬奥组委机关工
会和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在首
钢园区内举行纪念国际奥林匹克
日健步走活动。 活动以 “运动、
健康、 快乐” 为主题， 活动全程
4.5千米 ， 用时50分钟 ， 在风景
秀丽的首钢园区内， 北京冬奥组
委机关干部和首钢员工共350多
人参加了活动。

首钢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北京冬奥组委官方合作伙伴 ，
正在转型发展的首钢集团将把
首 钢 园 区 建 设 成 为 世 界 工 业
遗产再利用和工业区复兴的典
范， 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城
市复兴新地标 。 而首钢的广大
职工更应该以身作则 ， 践 行 全
民健身计划， 响应全民助力冬奥
的号召。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近日，
西长安街街道总工会举办健步行
活动， 辖区600位职工围绕国家
大剧院， 迈开步伐。 据悉， 此次
活 动 是 西 长 安 街 街 道 总 工 会
正 在 打造的品牌性活动———第
一届 “红墙杯” 职工文化体育季
的其中一项。

活动当天， 报名参与的职工
首先在国家大剧院南门外集合。
只听负责人一声令下， 职工们开
始围绕大剧院， 按照同一方向出
发。 看着身边的美景， 呼吸着清
新的空气， 大家的脚下却丝毫没
有松懈。

“今天， 我们来了100多位

职工， 大家参与活动的热情十分
高涨。” 北京华堂机电设备有限
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工会主席朱
波介绍说， 街道总工会十分重视
辖区职工的健康， 经常组织各种
文体活动， 每次他们都会积极参
加。 现在， 在街道总工会的带动
下， 他们企业也开始试着自己举
办一些职工兴趣高、 参与面广的
活动， 比如趣味运动会、 投篮比
赛、 踢毽子比赛等。 值得一提的
是， 这些活动还得到了企业的支
持， 特批了时间， 让职工开展训
练和比赛， 同时在经费上也给予
倾斜， 使得活动圆满举行， 获得
了职工的好评。

■北京展览

7月1日至7月31日
鸟巢西北角国家体育馆东广场

PNSO恐龙世界

6月26日至9月26日
中国国家博物馆

江口沉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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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恐龙我们可能首先想到
的是 “庞大” “恐怖” “神秘”，
或是觉得它们离我们太遥远， 但
事实上无论它们给人类留下了何
种印象， 对于今天我们而言， 探
索恐龙的脚步从未停止。 而今有
一个名叫PNSO啄木鸟的科学艺
术小组正在继续着他们1∶1恐龙
模型的制作， 而作为小组中的重
要成员， 艺术家赵闯和科学童话
作家杨杨正在努力将亿万年前神
秘的世界带到我们身边。

本次户外展区有10000平方
方米， 在外围400多米的展墙上，
杨杨将用童话叙事的方式表现恐
龙 世 界 的 编 年 史 ， 内 部 集 中
展 示 了 “啄木鸟科学小组 ” 及
其团队几十年的研究成果， 展出
七大洲的恐龙明星达60多件、 其
中1∶1大小的27件 ， 画作一百多
幅、 珍贵的手稿几十幅， 是目前
全球规模最大的专项户外恐龙科
学艺术展。

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是
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
一。 本次展览共展出江口古战场
遗址发现文物500余件，是江口古
战场遗址考古成果的首次公开全
面展示。 展览共分为序厅、 沉银
出水和考古新章三个部分。 序厅
部分介绍江口古战场遗址概况，
以及科学考古发掘前文物的发现
情况。 沉银出水部分全面展示出
水重要文物， 分为大西浮沉和明
代社会两个单元。 主要展出与张
献忠大西政权相关文物和江口之
战文物，以及明代地方藩王金册、
银册，大量金属货币，还有明代中
晚期的首饰和日用器具。

在昆曲界， 沈世华绝对算得
上 “传奇”： 不到二十岁已是浙
昆当家花旦， 曾亲历 《十五贯》
进京； 成为中国昆剧艺术教育史
上第一位女教授， 经她指点的梨
园人有三十余位获得梅花奖； 前
不久， 她又以高龄登台， 扮相秀
美如初。 谁又能想到， 这位中国
戏曲学院的教授、 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昆曲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 小时候一度交不起学费， 只
能读不要钱的夜校。 对戏曲， 她
最初神往的， 却是京剧。

寒门走出的昆曲名角

1941年 ， 沈世华出生于上
海。 清末民初开始， 上海就是与
北京、 天津齐名的戏曲大码头，
“海派” 京剧的名头响彻全国几
十年。 她就读的夜校旁边是中国
大戏院， 常有京剧名角演出， 每
天看着巨大的广告牌， 听着铿锵
的锣鼓， 便觉心痒难耐。

为了名正言顺看戏， 她在后
台做起了小生意， 一边摆摊卖烟
卷， 一边看舞台上 “角儿”。 让
她印象最深的是魏莲芳， 圆场功
特别好， 走起来裙摆纹丝不动，
就像是安了车轮一样。

沈世华想拜师学戏， 没成。
偶然， 她随父亲路过杭州， 认识
了著名昆剧演员王传淞， 顺利考
入 “国风苏昆剧团”。 个子太小，
她只能戴个红毡帽演青袍， 羡慕
极 了 同 时 入 行 的 郑 世 菁 ： 人
家 能 演宫女———那好歹算 “旦
行” 啊。

唱戏没得捷径， 只能加倍苦
练 。 沈 世 华 每 天 早 早 起 床 练
功———踢腿 、 下腰 、 翻身 、 虎
跳、 喊嗓子。 第一次贴片子上台
演丫鬟， 她觉得勒上头简直像孙
猴子戴上金箍圈， 好不容易捱到
下台， 立刻就吐了。

1954年初， 剧团沿着乌镇 、
新市、 塘栖到杭嘉湖各个码头演
出， 沈世华一路随行。 她仍然记
得当时的盛况： “十里八乡的农
民特别欢迎我们团的演出， 有人
说昆剧艺术曲高和寡， 可大家都
看得懂听得懂。”

很快， 她成为浙昆的旦角台
柱之一 ， 与小生汪世瑜搭档演
出 ， 在 《西园记 》 《桃花扇 》
《断桥》 中塑造的王玉贞、 李香
君、 白娘子的形象， 广受好评。
当时 ， 有评论把她与江苏张继
青、 上海华文漪并称为 “南方昆
曲三名旦”， 红极一时。

艺术旅程路途坎坷

此后一段时期， 沈世华无法
继续唱戏， 只能在杭州重型机械
厂工作 。 每天穿着肥大的工作
服， 把一毛钱十斤的红萝卜当作
水果……没有人知道， 夜深人静
时， 她会不会梦见往昔的风光。

碾玉悬丝挂碧空， 宫商角羽
任西东。 依稀似曲才堪听， 又被
风吹别调中。 那个轻歌曼舞的小
女子， 似乎再也回不来了。

峰回路转 。 上世纪 70年代
末， 沈世华得以复出， 变得忙碌
而快活。 其女钮晓晴记得， 母亲
白天要去团里排戏， 晚上常常会
有演出， “那时， 由她主演的昆
剧 《西园记》 获得了空前成功，
演出场场爆满”。

沈世华的事业重新繁花似
锦， 但对女儿来说， 生活却变得
喜忧参半。 只要有演出， 她不得
不把女儿反锁在家里， 有时巡回
演出， 甚至会离家半个多月， 孩
子只能由外婆照顾。

《西园记》 投拍戏曲故事片
的那年， 作为女主角的沈世华一
走就要大半年。 钮晓晴回忆， 对
她来说， 不啻是个 “灾难”， 母
亲前脚上火车， 后脚照顾她的外
婆就摔了个大跟头， 都是血， 一
老一小在宿舍大院抱头痛哭， 简
直是年度苦情大戏。

思考良久， 拍完 《西园记》
后， 沈世华决定淡出舞台。 上世
纪八十年代中期， 她调入中国戏
曲学院任教， 开启了另外一段艺
术旅程。

义务教戏源自一生信仰

京剧与昆曲联系非常密切，
素有 “京昆不分家” 的说法， 很
多梨园人都得到沈世华的指点 。
她把学生当成儿女 ， 只要来求
学， 就尽可能多教一点， “我会
的， 一定毫无保留地教”。

“我的老师们当年就是这样
对我言传身教的。 ‘传’字辈老先
生们义务教戏，不收报酬。”她说。

不是深爱戏曲， 难以理解那
种发自内心的感情。 沈世华不仅
登台演出， 还穿梭于各大高校义
务讲课， 想尽可能拉近昆曲与年
轻人的距离。 看见学生们听得认
真， 她会特别高兴。

入行已有65年， 沈世华说，
一辈子就爱昆曲， 一辈子就要做
好这一件事情。 （上官云）

■■明明星星故故事事

从昆曲名角、工人到女教授……

首钢职工迈步走起来

西长安街600职工健步行

打花棍展民族运动魅力

她把日子过成传奇 纪念奥林匹克日


